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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不避难、迎难而上，是流
淌在中华民族血液里的奋斗基
因，也是干事创业、成就事业的必
备品质

前 不 久 ，习 主 席 在 福 建 考 察 时 指

出 ，学 习 谷 文 昌 同 志 ，不 仅 要 高 山 仰

止，还要见贤思齐，像他那样做人 、为

政。尽管谷文昌逝世已经 43 年了，但

他 从 未 走 出 人 们 的 记 忆 ，经 过 岁 月 洗

礼，其形象反而愈加清晰挺拔。“不把

人民拯救出苦难，共产党来干什么！”

当年，面对肆虐风沙，时任福建省东山

县 委 书 记 的 谷 文 昌 带 领 全 县 军 民“ 上

战秃头山，下战飞沙滩，绿化全海岛，

建设新东山”，经过多年锲而不舍的攻

坚 克 难 ，终 于 把 荒 凉 沙 岛 变 为 美 丽 绿

岛 ，把 丰 碑 立 在 了 人 民 群 众 心 中 。 新

征 程 上 ，必 然 会 遇 到 各 种 可 以 预 料 和

难以预料的困难挑战。广大党员干部

要向谷文昌那样，树立正确政绩观，强

化 为 民 造 福 的 历 史 主 动 和 责 任 担 当 ，

敢于攻坚克难，勇于克难而成，奋力创

造过硬业绩，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

一方。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事不避难、

迎难而上，是流淌在中华民族血液里的

奋斗基因，也是干事创业、成就事业的

必备品质。因为，需要我们凝心聚力攻

坚克难的事情，往往具有复杂性、艰巨

性、长期性，呈现为各种矛盾交织、牵一

发而动全身，处理起来比较棘手。只有

横下一条心来，坚持苦干实干，敢打攻

坚战，善打持久战，不达目的不罢休，才

能踏平坎坷成大道。回望我们党的奋

斗历程，许多优秀党员干部之所以能够

干出一番业绩，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

们“明知征途有艰险”，却“越是艰险越

向前”，有难不畏难、遇险不避险，最终

迎来了事业的一片艳阳天。新征程是

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面对涉滩之险

与爬坡之艰，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该做

的事，顶着压力也要干；该负的责，冒着

风 险 也 要 担 。 只 要 不 畏 难 事 、甘 做 难

事，无惧无畏向最难处奋力攻坚，在深

水险滩面前挺身而出，在风险挑战面前

带头冲锋，在困难挫折面前勇毅前行，

就没有挑不动的“千斤担”，没有过不去

的“火焰山”。

攻 坚 克 难 就 要 咬 定 目 标 、专 心 致

志。目标是引人前行的灯塔、催人奋进

的引擎。大凡事业成功者，总是坚定不

移地向着人生的既定目标砥砺奋进、不

懈奋斗。心浮气躁，很难保持专注，取

得大的突破；朝三暮四，往往浅尝辄止，

难以取得成功。唯有咬定目标不放松，

心无旁骛不分神，一以贯之不懈怠，才

能 日 积 月 累 、厚 积 薄 发 ，成 就 一 番 事

业。“做事情要集中一点，精力不要太分

散。”“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

者、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忠贤在 60 多年

的科研生涯中，潜心研究高温超导，即

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依然不移其志、不

改其道，最终取得一系列世界级研究成

果 。 对 广 大 党 员 干 部 来 说 ，认 准 的 事

情、定下的目标，无论遇到多少困难、多

大风浪，都要保持历史耐心，把有限的

精力和时间集中起来，最大限度地发挥

积 极 性 、主 动 性 和 创 造 性 ，脚 踏 实 地

干下去、拼到底，以执着专注成就一番

事业。

攻 坚 克 难 就 要 本 领 过 硬 、开 拓 创

新 。 攻 坚 克 难 绝 不 是 轻 轻 松 松 、敲 锣

打 鼓 就 能 实 现 的 ，更 不 能 只 有 表 态 和

决 心 ，关 键 是 要 有 真 本 事 、硬 功 夫 。

