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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身边事看修养

影中哲丝

知行论坛

●只有主动来一场思想上的
自我革命，进一步更新思想观念，
才能打开改革强军更广阔的发展
空间，聚力打好持续深化国防和军
队改革攻坚战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一切社会变

革乃至军事变革都起始于思想观念的

突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

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持

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作出部署，吹

响了在新起点上推进改革强军的时代

号角。改革实践深刻昭示，只有不断

冲破思想观念束缚，才能为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扫清思想障碍。深入贯彻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担负起新

的更加艰巨的改革任务，要求军队党

员干部要把勇于冲破思想观念束缚作

为弘扬改革创新精神的重要前提，以

思想观念的更新突破，坚定深入实施

改革强军战略的信心和决心，在加快

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征途上展现

新时代改革者的风采。

回眸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奋斗历

程，从明确“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到认准

“发展才是硬道理”，从倡导“敢闯敢试，

敢为天下先”到叫响“时间就是金钱，效

率就是生命”，从创新“社会治理理念”

到确立“新发展理念”……不断冲破思

想观念束缚，以思想“破冰”推动发展

“突围”。实践充分表明，廓清困扰和束

缚实践发展的思想迷雾，是把改革开放

不断引向深入的关键。国防和军队改

革是党和国家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当前，改革又到了一个新的历

史关头，只有主动来一场思想上的自我

革命，进一步更新思想观念，才能打开

改革强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聚力打好

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攻坚战。

进一步更新思想观念，首要的是

大力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是改革强军

的源头活水，是突破思想禁锢、观念梗

阻的利器。解放思想的程度，决定着

改革强军的力度和成效。面对新的形

势任务，如果身体进入新时代，思想还

停在过去、思维还停留在老套路，就会

在困难和挑战面前进退失据，必将错

失改革良机、迟滞改革进程。军队党

员干部要当解放思想的先行者，从陈

旧的发展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

过时的条条框框的阻碍中解放出来，

以思想大解放实现改革强军新突破；

要当解放思想的推动者，坚持在解放

思想中统一思想，切实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党中央对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

