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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而 思

谈 心 录

影中哲丝

忆传统话修养

●把坚持问题导向作为一个
重要工作方法，奔着问题去、盯着问
题改，解决真问题、真解决问题，不
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是引领改革创

新和实践发展的动力源。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

须贯彻“六个坚持”重大原则，其中之一

就是要“坚持守正创新”，要求“坚持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紧跟时代步

伐，顺应实践发展，突出问题导向，在新

的起点上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

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

新”。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生，又在不

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对军队党员

干部来说，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

必须把坚持问题导向作为一个重要工

作方法，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解决

真问题、真解决问题，不断开创国防和

军队现代化新局面。

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坚持

问题导向就在于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

观性，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

工作局面的突破口。长期以来，我军积

累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

问 题 盘 根 错 节 。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

习主席以巨大政治勇气和强烈责任担

当，带领全军直面问题、勇于变革，解决

了许多长期想解决但没有解决的问题，

干成了许多过去想干但一直没有干成

的事情，推动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

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实践充分表明，

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

点，体现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党

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

设的关键时期，需要解决的问题越来越

多样、越来越复杂。军队党员干部只有

突出问题导向，坚决锚定目标，积极运

用改革创新的办法解决新情况新问题，

部队建设才能不断实现新突破。

突出问题导向求突破，就要锤炼直

面问题的胆魄。改革的动力源于问题

的存在，没有问题也就没有改革。现实

中，一些单位的建设发展并不是没有问

题，而是少数同志不愿去揭露问题，不

敢去面对问题。有的以上级指出的问

题代替自身查找的问题、以他人问题代

替自身问题；有的不联系工作实际，不

见人见事，避重就轻、避实就虚；有的不

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触及根源症结，特

别是面对一些深层次的矛盾问题时，瞻

前顾后、勇气不足。究其根本原因，就

在于问题意识淡化、责任意识退化、忧

患意识弱化。推进改革既怕看不到、看

不清、看不准问题，更怕对问题熟视无

睹、视而不见。所以，突出问题导向的

关键，就是军队党员干部首先要解决好

为谁工作、对谁负责的问题，切实把强

军事业摆上高位，不断增强事业心和

责任感，坚持一切从部队实际出发、一

切从实战需要出发，把问题当作工作

前进的动力，善于发现问题，大胆承认

问题，敢于直面问题，以实事求是的态

度推动形成重实际、讲实话、求实情的

良好风气。

突出问题导向求突破，就要激扬攻

坚克难的锐气。攻坚克难既是一种意志

品质、价值追求，也是一种责任担当、工

作作风。回望来路，面对艰难险阻，哪一

次不是靠敢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的昂

扬斗志和拼搏精神闯出来、挺过来的？

当前，随着强军实践向纵深发展，军队建

设发展不可避免地面临许多新的矛盾和

问题，这些问题既绕不开也躲不过，只有

迎难而上、攻坚克难，才能闯过“火焰

山”、跨过“娄山关”，开辟出迈向建设世

界一流军队的通途。军队党员干部肩负

时代赋予的强军重任，尤其要勇于挺立

潮头，不因任务艰巨而退缩，不因困难突

出而畏惧，砥砺事不畏难、责不避险的担

当，铆足改革攻坚、创新攻关的动力，保

持闯关夺隘、攻城拔寨的锐气，迎接一切

困难和挑战，全力以赴补短板、强弱项、

治痼疾、固根基，坚定不移开辟新天地、

创造新业绩。

突出问题导向求突破，就要保持一

抓到底的韧劲。任何事物的发展，没有

量的积累，就不会有质的变化。改革是

一个不断深化完善的过程，不可能一蹴

而就、一劳永逸。特别是当前，改革越

到深处，难题越多、难度越大，越需要长

久的蹄疾步稳、拼搏奋进。这就要求我

们，必须坚决破除急功近利的思想，拿

出滴水穿石的韧劲，坚定久久为功的恒

心，坚持“一件事不做则已，做则必做到

底，做到最后胜利”，紧紧盯住最难啃的

硬骨头靶向用力，打出换脑筋、改体制、

调 编 制 、立 规 章 等 多 措 并 举 的“ 组 合

拳”，以钉钉子精神狠抓落实、务求突

破，不断扫清前进路上的障碍，以更优

策略、更好效益、更快速度让改革活力

在强军实践中持续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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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人民，是邓小平同志一
生最深厚的情感寄托，也永远是中
国共产党人应该坚守的力量源泉。”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