本 领 过 硬 ，多“ 几 把 刷 子 ”，担 当 使 命

才 能 底 气 十 足 ，攻 坚 克 难 才 能 充 满 自

信 ，开 拓 创 新 才 能 硕 果 满 枝 。 口 号 喊

得 震 天 响 ，本 领 不 过 硬 ，不 仅 挑 不 起

大 梁 、破 解 不 了 矛 盾 ，还 可 能 贻 误 事

业发展。谷文昌正是因为找到了适宜

沿 海 种 植 的 树 种 —— 木 麻 黄 ，并 通 过

“旬旬种树”的试验，掌握了种植木麻

黄 的 技 术 要 点 ，最 终 成 功 治 服 了 风

沙 。 本 领 是 我 们 勇 挑 重 担 、成 就 事 业

的“通行证”。然而，过硬本领不会从

天 而 降 ，开 拓 创 新 不 能 异 想 天 开 。 广

大党员干部要想“曾益其所不能”，就

要 坚 持“ 刀 在 石 上 磨 ，人 在 事 上 练 ”，

立 足 本 职 岗 位 埋 头 苦 干 、艰 苦 奋 斗 ，

主 动 到 困 难 大 、矛 盾 多 、情 况 复 杂 的

地方，啃“硬骨头”、涉“险滩”，在大风

大 浪 、急 事 难 事 中 练 胆 魄 磨 意 志 ，在

躬 身 实 践 、总 结 经 验 中 寻 规 律 找 办

法 ，在 开 动 脑 筋 、探 索 创 新 中 长 才 干

强 本 领 ，努 力 成 为 善 于 干 事 创 业 、敢

于 攻 坚 克 难 、勇 于 开 拓 进 取 的 时 代 先

锋 ，做 到 无 论 事 有 多 难 ，都 能 从 容 应

对、展现作为、不辱使命。

攻 坚 克 难 就 要 坚 忍 不 拔 、百 折 不

挠。邓小平同志曾说：“共产党员的特

点是越困难越有劲、越团结。”困难越大

意志越坚、坎坷越多抗击能力越强，是

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优秀品质，也是战

胜困难、开创新局的重要法宝。在昔日

的东山县，流传着这样的民谣：“春夏苦

旱灾，秋冬风沙害。一年四季里，季季

都有灾”。由于风沙、低温等种种自然

灾 害 ，东 山 植 树 造 林 的 尝 试 一 次 次 失

败。谷文昌立下誓言：“不治服风沙，就

让风沙把我埋掉。”他带领全县军民不

屈不挠、屡败屡战，打水井、建水库，抗

旱排涝，修公路、筑海堤、建海港、造盐

田……经过锲而不舍的努力，从根本上

改变了东山旧貌。接过历史的接力棒，

继承革命先辈的事业，我们仍要保持一

股誓死不退、永不屈服的拼劲和韧劲，

即便前路荆棘遍地也要迎难而上，明知

前方困难重重也要一往无前，无论遭遇

多少坎坷也要百折不挠，千磨万击还坚

劲，不见成效不撒手，不获全胜不收兵，

努力干出过硬业绩，把强军事业不断推

向前进。

（作者单位：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

在攻坚克难中干出过硬业绩
■蔡宏伟

言 简 意 赅

忆传统话修养

●树立大公无私的价值追求，
严守公私分明的纪律底线，保持先
公后私的政治操守，修养公而忘私
的崇高境界

公私之间如何取舍，是对官德人品

的有力检验。对党员干部而言，从走上

工作岗位那天起，就面临着在公与私之

间取舍的问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很

多老一辈革命家和优秀共产党人，都坚

持公私分明、克己奉公，不以私利害公

义 。 毛 泽东同志曾立下“恋亲不为亲

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

腰”的亲情三原则；周恩来同志定下“不

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十条家规；陈云

同志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收礼，不管礼

物轻重，都是“来者必拒”……无数事实

证明，在共产党人的世界里，公与私、廉

与贪，从来都是泾渭分明的。习主席强

调：“作为党的干部，就是要讲大公无

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只

有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才能坦荡

做人、谨慎用权，才能光明正大、堂堂正

正。”这不仅道出了一代代共产党人的

公私观，也是对新时代党员干部的谆谆

教诲和明确要求。

树立大公无私的价值追求。对于

