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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身边事看修养

●一个人要想赢得更多发展
机遇，从容应对难以预见的各种困
难考验，就要强化忧患意识和“备
份思维”，多想几步、多学几样、多
备几手，加强自我锤炼、不断拓展
能力

从 9年前首次叩问苍穹，到 3年前重

返太空，再到入选神舟二十号乘组，和队友

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航天员陈冬一

次次担当重任，出征太空。陈冬之所以能

成为第二批航天员中首位“三上太空”并且

两度担任指令长的航天员，是因为他始终

秉承“只有地面多备几手，天上才能得心应

手；只有地面拼尽全力，太空才能应对有

力”的理念，并一以贯之地付诸实践。陈冬

的经历启示我们，关键时刻要做到从容不

迫、游刃有余，不仅要努力成为专业领域的

行家里手，还要聚焦本职岗位需求进行能

力扩容，多备几手、多精几项，不断提升综

合能力素质，使自己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

下都能占据主动，从而取得事业成功。

一个人要想赢得更多发展机遇，从

容应对难以预见的各种困难考验，就要强

化忧患意识和“备份思维”，多想几步、多

学几样、多备几手，加强自我锤炼、不断拓

展能力。9年前，陈冬与指令长景海鹏共

同执行神舟十一号任务。在太空的33天

里，他们身兼数职，既是航天员，又是工程

师、医生、饲养员和科研人员，成功完成了

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人们

常说，成功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所谓

“有准备”，就是要锚定目标、坚定信心，把

握当下、着眼长远，努力挑战自我、超越自

我，勤学苦练、精益求精，在练好看家本领

的同时，广泛涉猎各方面知识，多备“几把

刷子”，多练几手硬功夫，做到手上有招、

心中不慌，处变不惊、应对有方。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本职岗位

是干事创业、成长成才的基点，只有瞄准岗

位需求“多备几手”，不断提升个人能力素

质，才能更好地履职尽责。“坚守阵地，就必

须熟悉阵地”，海军海口舰技师、一级军士

长周帅通过听燃气轮机运行的声响，就能

辨别出有无故障；蒙着眼，也能知道阀门位

置和管道走向，先后发现、排除了上百起大

小隐患和机器故障，被官兵们称为“燃机守

护神”。可见，“多备几手”的前提是基础要

牢、主业要精、专业要过硬。广大官兵要堪

当重任，尤为关键的是坚定岗位成才的信

念信心，把履职本领练过硬，把“手中活”练

成“必杀技”，努力成为本领域本专业的行

家里手。

多备几手，还要注重拉长短板。“木桶

原理”告诉我们，木桶储水的多少取决于短

板的长度。战场是一个放大镜，不补短，短

板就会成为“命门”和“死穴”；不补弱，弱项

就会成为暴露给敌人的“软肋”和“七寸”。

某部雷达技师宋林涛之所以能赢得“雷达

神医”的赞誉，关键就在于他始终保持查漏

补缺、多学一手的紧迫感。面对庞大复杂、

精密先进的雷达系统，宋林涛从最基础的

专业知识学起，沉下心来固强补弱，凭着不

服输的劲头，熟练掌握了多种型号雷达维

护维修的本领。消除短板弱项的过程，也

是化危为机、强基固本、精武强能的过程。

广大官兵要对自身实际保持清醒认识，瞄

准短板、找准弱项，以持之以恒的耐心和毅

力，坚持把短板一块一块加长，把漏洞一个

一个堵住，把问题一项一项解决，日日为

继、久久为功、精益求精，必能化被动为主

动，变不利为有利，将短板弱项变成“加长

板”“制胜点”。

多备几手，贵在敢于吃苦、勇于淬

炼。苦是许多人不愿品尝的滋味，然而有

苦才有甜，“吃苦就是吃补”，凡事业有成

者，大都不怕吃苦，甚至自找苦吃。“三栖

精兵”何祥美、“铁甲精兵”贾元友、“特战

精兵”刘珪等精武典型，哪一个没有经历

过咬牙吃苦的过程？自我加压、自我超

越，是他们的共同特征。要看到，“多备几

手”绝非朝夕之功，不可能一蹴而就。广

大官兵应自觉跳出“舒适区”，迎难而上，

多吃训练的苦、学习的苦，敢于自加压力、

挑战极限，一步一个脚印提升胜任多领

域、多专业、多岗位的能力素质，力争一专

多能甚至多专多能，在“多备几手”中练强

打赢能力、积蓄打赢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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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 上 一 分 钟 ，台 下 十 年
功。”任何成绩的取得都不是轻而易
举的，背后无不“浸透了奋斗的泪
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近日，某部组织先进事迹报告会，数