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上世纪 80 年代

初期，邓小平同志在为英文版《邓小平

文集》作序时，欣然提笔写下这段话，字

里行间，充满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在

邓小平同志诞辰 120 周年之际，我们深

切 追 思 缅 怀 他 ，学 习 他 的 崇 高 精 神 风

范，尤其要学习和感悟他对人民无比热

爱的真挚情怀。

习主席指出：“热爱人民，是邓小平

同志一生最深厚的情感寄托，也永远是

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坚守的力量源泉。”

纵观邓小平同志的一生，在青年时期，

为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他远渡重洋赴

欧勤工俭学，并在那里接受了马克思主

义，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矢志不渝为

党和人民事业奋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他先后参加土地革命战争、抗日

战争、解放战争等，团结带领广大军民

开辟革命根据地，解放广大穷苦百姓；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领导西

南局坚持“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必

须符合人民的利益”，把保护群众利益

作为群众工作的重要着眼点；在改革开

放新时期，他多次强调“贫穷不是社会

主义”，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 建 设 ，不 断 增 进 人 民 福 祉 …… 贯 穿

邓小平同志一生的不变追求，是始终以

人民利益为最高准则来开展领导工作，

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当下，我们

正迈向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新征程，更加需要像邓小平同

志那样，始终胸怀赤子之心、坚持人民

至上，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为以中

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伟业而努力奋斗。

邓小平同志想问题、办事情，始终

把人民群众利益摆在首位。革命战争

年代，邓小平同志带领的部队和群众交

往时，严格执行群众纪律，时刻关心群

众疾苦，赢得了群众支持信任；新中国

成立以后，他多次提出“一定要关心群

众生活”，并在下基层检查时，多次关注

群众的吃穿用住等问题；特别是在领导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

中，始终坚持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

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

应不答应”作为检验工作的基本尺度。

正如党章强调的那样，“党在任何时候

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每名党员

干部都应不断强化宗旨意识，不忘“我

是谁、为了谁、依靠谁”，在面对功名利

禄的考验、糖衣炮弹的袭击、私心杂念

的侵扰时，始终克己奉公 、不谋私利，

“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为老

百姓谋利益，带老百姓奔好日子”；把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对

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多关心、对人民群

众的急难愁盼多上心，以“一枝一叶总

关情”的真情一心为民，以“俯首甘为孺

子牛”的姿态服务人民，让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更加充实、更可持续。

敢于担当、善于担当，是邓小平同志

抓工作的一个鲜明特点，特别是在为人

民群众办实事、谋利益时，他总是事不

避难、倾心尽力。1961 年在北京顺义地

区调查研究时，他鼓励群众讲真话、道

实情，并如实向中央报告情况、提出建

议，为中央农村政策的调整起到积极推

动作用；1977 年，他在主管科技和教育

工作时，拍板恢复高考，一大批青年学

子由此改变命运，逐渐成长为我国各领

域的骨干人才；1992 年，邓小平同志在

88 岁高龄之际，前往深圳等地，发表南

方谈话，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 建 设 进 入 新 的 发 展 阶 段 。 可 以 说 ，

邓小平同志一生都在身体力行“凡是于

人 民 有 利 的 事 情 ，无 不 尽 力 提 倡 与 实

行”的诺言。作为党员干部，我们要事

不避难 、义不逃责，以“泰山压顶不弯

腰”的精神为人民群众谋利益、解难题，

面对困难不退缩、遇到阻力不动摇、风

险 面 前 敢 担 当 ，只 要 是 对 人 民 有 利 的

事，就一往无前 、一抓到底，在知重负

重中善作善成；坚持脚踏实地，自觉树

立正确的权力观 、政绩观 、事业观，不

做虚功、不兴伪事，把群众的事当成自

己的事，用心用情、一步一个脚印把工

作抓深抓细抓实。

邓小平同志视群众路线和群众观

点为“我们的传家宝”。在推动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经济特区、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等重要工作中，邓小平同志都切

