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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而 思

影中哲丝

夜幕降临，温州某处山脚下，一幢

幢房子里亮起了灯。放眼望去，这些建

筑沿着地势星罗棋布，万家灯火，一片

璀璨。

城 镇 建 设 一 般 都 受 地 形 地 貌 影

响，特别是在群山环绕的地区，山坳、

河谷往往成为人流聚集、建筑密集的

地方，经过岁月沉淀、时代变迁，就发

展为一座座城镇。事物的发展莫不如

此，因势而动、顺势而为，才能不断发

展壮大。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应学会

察势、辨势、顺势、应势，按照规律办

事、顺应规律发展，如此才能有长足进

步。

星罗棋布——

顺势而为谋发展
■周文静/摄影 宋原青/撰文

知行论坛

●自觉敬畏法度，时时警心策
行，不断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
道德定力、抵腐定力，以内无妄思
保证外无妄动

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习主席

深刻指出，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

之地。军队越反腐越坚强、越纯洁、越

有战斗力。军队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

干部，必须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

道理，始终严格要求自己，经常对照党

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对照党章党规

党纪、对照初心使命，时刻自重自省，严

守纪法规矩，筑牢廉洁从政、廉洁用权

的堤坝，守牢拒腐防变的防线，真正做

到一心为公、一身正气、一尘不染。

拒腐防变的防线，既是防止腐化的

“紧箍咒”，也是履职用权的“安全绳”。

领导干部能否守牢拒腐防变的防线，不

仅关系个人的发展进步，还会影响党、国

家和军队事业的未来。只有守牢防线，

不突破原则底线，才能有豁得出去、甩开

膀子加油干的豪气，才能确保既想干事、

能干事，又干成事、不出事。然而现实

中，有的领导干部受拜金主义和享乐主

义影响，在形形色色的诱惑面前“吃败

仗”；有的总觉得法规制度是干工作的

“镣铐”，碍手碍脚，老想打“擦边球”；还

有的自认为权比法大，可以“自由”使用

权力，不知不觉越过了底线……这些都

是不知敬畏、不存戒惧、不守底线的表

现，倘若不加以纠正，不仅会导致工作

偏向走形，还会让自己落入陷阱深渊，

不仅会妨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

落实，还会损害领导干部在群众中的形

象与威信。因此，领导干部必须时刻牢

记防线不可逾越、不可触碰，自觉敬畏

法度，时时警心策行，不断增强政治定

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以

内无妄思保证外无妄动，切实守牢拒腐

防变的防线。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守牢拒

腐防变的防线，关键是解决好思想根子

问题。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会散一

尺。只有拧紧思想“总开关”，才能增强

拒腐防变能力，永葆清正清廉的政治本

色。领导干部作为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贯

彻落实的第一责任人，能不能在任何时

候任何情况下，都坚持原则、按章办事，

关键在于有没有把坚定的理想信念植入

心灵、融入岗位、嵌入实践。这就要求领

导干部必须始终把理想信念作为终身课

题 常 抓 不 懈 ，不 断 在 立 根 固 本 上 下 功

夫。一方面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坚

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不断筑牢信

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

另一方面经常检视自己的思想、行为和

举止，及时掸去思想上的灰尘，坚决守住

做人、做事、用权、交友的底线，不断增强

拒腐防变和抵御诱惑考验的能力。

心 有 所 畏 方 能 言 有 所 规 、行 有 所

止。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只有始终心存

敬畏、手握戒尺，才能谨慎用权，不越雷

池半步；否则，就会受私心杂念所扰、为

名利诱惑所累，以至于迷失自我、不知

所止。守牢拒腐防变的防线，要求领导

干部必须始终对权力怀有敬畏之心、戒

惧之意，始终把党和人民放在心中最高

位置，坚持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

权、廉洁用权，时刻牢记有权不能擅权、

用 权 不 能 任 性 ，始 终 知 道 哪 些 事 可 以

做，哪些事必须做，哪些事碰都不能碰，

分清公私和是非界限，守牢法规红线，

守住道德底线，在各种诱惑和考验面前

保持清醒头脑，决不违反原则、肆意妄

为，更不能明知故犯、肆无忌惮，真正做

到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

越是细微之处，越能看出一个人的

品性；越是琐碎之事，越能彰显一个人

的修养。平时注重小事小节、不贪图小

利，高度警惕小毛病小问题，做到防微

杜渐，才能抵得住诱惑，守得住气节；如

若平时不从小事小节严起，任凭不良倾

向 发 展 蔓 延 ，则 很 容 易 由 微 恙 酿 成 大

疾、由小问题演化成大问题，最终会败

坏党风政风，损害人民军队的形象。因

此，领导干部应自觉加强党性修养，慎

小事，拘小节，从点滴小事做起，从细微

之处严起，从苗头性问题治起，绝不能

有丝毫麻痹、侥幸心理，不能用“小事无

所谓”放纵自己，更不能用“小节不要

紧”开脱自己，坚持在一点一滴中锤炼

拒腐防变的能力，绷紧慎微之弦，永葆

清廉本色。

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高尚纯