改革的战略部署和各项要求上来，最

大限度凝聚改革共识，形成改革合力；

要当解放思想的践行者，运用党的创

新理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

新经验、探索新规律，不为陈旧观念所

缚、不为思维定势所困，奋力谱写国防

和军队改革的新篇章。

进一步更新思想观念，关键是深

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发展理念是否对

头，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新发

展理念具有很强的战略性、纲领性、引

领性，紧密结合军队实际，深入贯彻新

发展理念，是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

革、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是破除阻碍军队改革发展的思想观念

的基本遵循。要立起“方向标”，坚定

自觉把新理念新方略贯穿到军队改革

发展全领域全过程，让聚焦实战成为

核心牵引、创新驱动成为关键抓手、体

系建设成为制胜要义、集约高效成为

发展态势、跨军地协作成为战略之举，

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高效益、更可持

续 、更 加 安 全 的 发 展 ；要 当 作“ 指 挥

棒 ”，聚 焦 我 军 发 展 面 临 的 突 出 矛 盾

和问题，更新观念、转变思路，盯着破

解 堵 点 难 点 抓 改 革 、谋 创 新 ，持 续 培

育 发 展 新 动 能 、塑 造 发 展 新 优 势 ；要

作为“校正仪”，对不适应不适合发展

新要求的认识要立即调整、行动要坚

决 纠 正 、做 法 要 彻 底 摒 弃 ，破 除 守 成

心态、惯性思维、粗放模式，打破不计

成 本 、不 重 效 益 、不 讲 质 量 的 路 径 依

赖，加快构建国防和军队建设高质量

发展新格局。

进一步更新思想观念，落点是争

做 改 革 强 军 开 路 先 锋 。 勇 立 时 代 前

沿、改革潮头，增强思想观念“破障”的

自觉性和主动性，需要勇气，更考验能

力、彰显担当。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

则退，军队党员干部要摒弃畏缩不前，

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在推进新质战斗

力建设、加快新装备新力量实战化运

用上，敢涉深水区，敢闯无人区，敢啃

硬骨头，用转型升级新成果闯出强军

胜战新路子；要摒弃墨守成规，紧盯战

争之变、科技之变、对手之变，更新军

事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加大军事理

论、军事科技、军事治理、军事实践创

新力度，推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

革不断取得新成效；要摒弃推诿塞责，

提振锐意进取、担当作为的精气神，勇

挑改革重任，攻坚克难打头阵，善作善

成干在前，在苦干实干中抢抓新机遇、

谋求新突破，真正成为改革强军、实干

兴军的排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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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状态决定工作状态，进
而决定事业成败与人生走向。我
们唯有永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
夕”的精神状态，才能扛起如山的
使命，走好新的长征路

良好的精神状态，是做好一切工作

的重要前提。习主席强调，新征程上，

我 们 要 始 终 保 持 昂 扬 奋 进 的 精 神 状

态。奋斗建军百年、奋进强军一流，唯

有激扬“闯”的斗志、“创”的激情、“拼”

的干劲，才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

难险阻，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

面对使命任务挑战，党员领导干部

有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折射党性修养、

格局境界、作风操守，直接关乎党和军

队建设宏伟蓝图能否变为现实。精神

状态决定工作状态，进而决定事业成败

与人生走向。我们唯有永葆“一万年太

久，只争朝夕”的精神状态，才能扛起如

山的使命，走好新的长征路。不同时代

对干事创业的精神状态有着不同要求，

体 现 在 新 时 代 军 队 党 员 领 导 干 部 身

上，就是踔厉奋发有朝气，锚定奋斗目

标时不我待、只争朝夕，把各项任务往

前赶，争取最大提前量；就是敢斗善斗

有 胆 气 ，直 面 强 敌 对 手 ，不 怕 流 血 牺

牲，“越是艰险越向前”，坚决完成上级

赋 予 的 使 命 任 务 ；就 是 担 当 作 为 有 锐

气，发扬革命加拼命的精神，机遇面前

主动出击、困难面前迎难而上、风险面

前积极应对，奋力实干攻坚，创造一流

业绩。

当前，距离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

标只有不到 3 年时间，可以说形势逼人、

任务催人、时间不等人，尤须广大军队

党员领导干部勇于自我革命，拿出冲锋

陷阵、攻城拔寨的勇气，紧抓快干、埋头

苦干的劲头，坚持不懈、接续奋斗的韧

劲，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全力以赴打

好攻坚战持久战。

在坚定事业追求中奋发有为。器

大 者 声 必 闳 ，志 高 者 意 必 远 。 马 克 思

曾说，“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

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

压 倒 …… 我 们 的 幸 福 将 属 于 千 百 万

人 ，我 们 的 事 业 将 悄 然 无 声 地 存 在 下

去”。林俊德院士坚守大漠数十年，在

生 命 的 最 后 时 刻 ，仍 争 分 夺 秒 为 国 工

作。“八一勋章”获得者杜富国忠诚使

命 、英勇无畏，面对险情冲锋在前，诠

释了对扫雷事业的执着追求。党员领

导 干 部 是 强 军 兴 军 的 中 坚 和 骨 干 ，更

要保持昂扬奋进的精神状态。要自觉

从 党 史 军 史 中 传 承 奋 斗 基 因 ，感 悟 老

一 辈 革 命 家 无 私 忘 我 的 革 命 情 怀 ，当

好 新 时 代 的 传 承 人 ；坚 持 不 懈 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 习 近 平 强 军 思 想 凝 心 铸 魂 ，把 理 想