实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鼓励大家

“摸着石头过河”，并及时总结人民群众

的实践经验，在更高层次、更广范围加

以推广和应用。我们应牢记“群众是真

正的英雄”这个朴素道理，在群众面前

甘当小学生，遇事多问计于基层、问计

于群众，通过调查研究、解剖麻雀，发现

和总结群众创造出来的新鲜经验，提高

自身阅历，使自己的能力不断增强，深

深 植 根 于 人 民 群 众 的 实 践 沃 土 中 ；鼓

励 群 众 创 新 创 造 ，主 动 为 群 众 提 供 干

事 创 业 的 平 台 ，在 他 们 遇 到 风 险 挑 战

时，及时帮难解困，遇到挫折失败时，

及时鼓励引导、容错纠错，充分调动和

激 发 蕴 藏 在 人 民 群 众 中 的 实 践 伟 力 、

创新智慧。

邓小平同志曾说：“我确信，我们的

军 队 能 够 始 终 不 渝 地 坚 持 自 己 的 性

质。这个性质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

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作为军队党

员干部，我们要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永远做与人民群众

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子弟兵，自觉

在抗洪抢险、抗震救灾、乡村振兴、助学

兴教等工作中当好先锋队、排头兵，不

断发扬和巩固军政军民团结的政治优

势和优良传统；始终牢记为人民扛枪、

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扎实做好军事

斗争准备各项工作，全面提高新时代练

兵备战水平和打赢能力，时刻准备为党

和人民再立新功。

胸怀赤子之心 坚持人民至上
—学习感悟邓小平同志的人民情怀

■杨思聪

在湖南湘西德夯大峡谷的上方，

有一座跨峡谷跨度世界第一的矮寨大

桥。峡谷之上气象多变，多云多雾，瞬

间风速极大。从峡谷一侧仰拍，桥身

岿然不动，如一道飞虹横架于云雾之

中，呈现出雄伟之姿。

复杂多变的气候条件下，矮寨大桥

始终稳如泰山、坚如磐石，确保了桥上

车辆的安全。工作生活中，同样会面对

各种错综复杂的考验，我们能不能做到

“乱云飞渡仍从容”，取决于自身素质高

低。哪怕风再急雨再大，环境再恶劣，

我们也要不为任何困难所惧，不为任何

干扰所惑，从容镇定，沉着应对，化解各

种风险挑战，完成好各项工作任务。

仰观大桥—

乱云飞渡仍从容
■卢庆沙/摄影 曾张旭阳/撰文

●专注，贵在心无杂念；专注，
重在心有定力

巴 黎 奥 运 会 乒 乓 球 男 单 1/4 决 赛

中 ，中 国 运 动 员 樊 振 东 在 大 比 分 一 度

0∶2、2∶3 落后的情况下上演大逆转，4∶3

战胜日本选手。赛后，樊振东说：“其实

比 赛 时 我 不 会 想 太 多 ，更 不 会 考 虑 输

赢，只是专注于比赛，我相信只要过程

做好了，结果自然是好的。”正是因为樊

振东始终保持专注，才能在比分落后时

力挽狂澜，挺进四强，最终一路凯歌，勇

夺金牌。

专 注 ，是 事 业 成 功 的 必 备 条 件 。

纵观古今中外，凡有所成就的人，虽然

其 成 功 的 因 素 和 路 径 不 尽 相 同 ，但 往

往 都 有 一 个 共 同 之 处 ，就 是 对 所 从 事

的领域和工作非常专注。粟裕将军专

注于打仗，平生爱好就 4 样东西：枪、地

图 、指 北 针 和 望 远 镜 。 他 尤 其 痴 迷 地

图 ，每 到 一 个 宿 营 地 就 会 把 地 图 钉 在