名工作成绩突出的官兵走上讲台，讲述他

们的奋斗故事，分享他们的心得体会，现

场不时响起阵阵掌声。最后，该部领导动

情地说：“组织先进事迹报告会是我们单

位的一个传统，目的就是希望广大官兵不

仅要看到先进典型所取得的成绩，更要看

到成绩背后的辛苦付出。”

俗 话 说 ：“ 台 上 一 分 钟 ，台 下 十 年

功。”任何成绩的取得都不是轻而易举

的，背后无不“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

了牺牲的血雨”。军营中，一大批精武强

能标兵用实际行动印证了这一点。有的

为了能在比武场上取得好成绩，流血流

汗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队；有的为了高

标准完成上级赋予的任务，加班加点，有

时甚至会通宵达旦工作……这些“背后

的付出”不容易被看见，却更容易打动人

心、引发共鸣。多看看“背后的付出”，能

让我们的思想在反躬自省、见贤思齐中

不断得到升华，从而以更加饱满的状态

和昂扬的斗志投入强军实践。

多看看“背后的付出”，看到其中蕴

含的坚定追求。品读那些标兵典型的

先进事迹，不难发现，他们之所以能在

各自领域脱颖而出、有所建树，很重要

的 一 个 原 因 是 他 们 心 中 有 梦 想 、有 追

求。一个人一旦有了坚定的目标追求，

就 能 不 惧 困 难 挑 战 ，始 终 充 满 激 情 斗

志，有用不完的力量。广大官兵生逢奋

斗的时代，施展才华的舞台无比宽广，

要自觉胸怀远大志向，主动把个人“小

我”融入强军“大我”，立足本职岗位，在

强军兴军的时代浪潮中追逐梦想、挺膺

担当，在强军实践中实现人生价值、升

华人生境界。

多看看“背后的付出”，看到其中彰显

的韧劲拼劲。越是伟大的事业、越是神圣

的使命，面临的困难与挑战往往越大，付

出的辛苦与努力也会更多。许多先进典

型的成长经历告诉我们，没有谁天生强

大，不过是天生要强。广大官兵在实践中

不可避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与挑战，

一定要保持迎难而上、越挫越勇的强大韧

劲，相信“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

咬牙坚持，勇往直前，就一定能取得突破、

走向成功。

多看看“背后的付出”，学习其中折射

的积极心态。常言道，一分耕耘，一分收

获。这是付出与回报的基本逻辑，也是为

无数事实所证明的普遍规律。但同时也

要看到，付出与回报往往是有“时差”的，

不是所有的付出都能立即见到成效。细

数那些标兵典型的奋斗故事，他们大多经

历过一段不动声色的“蛰伏期”。然而，世

上没有白走的路，蛰伏往往是高飞前的蓄

势。青年官兵正值干事创业的黄金阶段，

要克服急于求成的浮躁心理，做好打持久

战的思想准备。当付出没有立即得到回

报时，不要急躁、恐慌，不妨静下心来想

想，是不是方法不正确，抑或是努力还不

够。经过分析后，及时调整心态，以更大

的努力投入到正在做的事情，相信只要持

续深耕，终会在本职岗位上有所作为、收

获成长。

多看看“背后的付出”
■戴永洋

清晨，一束光线穿过薄雾洒在林

间。光与空气中的微粒相遇，形成一

道道清晰可见的光路。这种现象在物

