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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先辈故事 传承清正作风②

学 而 思

方 法 谈

影中哲丝

忆传统话修养 看新闻说修养

谈 心 录

●在军事斗争准备中练强指
挥能力、练精作战本领、练硬战斗
作风，努力成为本领高强的强军先
锋、能打胜仗的刀尖铁拳

榜样是看得见的哲理，是可学可赶

的目标。前不久，中央军委通报表彰了

10 个全军备战标兵单位和 20 名全军备

战标兵个人。这些标兵奋斗在备战打

仗一线，勇当实战实训先锋、勇攀军事

科研高峰，为全军立起了新时代建标兵

单位、当标兵个人的标准。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通过全

军备战标兵个人的先进事迹可以看出，

他们虽然奋战在不同战线，奋斗成长的

轨迹也各有不同，但都有着报国强军的

坚定信念、精武强能的执着追求、敢为

人先的冲锋姿态、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

和求真务实的精神底色。他们的事迹

启示我们，只有紧贴使命任务和岗位实

际，振奋干事创业的精神状态，时刻绷

紧备战打仗这根弦，心无旁骛思考打仗

的事情、研究打仗的问题、练强打仗的

本领，才能成为精武强能、能打胜仗的

强军先锋，更好担起强军重任。

“导弹司令”杨业功曾说：“我们军

人的每一个岗位都是战位，绝不能不珍

惜，必须像哨兵一样忠于职守，努力干

出个样子来。”岗位，是广大青年官兵展

现青春风采、发挥聪明才智、实现人生

价值的舞台。只有珍惜岗位、立足岗

位，才能有所作为。“时代楷模”王锐先

后多次变换岗位，但始终抱定一个信

念：为强军尽力，就要对岗位尽责。他

坚持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当驾驶员

追求当特级驾驶员，当教练员追求当金

牌教练员，当车长追求当全能车长……

竭尽所能把每项工作都干到极致，把每

项任务都出色完成，在平凡岗位上干出

了不平凡业绩。青年官兵无论处于什

么样的岗位、从事什么样的工作，都要

始终如一地把本职岗位当成建功立业

的平台，恪尽职守、敬业奉献，苦干实

干、奋斗奋进，兢兢业业、精益求精，努

力让自己的岗位成为“放心岗”。

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一名军

人只有本领高强，才能挑起大梁、冲锋

在前，披荆斩棘、克敌制胜。全军备战

标兵个人郭强平扎根西北边陲，在改革

转型中担当作为，探索形成高原轻型高

机动步兵连机降、某型防护突击车人

车协同等训法战法，多次带领连队官

兵 在 军 事 演 习 和 建 制 比 武 中 奋 勇 拼

搏、拔得头筹。当前，面对科技之变、

战争之变、对手之变，备战打仗的本领

越过硬，战场胜算就越大。广大青年

官兵要把精武强能作为矢志不渝的事

业 追 求 ，坚 持 目 光 紧 盯 强 敌 、瞄 准 战

场，内心始终装着敌情，一门心思钻研

打仗，主动到险局难局危局困局中摔打

淬炼，不断激发自身潜能，在军事斗争

准备中练强指挥能力、练精作战本领、

练硬战斗作风，努力成为本领高强的强

军先锋、能打胜仗的刀尖铁拳。

“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

功在不舍。”成为强军先锋，是许多官兵

的梦想和追求，但从普通一兵到精武标

兵，不是轻而易举、一蹴而就的事情，需

要经历艰辛付出和刻苦积淀。只有放

眼长远，不计较一时的成败得失，始终

脚踏实地前行，一步一个脚印踩实脚下

路，心无旁骛做好当前事，才能把愿景

变为现实；只有奋勇争先，敢于打头阵、

当先锋，不畏惧任何艰难险阻，始终顽

强拼搏奋斗，才能不断闯出事业发展新

天地。试想，没有常年在海上一线的苦

练精训，“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张美玉

如何推动新型主战舰艇作战能力加速

形成，完成亚丁湾护航等 30 余项重大

任务？没有把难事做成做好的决心意

志，“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阳怎能锤

炼出识破伪装的“火眼金睛”？他们的

先进事迹表明：日积月累才能水滴石

穿、功到事成。广大青年官兵既要只争

朝夕又要稳住心神，既要担当在前又要

耐住寂寞，既要敢拼敢闯又要善作善

成，力争把每一项工作都做细、做实、做

精，在干一事成一事的积淀中扎实收获

成长，推动强军事业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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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修
身的根本，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
之钙、把稳思想之舵，炼就“金刚不
坏之身”

