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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 心 录

影中哲丝

知行论坛

●越是条件艰苦越要苦中作
为，越是困难重重越要迎难而上，
越是任务艰巨越要砥砺前行

当前，随着外部环境变化和官兵成

分结构变化，影响精神状态、消解意志

品质、弱化担当劲头的消极因素依然存

在，少数党员干部受社会上贪图安逸、

精致利己、消极躺平等不良风气影响，

抱着“无所谓”态度，降低工作标准、放

松自我要求，在位不安心、在岗不尽责、

懈怠不作为，这类现象值得重视。既然

选择了军旅，也就选择了奋斗，为强国

强军事业奋斗，是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

应有的价值追求。奋进新征程，党员干

部不能“无所谓”，而要追求“有所为”，

撸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跑

好自己手中的接力棒，凝心聚力打好实

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坚定理想信念不能“无所谓”。理

想信念是方向、是灯塔，是党员干部干

事创业的不竭动力，祛除“无所谓”心

态，必须从理想信念上正本清源。现实

中，有些党员干部占着位子不干事，表

面上看是受社会上消极因素影响，但根

本原因在于理想信念上出了问题。坚

定理想信念，必须加强理论武装。“初心

不与年俱老，奋斗永似少年时。”实践证

明，理论武装越彻底，改造思想越深刻，

理想信念越坚定，奋斗向前的精神就越

饱满、行动就越自觉。党员干部要持之

以恒加强理论武装，坚持读原著、学原

文、悟原理，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改造主观世界；要自

觉端正价值追求，解决好“当兵为什么”

“为官干什么”等根本问题，树立正确的

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要以高标准严

格 要 求 自 己 ，时 常 给 自 己 的 思 想“ 体

检”，涤除影响奋斗的“病毒”和“杂质”，

以头脑的高度清醒、忠诚的高度提纯擦

亮奋斗初心、永葆奋斗底色。

履行职责使命不能“无所谓”。在

其位谋其政，司其职负其责。抱着“无

所谓”心态，满足于“吃老本”，工作对

付、在岗不尽责，不仅亵渎了神圣的岗

位职责、战位使命，更辜负了组织的培

养使用、信任期许。作为新时代革命军

人，无论什么时候，奋斗强军的价值追

求不能变。那些对岗位职责“无所谓”

的人，之所以把“战位”当“站台”，主要

还是因为私心盖过公心、“小我”压过

“大我”，淡化了使命责任。岗位就是责

任，在位就要履责。党员干部要坚决纠

治责任缺失、虚耗空转等问题积弊，坚

决克服“差不多”“过得去”“不出事”的

应付心态，向躺平、扯皮、后拉等消极行

为说“不”，向说空话、玩虚活、搞变通等

虚假作风说“不”，用心做好每一件小

事、完成好每一项任务、履行好每一项

职责，以务实行动践行强军使命。

遵守纪律规定不能“无所谓”。“人

不以规矩则废，党不以规矩则乱。”遵规

守 纪 是 党 员 干 部 必 须 具 备 的 基 本 素

养。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把工作中不负责任、不敢斗争、不

愿担当等行为纳入违反工作纪律的范

畴，并明确了严肃的处分依据。这警示

我们，遵规守纪必须刻印在心上，一刻

也不能放松。无论处于职业生涯的哪

个阶段，党员干部都不能在遵守纪律规

定上“无所谓”，否则就会自食苦果。这

样的现实教训很多，值得汲取。对于党

员干部来说，须自觉学纪、知纪、明纪、

守纪，把遵规守纪内化为言行准则，坚

持按规矩办事、按纪律处事，绝不能有

“船到桥头自然直”的等靠心态，总是不

作为、慢作为，也不能有“船到桥头车到

站”的松懈思想，总想歇歇脚、松松劲，

而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积极

担当作为的精气神履好职、尽好责。

“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

陡。”在强国强军事业滚石上山、爬坡过

坎的关键阶段，每名党员干部都要保持

等不起、慢不得的紧迫感，锚定一流目

标、高擎奋斗火炬、保持奋进姿态，越是

条件艰苦越要苦中作为，越是困难重重

越要迎难而上，越是任务艰巨越要砥砺

前行，切实回答好“胜战之问”“价值之

问”“本领拷问”，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

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作者单位：河南省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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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问题、处理问题一定要
具有全局眼光和系统观念，充分考
虑事物发展的内因、外因，以及和事
物发展相联系的各个因素，才能避
免“补了篱笆毁了桩”

