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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论坛

言 简 意 赅

●坚持调查研究，是我们党
一贯的工作方法和优良传统，也
是做好领导工作的重要法宝

近日，习主席在纪念陈云同志诞

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坚持实事

求是，是陈云同志的鲜明特点”“他提

炼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

比较、反复’这一充满唯物辩证法的

‘十五字诀’”“他把调查研究作为决策

的重要前提”。正确的决策离不开调

查研究，正确的贯彻落实同样也离不

开调查研究。我们应像陈云那样，作

决策前重视调查研究工作，通过调查

研究准确把握基层所需、官兵所盼，使

决策更加符合实际、符合官兵愿望。

坚持调查研究，是我们党一贯的

工作方法和优良传统，也是做好领导

工作的重要法宝。陈云同志在调查研

究方面堪称典范，每逢重大决策之前，

他总要进行大量调查研究，听取多方

面意见。陈云有一句名言：“讲实事求

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

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他说：

“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

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实际工作中，

我们要像陈云那样唯实，在调查研究

中努力把基层的真实情况、官兵的真

实想法掌握得更全面些、更准确些，尤

其在面对复杂矛盾问题时，更要深入

细致地搞好调查研究，绝不能不切实

际、不看效果就草率作决策，要使各项

决策真正建立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

听取意见、反复科学论证基础之上。

把 调 查 研 究 作 为 决 策 的 重 要 前

提，根本在于站稳群众立场。群众立

场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只有通

过深入群众的调查研究，真正把群众

面临的问题找出来，把群众的意见反

映上去，把群众创造的经验总结好，才

会获得正确反映客观规律的认识，作

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决策。陈云

同志一向坚持群众立场，把调查研究

作为直面基层问题、解决群众困难的

“金钥匙”。抗战后期，陕甘宁边区由

于物资匮乏、货币发行过多等原因导

致物价飞涨。陈云带领工作人员深入

基层，开展广泛的调查研究，与农民、

工人、商人、干部等不同群体交流，详

细询问他们的生活状况、生产需求和

市场感受，最终确定了发展生产、加强

外销、减少印币的总体思路，使边区经

济步入良性发展轨道。开展调查研

究，就要心里始终装着群众，“把屁股

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放下架

子、扑下身子，到群众中去、到实践中

去。在深入群众中找准基层难点痛

点，摸清群众所思所盼，提出务实管用

对策，方能解决困难、扭转困局。

把调查研究作为决策的重要前提，

关键是要坚持问题导向。坚持问题导

向是调查研究应遵循的一个基本原

则。陈云同志一向坚持问题导向，善于

在调查研究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1948 年辽沈战役后，率先解

放的东北重工业盘子很大，恢复、建设

头绪众多，人力、资金、经验都十分匮

乏。陈云采取深入一线实地调研的办

法，对东北的工业、农业、商业和交通情

况等有了充分感性的认识和较为全面

的了解，从而提出把着力点放在解决钢

铁工业的恢复和发展上，并对东北的财

经工作提出了具体计划，解决了各地生

产协调等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历史

上，每当思想上遇到困惑、现实中碰到

难题、工作打不开局面时，陈云等老一

辈革命家都坚持以调查研究为前提和

依据，研判形势方向、应对风险挑战、推

动事业发展。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各种

风险挑战、困难问题比以往更加严峻复

杂，一些深层次矛盾躲不过、绕不开，迫

切需要我们以问题导向牵引调研方向，

主动到困难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

地方去，突出重点、直击要害，把基层官

兵的急难愁盼摸清楚、找准确、解决好，

使调查研究的过程成为联系官兵、服务

基层、推动发展的过程。

把调查研究作为决策的重要前提，

必须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既

是我们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也是调查研究的科学方

法。陈云同志一向坚持实事求是，把调

查研究作为说真话、作决策的“指南

针”。他反对不顾现实条件的急躁冒进

和急于求成，较早发现“大跃进”带来的

问题。1961 年 6 月下旬到 7 月上旬，陈

云到上海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开展农

村调查，在 15天时间里，他除了深入田

间地头、农民家中听真话、摸实情外，还

虚心向农民问计问策。在后来形成的

调查报告中，他提出了破解农村发展难

题的真知灼见，对落实调整农村政策、

调动农民积极性、解决农业困难等问

题，产生了积极影响。“按照实际情况决

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

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部队

是要打仗的，更加离不开实事求是这一

思想武器和制胜法宝。军队领导干部

要坚持实事求是，下足“解剖麻雀”之

功，用足“庖丁解牛”之能，多一些“四不

两直”“下马观花”的调查研究，善于听

真话、察实情，力求把真实情况摸透，自

觉拿事实来说话，真正让各项政策措施

服务基层官兵、服务部队建设、服务战

斗力生成，以务实作风推动军队各项建

设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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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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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
虎