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

追 求 ，始 终 是 共 产 党 人 安 身 立 命 的 根

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

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

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

神支柱。理想信念坚定，才能在胜利和

顺境时不骄傲不急躁，在失败和逆境时

不消沉不动摇，自觉抵御各种腐朽思想

的侵蚀，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

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分析一

些党员干部违纪违法的原因，都与丧失

理想信念有关。有的把理想信念看成

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有的把坚定理

想信念当口号喊，人前讲理想信念，人

后背弃理想信念，成为言行不一的“两

面人”……这些人精神支柱坍塌，导致

失去做人的底线和做事的原则，在错误

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成为党和人民的罪

人。作为党员干部，必须把坚定理想信

念作为修身的根本，筑牢信仰之基、补

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炼就“金刚

不坏之身”。

把牢理想信念“总开关”，重在加强

理论武装。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坚定

的信念，是一种内在的思想追随，是建立

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对历史规

律的深刻把握之上的，它来自不断加强

学习和理论武装。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

魂，突出学好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学思

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真正把“六个必须

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五个坚持”的

军事观和方法论学到手，不断提高马克

思主义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始终保持

对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的清醒认知和执

着追求。

理想信念从确立到坚守，贵在始终

如一，难在信一辈子、守一辈子。只有持

续地、深入地坚持思想改造，发扬彻底的

自我革命精神，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对照

初心使命，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

器，经常检视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及时纠

偏扶正，才能在思想淬炼中校正自己的

人生航向，在精神洗礼中清除思想之弊，

守好精神家园，强固政治灵魂，永葆思想

上的先进和纯洁。

把牢理想信念“总开关”
■郝晓强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红军

开始长征，时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的刘启耀，奉命留守苏区打游击。

在一次突围的战斗中，刘启耀身负

重伤，昏迷过去，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苏醒后，他强忍着伤痛前往一处山洞，

这里藏着党组织交给他保管的一笔经

费——13 根金条和一些银元首饰。刘

启耀把它们包裹好带在身上，踏上了寻

找组织的漫漫之路。

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刘启耀隐姓

埋名，边乞讨边找组织，渴了就在溪边

喝口水，饿了就向附近人家讨点饭吃，

入夜就躺在茶亭破庙里休息，未曾动用

公款分文。历经千辛万苦，刘启耀终于

找到了组织，随后和一部分原苏区领导

干部，在泰和县成立了中共江西临时省

委。革命需要经费，刘启耀果断将这笔

公款如数上交。人们这才发现，流浪乞

讨两年多的刘启耀，竟然是个腰缠万贯

的“讨米人”！

习主席在谈到刘启耀的故事时，深

刻指出：“我们只有继承和发扬党的优

良传统，才能应对‘四大考验’、克服‘四

种危险’，才能正确处理公私关系、破除

‘四风’顽疾。”一心为公，一尘不染。刘

启耀“腰缠万贯”却宁肯乞讨也不动公

款，如数上交给组织，用实际行动诠释

了共产党人应当具备的公私观。

历史记下了这生动的一幕：为节省

革命经费，刘启耀号召机关工作人员“反

对铺张浪费，厉行开源节流”，要求所属

各级一切经费开支都要注意“十二分的

节俭”，自己则带头从家里挑米到省苏维

埃政府办公。对此，妻子不理解，他解释

说：“共产党的官，再大职务也是为人民

群众谋利益的。”后来，刘启耀忙于工作，

无暇回家背米，妻子就挑米从兴国老家，

赶到宁都送粮。“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

干粮去办公……”这首广泛流传的歌谣，

便是刘启耀工作生活的真实写照。

公私一念间，荣辱两世界。在面对