为官从政者而言，一个基本的品质就是

去私心，行公义。古人讲：“见小利，不

能立大功；存私心，不能谋公事。”对于

党员干部来说，一事当前是出于公心还

是挟带私心，首先想到的是党和人民利

益还是个人利益得失，体现的不仅仅是

处事的基本态度，更是做人的价值追

求。党员干部必须深刻认识到，手中的

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只能把人民群

众的利益摆在个人私利之上。党员干

部必须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做到党的原

则第一、党的事业第一、人民利益第一，

始终秉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工作态

度，时刻保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的清醒头脑，做存公心、无

私心的老实人。

严守公私分明的纪律底线。做到

公私分明、坚守底线，自然就能公正廉

明，不以私利害公义；公私不分、混作一

团，就容易导致贪污腐败、以权谋私。

现实中，有的党员干部把私心、私利、私

欲跟个人合理合法利益混为一谈，妄图

利用手中的权力为私利开后门、搭便

车。拿点公物、揩些油水、蹭点好处，表

面看是觉悟不高、自律不严，实则是违

规违纪甚至违法犯罪行为。分清公私

界限是为官从政者的“最低门槛”，党员

干部必须明确公私边界，带头执行《中

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自觉同特权

思想和特权现象作斗争，把私欲的“洪

水”约束在党纪底线、法律红线的堤坝

之内，守牢底线、不越红线，敬畏法纪、

敬畏权力。

保持先公后私的政治操守。党章明

确规定，党员要“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

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

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

献”。现实中，有的党员干部腐化堕落、

褪色变质，一步步走上歧路，就是因为将

“私”摆在了“公”的前面，以权谋私、贪赃

枉法。先公后私并非要求党员干部“以

公灭私”，而是要保持“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境界，时刻牢记

个人的事再大，也没有党和人民的事情

大，当个人利益同党和人民利益发生矛

盾冲突时，必须将党和人民的利益高高

举过头顶，始终牢记自己的人民公仆身

份，自觉摆正自己的位置。

修养公而忘私的崇高境界。徐特

立同志曾讲：“‘国而忘家，公而忘私’，

是五四运动以来革命前辈所表现的崇

高品质。”新征程上，党员干部应当把公

而忘私当作一种优秀的品质、一种高尚

的境界来修养，自觉约束私欲，把小我

融入大我，不断追求无我。从雷锋“把

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

之中去”、焦裕禄“心中装着全体人民，

唯独没有他自己”，到孔繁森“一腔热血

洒高原”，一代代共产党人用生命和热

血诠释了何为“公者千古，私者一时”。

这些优秀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坚守底线、

秉持操守，做到公而忘私，正是因为他

们“常将一己作世间公共之物”，以夙夜

在公、鞠躬尽瘁的精神忘我投入工作。

新征程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始终心系组

织、心系人民、心系国家，胸怀“国之大

者”，做到勤勤恳恳为党和人民工作，不

为一己之私而动摇，不为个人利益而徘

徊，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一份合格

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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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同志曾形象地讲，学习应该像

