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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新闻说修养

●不断提振干事创业精神状
态，在党爱党、在党为党，勤恳工
作、“燃烧”自己，为党的事业倾力
奉献

不久前，中共中央宣传部追授浦江

县委宣传部原部长徐利民同志“时代楷

模”称号。徐利民生前常讲：“人总要为

什么而燃烧。”回顾他的先进事迹，扎根

基层工作 30余年，他始终坚守共产党人

理想信念，用一生奉献践行了对党忠诚

的誓言，可以说，他的一生都在为党的

事业而“燃烧”。广大党员干部应当以

徐利民为榜样，不断提振干事创业精神

状态，在党爱党、在党为党，勤恳工作、

“燃烧”自己，为党的事业倾力奉献。

“燃烧”自己，是敬业精神的反映。

“敬业者，专心致志以事其业也。”一个

人有了敬业精神，就会以高度认真负责

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工作，满怀热爱、执

着专注、尽职尽责。徐利民对待工作始

终勤勤恳恳，即使身体欠佳，仍不分昼

夜奋战在岗位上，病重期间依旧通过微

信、电话等方式开展工作。这种敬业精

神令人感佩，也励人奋进。身处大有可

为的新时代，每名党员干部都要发扬敬

业精神，热爱岗位、珍惜岗位，拼尽全力

履职尽责，努力在新征程上展现新作

为、作出新贡献。

“ 燃 烧 ”自 己 ，是 宗 旨 意 识 的 体

现。徐利民的一生正如他的名字，只

要对老百姓有利的事，他都会尽力去

做。比如，为解决群众饮水问题，他翻

山越岭踏勘水库坝址，饿了啃干粮、渴

了喝山泉，始终无怨无悔、尽心尽力。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

心。”作为党员干部，要始终把人民群

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厚植一心为民

的赤子情怀，“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

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

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积

极主动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如此，

党的事业才能兴旺发达。

“ 燃 烧 ”自 己 ，是 担 当 品 格 的 彰

显。担当是一种可贵的精神品格，更

是对党员干部的一种政治要求。事实

证明，只有真担当才能有真作为。为

了治理被严重污染的浦阳江，徐利民

顶住重重压力，坚决整治到底，对排污

人员绝不网开一面，最终使浦阳江成

为浙江治水的样本。干事创业的过程

中，必然要面对各种艰难险阻，没有迎

难而上的决心和勇气，是不可能干成

一 番 事 业 的 。 党 员 干 部 要 想 有 所 作

为，就要知难而进，无论面对多么大的

困难阻碍，都永不退缩、坚定前行，以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劲头攻坚克难、

一往无前。

“ 燃 烧 ”自 己 ，是 胸 怀 格 局 的 映

照。党员干部想在任期内干出成绩无

可厚非，但不能因此就只盯着那些费

力少、见效快的“显绩”干，而对于那些

周 期 长 、见 效 慢 的“潜 绩 ”视 而 不 见 。

党 的 事 业 发 展 不 仅 需 要 党 员 干 部 出

“显绩”，更要做“潜绩”，为长远发展打

好 基 础 。 徐 利 民 矢 志 不 渝 地 致 力 于

“上山文化”的申遗工作，尽管知道申

遗时间跨度长，短期内很难看到结果，

但他仍心甘情愿做铺路夯基的工作，

为此还绘制了跨越 15 年的“申遗与建

设路线图”，甚至做好退休后仍要一直

做下去的长远打算。党员干部干工作

就要胸怀全局、着眼大局，不贪一时之

功 ，不 图 一 时 之 名 ，多 办 为 后 人 作 铺

垫、打基础的实事，努力“跑好自己这

一棒”，为推动党的事业发展贡献自己

的全部力量。

为党的事业而“燃烧”
■云利孝 秦庆勇

●划出“警戒线”，做到公私
分明；架起“高压线”，做到是非分
明；把好“分界线”，做到情纪分明

习主席指出，纪律严明是党的光

荣传统和独特优势。实践充分证明，

加强纪律建设是党的事业发展的重要

保证。新时代新征程，我们面临的形

势更加复杂、肩负的任务更加艰巨，尤

须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对于党员干部而言，就是要坚决维护

纪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心存敬畏、守

