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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养视点 生活寄语

影中哲丝

书边随笔

谈 心 录

●严格要求自己并做出表率，
就是对部属最有力的教育

古人说：“释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

化人者顺。”这句话意思是，放任自己而

去教育别人，别人肯定不会听从；先端

正自己再去教化别人，别人才会服从。

对 于 新 时 代 带 兵 人 来 说 ，在 上 面 要 求

人、在后面推动人，都不如在前面带动

人管用。只有时时处处给部属做好表

率、给下级当好标杆，才能言之足以服

人、召之足以率人，把部队带出凝聚力、

战斗力。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

令不从。”对带兵人来说，严格要求自己

并 做 出 表 率 ，就 是 对 部 属 最 有 力 的 教

育。如果带兵人处处要求别人，自己却

不身体力行，就会令部属产生各种想法

和意见，得不到部属的支持和尊重，难

以建立起威信。带兵人应扑下身子，同

官兵们干在一起、冲在一线，把“想的”、

“讲的”与“做的”一致起来，把“要求别

人”与“要求自己”一致起来，在实践中

真正把标准立起来、把旗帜树起来，严

格要求自己、事事率先垂范，切实发挥

好先锋模范作用。

教 育 者 先 受 教 育 ，治 军 者 先 治 其

身。如果自己不真懂真信，如何去教育

官兵？如果自己不真学真做，怎么去要

求官兵？所以，带兵人要自觉强化理论

武装，真学笃行、深学细研，将党的创新

理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做到以学铸

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筑牢

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

舵。自身思想水平高、理论功底扎实，方

能在教育引导官兵的过程中更有底气、

更有魄力，更好地激发官兵干事创业的

精神状态，凝聚起奋进的力量。

在干事创业过程中，不可避免会直

面各种急难险重任务。带兵人能否在关

键时刻勇挑重担、敢于担当、冲锋在前，

最能彰显其党性和作风，也最能展示其

品格和能力。带兵人要勇于挑最重的

担子、敢于啃最硬的骨头，遇到困难不回

避、不绕行；敢于负责，遇到问题不推诿、

不扯皮。面对各种困难局面、艰巨任务，

带兵人能“扛得起”“顶得住”，势必会激

励广大官兵锐意进取，以昂扬斗志奋勇

前行。

“治军者必先受治于法。”在部队，带

兵人既是法规制度的监督者，更是执行

者，必须先从自身严起，带头做遵纪守法

的模范。带兵人知敬畏、存戒惧、守底

线，注重律己修身，做到公平公正，才能

带动官兵形成风清气正的良好生态。在

守好底线、不触红线的同时，还要充分激

发官兵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在遵规守纪

中迈开步子、担当作为，不断开拓创新，

为强军事业不懈奋斗。

“正己而化人者顺”
■陈 雷 吴玉堂

●执着向前，坚持到底。一丝
不苟，精进到底。不骄不馁，拼搏
到底

毛泽东同志说过：“一件事不做则

已，做则必做到底，做到最后胜利。”一

个人付出不一定会有回报，但勇于把

一件事做到底，就一定会有成功的希

望。在 70 余年的科研生涯中，“共和国

勋章”获得者李振声坚持以农立身、为

农服务，一辈子扎根田间，不仅培育推

广抗病、高产的远缘杂交小麦，还组织

开展多项重大农业科技攻关，为促进

我国粮食增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发

挥了重要作用。与李振声一样，把毕

生精力倾注在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上的

王永志，长期致力于重大呼吸道传染

病及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研究、预防