信 念 转 化 为 推 进 强 军 事 业 的 实 际 行

动；涵养“功成不必在我 、功成必定有

我”的大我情怀，一任接着一任干，一

张 蓝 图 绘 到 底 ，努 力 为 党 和 人 民 的 事

业奋斗终身。

在校正价值取向中积极作为。当

前，一些同志受社会不良思潮影响，工

作中拈轻怕重、躺平甩锅，为个人打算

多，搞爱惜羽毛那一套。他们的消极状

态，根源在于价值取向有偏差。端正价

值取向，是党员领导干部干事创业必须

回答的现实课题，关键要处理好理想与

现实、利己与利他等方面的关系。广大

党员领导干部应正确看待成长进步，把

岗位看作战位，把个人交给组织，把实

干当成最好的“捷径”，不以职务晋升快

慢论成败；正确看待苦累压力，始终保

持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以敢于突破的

勇 气 跳 出 心 理 舒 适 区 ，主 动“ 自 讨 苦

吃”，吃苦不觉苦、苦中有作为；正确看

待荣誉得失，少一点横攀竖比、多一点

见贤思齐，少一点怨天尤人、多一点奋

发进取，少一点自暴自弃、多一点涵养

修炼，做到得之淡然、失之坦然。

在 落 实 岗 位 责 任 中 担 当 善 为 。

1959 年，王进喜来到北京，看到公交车

顶 上 的 煤 气 包 ，他 倍 感 压 力 和 责 任 。

他说，没有石油，国家有压力，我们要

自觉地替国家承担这个压力。从王进

喜 的 身 上 ，我 们 看 到 了 顶 天 立 地 的 责

任 担 当 。 正 是 有 了 这 种 责 任 担 当 ，才

有了“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

大油田”的豪迈气概。如今，全面建成

世界一流军队的重任落在我们这一代

人肩上，必须强化对事业、对历史的高

度 负 责 精 神 ，做 到 爱 岗 敬 业 、勇 于 担

责 、甘于尽责，无论担任什么职务，都

应保持对岗位的敬畏、对责任的坚守、

对极致的追求，即使平凡岗位，也需要

努 力 干 出 不 一 样 的 成 就 ；要 主 动 到 重

大 任 务 中 经 风 雨 ，到 新 兴 领 域 中 见 世

面，到斗争一线壮筋骨，到火热基层长

才干，加强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

练就担当作为的硬脊梁、铁肩膀、真本

事；坚持事不避难 、义不逃责，有了成

绩甘居幕后，出了问题主动承担，决不

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在创造良好环境中聚力共为。良

好 的 环 境 能 激 发 昂 扬 奋 进 的 精 神 状

态 ，催 生 干 事 创 业 的 内 生 动 力 。 各 级

党组织应站在强国强军事业发展的战

略 高 度 ，倾 力 营 造 干 事 创 业 的 良 好 环

境，要坚持上下联动 、一体发力，切实

把 工 作 导 向 立 起 来 ，不 断 完 善 正 向 激

励 机 制 。 要 持 续 为 基 层 松 绑 减 负 ，破

解“五多”顽疾之困、工作忙乱之苦、虚

耗空转之忧；要把人文关怀做到位，实

实 在 在 为 基 层 解 难 帮 困 ，增 强 官 兵 获

得 感 和 幸 福 感 ；要 持 续 深 化 基 层 风 气

整 肃 治 理 ，推 动 形 成 清 清 爽 爽 的 同 志