《笑林广记》中记载有这样一位医

生，他自称“如弓者、如虾者、如曲环者，

延吾治，可朝治而夕如矢”。一人听闻后

找他来治驼背，只见医生拿来木板二块，

一块置地下，让驼者躺于其上；一块覆于

其 上 后 使 劲 挤 压 ，“ 驼 者 随 直 ，亦 复 随

死”。驼者家人见人被治死，十分气愤，

找医生理论，医生却说：“我业治驼，但管

人直，哪管人死？”治病本为救人，但为了

治驼背就用夹板，为了“背直”就不顾人

的死活，实在是愚蠢。这虽是一则笑话，

蕴含其中的道理却引人思考。

类似于这种“用夹板治疗驼背”的情

况，在现实中并不鲜见。面对管理中出

现的问题，少数带兵人不善“开实方、巧

动刀”，只想“一刀切、图省事”，解决问题

方式简单粗暴。这种行为与庸医治驼如

出一辙，只解决表象问题，不顾其中隐

患，以致产生更严重的问题。

“驼背”已在，其中必然牵扯皮肤、脏

器、脊椎、血管、肌肉等诸多要素。只见

驼背而不管其他因素，在认识上就陷入

了管中窥豹的误区，在行动上必然会出

现偏差。这启示我们分析问题、处理问

题一定要具有全局眼光和系统观念，充

分考虑事物发展的内因、外因，以及和事

物发展相联系的各个因素，才能避免“补

了篱笆毁了桩”，从而作出准确判断、拿

出合理对策、有效解决问题，促进部队建

设系统性运行、持续性发展。

善 除 害 者 查 其 本 ，善 理 疾 者 绝 其

源。任何事物都有现象和本质两个方

面 ，许 多 问 题 并 不 是 一 眼 就 能 看 穿 识

透 的 。 对 于 带 兵 人 来 说 ，有 效 解 决 实

际问题，就须具有见微知著、洞幽察微

的能力，学会用“望远镜”观察问题，用

“ 放 大 镜 ”发 现 问 题 ，用“ 显 微 镜 ”分 析

问 题 ，去 粗 取 精 、去 伪 存 真 ，透 过 现 象

看本质、撇开枝节抓根本，找到问题的

根 源 所 在 。 在 此 基 础 上 ，还 要 坚 持 一

切从实际出发，从问题的根源着手，善

于 由 点 向 面 辐 射 ，举 一 反 三 、触 类 旁

通 ，找 出 事 物 发 展 规 律 ，尊 重 规 律 、利

用规律，研究出实在管用的对策，有效

处置和化解矛盾。

善于解决问题，除了要有正确的思

维方式和处理方法外，还要多听取他人

的意见。一个人的认知和能力毕竟有

限，在面对问题时，没有谁能保证自己提

出的对策是完善的、永远不会出错。正

所谓：一目之察，不如众目之明。要想切

实有效解决问题，带兵人还须以虚怀若

谷、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主动深入官

兵，多听听他们的意见建议，博采众长、

取长补短，如此才能作出正确决策，对症

下药、破解难题、推动发展。

由“庸医治驼”想到的
■刘 毅

书边随笔

●从善如流，首要在“听”，关
键在“查”，重点在“改”