洁的道德操守既是培养健康生活情趣

的基本条件，也是筑牢拒腐防变防线的

关键因素，党员领导干部必须不断加强

道德修养，经常涵养官德操守，自觉克

己奉公，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多一

些 精 神 上 的 追 求 ，少 一 些 物 质 上 的 羁

绊，自觉做到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

后私、公而忘私。要在工作生活中保持

勤俭作风，坚持高标准干工作、低要求

过生活，把以俭养德、以俭兴廉化为思

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同时，还应时刻牢

记生活中有政治、情趣中有形象，慎重

选择个人爱好，善于分清良莠、明辨是

非、区分高雅与低俗，时刻自重自省自

警自励，远离低级趣味，不染不良嗜好，

坚决做到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随

波逐流，始终心有主见、行有定力。

守牢拒腐防变的防线
—加强党性教育和党性修养，修炼共产党人的“心学”

■冯瑞声

方 法 谈

●要为官兵营造良好创新环
境，提供创新的平台和机会，充分
激发他们的创新热情，为改革转
型、练兵备战提供不竭动力

创新能力是一支军队的核心竞争

力，也是生成和提高战斗力的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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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作

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一条重要原

则。同样，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也

须充分尊重官兵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

激发官兵锐意创新的勇气、敢为人先的

锐气、蓬勃向上的朝气，充分释放出国防

和军队改革的澎湃势能和活力动力。

知胜战者在卒伍。广大官兵身处

练兵备战第一线，位于改革转型最末

端，最了解军队建设发展的难点堵点，

最清楚制约备战打仗的矛盾问题，是推

动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实践主

体和强大力量。现在的官兵，不仅普遍

文化程度高、知识涉猎广、思维能力强，

而且大多怀有远大抱负、渴望在军营建

功立业，具备创新创造的条件和优势。

作为带兵人，要为官兵营造良好创新环

境，提供创新的平台和机会，充分激发

他们的创新热情，为改革转型、练兵备

战提供不竭动力。

创造条件，发扬军事民主。我军历

来讲究军事民主，广泛的军事民主是强

大战斗力产生的源泉。通过发扬军事民

主，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官兵的主观能

动性，在克敌制胜中发挥作用。抗美援

朝战争中，志愿军发挥全体官兵智慧，因

敌而变、因情而变、因势而变、因器而变，

创新战法战术，打出了许多经典战例。

今天，面对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

变，着眼打赢未来战争，更要鼓励创新创

造，把广大官兵的练兵热情激发出来、把

打仗智慧凝聚起来。要坚持重大决策问

计于兵、战法训法求解于兵、难题攻关集

智于兵，激发广大官兵的创新动能，为备

战打仗提供力量源泉。

撑腰鼓劲，强化激励机制。改革创

新 是“ 寂 寞 的 长 跑 ”，又 是“ 冒 险 的 攀

登”，客观存在的风险挑战，容易使官兵

瞻前顾后、畏首畏尾，阻碍创新活力释

放。为了激励更多官兵成为改革强军

的创新者、探索者，带兵人要旗帜鲜明

地为敢于创新的官兵兜底护航、撑腰鼓

劲，始终当好官兵创新创造的坚强后

盾；切实用好容错纠错机制，准确把握

“三个区分开来”，用信任、欣赏、发展的

眼光看待官兵，允许他们试错，帮助他

们纠错，用实际行动保护改革者、鼓励

探索者、宽容失误者，如此才能调动官

兵谋划创新、推动创新、落实创新的积

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最大限度激励大

家争当改革创新的推动者和实践者。

着眼服务，提供有力保障。一分部

署，九分落实。基层是部队全部战斗力

和工作的基础，部队所有工作都需要基

层官兵去落实。不仅要尊重官兵、相信

官兵，更要服务官兵、温暖官兵。因此，

改革要强化官兵主人翁意识，做到官兵

有所呼、改革有所应，充分调动官兵参

与改革的积极性，做到改革依靠官兵、

改革成果由官兵共享。要用好用足政

策，激发活力动力，满腔热忱关心关爱

官兵，主动为官兵解决实际困难，如此

才能把官兵投身备战打仗的热情充分

调动起来，把强国梦强军梦融入官兵的

岗位战位，让官兵心无旁骛、轻装上阵，

齐心协力把强军事业推向前进。

创新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当

前，世界新军事革命方兴未艾，武器装

备加速升级换代，制胜机理不断迭代更

新，唯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才

能让创新源泉充分涌流、改革成果竞相

迸发，始终在世界军事变革中争取主

动、抢占先机。因此，带兵人要持续尊

重官兵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不断引导

官兵保持创新活力，始终按照打赢“下

一场战争”的要求抓创新、谋创新，聚力

加快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为

走好中国特色强军之路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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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人埋头苦干、不问名
利，看似吃亏，实际上却在摔打磨
练中打下了扎实的根基，积攒了厚
积薄发的潜力、攻坚克难的能力、
处变不惊的定力