“扭秧歌”，需要“往前走两步，往后退一

步”，在进进退退、退退进进的过程中，

才能把学习搞扎实。这里的“进”指的

是学习新知识，“退”指的是温习旧知

识。这一比喻生动指出了学习是一个

动态过程，只有在一次次反复学习中做

到深中求新、常学常新、温故而知新，才

能不断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本领。

温故知新，是提升学习效果的重要

方法。回顾旧知，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学

习中的缺项与不足，在反复咀嚼中消化

疑难、强化记忆，实现对原有知识的修

正补充。结合新知，通过新旧知识的交

融碰撞，也能激发新的思考，推动学习

效果不断深化。若一味追求学习新知

识的速度，而不注重加强对旧知识的温

习与巩固，就如同建高楼却忽视了夯实

地基，虽然表面看似进度很快，实则如

“狗熊掰棒子”，最终难有收获。

学习要像“扭秧歌”一样，在进退

自如中把每一步都走得稳健而扎实。

要摒弃浮躁心态，认真对待每一次温

故，采取课程复习、讨论交流等方式进

一步加深对所学内容的消化理解；要

制订科学的学习计划，在时常温习基

础上，不断学习新知识，形成完整的知

识结构。做到温故而不滞塞于故，知

新而不迷失于新，才能在学习的道路

上行稳致远。

学习应像“扭秧歌”
■姜宠泽

曾听一名领导干部谈自己的工作

体会：“不要把谈心当成一项独立的工

作，要善于把它融入日常工作、学习、

生活中去。换句话说，就是要多一些

‘ 走 过 去 ’，让 谈 心 在 不 动 声 色 中 完

成。”听后让人深受启发。

“走过去”是相对于“叫过来”而言

的。现实中，有些干部开展谈心，习惯

把战士“叫过来”。“叫过来”谈心并非不

可以，但谈心是心与心的交流，在心无

戒备、轻松自然的氛围中进行，效果往

往会更好。而“叫过来”谈心，因为受场

合氛围影响，无形中会让谈话对象感到

拘谨，导致想说的话说不出，想提的意

见不敢提，让谈心效果大打折扣。

谈心谈话是做人的思想工作，应

多些“走过去”，少点“叫过来”。干部

应当主动走到战士中去，做到战士在

哪里，谈心就在哪里进行。当然，要

想 精 准 掌 握 战 士 们 的 思 想 动 态 ，仅

“走过去”还不够，还要“融进去”，就

是要扑下身子，和战士们学在一起、

干在一起、娱乐在一起，在打成一片

中 不 断 拉 近 彼 此 距 离 、增 进 彼 此 感

情、增加相互信任。如此，战士在与

干部交流时才能打开“话匣子”，干部

才能听到真话、心里话，更好地开展

一人一事思想工作。

谈心多些“走过去”
■王 晓

影中哲丝

●无论面对怎样的境况，都稳
得住心神，成为自己心态和情绪的
主宰，从容应对遇到的激流险滩、荆
棘坎坷

前 不 久 ，在 第 47 届 世 界 技 能 大 赛

上，平均年龄 22 岁的中国选手们以精湛

的技艺取得了佳绩，他们为国争光的信

念、奋勇拼搏的劲头令人动容。尤其是

在面对比赛中诸多“意外”时，他们沉着

冷静、有效应对，做到了“遇事不慌”，最

终顺利完成比赛，勇拔头筹。

“遇事不慌”是一种良好素养，是实

现目标、走向成功的重要保证。人生路

上常有风云变幻，我们总会遇到许多棘

手的事情，慌乱不仅会影响我们的决策

和行为，还可能会将事态扩大，最终一发

不可收。“凡遇事须安详和缓以处之，若

一慌忙，便恐有错”，只有临危不乱、从容

镇定，才能破障前行。作为新时代革命

军人，在练兵备战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困

难挑战，无论遭遇什么事情、发生什么情

况，我们都应遇事不慌、处变不惊，让自

己冷静下来，认真分析思考问题，从而找

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

做到“遇事不慌”，关键是有好的心

态。心态决定状态，遇到事情焦虑、紧

张、畏惧，带来的往往是言行失常，影响

正常水平发挥。反之，遇到事情平心静

气，保持乐观、积极、自信的心态，则能够

稳住自己，保持良好的状态。在世界技

能大赛中，面对发动机故障的难题，杨绍

辉及时调整心态，找到了问题症结；面对

最后时刻题型难度突增的考验，龙伟杰

同样稳住了心神，最终完成比赛。人生

路漫漫，既有康庄大道，也有泥泞小道，

亦有险路难路，我们要做的是，无论面对

怎样的境况，都稳得住心神，成为自己心

态和情绪的主宰，从容应对遇到的激流

险滩、荆棘坎坷。

做到“遇事不慌”，还须练就过硬本

领 。 俗 话 说 ，“ 手 中 有 粮 ，心 中 不 慌 ”。

这个“粮”就是我们的能力和本领，这是

我们走好军旅人生路的底气所在。那

些能够让我们产生“慌张”的事情，大多

是突发的、意料之外的，面对这些情况，

只有自身具备扎实的能力和本领，方能

从容不迫，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有效

应对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正是因为世

界技能大赛的参赛选手们平时练就了

过硬的基本功，才能够在比赛中“遇事