墙 上 ，全 神 贯 注 地 研 究 ，凡 是 山 川 、道

路 、村 镇 、桥 梁 、稻 田 、林 地 ，他 都 熟 记

心中。林俊德院士 26 岁时走进大漠深

处，为了钟爱的核事业，在将近半个世

纪里甘做隐姓埋名人。即使在生命的

最 后 时 刻 ，他 心 里 装 着 的 依 然 是 自 己

热爱的事业。凭借这种心外无物的专

注，他们在日积月累中练成涉险滩、攀

高 峰 的 真 本 领 ，也 取 得 了 一 般 人 难 以

企及的成就。

专注，贵在心无杂念。一个人只有

摒弃私心杂念，不为利所迷、不为物所

累、不为名所惑、不为喧嚣所扰，才能把

自己的全部心思和精力都投入到所要做

的事情上，心无旁骛干事创业。然而不

可否认，现实中一些人做事时用心不专，

常被无关紧要的事情干扰，分心走神、三

心二意，事倍功半、效率低下。心中如果

有杂念，即便心气再高也难有作为，正所

谓“欲多则心散，心散则志衰，志衰则思

不达”。

专注，重在心有定力。对一件事情，

专注一时易，专注如一难。任何成功的

背后，都不是一场简单的“百米冲刺”，而

是一场考验心性的“耐力长跑”，需要长

年累月寂寞跋涉、勇敢驰骋。要抛弃一

蹴而就、一劳永逸的思想，涵养久久为功

的心态，只有坚持“择一事、终一生”，发

扬钉钉子精神，一锤接着一锤敲，才能干

出实实在在的业绩，写就人生华章。

对于“执干戈以卫社稷”的新时代革

命军人而言，更应专注于主责主业，视岗

位为战位，在心中定下目标，并为实现目

标持续不懈地努力。清晰的目标就像指

路明灯，能够让我们更加保持专注。广

大官兵要根据自身实际设定目标，自觉

把自己的目标与强军事业紧密结合起

来，认准方向、笃定志向，以满格的状态

聚精会神谋战备战、精武强能。

成功缘于专注
■范云龙

●既把道理说透彻、说鲜活、
说真诚，又要说自己信的、做自己
说的

说理是做好部队“三个经常性工

作”最基础、最具体的一项工作，无论

是 理 论 学 习 、政 治 教 育 ，还 是 谈 心 谈

话、带兵管理，都离不开说理。如何把

理 说 好 ，既 是 一 门 学 问 ，也 是 一 门 艺

术，更是基层干部骨干需要掌握的一

门必修课。毛泽东同志说过，“要好好

地说理。如果说理说得好，说得恰当，

那是会有效力的”。一线带兵人要想

增强说理的效力，就要既把道理说透

彻、说鲜活、说真诚，又要说自己信的、

做自己说的，切实增强说理的吸引力、

亲和力和感染力。

说透彻，就是说明白、说具体，让人

一听就豁然开朗。现实中，为什么一些

官兵对教育者的说理提不起兴趣？很

大程度上在于一些干部骨干说理干瘪

乏味，习惯说一些大话、空话、套话，既

抓不住本质，更击不中要害。干部骨干

要把理说透彻，就应加强调查研究，搞

清楚官兵到底在想什么，有什么思想需

求，说理时紧扣官兵关注的现实问题和

活思想，找准穴位、打到鼓点，在以小见

大、深入浅出中帮助官兵解开思想疙

瘩、廓清认识迷雾、拉直心中问号。

说鲜活，就是善于运用官兵喜闻

乐见、易于接受的方式，多说让官兵听

得进、记得住、用得上的话。实际工作

中，一些干部骨干开展教育时说理形

式单一，翻来覆去举一些老例子，官兵

听起来味同嚼蜡。事实证明，说理如

果不鲜活、干巴巴的，只会让受教育者

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内心甚至还会犯

嘀咕。其实，并不是官兵反感听大道

理，而是一些干部骨干没有把大道理

说鲜活。这就要求干部骨干在说理时

要在内容、形式、语言上善于创新、与

时俱进，多用生动形象的方式阐释抽

象的道理，多用“兵言兵语”进行思想

互动，把大道理说明白、讲透彻，多用

有说服力和感染力的身边人身边事说

理，让官兵听后真正能共情、有共鸣。

说真诚，就是说做一致，要说自己

信的、做自己说的。表率作用是最好