公与私的问题上，心有信念、行有规矩，

就能做到克己奉公、清廉自守；心有戒

尺、行有所止，就能克制私欲，防止“一

念之差”“一时糊涂”所带来的无法挽回

的恶劣影响。如果任由私欲膨胀、私心

作祟，混淆了公私、模糊了界限，小问题

就会演化成大错误，就有很大可能堕入

违纪违法的深渊。

公私分明、不谋私利，是我党我军

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黄克诚同志不仅严格要求自己，对

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乃至老部下也都

始终严格要求。在中纪委工作期间，得

知一位老部下组织欢迎、欢送干部，在

京西宾馆花 400 元公款吃饭，他当即严

肃批评了这一做法，并安排专人核查。

最终，老部下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 400

元补上饭钱，并作了检讨。

上世纪 60 年代，谷文昌同志担任福

建省林业厅副厅长，但他的家里却没有

几件木制家具。二女儿结婚时，想让他

批点木材做家具，结果被他严词拒绝：

“我管林业，如果我做一张桌子，下面就

会做几十张、几百张，我犯小错误，下面

就会犯大错误。当领导的要先把自己

的手洗净，把自己的腰杆挺直！”这一做

法看似不讲人情，却体现了共产党人应

有的公私分明。

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一

定要牢记，共产党员“完全不谋私利，而

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必须正确处

理好公与私、义与利、是与非、苦与乐、

亲与清的关系，“把谋求特权和私利看

成是极大的耻辱”，方能经受住各种诱

惑考验，在事业上踩得实、行得端、走得

远，一辈子无愧于党和人民、无愧于共

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在处理公与私的问题上，很多优秀

共产党员为我们作出了榜样。老红军黄

开群经常提醒自己“公私两个口袋要分

清”，面对军需仓库人员送来的鸡蛋，他

坚决不收；老英雄张富清转业到地方工

作以后，历经多个岗位，从不利用手中权

力为自己和家人谋私利……正如古人所

言：“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

公私之间尔。”公、私二字是衡量党性强

弱的根本尺子。每名党员干部都应把清

正廉洁作为政治觉悟、道德品质和工作

作风来保持，做到《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

准则》所要求的，“坚持公私分明，先公后

私，克己奉公”，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

能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移公仆之

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

插图：刘延源

腰缠万贯的“讨米人”
■杨思聪 王祥宇

●是把自己当成“珍珠”，还
是把自己当作“泥土”？这个问题
值得每名党员干部深思

领 导 干 部 的 楷 模 孔 繁 森 同 志 推

崇这样一句诗：“老是把自己当珍珠，

就 时 常 有 怕 被 埋 没 的 痛 苦 。 把 自 己

当 泥 土 吧 ！ 让 众 人 把 你 踩 成 路 。”是

把自己当成“珍珠”，还是把自己当作

“ 泥 土 ”？ 这 个 问 题 值 得 每 名 党 员 干

部深思。

党员干部把自己当作“泥土”，是

宗旨意识的生动体现。一心为民、不

图名利，默默奉献、执着坚守，做到为

官一任、造福一方，才能赢得人民群众

的信任、支持和拥护。人们看到兰考

的“千顷泡桐绿”，就会想起焦裕禄；看

到东山的“漫山木麻黄”，就会想起谷

文 昌 ；看 到 原 草 王 坝 村 的“ 绝 壁 生 命

渠”，就会想起黄大发……他们的名字

之所以能被人民群众记在心间，就在

于他们始终把自己当“泥土”，一心为

人民谋利益。

然而不可否认，现实中个别党员

干 部 没 有 把 自 己 当“ 泥 土 ”，而 把 自

己 当“珍 珠 ”，自 视 甚 高 ，刻 意 与 人 民

群 众 拉 开 距 离 ，滋 生 了 官 僚 主 义 ，淡

漠 了 与 人 民 群 众 的 感 情 ，严 重 损 害

了 党 员 干 部 形 象 和 党 群 干 群 关 系 。

这 种 脱 离 群 众 的 不 良 作 风 ，必 须 坚

决纠治。

党员干部来自人民群众，就要植

根于人民群众。党员干部把自己当作

“泥土”，就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

观、事业观，不务虚功，不图虚名，做到

心系群众、为民用权、为民谋利。要经

常清扫思想上的灰尘，对照人民群众

新期待，对照先进典型和身边榜样，不

断校正行为上的偏差，摆正自己的位

置，认清自己的角色，永远做人民的公

仆。同时，还要怀着甘当小学生的态

度，向人民群众学习，深入基层加强调

查研究，自觉与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

起，更好地了解群众、服务群众、凝聚

群众，以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

团结带领群众完成好各项任务，做到

不负重托、不辱使命。

甘把自己当“泥土”
■郭盖曾雄

●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有利于
弘扬优良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有利
于坚定强军信念、凝聚强军力量