理学中被称作“丁达尔效应”。

“丁达尔效应”的出现，是光与微粒

相互作用的结果。空气中的微粒，我们平

时很难看见。但当晨光穿过树林，照在微

粒表面形成散射现象，就能形成肉眼可见

的、由无数微粒组成的光束。微粒和光相

互作用、相得益彰，才产生了这一奇妙的

自然现象。由此想到，我们的事业要取得

成功、演绎精彩，同样需要相互配合、相得

益彰。只有懂得合作、善于合作，才能实

现共赢，成就彼此、成就事业。

“丁达尔效应”——

相得益彰，彼此成就
■郭锦蓉/摄影 刘国辉/撰文

●“内无妄思”是“外无妄动”
的根本前提，“外无妄动”是“内无
妄思”的必然结果。一个人只有心
有所守，方能行有所循

思想决定意识，观念决定行动，人

的想法和行为都生发于心。一些党员

干部在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

方面出问题，根子在理想信念、党性修

养 、官 德 人 品 上 。 正 所 谓“ 贪 廉 一 念

间”，现实中的一切腐化变质，莫不是先

由修养弱化、心灵蒙垢、非分之想滋生

开始的。

习主席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正心

明道、怀德自重，勤掸‘思想尘’、多思‘贪

欲害’、常破‘心中贼’，以内无妄思保证

外无妄动”，为解决好思想根子上的问题

明确了方法，提供了遵循。只有做到“内

无妄思”，才能增强自我约束、自我控制

能力，守住党性阵地、道德高地，老老实

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规规矩矩用权，

始终保持忠诚、干净、担当的品质。

“内无妄思”是“外无妄动”的根本

前提，“外无妄动”是“内无妄思”的必然

结果。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外因是变

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

过内因起作用。事实也反复证明，一个

人只有心有所守，方能行有所循。现实

中，党员干部不可避免会遇到各种诱惑

和考验。要想守住拒腐防变的防线，最

紧要的是守住内心，坚定理想信念，纯

洁思想灵魂，加强党性修养，提高境界

觉悟，从小事小节做起严起，树正官德

人品，严守纪律规矩，立起共产党员应

有的作风形象。

做 到“ 内 无 妄 思 ”，须 勤 掸“ 思 想

尘”。正如房间要经常打扫、脸要经常

清洁一样，头脑中的各种思想“灰尘”

和政治“微生物”也要经常掸除。如果

思想蒙上“灰尘”，就可能侵蚀头脑，使

人是非不分 、善恶不分 、美丑不分，以

至于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迷失方

向。党员干部只有常清思想“垃圾”，

常掏灵魂“旮旯”，不断完善自我、修正

自我，才能稳得住心神 、管得住行为 、

守 得 住 清 白 。 思 想 这 个 阵 地 ，正 确 观

念 不 占 领 ，错 误 思 想 就 会 入 侵 。 要 用

党 的 创 新 理 论 武 装 头 脑 ，用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正 心 明 道 ，自 觉 做 到 深 学 深