与治疗的钟南山……他们用亲身经历

告诉我们，无论前路多么遥远、路途多

么艰辛，只要始终盯着自己的目标，咬

紧牙关、坚韧前行，勇于把一件事做到

底，就能领略“无限风光在险峰”的壮

阔风景。

“ 掘 井 九 轫 而 不 及 泉 ，犹 为 弃 井

也。”任何事物的发展，没有量的积累，

就不会有质的变化。一个人的时间和

精力毕竟有限，要想事有所成、业有所

立，就要“咬定青山不放松”，勇于把一

件事做到底，做到极致、做出名堂、做成

精品。前进道路上，不管身处哪个岗

位，从事什么工作，只要我们把个人梦

想融入祖国需要，坚定自己的人生选

择，执着于所投身的事业，潜下心来、耐

住性子，拼尽全力、一往无前，把一件事

做到底，不达目的不罢休，定能厚积薄

发，迎来梦想成真那一天。

执着向前，坚持到底。一个人成功

的因素和路径虽然不尽相同，但往往都

有一个共同的品质，就是用心专一、持

之以恒，认准目标不撒手，坚定追求不

动摇，倾尽全力把一件事做到底。“从

1958 年开始到现在，我没有离开过核

潜艇研制领域，我的一生没有虚度。”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我国第一代核潜

艇总设计师黄旭华，60 多年如一日，潜

心铸造大国重器，为核潜艇研制和跨越

式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相反，一个人如

果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朝三暮四、见

异思迁，很容易在不停寻找和变换目标

中迷失自我，很难取得事业的成功。人

生如同一场马拉松，要想避免中途出

局，就要坚定不移走好一条路，心无旁

骛做好一件事，无论前路多么遥远、多

么崎岖，始终不改跑道、不换频道，一路

执着向前，把所从事的事业进行到底，

终能守得云开见月明。

一丝不苟，精进到底。有人曾说，

把平凡的事情做到一丝不苟就是不平

凡，将枯燥的工作做到精益求精就是不

简单。因而，只要保持“干一行钻一行”

的精益求精，“偏毫厘不敢安”的一丝不

苟，“千万锤成一器”的卓越追求，时时

追求完美、日日有所精进，就一定能把

一件事做到底、做成功。我国航天事业

之所以取得一次次成功，是因为一代代

航天人始终坚持“严上加严、细上加细、

慎之又慎、精益求精”的高标准，坚持

“零缺陷、零故障、零疑点”的严要求。

当前，我军技术构成日益复杂，知识密

集程度不断提高，专业分工更加精细，

对岗位的要求越来越高。广大官兵要

想成为练兵备战的行家里手，就要不断

强化严谨细致的作风，敢于跟自己较

劲，坚持学习不放过一丝疑问，训练不

能有一丝懈怠，操作不能有一丝疏忽，

主动追求“做得更好”，在精益求精中把

“手中活”练得更精，在日日精进中把

“必杀技”练得更强。

不骄不馁，拼搏到底。胜不骄、败

不馁，是一个人成就事业的必备条件。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

经历过 190 次实验失败，直到第 191 次

实验，终于发现了抗疟效果为 100%的

青蒿提取物。更令人钦佩的是，即使在

她荣获诺贝尔奖之后，仍然潜心探究青

蒿素抗疟的深层机理。现实中，有的人

总想“毕其功于一役”，希望一步就能登

顶，不愿坐“冷板凳”、不敢走“长征路”；

有的人善始不善终，稍有成绩便“鸣金

收兵”，稍遇挫折就打“退堂鼓”；还有的

人取得一点成绩就骄傲自满，失去继续

前行的动力。事业无终点，奋斗无穷

期。只有始终保持锐意进取、奋发有为

的劲头，不因成功而得意忘形，不因挫

折而郁郁寡欢，主动化压力为攻坚克难

的动力，不断迎接新挑战，积蓄力量向

着更高的山峰不断发起冲锋，风雨无

阻、铿锵前行，才能收获累累硕果，取得

不凡成绩。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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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重心、带整体，避免主次不
分、轻重不分、“眉毛胡子一把抓”