周恩来说：“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是

最老实的人，因为只有老实人才能经得

起事实和历史的考验。”老实人做事认

真不敷衍、处世正派不钻营、为人厚道

不谋私，工作上勤恳敬业、不图虚名、不

务虚功，肯下苦功干难事，日积月累中

自然能练就一身真本事，成为本职工作

的行家里手。

现实中，我们身边也存在一些所谓

的“ 聪 明 人 ”，被 认 为“ 吃 得 开 ”“ 会 来

事”。他们世故圆滑，热衷于人情往来，

一事当前往往谋私不谋公、谋人不谋

事，见好处就争、见困难就躲，总想把重

担子推给别人，自己干省心的事、于己

有利的事。与这些“聪明人”相比，老实

人总是把“公”字放在首位，私事排在后

面，工作兢兢业业，做事有板有眼，不会

偷奸耍滑，不去走所谓的“捷径”。任务

来临，老实人经常加班加点干工作，默

默奉献、无声付出。出了成绩，也不会

邀功请赏，更不会给成绩“注水”、夸夸

其谈。老实人埋头苦干、不问名利，看

似吃亏，实际上却在摔打磨练中打下了

扎实的根基，积攒了厚积薄发的潜力、

攻坚克难的能力、处变不惊的定力，留

下了奋斗无悔的身影，获得了群众的认

同和赞扬。

说老实话、干老实事、做老实人，是

对共产党员最基本的要求，体现的是崇

高的党性修养，彰显的是高尚的人生境

界。开国元帅罗荣桓曾被毛泽东评价为

“老实人”。延安时期，毛泽东对罗荣桓

的妻子林月琴说，荣桓同志是个老实人，

而又有很强的原则性，能顾全大局，一向

对己严，待人宽，做政治工作就需要这样

的干部。1937 年秋，作为八路军一一五

师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奉命开赴抗日前

线，临别之际对新婚妻子林月琴叮嘱道，

要永远做老实人，忠诚于党的事业。“永

远做老实人”也成为罗荣桓一生奉行的

信条。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要永远听

党话、跟党走，做知行合一的老实人，永

远把党和人民的事业放在至高无上的位

置，不怕吃亏，甘愿吃苦，知恩尽责、知重

负重，不耍“小聪明”，老老实实做人，踏

踏实实做事。

老实人守正道、干实事，这种品质

党的事业需要、人民群众赞成，从长远

看终究不吃亏。各级组织也要树立鲜

明导向，优待老实人，正视他们的合理

需求，回应他们的期盼关切，不让老实

人流汗又流泪；重用老实人，为踏实干

事的老实人厚植成长进步的土壤；激励

老实人，坚持扶正祛邪，绝不让投机取

巧者得利，真正让想干事、能干事、干成

事的老实人得到应有的回报。

老实人终究不吃亏
■姜 杰 邱 干

●既信任又不相信，看似相互
矛盾，却彰显出中国航天人的极致
追求，也蕴含着开展工作和推进事
业的智慧

在搭乘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进入中

国空间站的三名航天员中，有一位戴眼镜

的航天员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教授、中国空间站首位载荷专家

桂海潮。不久前，他在央视一档节目中演

讲，坦言在成长过程中，有三句话深刻影

响了自己，其中一句就是指令长景海鹏对

他说得最多的话：“我可以百分之百地信

任你，但不能百分之百地相信你。”