悟、笃信笃行，在思想淬炼中提高党性

觉悟 、砥砺忠诚品格 、提升思想境界，

守护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要躬身

自省，经常对照党章党纪、军纪军规反

思检视自身言行，及时纠正思想偏差，

及时把错误苗头扼于未萌。要用好批

评 和 自 我 批 评 这 一 锐 利 武 器 ，在 红 脸

出 汗 、杀 菌 排 毒 中 找“ 短 板 ”、揭“ 病

灶”、除“顽疾”。

做 到“ 内 无 妄 思 ”，须 多 思“ 贪 欲

害”。“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水，不

遏则滔天。”欲望的闸门一旦打开，就

如 同 碰 倒 了 多 米 诺 骨 牌 ，一 发 不 可

收拾。党员干部只有学会控制自己的

欲望，不做欲望的奴隶，才能在各种诱

惑考验面前做到“我自岿然不动”。要

知 恩 ，保 持 进 取 心 。 如 果 对 党 的 培 育

之恩想得多、想得深，觉得做了出格的

事 情 对 不 起 党 ，心 生 贪 念 时 就 会 感 到

羞愧，从而进行心灵的吐故纳新，进而

校正人生坐标，端正价值追求，始终坚

持工作第一 、事业为重，淡泊名利 、甘

于 奉 献 。 知 足 ，保 持 平 常 心 。 事 能 知

足 心 常 惬 ，人 到 无 求 品 自 高 。 只 有 自

觉 剔 除 名 利 思 想 ，在 诱 惑 面 前 多 一 分

定力，在物质待遇面前多一些淡然，牢

固 树 立 靠 工 资 生 活 、靠 实 干 进 步 的 观

念，才能做到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

炼就“金刚不坏之身”。知戒，保持敬

畏 心 。 心 有 所 畏 方 能 言 有 所 戒 、行 有

所止。要敬畏组织、敬畏人民、敬畏权

力、敬畏法纪，时刻绷紧纪律规矩这根

弦，守住底线 、不踩“红线”，牢记清廉

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认清哪些事情

能做、哪些事情不能做，始终做遵规守

纪的明白人。

做 到“ 内 无 妄 思 ”，须 常 破“ 心 中

贼”。现实中，有人会因看到别人发财

自己却收入微薄而心理失衡，有人会认

为自己“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也该享受

享受了”而放松警惕，还有人甚至对声

色犬马、纸醉金迷的生活羡慕不已。正

是因为内心有这样一些想法，一些党员

干部便心生妄思，导致防线失守，正所

谓“祸难生于邪心，邪心诱于可欲”。任

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有一个由小到大、

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纵观那些腐败

分子的蜕化变质过程，无一不是放松了

对“心中贼”的警觉，思想高地一点一点

被侵占，进而把“非分”当作“正常”，由

“羡慕”变成“追求”，直至触碰“红线”、

突破底线，最终滑向违法犯罪的深渊。

党员干部常破“心中贼”，就必须加强思

想淬炼，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划清

公 与 私 的“ 警 戒 线 ”、情 与 法 的“ 分 界

线”。要自觉做到慎初，始终保持“名节

一亏，终身不复”的清醒，坚决守住第一

道防线，努力把好第一个关口；自觉做

到慎独，切记“头上有青天，背后有法

眼”，即便在无人监督的时候，也要做到

台上台下一个样、人前人后一个样、八

小时内外一个样；自觉做到慎微，牢记

“不矜细行，终累大德”的道理，防微杜

渐、慎终如始，管住小节、守住大节，在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越“雷池”半

步，在思想上筑牢拒腐防变防线，永葆

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以内无妄思保证外无妄动
■黄小春

谈 心 录

●主动查摆自身不足并积极
克服改正，才能不断完善自我、提
高自我，实现个人的成长进步，促
进事业发展

《格 言 联 璧》有 言 ：“ 静 坐 常 思 己

过。”常思己过，是修身养性的重要方

法。“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个人都

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一个人只有养

成“常思己过”的习惯，主动查摆自身

不足并积极克服改正，才能不断完善

自 我 、提 高 自 我 ，实 现 个 人 的 成 长 进

步，促进事业发展。

党员干部加强党性修养，也要保

持“君子检身，常若有过”的清醒，养成

“常思己过”的习惯。毋庸讳言，少数

同志在查不足、常自省上还存在较大

差距。有的人开展自我批评，总觉得

问题是客观的、错误是别人的，没有把

自己真正摆进去；有的人一味自我感

觉良好，很少反思自己的过错……人

非圣贤，孰能无过？因为一时的思想

放松、工作疏忽，导致出现一些问题和

错误，是经常会遇到的事情。出现问