在天津博物馆内，有这样一件特殊

的红色文物，它是爱国将领吉鸿昌就义

前写给妻子的遗书：“红霞吾妻鉴：夫今

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人终有死，我死

您也不必过伤悲，因还有儿女得您照应，

家中余产不可分给别人，留作教养子女

等用，我笔嘱矣，小儿还是在天津托喻先

生照料上学，以成有用之才也。家中继

母已托二、三、四弟照应教（孝）敬，你不

必回家可也。”纸短情长，诉不尽将军壮

志；墨浅情深，道不完英雄大爱。那穿越

时空、力透纸背的铁骨柔情，至今读来依

然令人动容。寥寥数语，让我们再次触

摸到革命先辈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的镇定从容和英勇气概。

人们常说“共产党员是钢铁战士”，

其实共产党人也是血肉之躯，也有父母

子女、兄弟姐妹，也有喜怒哀乐、爱恨情

仇。只是肩扛如山一般的重任，那片深

情大爱到底应当给予谁？在吉鸿昌的

内心深处，不仅流淌着对妻儿父母的深

情眷恋，更奔涌着比生命更为珍贵、更

为崇高的东西。“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

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这是吉

鸿 昌 临 刑 前 写 下 的 气 壮 山 河 的 就 义

诗。正是因为有了这份高于一切、重于

一切的使命和责任，吉鸿昌毅然选择了

舍小家为大家，慷慨就义，牺牲时年仅

39 岁。在他身上，尽显共产党人的浩

然正气、无畏勇气、英雄豪气。

吉 鸿 昌 的 英 雄 气 ，生 发 于“ 留 取

丹心照汗青”的爱国情怀里。做人最

大 的 事 情 ，“ 就 是 要 知 道 怎 么 样 爱

国”，爱国既是一种本分，更是一种责

任 ；既 是 一 种 情 怀 ，更 是 一 种 行 动 。

吉鸿昌家境贫寒，很小便在父亲开的

小茶馆里打下手，听南来北往的爱国

志 士 纵 论 天 下 事 ，救 亡 图 存 、报 效 国

家 的 思 想 在 他 头 脑 中 深 深 扎 根 。 他

说：“大丈夫要不惜五尺血肉之躯，报

效国家！”“人生在世不能只做吃饭睡

觉 的 机 器 ，要 有 心 、有 胆 、有 作 为 ，要

成 为 一 个 对 国 家 、民 族 有 用 的 人 ，要

像 历 史 上 英 雄 烈 士 一 样 有 气 节 ！”从

爱国的旧军人到共产主义战士，吉鸿

昌始终胸怀忧国忧民之心、爱国爱民

之情，“虽九死其犹未悔”。吉鸿昌的

经历表明，只有心系家国、心怀大我，

才能坚定对更高理想、更高目标的追

求 ，视 祖 国 的 需 要 为“ 第 一 需 要 ”，始

终把国家安危和民族大义刻印在心，

当 祖 国 需 要 时 ，勇 往 直 前 以 赴 之 、断

头流血以从之、殚精竭虑以成之。

吉鸿昌的英雄气，激荡在“岂因祸

福避趋之”的责任担当里。危急关头挺

身而出、冲锋在前，担当起该担当的责

任，是共产党人、革命军人应有的精神

风范和崇高境界。九一八事变爆发后，

吉鸿昌发电报向蒋介石请命：“国难当

头应一致对外，愿提一师劲旅，北上抗

日，粉身碎骨，以纾国难。”虽未得到允

许，但这番话却道出了吉鸿昌心中的大

义与担当。1932 年，吉鸿昌秘密回国，

并于当年秋天在北平正式加入中国共

产党。随后，在党的指示下，吉鸿昌担

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第二军军长、

北路军前敌总指挥。他亲率部队，身先

士卒，冲锋陷阵，成功收复察北四县。

此役胜利，令日军遭到九一八事变以来

的第一次沉重打击，极大地鼓舞了军民

的抗日热情。吉鸿昌勇赴国难告诉我

们，只有不惧艰险、不计私利，把使命刻

在心中，把责任扛在肩上，冲锋在前、攻

坚克难，才能以铁肩膀硬脊梁担当作