1940 年 10 月，在苏北根据地，参

政 员 施 文 舫 指 责 一 名 干 部 贪 污 腐

化，欺上瞒下，言语中还夹有批评陈

毅偏听偏信之意。陈毅听后十分生

气，忍不住发火。事后，陈毅察觉到

自 己 态 度 不 妥 ，第 二 天 便 步 行 30 多

里 路 登 门 道 歉 ，并 作 了 自 我 批 评 。

陈 毅 同 志 的 这 种 气 度 ，值 得 今 天 的

党员干部学习。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犯错不可

怕，可怕的是犯了错误之后不自知，还

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然而现实中，

有的党员干部总觉得别人给自己提意

见是在“找茬”，找各种理由为自己开

脱。如此不仅无益于完善自我、提升

自我，还会损害自身形象，影响组织威

信。作为党员干部，对于逆耳之言和

批评意见，应当以宽广的胸襟、从善如

流的态度去认真听取。

从善如流，首要在“听”。知过不

讳、改过不惮，才能除弊去垢、纠偏正

向。一个不能正视批评的人，很容易

陷入刚愎自用、故步自封的境地，往往

会坏事。党员干部要甩掉心理包袱，

放下架子、撇开面子，做到闻微言而不

弃、闻诤言而不怒、闻错言而不怨，保

持头脑清醒，冷静听取他人批评，如此

才能使自己改正错误、改进不足、不断

进步。

从善如流，关键在“查”。观于明

镜，则疵瑕不滞于躯。批评中蕴含着

真话实话，是对自身不足的真实反映，

对潜在问题的精确洞察。愈是饱含真

诚的批评，愈能达到“醒醒脑、敲敲钟、

治治病”的作用。党员干部应当把他

人的批评意见当作一面镜子，增强“检

身若不及”的自觉，主动查找思想和行

动上的“灰尘”，逐一分析产生的原因、

后果、危害，进而深挖根源、找准病灶，

有针对性地改正错误，把握好对与错、

得与失等界限，使自身心理、精神和人

格得到升华。

从善如流，重点在“改”。“人患不知

其过，既知之，不能改，是无勇也。”须

知，“面红耳赤”不是目的，除垢排毒、收

获成长才是关键。党员干部要对自身

的过错不推诿、不逃避，积极采取措施

加以改正，坚决杜绝“闯关”思想和“应

付”心态，真正把问题整改到位，将错误

纠正彻底。还要认识到，改正错误、改

进缺点和不足，克服自身存在的问题，

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而是一个漫长的

过程。我们要拿出滴水穿石的韧劲，对

于自身问题和不足，盯住不放、常抓不

懈，使自己能够真正实现自我净化、自

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涵养从善如流的气度
■杨治超

忆传统话修养

在雅鲁藏布江河谷附近，连绵起伏

的沙丘、郁郁葱葱的森林、高耸入云的雪

山……放眼望去，不同景致同框呈现、相

映成趣，层次分明的组合，愈显奇绝壮观。

每道风景，都有它的不同寻常之

处，正因为不同寻常，才会更加引人注

目。沙丘、森林、雪山，各自特点不一，

当它们独立成景时，各美其美，而集合

在一起时，则美美与共，形成更加独特

的美感。社会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身

特点，展现出不同精彩，当身处团队之

中时，更要在各自位置上努力作为，并

做好协同配合，使整体效益大于每个人

效益的总和，从而放大自身价值，成就

更加精彩的人生。

相映成趣—

美美与共更精彩
■霍鑫磊/摄影 徐明阳/撰文

●讲党性、讲原则，没有斗争
精神是讲不好也讲不了的。党员
干部斗争精神充沛，就能坚守党
性、坚持原则；反之，斗争精神弱
化，原则就难保不丧失，党性阵地
也难保不失守