的政治工作。为什么一些单位，干部

骨干苦口婆心说的道理、费时费力搞

的 教 育 ，在 官 兵 那 里 总 是 收 效 甚 微 ？

固然有方式方法的问题，但更多情况

下与干部骨干自身不过硬有着直接关

系。很多时候，官兵不是看你怎么说，

而 是 看 你 怎 么 做 。 如 果 要 求 别 人 做

的，自己都做不好，就算说得再好，也

是不能让人信服的。早在红军时期，

毛 泽 东 同 志 就 把“ 行 ”称 为“ 实 际 宣

言”，提出“以行动来宣传”。作为一线

带兵人，就是要坚持说自己信的、做自

己说的，把自己说过的话具象化、具体

化地落实到日常工作生活中，才能真

正以“理”服人、以“理”育人，充分发挥

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人、凝聚人、鼓舞人

的作用。

掌握说理的艺术
■陈 程

方 法 谈

●一名共产党员最大的幸福，
莫过于组织的信任

一位老领导临近退休时，被组织委

以重任，让其带队完成一项棘手任务。

对此，身边有人说，您马上就退休了，干

这事吃力不讨好。面对劝阻，老领导不

为所动，在受领任务时表态：一名共产党

员最大的幸福，莫过于组织的信任，自己

一定会坚决完成任务，不负信任、不辱使

命。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最终

带队出色完成任务，受到上级肯定。

老领导这种“把党交给自己任务当

信任，把信任当幸福”的事业观，体现了

崇高的思想境界和精神觉悟，值得我们

学习。一名党员干部，一旦树立了这样

的事业观，就会“不用扬鞭自奋蹄”，想方

设法克服困难，创造佳绩。

然而，现实中一些人却缺少这样的

思想觉悟和行动自觉，有的只想当官不

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

想出力，遇事躲、来事甩；有的存在躺平

思想，自认为仕途到顶、没有盼头，不求

有功、但求无过，开始熬年头、混日子；有

的存在功利思想，于己有利的事，争着抢

着干，风险大、利益少的事则不愿干，推

三阻四甚至说三道四。态度是行动的前

提。抱着这样的态度，不仅干不好交给

自己的任务，有愧于组织的信任，更不会

从干事创业中品味幸福、收获快乐。

党员干部面对组织交付的工作，首

先要有一个端正的态度。如果只是把工

作当作一项职业、一个饭碗，斤斤计较个

人得失，而不是作为一种责任、一项使

命，是不可能把工作干好的。只有消除

抗拒心理，克服功利思想，把组织的信任

当动力，以饱满的热情、积极的心态面对

组织交给自己的工作，才能克服前进路

上的艰难险阻，以扎实的成绩回报组织

的信任。其次，要在平时努力提高能力

素质。想干事是前提，能干事是要求，干

成事是目的。党员干部如果没有过硬能

力素质作支撑，想干事就成为空想，能干

事就成为空话，干成事就成为空谈。要

充分认识自己的不足，积极向书本学习、

向实践取经，不断消除知识盲区、弥补能

力弱项，不断提升能力素质，才能在工作

中做到游刃有余，高质高效完成任务。

“世界上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为人民

幸福而奋斗。”一名党员干部能够得到组

织信任，被赋予工作任务，并能安全顺利

地完成好，就意味着自身品质和能力得

到了认可，这本身就是一件幸福的事。

牢记这份信任，抛弃私心杂念，全心全意

把工作干好，才能不负组织重托，不负共

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有感于“最大的幸福”
■高 峰

生活寄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