既然百分之百地信任，为何又不百

分之百地相信？桂海潮解释道，航天员

受太空失重、空间密闭狭小、噪声干扰大

等 环 境 因 素 影 响 ，每 个 人 都 有 可 能 出

错。同舟共济的战友固然完全相互信

任，但必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态度去面

对任务中的每一个细节。当一位航天员

从事某项操作时，另外两位航天员必须

在旁边眼睛盯着、耳朵听着、脑子想着，

必要时嘴上还要提醒着，以防出现任何

差错。既信任又不相信，看似相互矛盾，

却彰显出中国航天人的极致追求，也蕴

含着开展工作和推进事业的智慧。

通常情况下，信任和相信是同频共振

的，你信任某个人，那么你对这个人的所

作所为都会抱以相信而不怀疑的态度；你

相信一个人的所作所为，也就表示出了对

这个人的充分信任。然而，信任与相信并

不能完全画等号。有时候，即使对一个人

非常信任，但在这个人做事的具体过程

中，又很可能会对他十分担心，唯恐其失

策、失误、失手。比如，我们将患病的亲人

送到医院，让医生治疗，这是基于对医院、

医生的信任，但在实际医治的过程中，我

们又常常担心医生能不能诊断准确、手术

顺利、治疗到位，这就意味着不完全相信

医院和医生。这种信任却不相信的现象，

恰恰说明了信任和相信是有所不同、需要

区别对待的。

对于革命军人来说，身处备战打仗

的各个岗位，无论担负什么样的任务，上

下级之间、官兵之间、战友之间都是相互

高度信任的。上级可以把极其重要而艰

难的工作交给下级，指挥员可以把极为

关键而充满挑战的任务交给战斗员，正

是基于相互之间的高度信任。但是，这

种信任并不是盲目的，更不等于百分之

百地相信对方能够圆满完成任务。故

而，在遂行任务的过程中，还需要以一种

“不完全相信”的态度，去观察、去提醒甚

至去帮助他们完成任务，严防出现各种

问题、差错和纰漏。这既是确保任务成

功的需要，也是对集体、对下级、对战友

极端负责的体现。

如此看来，我们需要走出信任等于

相信的认识误区。人与人之间应当相互

信任但不应该盲目相信，尤其是在一些

具有高度不确定性、风险性和挑战性的

事情上，不能因为信任而盲目地相信他

人能够十拿九稳、万无一失。同样，相信

一个人也不应当盲目地信任他，一个人

值不值得信任，不能仅看他一时一事的

表现，而须经过较长时间的观察、考察乃

至考验才能确定。

信任与相信
■胡建新 郭龙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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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要看到外在原因，也
要习惯拿“手电筒”照照自己、拿

“放大镜”看看自己、用“显微镜”
查查自己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意思是

说，凡是行为得不到预期的效果，都应

该检查自己，从自身找原因。对于为

人处世来说，这句话颇具启示意义。

现实中，当工作生活出现问题时，

一些人总是习惯于把原因归结于外部

因素，或认为是客观条件不允许，或觉

得是他人素质达不到，在这种思维习

惯支配下，他们很难在自己身上找原

因。这不仅无益于自身成长进步，也

不利于问题的顺利解决。

在遇到不如意或遭遇挫折时，能

够做到“反求诸己”，是一种深刻的自

省，通过自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不

仅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也能找

到完善自我的途径。这种完善，既是

方式方法的改进，更是自身心态的调

整和思想认识的提高。所以，当“行有

不得”时，不仅要看到外在原因，也要

习惯拿“手电筒”照照自己、拿“放大

镜”看看自己、用“显微镜”查查自己，

从自身方法、态度和表率作用等方面，

审视自己有没有做得不足不对的地

方，从而有针对性地加以改进提升。

做到“反求诸己”，首先要抓住一

个“真”字。提升认识、端正态度，切实

做到以责人之心责己。这就要求我们

遇事不找借口，敢于正视问题，勇于揭

短亮丑；绝不能胆小怕事、讳疾忌医，

更不能想方设法找借口掩盖错误。尤

其对于带兵人而言，当工作出现失误

时，只有真反思、真纠错，善于收集群

众意见、主动纠正错误，才能赢得官兵

的信任支持，有利于推动部队建设。

其次要突出一个“深”字。反求诸己，

不是蜻蜓点水走过场，也不是隔靴搔

痒 做 样 子 ，而 是 深 入 挖 掘 根 源 找 病

灶。深入自我反思，就要扎扎实实把

自身存在的问题一个个摆出来，把原

因一条条弄清楚，从中找到问题根源，

从而有的放矢地进行纠治。还要扣住

一个“长”字。养成“反求诸己”的习惯

不是一时的，而是一个长久的过程。

尽管这一过程漫长，可一旦成为习惯，

就会内化成一种自觉、一种本能，受益

终身。因而，我们要拿出“不见成效不

撒手”的决心和耐心，时刻提醒自己揽

镜自照，看看自己的思想认识有没有

偏差，工作决策有没有失误，党性作风

有没有弱化，直至养成一种习惯。作

为带兵人，肩负重要职责，更须带好

头，养成“反求诸己”的习惯，在查找不

足中实现自我进步，不断推动单位建

设上台阶、出成绩。

养成“反求诸己”习惯
■郭晨禧 史 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