“共产党人讲党性、讲原则，就要讲

斗争。”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

习主席深刻剖析当前政治建军需要解决

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强调指出，这些问

题表现在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

方面，根子在理想信念、党性修养、官德

人品上。对广大党员干部来说，解决这

些问题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斗争的过程，

就是提纯党性、恪守原则的过程。我们

只有坚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自觉在立

根固本中学思想铸忠诚，在破立并举中

严整训强锻造，在落细落小中补短板提

质效，做到讲原则不讲面子、讲党性不徇

私情，才能破除心中贼、过好是非关，永

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忠诚底色。

坚守党性、坚持原则是我们党的优

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也是每一名共产党员

的应尽义务和必履之责。但坚持讲党性

讲原则不是一件简单轻松的事，必须通过

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才能达成。毛泽东

同志讲过：“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

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

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

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在这一方

面，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我们作出了

很好的表率。黄克诚同志讲党性、抓党风

“不怕撕破脸皮”，跟随他转战多年的老部

下，在京西宾馆用公款宴请，他照样硬起

手腕处理，被赞为“党内夸刚正，人推黄克

诚”。陈云同志一生坚守原则、敢于碰硬，

他有一句名言，“原则问题，该顶必顶，现

在不顶，以后检讨”，并提倡“头皮要硬”。

事实充分证明，讲党性、讲原则，没有斗争

精神是讲不好也讲不了的。党员干部斗

争精神充沛，就能坚守党性、坚持原则；反

之，斗争精神弱化，原则就难保不丧失，党

性阵地也难保不失守。

在讲党性、讲原则时讲斗争，蕴藏着

深 厚 的 政 治 意 蕴 、理 论 价 值 和 现 实 指

向。这里的“斗”，就是与思想禁锢斗、歪

风邪气斗、私心杂念斗，出发点是把一些

模糊的、扭曲的甚至颠倒的观念正过来；

这里的“争”，就是在原则性问题上寸步

不让、在方向性问题上保持定力，落脚点

是 达 成 思 想 与 思 路 、看 法 与 做 法 的 统

一。对广大党员干部而言，敢不敢于斗

争、善不善于斗争，是衡量政治意识、政

治能力、政治担当的试金石。从实践层

面看，就是要有看得出来、站得出来、豁

得出来的气节，自觉做不讲面子、不徇私

情的铁面人，而不是不分是非、不讲原则

的老好人；有瞄着问题去、追着问题抓、

盯着问题改的胆魄，自觉做一心为公、一

身正气的坚强战士，而不是爱惜羽毛、圆

滑世故的“开明绅士”；有革弊鼎新、守正

创新、蓄势开新的勇气，自觉做锐意开

拓、积极进取的实干家，而不是思想僵

化、故步自封的守成者。

征 途 漫 漫 多 风 雨 ，敢 于 斗 争 永 向

前。新征程上，无论是永葆性质宗旨、赓

续红色血脉，还是巩固纯洁光荣、守住精

神阵地，无论是锚定中心任务、矢志强军

打赢，还是破解深层矛盾、聚力实干攻

坚，都需要坚定斗争意志、提高斗争本

领，更好实现思想上的改造、力量上的凝

聚、精神上的振奋。党员干部特别是领

导干部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原则第一、党

的事业第一、人民利益第一，不在原则面

前让步，不在困难面前低头，不在阻力面

前退缩，坚决摒弃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

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切实以斗争

除积弊、求纯洁、解难题、促发展。

斗争精神离不开全方位培塑，斗争

能力尤须全过程培养。干部坚守党性原

则、敢于善于斗争的坚定自觉，不会随着

党龄的增长而自然提高，也不会随着职

务的升迁而自然提高，需要不断强化自

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改造。党员干部

应在常态常抓的理论武装中夯基，深学