红色资源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

革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独特历史价值、文化

价值和精神内涵的宝贵财富，记录着先辈

们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是我

党我军性质、宗旨、本色和作风的生动体

现，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培塑官兵精神

品格的鲜活教材。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有

利于弘扬优良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有利

于坚定强军信念、凝聚强军力量。

红色资源是可感可触的历史记忆。

充分发挥红色资源的育人功能，就要通

过红色资源还原历史现场，让官兵在红

色文化浸润中接受教育、受到熏陶，在聆

听英雄故事、体悟先辈精神中使心灵受

到洗礼。我所在单位驻地紧邻红岩革命

纪念馆，我们坚持把这个实地教育课堂

利用起来，选准时机组织官兵到纪念馆

开展教育，引领大家走进那段峥嵘岁月，

深情瞻仰烈士遗物，实地重温军人誓词，

“沉浸式”感悟红岩精神。实践证明，充

分利用红色资源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可

以让官兵内心受到触动，从而激发官兵

投身强军事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用红色资源坚定理想信念。理想信

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也是革命

军人的精神支柱。坚定理想信念是铸魂

育人要解决好的首要问题。在坚定理想

信念上，革命先辈是年轻官兵学习的榜

样，他们崇高的革命理想、坚定的革命信

念在红色资源中有着生动体现。通过一

件件革命遗物、一个个红色故事，可以让

官兵在身临其境中真切感受革命先辈为

了信仰信念不惧牺牲、勇于斗争的可贵

品质，让官兵在感同身受中接受精神洗

礼，从而引导官兵继承先辈遗志，进一步

坚定献身国防事业、为了强国强军而拼

搏奉献的信念。

用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革命战

争年代，在血与火的考验中，我党我军培

育出特有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形成

了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红色资源集中

展现了革命精神，是传承红色基因的重

要载体。要充分利用红色资源，生动讲

好英雄故事，从鲜活的人物、感人的事迹

中感悟革命先辈厚重的家国情怀和崇高

的革命精神，砥砺勇于战斗的血性胆魄；

运用红色资源，适时开展“微党课”“云讲

堂”等活动，用好用活这部可感可触的生

动教材，持续为官兵注入红色基因，凝聚

起刻苦学习训练、锤炼胜战本领、奉献强

军事业的强大力量。

用红色资源激发奋斗情怀。红色资

源是革命先辈艰苦奋斗的生动映照，把

红色资源的教育优势利用好，可以极大

激发年轻官兵奋斗强军的激情斗志。通

过邀请老一辈优秀军人讲述他们的奋斗

故事，使官兵产生共鸣，强化对奋斗价值

的认同感，坚定强国强军的事业追求；通

过组织各种展览、竞赛、主题教育等活

动，把数字技术与红色资源相融合，有效

增强传统教育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营造

出崇尚英模、学习英模、争当英模的浓厚

氛围，激励广大官兵以奋发有为的姿态

投身强军实践。

让红色资源浸入官兵心灵
■于 洋

人间四月好时节，梨花绽放满园

春。枝头上，有的梨花洁白如雪，热烈

绽放；有的梨花含苞吐蕊，蓄势待放；

有的花芽初成，静静等待开放……同

一棵树上的梨花虽然开放有快有慢，

但都不会错过缤纷的春天，晚开的花

很快也会迎来自己的花期。

花开有期，绽放有时。我们的人

生也是如此，如花朵次第开放一般，

成事也有先有后。每个人都有适合

自己的成长节奏，不必因为羡慕他人

“花期”来得早而感到焦虑。只要在

人 生 道 路 上 不 断 打 磨 自 己 、提 升 自

己，保持成长的动力和信心，就一定

能厚积薄发，在自己的“花期”里精彩

绽放。

一树梨花—

花开有期 绽放有时
■刘国辉/摄影 慕佩洲/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