为、建立功勋。

吉鸿昌的英雄气，奔涌在“为民甘

洒血和汗”的无悔牺牲里。面对抗日

前线枪支弹药的严重不足，吉鸿昌让

妻子变卖家产，拿出 6 万元用于购买武

器，并冒险闯过重重关卡，把武器护送

到前线。1934 年，吉鸿昌前往天津参

与 组 织 了“ 中 国 人 民 反 法 西 斯 大 同

盟”，并创办《民族战旗》杂志，而他位

于天津的家也成为党组织的地下交通

站。1934 年 11 月，吉鸿昌受伤被捕后，

在 狱 中 大 义 凛 然 地 说 ：“ 我 为 抗 日 而

死，死得光明正大！”铮铮铁骨，尽显英

雄气概；舍生取义，只因大爱无疆。历

史的天空下，无数革命英烈用流血牺

牲，换来祖国的山河无恙，换来我们今

天的幸福生活。如今，牺牲奉献的内

涵没有改变，牺牲奉献的意义更为凸

显。我们要经常和革命先辈、先进典

型对照，砥砺“爱的最高境界就是爱人

民”的高尚品格，保持“虽千万人吾往

矣”的奋斗精神，在挥洒辛勤汗水中成

就事业，在燃烧青春热血中点亮人生。

铁骨柔情英雄气
■黄承旭 何伟烨

●官兵一致、以身作则，是凝聚
军心、克敌制胜的力量源泉

近日，某连在外驻训，一个现象引起

我的注意：时值盛夏，天气炎热，可是官

兵们都热情洋溢、工作积极性高涨。一

名列兵对我说：“我们全连没有不干活的

人。”仔细观察，全连从主官到普通战士，

人人都在挥汗如雨工作。主官带头抡锹

挥镐，老兵主动承担重活，新兵也不甘落

后，抢着挑重担。这生动的一幕，让我想

到了我军“官兵一致、以身作则”的优良

传统。

官 兵 一 致 、以 身 作 则 ，是 凝 聚 军

心、克敌制胜的力量源泉。《孙子兵法》

中讲：“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

视 卒 如 爱 子 ，故 可 与 之 俱 死 。”这 揭 示

了 官 兵 同 心 、上 下 同 欲 方 能 一 往 无 前

的 道 理 。 在 我 军 历 史 上 ，官 兵 一 致 体

现 为 干 部 和 战 士 政 治 上 平 等 ，生 活 上

同甘共苦，团结友爱亲如兄弟，这一原

则 既 是 带 兵 之 道 ，更 是 胜 战 之 基 。 井

冈山时期，朱德与战士一起挑粮上山，

同 吃 红 米 饭 、同 喝 南 瓜 汤 ；长 征 路 上 ，

彭 德 怀 将 战 马 让 给 伤 员 ，自 己 拄 着 木

棍走在队伍最前面；百团大战期间，左

权 拒 绝 前 往 相 对 安 全 的 后 方 ，选 择 到

前 线 指 挥 ，与 战 士 同 处 险 境 。 我 军 之

所以历经千难万险而始终保持强大战

斗力，不断克敌制胜，一个重要原因就

是 做 到 了 官 兵 一 致 ，干 部 骨 干 以 上 率

下、以身作则。

实践证明，行动是最有力的动员，

也 是 最 有 效 的 引 领 。 当 前 ，新 时 代 的

青年官兵普遍思想活跃、民主意识强，

往 往 更 看 重 带 兵 人 能 否 以 身 作 则 、率

先 垂 范 。 然 而 现 实 中 ，个 别 干 部 脱 离

基层，缺乏与战士打成一片的自觉，导

致 带 兵 缺 乏 威 信 、缺 乏 感 召 力 。“ 喊 破

嗓 子 不 如 做 出 样 子 ”，作 为 带 兵 人 ，要

多 一 些 身 先 士 卒 ，敢 于 叫 响“ 看 我 的 ”

“ 跟 我 上 ”，才 能 以 实 际 行 动 影 响 和 带

动官兵，培养出甘苦与共、生死与共的

革命情谊。

践行官兵一致、做到以身作则，贵在

坚持，难在经常，重在养成。从早操训练

第一个到位的身影，到急难险重任务中

冲锋在前的身姿；从内务秩序坚持同样

标准，到公差勤务积极主动承担……这

些看似寻常的举动，却能让官兵一致的

理念在潜移默化中深入人心，让同甘共

苦的精神在日积月累中蔚然成风。当带

兵人把“看我的”“跟我上”落实到每一次

训练、每一项工作任务中，把“同标准”