住 底 线 、不 踩 红 线 ，始 终 做 到 心 中 有

“线”不逾矩，永葆忠诚干净担当的共

产党员本色。

划 出“ 警 戒 线 ”，做 到 公 私 分 明 。

“ 政 在 去 私 ，私 不 去 则 公 道 亡 。”私 心

乃 百 病 之 根 ，谋 私 多 了 ，为 公 就 少

了。党员干部手握公权，必须在公与

私 之 间 划 出 清 晰 的“ 警 戒 线 ”。 首 先

要树牢公心，始终把党和人民放在心

中 最 高 位 置 ，恪 守 立 党 为 公 、执 政 为

民理念，以事业为重、以使命为先，不

计个人利益得失，在困难面前带头挑

重 担 ，在 危 急 时 刻 敢 于 挺 身 而 出 ；要

慎用公权，自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

子里，坚持依法用权、公正用权、廉洁

用权，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决不以

权谋私、假公济私、损公肥私，特别是

在 处 理 入 党 考 学 、评 功 评 奖 、经 费 使

用 、工 程 建 设 等 敏 感 事 项 时 ，更 要 保

持 高 度 警 惕 ，坚 决 做 到 克 己 奉 公 ，绝

不 公 权 私 用 ；要 严 守 私 德 ，牢 记 清 廉

是 福 、贪 欲 是 祸 的 道 理 ，时 刻 用 纪 律

检 视 自 己 的 言 行 举 止 ，以“ 祸 患 常 积

于 忽 微 ”之 心 对 待 小 事 小 节 小 利 ，人

际 交 往 中 保 持 干 干 净 净 、清 清 爽 爽 ，

涵养崇廉尚俭的思想境界。

架 起“ 高 压 线 ”，做 到 是 非 分 明 。

面对社会思想意识纷繁复杂、主流价

值观念受到侵蚀、敌对势力渗透有增

无减的形势，党员干部必须牢固树立

正 确 的 是 非 观 ，做 到 善 于 明 辨 是 非 、

善 于 决 断 选 择 。 明 辨 是 非 关 键 在 辨

别“ 非 ”，辨 别 了“ 非 ”，才 能 更 好 地 坚

持“是”。要见微知著，练就一双政治

慧 眼 ，学 会 透 过 现 象 看 本 质 ，确 保 对

良莠难辨的观点思潮能分得清、对于

各种不良信息能识得破、对违纪边缘

的 游 走 徘 徊 能 止 得 住 ；要 严 字 当 头 ，

时刻绷紧纪律这根弦，牢记思想缺位

必然行为越位、心存侥幸就会走向不

幸 、忽 视 自 律 迟 早 面 临 刑 律 ，时 常 审

视 自 己 的 言 行 ，对 存 在 的 倾 向 性 、苗

头 性 问 题 要 及 早 察 觉 、及 时 纠 正 ，以

严 于 律 己 避 免 言 行 出 格 ；要 敢 于 发

声 ，对 思 想 禁 锢 要 真 斗 ，对 强 敌 对 手

要 善 斗 ，对 矛 盾 困 难 要 敢 斗 ，对 歪 风

邪 气 要 常 斗 ，对 私 心 杂 念 要 自 觉 斗 ，

特 别 是 对 违 反 政 治 纪 律 政 治 规 矩 的

人 和 事 ，要 敢 于 坚 决 果 断 批 驳 制 止 、

旗帜鲜明开展斗争。

把 好“ 分 界 线 ”，做 到 情 纪 分 明 。

情 ，即 人 的 感 情 ，能 影 响 一 个 人 的 判

断和行为；纪，即党的纪律，包括一系

列规章制度和行为准则，旨在规范党

员的行为，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和先进

纯 洁 。 党 员 干 部 要 正 确 处 理 个 人 情

感与党的纪律之间的关系，在情与纪

的 问 题 上 ，明 确“ 分 界 线 ”，做 到 坚 持

原 则 、不 徇 私 情 。 要 常 敲“ 警 示 钟 ”，

自觉同各种错误思想言行作斗争，不

断 提 高 抵 御 新 型 腐 败 和 隐 形 腐 败 的

意 识 ，对 违 规 问 题 深 挖 细 查 ，铲 除 腐

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坚决防反弹回

潮、防隐形变异、防疲劳厌战，主动拧

紧洁身自好的“安全阀”；在对外交往

问题上要有原则、有界限、有规矩，凡

事要想党纪国法军规允不允许，想组

织、家人、部属怎么看待，把庸俗的关

系筛除掉，防止被“下套”、被“围猎”；

要给自己设一道“安检门”，把监督和

纪律作为提前预防式保护、防微杜渐

式 爱 护 、如 影 随 形 式 陪 护 ，正 确 对 待

监督、主动欢迎监督、乐于接受监督，

做到不因盛情难却而闯关、不因下不

为例而违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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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日，池塘里蓊郁的荷叶间，