《吕氏春秋》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

事：为了让牛动起来，一个大力士拉住牛

尾巴，结果“尾绝力勯，而牛不可行”；而

一个小孩只是牵着牛鼻环，牛反倒听话

地跟着走了。这一对比鲜明的故事告诉

我们，做任何事都要善于牵住“牛鼻子”，

即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

主要矛盾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处于支

配地位、起着关键作用，抓住主要矛盾往

往能够突破重点、推动全局，掌握主动

权，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陈云同志在

主持东北财经工作期间，一个重要工作

方法就是抓住几个“牛鼻子”。他说：“东

北财经工作要做的事情很多，问题也很

多。最重要的是抓几个要点，或者说要

抓几个‘牛鼻子’，只有牵住了‘牛鼻子’，

才能牵住整条牛！”他从交通运输、财政

收支平衡等关键问题入手，逐项拿出解

决方案，有力改变了东北的经济面貌。

我们的事业越向前发展，面临的矛盾越

多，就越要用好牵住“牛鼻子”这一重要

方法论，抓重心、带整体，避免主次不分、

轻重不分、“眉毛胡子一把抓”。

首先要扎好环。扎好牛鼻环，找准

关键问题所在，自然就“举网以纲，千目

皆张”。现在，基层部队战建备任务繁

重，“牛鼻子”不仅藏得深，容易被复杂表

象所掩盖，而且经常变位置，形势在变、

重心也跟着走。越是任务重，越是矛盾

多，越要理一理头绪，搞清楚重点工作和

关键环节是什么。要胸中有全局，把本

单位本领域问题放到整体中衡量，观大

势而后落棋子；要善于调查研究，准确掌

握第一手情况，在全面分析的基础上厘

清主脉、分清主次；要保持清醒敏锐，根

据变化及时调整工作重心，做到什么问

题突出就狠抓什么，哪里的工作要紧就

聚焦哪里，不断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

性、主动性。

关键要用好力。牵“牛鼻子”是个巧

办法，但也要和实功夫相配合。方向一

旦明确，就要扭住不放、一抓到底。上世

纪 50 年代，东山县环境恶劣、百姓贫苦，

谷文昌找准风沙这个“病根”，誓言“不治

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带领全县

干 部 群 众 拼 搏 奋 战 14 年 ，终 于 根 治 灾

害，让荒岛变绿岛。难牵的“牛鼻子”往

往也是难啃的“硬骨头”，不下一番苦功

夫就牵不走、推不动。要提振干事创业

精神状态，发扬钉钉子精神，动真格、用

实劲、出实招，遇到任何困难都不动摇、

不退缩，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地

做出成效。

还要学会“弹钢琴”。集中力量解决

主要矛盾不等于对其他方面的问题丢开

不管，只有各个方面相互协调配合，才能

形成建设发展的合力。要坚持“重点论”