笃信、精思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

的立场观点方法，真正把思想武器学到

手、掌握住，夯实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

思想根基。在严肃严格的组织生活中淬

火，持续强化党性检视和党性淬炼，经常

开展健康积极的思想斗争，用好用足批

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锐利武器，进一步廓

清重大是非界限、校正思想行为偏差，增

强同一切违反党性原则的人和事斗争到

底的自觉。在一情一事的处置应对中锻

造自己，主动经风雨、见世面，敢于同现

实问题叫板，敢于和“好好先生”翻脸，敢

于对不合理的事情说“不”，努力在实践

中锤炼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掌握斗

争艺术，不断积蓄解难事、办急事、成大

事的斗争底气。

斗 争 始 终 与 使 命 相 伴 、与 岗 位 相

连。讲党性、讲原则与讲斗争有着一致

的实践落点，最终都要体现在潜心谋事、

专心干事、精心成事上。1937 年 10 月，

毛泽东同志为陕北公学题词，指出“要造

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

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

争精神和牺牲精神”。今天，实现建军一

百年奋斗目标到了吃劲奋斗的攻坚期，

我们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解决问题的

艰难程度远远超过以往。越是挑战严

峻、任务艰巨，越需要广大党员干部特别

是领导干部知重负重、知难克难、知险化

险，面对强敌对手敢于亮剑，不畏惧、不

退缩，面对风险挑战敢于迎击，不犹豫、

不躲闪，面对棘手问题敢于攻坚，不推

诿、不逃避，面对转型考验敢于担当，不

懈怠、不观望，真正在推进高水平备战、

高效益斗争、高质量发展上建新功，以敢

斗善斗的实际成效彰显党性、诠释忠诚。

（作者单位：91860部队）

讲党性讲原则就要讲斗争
—加强党性教育和党性修养，修炼共产党人的“心学”

■徐中战

巴黎奥运会上，跳水运动员全红婵

多次摆出一个“拿捏”手势，意思是稳操

胜券、十拿九稳。她也果然不负众望，

夺得跳水女子双人 10 米台、女子单人

10 米台两项冠军。

“拿捏”的动作，在人前很风光、很

潇洒，但背后却是辛勤的付出、艰苦的

准备，充满了心血与汗水。像全红婵

一 样 ，许 多 成 功 者 能 够 做 到 从 容“ 拿

捏”，背后也有相同的付出。“全军爱军

精 武 标 兵 ”成 林 ，熟 练“ 拿 捏 ”军 事 技

能，比武竞赛中屡屡摘金夺银，在军事

赛场上打出赫赫威名。他的“拿捏”背

后，是数十年如一日的刻苦练习，是对

军事技能坚持不懈的悉心钻研，是对

本职工作“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

人憔悴”的执着与投入。神舟十八号

航天员李广苏，与战友配合完成了多

项高难度试验。他的“拿捏”背后，是

坚持不懈的学习、坚韧不拔的奋斗和

坚定不移的拼搏。他说自己是“狂奔

的蜗牛”，在奔向星辰大海的路上拼尽

全力。招飞入伍后，因为体能偏弱，他

就每天早起半小时，顶着寒风，腿绑沙

袋跑三公里；进入初教团，他又强忍眩

晕感，不断克服不适、调整状态，逐渐

战胜晕机反应；进入航天员大队，作为

一名文科生，面对理工类课程，他加班

加点，废寝忘食地攻坚，终于熟练掌握

了航天员必备的知识和技术。

身 处 不 同 岗 位 ，人 人 都 在 做 事 兴

业 ，许 多 人 都 想 具 备“ 拿 捏 ”的 实 力 ，

但 因 为 付 出 的 努 力 程 度 不 同 而 大 相

径 庭 。 有 人 偷 工 减 料 ，出 工 不 出 力 ；

有人三心二意，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有人按部就班，满足于朝九晚五。但

也 有 人 不 遗 余 力 ，夙 夜 不 懈 ，把 事 业

当生命。事实证明，只有后一种人才

能“拿捏”成功，成为佼佼者。我们在

看到他们获得莫大荣耀的同时，更要

看到他们在背后付出的巨大努力，学

习他们那种不顾一切、全力拼搏的奋

斗精神。

“ 操 千 曲 而 后 晓 声 ，观 千 剑 而 后

识器。”“拿捏”是千锤百炼的结果，也

是 精 雕 细 刻 的 结 晶 。 我 们 一 定 要 记

住 这 个 道 理 ：台 上 一 分 钟 ，台 下 十 年

功。人前风光，离不开背后苦练。如

果你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想熟练

“ 拿 捏 ”军 事 技 术 ，那 就 刻 苦 练 习 、勤

奋努力吧！

“拿捏”的背后
■陈鲁民 程中汉

生活寄语

●“拿捏”是千锤百炼的结果，
也是精雕细刻的结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