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自觉做

良好生态的践行者 、营造者 、维护者，

激 励 官 兵 心 无 旁 骛 投 身 练 兵 备 战 、建

功火热军营。

（作者单位：91827部队）

以昂扬奋进的精神状态阔步新征程
—加强党性教育和党性修养，修炼共产党人的“心学”⑧

■姜凯峰

俯瞰高峰，云雾缭绕中，山脉走向

清晰可辨，一览真容。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

中。”身处山间，视野受限，只能看到山

的一部分。只有跳出来立于高处，才

能看到山的真实面貌。看山如此，看

事也一样。看事不能深陷事中，否则

就会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看不清楚事

情真容。我们要跳出来看，于事外纵

览全貌，才能避免“身在此山中”的认

知局限，更好地把握总体，看清事情的

本质，看到事情的发展趋势，从而对事

情作出正确判断。

层峦叠嶂—

跳出“此山”见真容
■周文静/摄影 苗子阳/撰文

现实中，有的人立志考学、考研，却

总说工作忙，迟迟不见行动，总想明天再

开始；有的人立志练体能、强体魄，刚开

始还能严格要求自己，时间一长，就“三

天打鱼，两天晒网”，甚至抛诸脑后……

我们身边总有人立志时豪情万丈，可立

志后却不力行，最终使志向变为空想、沦

为幻影。只有坚决做到力行，坚定不移

地为志向而拼搏，一步一个脚印地勇往

直前，把志向变为现实，立志才有意义、

有价值。

“立志不坚，终不济事。”他们之所以

立志不力行，归根结底是立志不坚。一

个人志向不坚定，自然就不愿吃苦、不想

受累，就容易心存懈怠，甚至半途而废。

只有树立坚定的志向，才能充满无穷力

量，调动全部激情，为之披荆斩棘、上下

求索，直至实现志向。

立志容易力行难，难就难在力行不

可避免地要面对各种艰辛和困苦。志向

不会轻轻松松就实现，难免要吃苦受累，

甚至还要面对许多困难挑战，我们须把

前进路上的艰难困苦当作提升自己的

“垫脚石”，以志在必得的信念和决心直

面困苦，如此才能向着志向所指的方向

坚定前行。

值得注意的是，力行不是一蹴而就

的事，需要我们永不言弃、永不懈怠、永

久奋斗。一个真正胸怀大志的人，不管

面临多么大的考验，都会力行到底。我

们应始终瞄准自己的志向，保持不达目

的不罢休的干劲拼劲，即便路途遥远，也

不迟疑、不止步，如此才能不断接近志

向，最终实现目标。

立志更要力行
■吕 成

●只有把种种杂念统统放
下，将全部精力集中到事上，才能
把“责任田”种成“示范田”，把“手
中活”练成“必杀技”

《庄子》中讲了一个“梓庆为鐻”的

故事：鲁国有个木匠叫梓庆，他的拿手

活是“削木为鐻”，鐻做成之后“见者惊

犹 鬼 神 ”。 鲁 侯 问 他 做 鐻“ 何 术 以 为

焉”？梓庆回答道：我准备做鐻时，“必

齐以静心”。斋戒三天时，“不敢怀庆

赏爵禄”；斋戒五天时，“不敢怀非誉巧

拙”；斋戒七天时，“辄然忘吾有四枝形

体也”。这个时候，我便进入山林，挑

选制作鐻的木料，尔后动手加工制作，

因而做成的鐻“所以疑神者”。这个故

事蕴涵做事之要、成事之道，给我们干

事创业留下深刻启示。

“不敢怀庆赏爵禄”，去除各种功

利之心、得失之虑，是梓庆“齐以静心”