和“两点论”相统一，“凡是有问题的地方

都要点一下”，既把中心工作抓紧抓牢，又

把方方面面照顾到，在总体谋划、统筹兼

顾中奏出澎湃乐章。

善于牵住“牛鼻子”
■张兴民

现实中，在大量工作实践基础上，

我 们 或 多 或 少 会 总 结 出 一 些 成 功 经

验。但受限于学识、认知、经历等，这

些经验往往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局限

性。倘若没有针对遇到的新情况、新

变化，对经验进行创造性转化运用，而

是盲目、机械地套用，则很容易导致工

作失误。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那么，怎样敏锐把握事物变化，用

辩证的、前瞻的思维去总结和提炼经

验，因时因事形成新的思路和方法呢？

首要的是自觉加强学习。越是阅

历丰富、见多识广，遇到新情况、新问

题越能触类旁通，找到解决问题的办

法。二战时，朱可夫在下属报告有几

十辆 KB 坦克的炮弹已用完时，能准确

说出这种坦克可以使用野战炮的 1930

式炮弹；法军在一次进攻荷兰时，统帅

皮舍格柳看到蜘蛛正在吐丝结网，便

能联想到干冷天气即将来临，江河即

将封冻，于是率军踏冰过河，攻占了荷

兰要塞。面对今天新的形势任务，我

们要广泛涉猎知识，用好网上网下、书

籍 期 刊 等 各 类 资 源 ，加 强 对 政 治 、经

济、军事、文化、科技等方面知识的了

解掌握，用心积累、潜心钻研，为攻克

难题奠定基础。

其次要善于正确思考。科学思维

是人们正确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有

效工具。在面对纷繁复杂、层出不穷

的新鲜事物时，只有运用科学的思维

方法，才能更加从容地加以应对。我

们需要掌握辩证思维，善于运用联系

的、发展的、全面的眼光观察事物，准

确把握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的关

系，克服抓工作、看问题极端化、片面

化等情况；掌握创新思维，敢于从思维

定 式 、路 径 依 赖 中 跳 出 来 ，用 新 的 理

念、新的视野、新的方法，去应对新情

况、新问题，牢牢把握识变、应变的主

动权；掌握系统思维，善于用系统的观

点、从整体的角度出发，将同类事物或

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联系起来分析

思考，做到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在“十

个指头弹钢琴”的过程中，实现整体联

动、齐头并进。

最后还要注重实践检验。真理只

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客观来看，

每当我们成功执行一项任务或干成一

件难事以后，在复盘总结中得到的经

验，往往并不能轻易断言是有效的、可

以拿来就用的，而要以审慎的态度，在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多进行几次模拟验

证，全面剔除主观因素、偶然因素等，打

通“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

认知回路。同时，通过主动参加急难险

重任务，在一次次接“烫手山芋”的过程

中，不断校正认识偏差、升华工作经验，

从而确保真正掌握事物发展的一般规

律，用好破解难题的“金钥匙”。

学会正确运用经验
■王祥宇 杨思聪

●在互帮互助中实现共同进
步，不仅是官兵个人成长进步的需
要，也是制胜未来战场的需要

成长进步是衡量一个人价值的重

要标尺。实现成长进步，除了个人努力

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互

帮互助。

“战友，战友，亲如兄弟……”这首

《战友之歌》，形象生动地反映了战友之

间的深厚情感，每每唱起都令人动容。

我军是一个光荣的战斗集体，互帮互助

是我军的优良传统。互帮互助才能增

进感情，巩固和发展团结、友爱、和谐、

纯洁的内部关系。在互帮互助中实现

共同进步，不仅是官兵个人成长进步的

需要，也是制胜未来战场的需要。

我 军 历 来 倡 导 战 友 之 间 互 帮 互

助。革命战争年代，我军之所以始终人

才辈出、能打胜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广大官兵在思想上互助、技术上互助、

生活上互助，在互帮互助中实现了成长

进步、密切了内部关系，把部队锻造成

了团结友爱、同心向战的钢铁集体。

当前，绝大多数官兵都能自觉发扬

互帮互助好传统，推动战友之间合心合

力、共同进步。然而，在一些单位也存

在内部关系冷淡疏离的倾向，个别官兵

在互帮互助方面做得不够好。有的只

管“做好自己”，不愿主动帮助战友；有

的 帮 助 战 友 时 不 尽 全 力 ，想 着“ 留 一

手”；有的帮也在帮，但断断续续，时有