不慌”，稳定发挥，随机应变。锤炼本领

的过程，既是沉淀积累、厚积薄发的过

程 ，也 是 磨 练 意 志 、磨 砺 心 性 的 过 程 。

广大官兵要常怀“本领恐慌”，真正沉下

心来，脚踏实地，苦练本领，从难从严要

求自己，不断突破自我、挑战极限，使自

己在突发状况来临时能够沉着应对，圆

满完成任务。

修炼“遇事不慌”的素养
■徐建昌

看新闻说修养

清晨，登顶河南老君山，驻足山顶

远眺四方，只见山峦叠嶂、连绵起伏，

在晨间薄雾的环绕下，眼前呈现出一

山还比一山高的壮美景致。

在群峰耸立的山区，当我们登上

一座山峰欣赏美景时，以为自己已站

在最高处，然而极目远眺，会发现还有

更多更高的山峰。正如山外还有更高

的山，对于一个人来说，就算能力再

强，也总会有向别人学习的地方。因

而，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要记住“山

外有山，人外有人”，不要自视清高，而

应常怀谦虚进取之心，多向他人学习，

不断厚积自己的实力，不断攀登新的

高峰，不断取得新的进步。

极目远眺—

一山还比一山高
■吉海峰/摄影 刘国辉/撰文

一名基层干部在分享自己的工作

心得时讲道，基层工作繁琐，时常会遇

到一些急事难事，需要面对许多新情

况新问题，只有立足岗位，坚持在工作

实践中多想、多做、多问，才能把工作

做好做实做到位，赢得官兵的认可，不

负组织的信任。这番话讲得很中肯，

实践也充分证明，脑子里多想事、手上

多做事、遇到不懂不会的多问问，才能

最终干成事。

多 想 ，就 是 要 开 动 脑 筋 、认 真 思

考、经常琢磨。我们党历来倡导要多

动 脑 筋 、多 思 考 。 延 安 时 期 ，毛 泽 东

同志曾为《新中华报》题词“多想”；后

来 在《学 习 和 时 局》一 文 中 进 一 步 指

出，“多想出智慧”。事实证明，不经常

动脑筋思考问题，思维就会日益迟钝，

能力素质就会随之降低。因此，军队

党员干部在抓训练、干业务的过程中，

脑子里要经常装着问题，凡事多想一

步、想深一层，多研究工作、多探讨问

题，养成勤思善思的好习惯，克服忙忙

碌 碌 、只 是 机 械 重 复 做 事 的“ 思 想 懒

汉”行为。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多

想新点子、多谋新思路，在多想深想中

把思路想清楚、把问题想透彻、把举措

想全面，在多思善思中把训练抓好、把

工作干好、把任务完成好。

多 做 ，就 是 要 眼 里 有 活 、肩 上 扛

责、真抓实干。光说不干，做任何事情

都不会成功。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讲：

“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

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打好实现建

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任务艰巨、

时间紧迫，军队党员干部必须抓紧行

动起来，从思想上破除“多干多出错，

少 干 少 出 错 ，不 干 不 出 错 ”的 错 误 观

念，看准了就抓紧干，分内的事要认真

做 ，分 外 的 事 要 主 动 做 ，不 仅 要 多 做

事，还要努力做成事，让各项决策部署

在基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同时，各

级组织也要健全考核评价机制，对工

作抢着干、主动干，对干出成绩的同志

要 高 看 一 眼 、厚 爱 三 分 ，认 真 落 实 好

“三个区分开来”，充分调动其工作积极

性、主动性、创造性，引导广大党员干部

在攻坚克难中勇挑大梁、走在前列。

多 问 ，就 是 要 谦 虚 谨 慎 、不 懂 就

问、善于倾听。当年，在《反对本本主

义》一文中，毛泽东同志给那些“遇到

困难问题，只是叹气，不能解决”的人

开出药方：“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

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

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

也能解决问题”。工作中不可能没有

困难，即使知识水平再高、能力素质再

强，随着工作任务的深入推进，知识上

的盲区、能力上的弱项也会逐步显露

出来。这就要求我们不懂就问、不耻

下问，遇事多问、边干边问，凡事多问

几个“为什么”，遇到难题及时向教材

书 本 问 、向 法 规 政 策 问 、向 广 大 官 兵

问，在多问善问中抓紧把不懂的弄懂，

把不会的搞通，切不可不懂装懂，要在

多问中解决问题，把工作主动权掌握

在自己手中。

多想·多做·多问
■陈 程

方 法 谈

●脑子里多想事、手上多做
事、遇到不懂不会的多问问，才
能最终干成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