各种形态的荷花亭亭玉立。无论是

“小荷才露尖尖角”，还是“映日荷花别

样红”，都展现着各自的美，让人赏心

悦目。

荷花从含苞待放到绚烂盛开，每

个阶段都呈现出不同的美；人生如

花，每个阶段也能绽放不同的精彩。

少年时的意气风发、天真烂漫，中年

时的务实干练、成熟稳重，老年时的

通透豁达、理性睿智，无论处于人生

的哪个阶段，都能让自己活得精彩纷

呈。不同的人生阶段，我们都要充分

地绽放生命的花期，始终保持积极乐

观的心态，认真地对待每一天，努力

活出这个阶段的精彩。

夏日荷塘—

花期如约
各尽其妍

■周文静/摄影 李玥佳/撰文

●顶得住困难、顶得住表扬、顶
得住批评

最近听了一个讲座，授课人讲道，老

一辈革命家董必武同志曾用“三顶”告诫

党员干部，即顶得住困难、顶得住表扬、

顶得住批评。对此，他还作了一个总结：

“‘三顶’如鼎，能够撑起不凡的人生，助

人行稳致远。”听后，令人颇受教益。

顶得住困难，是一种能力。通向成

功的道路不会平坦，在前进过程中遭遇

困难或挫折，总是难免的。正如宝石没

有雕琢难以成器，火石不受摩擦不能产

生火花，人生如果不经历一番艰辛，不挑

战 一 个 个 困 难 ，也 难 以 燃 旺 生 命 的 火

炬。面对“三害”，焦裕禄在风沙最大时

带头查风口、探流沙，大雨倾盆时，蹚着

齐腰深的洪水察看水流，终于总结出除

“三害”的方针、方法；面对严重缺水的情

况，黄大发舍命凿穿绝壁，开渠引水，让

“大发渠”造福千千万万当地群众……他

们用行动告诉我们，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我们只有不断挑战

自我、突破自我、提升自我，才能顶得住

一次次困难的考验和磨砺，一往无前地

迈向目标，收获更多的精彩。

顶得住表扬，是一种定力。一位心

理学家说：“人性最深切的需求是渴望别

人的欣赏。”不可否认，人人都有上进心，

都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和赞美。表扬和

赞美可以提振信心、鼓舞斗志，但也不能

照单全收，更不能自我满足。“器虚则受，

实则不受。”在这一方面，老一辈革命家

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当年，毛泽东赋诗

赞扬彭德怀：“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

将军。”彭德怀将其改为：“谁敢横刀立

马，唯我英勇红军。”还有一次，彭德怀看

到巴金在一篇文章里描写他“像长者对

子弟讲话”，顿感不安。他给巴金回信

说：“我是一个很渺小的人，把我写得太

大了一些，使我有些害怕！”顶得住表扬，

说到底是要保持定力，不要因为受到夸

赞而沾沾自喜，更不要因为别人的阿谀

奉承而迷失自我，应少听溢美之词，多听

有益建议，使自己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做

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正确认识自

己、评价自己。

顶得住批评，是一种境界。古人有

“闻过则喜”之说，而人的本性往往是“闻

誉则喜”，要真正做到“闻过则喜”，需要

一定的境界。当年，在石油会战中，一些

钻井队为了追求速度，忽视了质量，导致

连续出现质量问题，上级为此召开了批

评钻井质量问题大会。会开到一半，大

队长王进喜进来了，有人拉住他说：“别

伸头，快趴下！”王进喜感到莫名其妙。

那人又说：“正点名呐！”王进喜说：“我看

你脑袋里又有一条虫子。扛红旗，你叫

我当英雄；出事了，你叫我当狗熊？不，

我不趴下！”王进喜虚心接受了上级的批

评，诚心诚意地作了检讨，并立即改正，

带人填掉了那口不合格的井，还要求钻

井队的每一个人都将这一“耻辱”记在心