“同要求”贯彻到日常管理方方面面，以

身作则就真正从制度要求升华为自觉行

动。这种润物无声的示范引领，比任何

说教都更具说服力，更能催生凝聚力、战

斗力。

行动是
最有力的动员

■肖静玲

从身边事看修养

●理论学习不仅要学而信，而
且要学而用、学而行，做到知行合
一、以知促行

理论学习不仅是提高思想认识、坚

定理想信念的重要手段，也是厚实理论

素养、提高工作能力的根本途径。新时

代新征程，党员干部作为推动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必须切实增强学

习意识，注重理论学习，做到“学而信、

学而用、学而行”，真正将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化于心、外化

于行，全面提升自身能力素质，为强国

强军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理论

学习不仅要学而信，而且要学而用、学

而行，做到知行合一、以知促行。知行

合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也是党

员干部理论学习的重要遵循。只有做

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才能把党

的创新理论转化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的强大力量，从而更好地服务人民群

众、服务发展大局。

“学而信”是理论学习的第一步，是

学而用、学而行的基础。不闻大论，则

志不宏；不听至言，则心不固。事实证

明，学习和掌握理论的深度，直接影响

甚至决定着一个人的政治敏感程度、思

维视野广度和思想境界高度。党员干

部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中国马克

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掌握

蕴含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道理学理哲

理，增进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

认同、情感认同，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

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确保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下都做到信念如磐，经得起风

浪考验，始终不偏向、不偏航。理论学

习不能刮“一阵风”，要切实做到常学常

新、常修常炼、常悟常进，把理论学习作

为人生必修课，作为思想改造的重要途

径，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学而用”是理论学习的实践落点，

是检验学习成效的试金石。理论学习

绝不能停留在书本上、课堂上，而要紧

密结合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做到学以

致用，推动解决实际问题。只注重理论

学习，不注重实践运用，就会变成“纸上

谈兵”，导致学用“两张皮”。党员干部

要深刻认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坚

持学以致用，把学习作为提升工作能

力、解决矛盾问题的基础。在理论学习

中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实际工作中的

重点难点问题，运用科学理论分析问

题、破解难题，真正把理论转化为推动

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学而行”是理论学习的终极目标，

是知行合一的具体体现。学习的最终

目的是指导实践，党员干部要把学习成

果转化为担当作为的动力，落实到遵守

党规党纪、干好本职工作、推动事业发

展的具体实践中。以学促行，就要心中

有党，始终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

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党让干什

么就坚决地干，党不允许干什么就坚决

不干，不打折扣、不讲条件地执行命令、

听从指挥；就要心中有责，始终保持强

烈的事业心、责任感，事不避难、义不逃

责，凡是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就要大

胆地干、坚决地干，义无反顾地把党和

人民的事业推向前进；就要心中有戒，

进一步强化纪律意识、加强自我约束，

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

腐定力，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稳得

住心神、抵得住诱惑、耐得住清贫，始终

做到忠诚、干净、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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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记》中有一个情节：捕鱼为

生的武陵人看到“山有小口，仿佛若有

光”“便舍船，从口入”，面对“初极狭，才

通人”的环境，他“复行数十步”，最终

“豁然开朗”，发现了世外桃源。由此想

到，要想领略他人看不到的风景，就要

勇于走狭路、敢于进“窄门”。

走狭路，就是做难做的事，做别人不

敢做不愿做的事。对于自己认准的正确

的事，即使做起来困难重重，也要心无旁

骛地专注去做。坚持到底，终会有所收

获。被誉为“敦煌女儿”的樊锦诗，扎根西

北大漠，专注于石窟考古、石窟保护与管

理等方面的研究，经过几十年如一日的坚

持，她彻底改变了长期以来“敦煌在中国，

敦煌学在国外”的局面。

作家余华说过，无论是写作还是人

生，正确的出发都是走进“窄门”，不要

被宽阔的大门所迷惑。进了“窄门”，意

味着前进的道路上困难挑战很多，可借

鉴的前人经验很少。如果走几步感觉

不适应，就打“退堂鼓”，很可能与成功

失之交臂。进“窄门”，就要有长期坐

“冷板凳”的准备，稳得住心神、耐得住

性子，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就要敢于迎

难而上，遇到困难再坚持一下，如此方

能于“山重水复疑无路”中，迎来人生和

事业的“柳暗花明又一村”。

勇走狭路 敢进“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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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吉鸿昌写给妻子的遗书，现

藏于天津博物馆。

黎明破晓时分，大地还笼罩在如薄

纱般的雾气中，凝结在草叶尖上的露

珠，将熹微的晨光折射出点点光芒，宛

如一颗颗璀璨的钻石。

即使平凡微小如露珠，也能折射太

阳的光芒。茫茫人海中，每一个人都是

平凡的普通的，但同时也是独一无二

的。就如露珠折射太阳的光芒一样，每

一个人也具有自己的禀赋，可以释放出

自己的光芒。“一滴水亦可见太阳”，即

使如露珠一般平凡普通，也不必妄自菲

薄，努力在本职岗位发光发热，就能让

人生绽放芳华。

清晨露珠—

滴水亦可见太阳
■王 肸/摄影 张佳豪/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