时无，帮得不系统、无章法，导致互帮互

助效果不明显。

爱默生说过：“人生最美丽的补偿

之一，就是人们真诚地帮助别人之后，

同时也帮助了自己。”一盏灯点燃另一

盏灯，不仅不会减弱自身的光芒，还能

带来更多的光明。帮助别人也是帮助

自己，成就别人也是成就自己。没有人

愿意生活在充斥着冷漠的环境之中，每

个人都渴望身处困境时得到一份关怀，

遭遇挫折时听到一句鼓励。战友们每

天 朝 夕 相 处 ，最 能 理 解 对 方 遭 遇 的 烦

恼，也最容易走进对方的情感世界。只

要区别同与异，把握舍与得，紧扣专与

长，提升质与效，就一定能在互帮互助

中使比学赶帮超成为主旋律，使和谐内

部关系成为主音符，像花朵那样形成瓣

瓣不同、瓣瓣同心的良好局面。

尤其要看到，一体化联合作战是现

代战争的基本作战形式，每名官兵都是

体系作战的一个节点，要形成强大的体

系合力，任何一个节点都不能弱。单丝

不成线，独木不成林。广大官兵要在互

帮互助中做到取长补短、固强补弱，变

“一人所长”为“大家共享”，在不断切磋

中共同进步、共同受益，不断提升互帮

互助的实效性，真正形成战场上“把后

背交给战友”的信任，共同锻造坚不可

摧的“铁拳头”。

在 互 帮 互 助 中 实 现 共 同 进 步 ，当

有全局意识。一个人如果只盯着自己

的“一亩三分地”，就会“仰视天而不知

其高，俯视地而不知其厚，虽觉如梦，

虽视如盲，虽勤动其四体而心不灵”。

“导弹兵王”王忠心，精通近 20 个导弹

岗 位 技 能 ，他 系 统 梳 理 多 年 来 的 工 作

心得，编写出一本测控专业操作指南，

先 后 带 出 数 百 名 优 秀 导 弹 号 手 。 他

说 ，是 军 人 就 必 须 想 着 部 队 建 设 全

局 。 不 破 私 心 ，难 成 公 义 。 在 互 帮 互

助 中 实 现 共 同 进 步 ，要 求 每 名 官 兵 都

要“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

天 下 之 大 道 ”，站 在 事 业 的 高 度 想 问

题 ，站 在 全 局 的 高 度 论 得 失 ，身 在 兵

位，胸为帅谋。只有这样，才能心往一

处想 、劲向一处使，真正做到“各美其

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在互帮互助中实现共同进步，需要

正确对待竞争。一位哲人说，高尚的竞

争是一切卓越才能的源泉。在部队这

个大家庭里，倡导比学赶帮超，可以增

强官兵的紧迫感，形成争创一流的良好

氛围。然而也要懂得，战友之间的竞争

绝不是斗争，更不是争斗。如果不能坚

守道德底线，不能严格遵守竞争规则，

把竞争变成了明争暗斗，不仅达不到竞

争目的，还会影响内部关系。内部竞争

中，每名官兵都要文明竞争、公平竞争，

坚持台上比着干、台下帮着练，场上是

对手、场下是战友，既比强弱又比风范，

互 补 短 板 ，必 然 能 使 单 项 强 变 为 多 项

强、一人强变为众人强、局部强变为整

体强，使战友间既有竞争又讲情谊，在

竞赛中共同进步。

在互帮互助中实现共同进步，还要

学会欣赏。哲学家卢梭说：“你帮助别

人，别人就会帮助你；你待他情同手足，

他对你就会亲如兄弟。”用欣赏的眼光

看待身边的战友，学会从不同角度、不

同侧面去发掘他们身上的“闪光点”，经

常给他们“点赞”，为他们的成长而高

兴，为他们的进步而喝彩，就能在欣赏

中让自己获得更多取长补短的机会，同

时也能获得来自战友的帮助，使自己受

益无穷。因而，每名官兵只有学会欣赏

他人的优点和长处，虚心学习他人的优

点和长处，才能在取长补短中实现共同

提高，从而不断巩固提升部队战斗力。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

工作研究院）

在互帮互助中实现共同进步
——“巩固和发展团结、友爱、和谐、纯洁的内部关系”系列谈之三

■范 晶

俯瞰烟台东山栈桥，栈桥尽头的竞

海广场就像一朵盛开的荷花，静静浮在

蓝色的海面上。栈桥上，游客悠然漫步

欣赏海景。游艇码头旁，过往的船只或

在这里停靠，或由此出发、驶向远方。

栈桥原本只是具有码头功能的桥

型建筑，但东山栈桥在设计时采用现

代与古典相结合的手法，将现代建筑

与海洋环境巧妙融合，成为烟台的标

志性建筑之一。同样一座建筑，如果

只从功能角度出发，建成的可能是一

座中规中矩的建筑；如果把功能性和

美观性相结合，精雕细琢，最终呈现出

的就会是一件“艺术品”。做事标准不

一样，结果就会不一样，力求尽善尽

美，才能创造非凡。我们在做事过程

中，秉持“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标

准，用心“雕琢”，努力做到尽善尽美、

精益求精，才能出精品、创佳绩。

东山栈桥——

用心“雕琢”出精品
■宁运河/摄影 陈佳生/撰文

方 法 谈

●自觉加强学习，善于正确
思考，注重实践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