里。王进喜对待批评的态度，体现了一

名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发扬自我革命

精神，需要每一名同志修炼好顶得住批

评的基本功。要端正对批评的态度，做

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要有虚心接受批

评的气度，做到闻过则喜、从善如流；要

有勇于改正的力度，做到改得坚决、改得

彻底。如此，我们就能从批评中获益，不

断促进个人的成长和事业的发展。

有人说，人生之舟需要有几块“压舱

石”，方能行稳致远。顶得住困难、顶得

住表扬、顶得住批评，就像沉甸甸的三尊

“鼎”，有了这三尊“鼎”作为“压舱石”，人

生之舟就能抵挡得住风浪侵袭，沿着正

确的航线航行，抵达胜利的彼岸。

“三顶”如鼎
■乐 其

●年轻干部不断成长成熟、在
人生道路上行稳致远，就要把涵养
谦逊低调的品格作为立德修身的必
修课、常修课

谦逊低调，是为人处世的一种可贵

品格。对于年轻干部来说，做到谦逊低

调，在学习上就会不满足，保持“本领恐

慌”，持续蓄能充电、补充新知，不断提高

综合素质；在事业上就会不停步，防骄破

满、积极进取，不断取得更大成绩；在作

风上就会不变味，实事求是、求真务实，

自觉摒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年轻干

部不断成长成熟、在人生道路上行稳致

远，就要把涵养谦逊低调的品格作为立

德修身的必修课、常修课。

涵养谦逊低调的品格，年轻干部首

先要摆正自己的位置。现实生活中，有

的年轻干部自视甚高、官气十足，让人反

感，无形中便与群众产生距离，乃至会脱

离群众。习主席指出，共产党的干部要

坚持当“老百姓的官”，把自己也当成老

百姓。年轻干部应当把摆正位置作为涵

养谦逊低调品格的重要内容，树立正确

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处理好自己

与组织、与群众、与岗位的关系，按照“普

通一员”要求自己，始终保持对党的忠诚

心、对人民的感恩心、对事业的进取心、

对法纪的敬畏心，培养谦逊低调的思想

自觉和行为自觉。

心态决定状态，状态决定成败。年

轻 干 部 要 深 刻 认 识 到 ，当 共 产 党 的 干

部，不能搞“千里来当官，只为吃和穿”

那一套，而要放平心态，对个人的名利

得失要看得淡、放得下，过好名利关、得

失关。要坚定理想信念，从中获得察大

势、应变局的指路明灯，获得辨别是非、

廓清迷雾的政治慧眼，获得抵御侵蚀、

防 止 蜕 变 的 强 大 抗 体 ；须 提 高 人 生 境

界，树立正确的事业追求，跳出“升官发

财”的“官”念，把为民造福视作最大政

绩；应增强定力，经得起名利得失的现

实考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以平常心

对待名利地位。

涵养谦逊低调的品格，还要学会放低

姿态。一个人只有把姿态放低了，才能正

视自身不足，不断精进，让自己不断成长

成熟，才能坚持向实践学习、向基层学习、

向身边同志学习，弥补知识缺陷、能力短

板、经验弱项。也只有放低姿态，才能以

谦逊低调的态度正确认识自己，不断提升

自我。当然，年轻干部做到谦逊低调，决

不是压抑活力和封闭保守，也不是遇事退

缩逃避，更与所谓的权谋论、厚黑学格格

不入。谦逊低调，应像稻穗那样，愈成熟

饱满，愈懂得弯腰。懂得把姿态放低，才

会更加专注地做事，更加积极地完善自

己，让人生路越走越宽。

涵养谦逊低调的品格
■华金良

生活寄语

●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
勇于刀刃向内，及时发现和解决自
身存在的问题，强化自我修炼、自
我约束、自我塑造