的关键所在。现实生活中，一些青年

官兵之所以做事虎头蛇尾、终无所成，

就在于“想法”太多、功利心太重。比

如，有的还没开始做事，就盘算做了可

以得到什么回报、能得到多少好处，瞻

前顾后、患得患失；有的做事刚取得一

些成绩，就骄傲自满、得意忘形，争名

争利、唯恐吃亏。“人民楷模”王启民曾

说：“追求‘短、平、快’，当不了英雄；想

着‘名、利、奖’，造不出伟大。”青年官

兵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哪怕是学好一

门技术、干成一件具体事，都要增强进

取心、淡化功利心，摆脱名缰利锁的羁

绊，看淡个人得失、看开功名利禄，以

平常的心态、良好的状态和奋进的姿

态，全力以赴投入工作。

“不敢怀非誉巧拙”，不关注外界的

议论和评价，忘却巧拙之事，是梓庆“齐

以静心”的重要步骤。一个人做事难免

会受到外界评价的影响，但太看重外在

的 褒 贬 臧 否 ，就 会 分 散 精 力 、摇 摆 状

态。而抵不住投机取巧的冲动，同样不

会把事做好。这告诫我们，干事创业必

须能够扛住外界议论的影响和干扰，做

到“不诱于誉，不恐于诽”；还要不取巧、

不拒拙，坚持按标准、规矩和程序做事，

不惑于杂乱、不迷于捷径，“严格其过

程”。如此，才能不断精进、善作善成，

乃至达到游刃有余之境。

“辄然忘吾有四枝形体也”，完全

沉浸于所做的事情之中，达到了忘我、

无我的境界，是梓庆“齐以静心”的极

致追求。无数事实证明，做事只有排

除杂念、凝神静气，进入心无旁骛、物

我两忘的状态，达到专心致志、以事其

业的境界，才成把事做精做优。反之，

如果做事总是心神不定，这山望着那

山高，心猿意马、三心二意，必然做不

好 事 。 我 们 只 有 把 种 种 杂 念 统 统 放

下 ，将 全 部 精 力 集 中 到 事 上 ，才 能 把

“责任田”种成“示范田”，把“手中活”

练成“必杀技”。

“梓庆为鐻”的启示
■郭 林

书边随笔

言 简 意 赅

●只有善于“放手”，把握好
“放手”的度，才能更好助力官兵成
长成才

在某单位组织的带兵经验交流会

上，一名经验丰富的带兵人分享心得时

谈到，“带兵要学会适度‘放手’，既要给

予战士足够的空间去自我发挥，也要避

免‘放任’，通过适时给予帮助，做好引导

工作，才能更好地助力官兵成长。”这一

心得引起笔者思考。

在带兵过程中，带兵人适当将自主选

择、处置的权力交还给官兵，是一种信任

的表现。然而现实中，少数带兵人凡事喜

欢“亲力亲为”，不论大小事都要“一竿子

插到底”，长此以往，就会使官兵产生依赖

心理和“懒汉行为”，这样不仅不益于官兵

成长，甚至还会影响到单位的整体建设。

带兵人须在敢“放手”、善“放手”中提高管

理能力，充分调动官兵的积极性、创造性，

如此才能真正将官兵培养成有过硬本领

的合格军人，推动单位建设健康发展。

俗话说，“一根柱子难撑天”，人的时

间和精力终究是有限的，带兵人事必躬

亲，难免会精力不济、疲于应付，影响工作

的开展和质效。诚然，在工作中，官兵难

免会因为工作经验、工作能力不足等原

因，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事实上，无

论哪方面的经验和能力，都不可能自然而

来，往往需要在一次次试错中磨练出来。

带兵人要充分认识到，失败失误是成长过

程中必不可少的“养分”，应用发展的、信

任的眼光看待官兵，鼓励他们大胆干、大

胆闯，这样才能使他们锤炼出真本领。

“放手”二字看似简单，实则十分讲

究方式方法。只有善于“放手”，把握好

“放手”的度，才能更好助力官兵成长成

才。在“放手”之前，带兵人应详细了解

官兵的心理素质、能力水平、兴趣爱好

等，做到量才而用，将官兵放在真正适合

他们的岗位上。俗话说，“温室里长不出

万年松”，带兵人不仅要在平时大胆交任

务、压担子，还要让他们经受急事难事要

事的历练、危局险局困局的考验，最大限

度激发官兵的潜能，如此才能真正培养

出能担重任的新时代革命军人。

“放手”并不意味着放任自流、信马

由缰，而是要明确界限、把握分寸。对那

些重要的、关键的、关系到单位整体建设

的大事，带兵人要亲自筹划指导，特别是

在面对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时，情况变化

已经超出官兵的能力范围时，更要及时

指导帮助官兵来完成任务。做到适度

“放手”，就是既让官兵有充足的权力去

履行职责、完成任务，又要做好必要的统

筹协调和纠偏正向，这样才能促使官兵

尽快成长成才，助推部队战斗力建设。

学会适度“放手”
■田梦军 杨杰苏

学 而 思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吹响了以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辟中国式现代
化广阔前景的时代号角。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
业，还有许多未知领域，更加需要我们
在实践中继续大胆探索，大力弘扬改
革创新精神，运用改革创新的办法解
决新情况新问题，坚定不移地把改革
进行到底。从今天起，本版推出“大力
弘扬改革创新精神”系列谈，重点围绕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与
读者交流，提供学习参考。

编者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