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问题熟视无

睹，以致小问题发展成大问题，“小管

涌”变为“大塌方”。党员干部要以“吾

日三省吾身”的精神坚持自查自省，不

断修正自己、完善自己，确保始终向着

正确的方向前行。

“常思己过”难在“常”。一时的自

我反省容易，但长期坚持却不是一件

简单的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

不 变 ，习 与 体 成 ；习 与 体 成 ，则 自 然

也。”做到“常思己过”，需要有锲而不

舍的恒心毅力。在这方面，老一辈革

命 家 堪 称 典 范 。 周 恩 来 同 志 时 时 以

《我的修养要则》对照自己的言行，彭

德怀同志坚持每月“反省自查一遍”，

谢觉哉同志经常与自己“打官司”，吴

玉章同志一辈子身体力行“反省座右

铭”……他们之所以能够始终严于律

己，保持共产党人本色，与养成自省习

惯 、经 常 进 行 自 我 检 视 是 分 不 开 的 。

党 员 干 部 应 当 像 革 命 先 辈 那 样 养 成

“常思己过”的习惯，把检视自身、查摆

不足当成每日的功课。要对照党章党

规、对照先进典型、对照官兵期待，经

常检视自己有没有思想放松、行为逾

矩，不放过任何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常思己过”只是第一步，在找到

问题之后，更要改彻底、改到位。倘若

知过而不改，就会在错误的泥潭里越

陷越深、一错再错。党员干部既要敢

于拿起“放大镜”检视自己，又要勇于

拿起“手术刀”切除“病灶”，坚决杜绝

将自我反省、自我检视挂在嘴边、写在

本上，实际工作生活中却我行我素、明

知故犯的错误行为。对那些能够当下

改的问题，立即改、改彻底，努力做到

“不贰过”；对一时不易改到位的问题，

要发扬钉钉子精神，盯住不放、持续整

改，直至彻底解决问题，如此才能不断

取得进步。

养成“常思己过”的习惯
■蔡 壮 徐旭辉

●干好有用的事，就是干好那
些能够提升自身能力素质、有利于
提升部队战斗力的事

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只有把

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有用的事情

上，不虚耗精力，不做无用功，才有可能

干出一番业绩。

对广大官兵而言，干好有用的事，

就 是 干 好 那 些 能 够 提 升 自 身 能 力 素

质 、有 利 于 提 升 部 队 战 斗 力 的 事 。 不

做无用功，就是不搞形式主义的事，努

力 去 除 备 战 打 仗 的“ 虚 光 ”。 不 可 否

认 ，没 有 把 心 思 放 在 干 好 有 用 事 上 的

现 象 ，在 现 实 中 仍 有 存 在 ，比 如 ，有 的

干 工 作 不 上 心 、不 用 心 ，不 总 结 、不 思

考，整天看似忙忙碌碌，实则时间和精

力大多消耗在与主责主业无关的事情

上 。 如 此 干 工 作 ，个 人 能 力 素 质 没 见

提 高 ，单 位 实 际 问 题 也 没 有 解 决 。 长

此以往，不仅个人成长受阻碍，部队战

斗 力 建 设 也 会 受 到 影 响 ，更 会 破 坏 积

极向上的干事创业氛围。

干好有用事，不做无用功，才能更好

地推动部队建设发展。官兵都能在自身岗

位上勤勉耕耘，心无旁骛干好有用的事，国

防和军队建设就能稳步推进，建军一百年

奋斗目标就能如期实现。每名官兵都应各

司其职、各负其责，把平凡的工作做到极

致，把有用的事情干精彩。

干好有用的事，提升打赢能力，需

要广大官兵稳住心神、持续用力、久久

为功。要专注当下，心无旁骛。在五光

十色、诱惑丛生的社会生活中，各种干

扰极易分散我们的精力。唯有主动屏

蔽杂音，排除外界干扰，克服浮躁情绪，

才能集中精力投入练兵备战，干好本职

工作。要耐得寂寞，深耕细作。军事训

练的重复性、专业研究的复杂性，要求

广大官兵必须以久久为功的韧劲和精

益求精的钻劲，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夯

实 基 础 ，在 专 业 领 域 的 探 索 中 精 研 细

究。唯有持之以恒、锲而不舍，才能把

基本功练扎实，把专业技能练精通，实

现能力素质的稳步跃升。要终身学习，

常学常新。当前，面对科技之变、战争

之变、对手之变，广大官兵必须常怀“本

领恐慌”，紧盯战场需求与自身能力短

板 ，坚 持“ 干 什 么 学 什 么 、缺 什 么 补 什

么”。尤其要主动钻研新知识、新技术、

新战法，以持续学习推动能力升级，确

保所学所练始终贴合实战要求，切实转

化为制胜强敌的战斗力。

同时，各级领导和机关也要持续为

基层减负，让广大官兵摆脱“无效忙碌”，

不做无用功，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投入

到干好有用的事情上，心无旁骛钻研备

战打仗、聚精会神锤炼打赢本领，不断厚

积克敌制胜的底气和实力。

干好有用事
不做无用功

■张 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