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

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习主席

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

话中强调，“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锻造政治坚定、能

力过硬的坚强党组织，锻造忠诚干净担

当 、堪 当 强 军 重 任 的 高 素 质 干 部 队

伍”。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把握了政治

建军时代要求，也为军队党员干部标定

了思想高线，确立了行动指南。广大党

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应发扬彻底的

自我革命精神，勇于刀刃向内，及时发

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强化自我修

炼、自我约束、自我塑造，永葆先进性和

纯洁性，汇聚起强军兴军强大力量。

自我革命，就是要补钙壮骨、排毒

杀菌、壮士断腕、去腐生肌，不断清除侵

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不断提高自身

免疫力。当前，无论是压紧压实管党治

党责任、持之以恒纠“四风”正作风，还

是全面加强纪律建设、着力铲除腐败滋

生的土壤和条件，都充满各种挑战，对

党员干部提出了更高要求，军队党员干

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深刻认识自我

革命的重要意义，自觉以时代发展要求

审视自己、以忧患意识警醒自己、以自

我 革 命 精 神 锻 造 自 己 ，始 终 以 严 的 纪

律、实的作风、廉的操守将各项工作落

到实处。

常补精神之钙。发扬彻底的自我

革命精神，首要在理想信念坚定。理想

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

想信念，或是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

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导致政

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

活上腐化。实践反复证明，党员干部只

有坚定理想信念，树立崇高精神追求，

才能“风雨不动安如山”，经得起考验、

守得住底线。党员干部要自觉用科学

理论武装头脑，将理论学习作为立身之

本、成事之基，针对思想根子问题加强

是非辨析和思想清理，把一些模糊的、

扭曲的甚至是颠覆的观念校正过来，做

到带头纯洁灵魂、严守纪律。要在军事

斗争历练中见诸行动，不能将理想信念

拿来当空头口号喊，必须先知之而后行

之，信之而后行之，在履职尽责、攻坚克

难、担负重任中不断砥砺信念、经受考

验，把学习成效转化为远大的理想、坚

定的信念、过硬的能力素质和一流的工

作成绩。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终身

课题，信一辈子、守一辈子、行一辈子，

坚持常修常炼、常悟常进，炼就“金刚不

坏之身”，经得起大浪淘沙的考验，做到

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实现知行合一，不

断培植精神家园。

加强党性锻炼。思想革命多彻底，

行动落实才会有多坚决。只有持续加强

党性修养，不断在灵魂深处进行自我革

命，才能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始终做到

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这既需

要强化个人自觉、加强内心修炼，也需要

通过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不断淬火加钢。

要把讲政治作为第一位要求，坚持思想

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紧密结合，不

断增强明辨大是大非、保持政治定力、

驾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的实际能

力，确保观察形势、把握大局从政治上

出发，认识问题、推动工作从政治上分

析，战略谋划、政策制定、任务部署从政

治上考量，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要在恪

守党规党纪中筑牢思想防线，自觉学纪、

知纪、明纪、守纪，将党纪学习教育成果

与中心任务深度融合、与当下工作有机

衔接，不断校准思想偏差、擦拭党性灰

尘、反省言行不足，在不断检视自我中做

到心有所守、言有所规、行有所止。要在

党内政治生活的“熔炉”中反复淬炼，严

格遵守党章党规党纪，严肃党内政治生

活，认真落实“三会一课”、领导干部双重

组织生活等制度，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

这一锐利武器，杜绝好人主义、“爱惜羽

毛”、“鸵鸟”心态，让“红红脸、出出汗”成

为常态，除作风之弊、行为之垢，不断加

强党性修养，营造良好政治生态。

发扬斗争精神。自我革命犹如给自

己动手术，革除的是思想上的错误观念

和作风上的顽瘴痼疾。新征程上，各级

领导干部必须拿出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

刃向内的坚定，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

本领，依靠顽强斗争推动党的自我革命

取得新成效。要夯实敢于斗争的思想根

基，增强斗争意识，养成自我反思、自我

检视的良好习惯，自觉用党的初心使命

校正思想和言行，对待官本位思想、权力

观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等问题，要敢

于刀刃向内，排除思想垃圾、掏净灵魂旮

旯。要磨砺善于斗争的过硬本领，善于

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主动到

急难任务最前沿、练兵备战最末端、关键

吃劲岗位上摔打磨练，在接“烫手山芋”、

当“热锅上的蚂蚁”的实践中练就敢打硬

仗、善于斗争、勇于担当的真本事，特别

是作为“关键少数”，更要发挥表率作用，

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做给一级看，做到

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要坚定

长期斗争的决心意志，始终保持一往无

前的勇毅、永不僵化的朝气，决不能有初

见成效就鸣锣收兵的心理，常怀忧患意

识、危机意识、打仗意识，在提升治理能

力、振奋精神状态、纠正错误偏差、做到

激浊扬清等方面始终如一，在不断斗争

中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作者单位：北部战区空军政治工

作部）

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
—加强党性教育和党性修养，修炼共产党人的“心学”⑤

■杨伟战

谈 心 录

方 法 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