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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 心 录

知行论坛

言 简 意 赅

●以深挖根源、触动灵魂的态
度，不断进行自我完善、自我提高

重视自省、善于自省是我党我军的

优良传统。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

上，习主席指出，“各级特别是高级干部

要把自己摆进来，拿出抛开面子、揭短

亮丑的勇气，以深挖根源、触动灵魂的

态度，深刻反思，认真整改，解决好思想

根子问题”。军队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

领悟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刀口向内、

自我检视，问一问自己，信仰天平是否

失衡？是否表里如一？价值追求是否

错位？法纪观念是否淡薄？担当作为

是否主动？以深挖根源、触动灵魂的态

度，不断进行自我完善、自我提高，在加

强自我检视中坚定信念、锤炼党性、提

升境界，解决好思想根子问题，推动政

治整训走深走实。

问一问自己，信仰天平是否失衡？

检视自己有没有真学真信真懂真用党的

创新理论，是不是存在表态化、浅表化、

功利化的学风，只武装嘴巴、不武装头

脑；有没有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

党，是不是缺乏与党组织荣辱与共的归

属感、使命感，对错误思想不去斗争，听

之任之；有没有对共产主义信仰不坚定，

是不是不信马列信鬼神、不信组织信关

系。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

是克敌制胜、拒腐防变的决定性因素，也

是归正信仰天平的基础，但它不是凭空

产生的，需要持续加强理论武装，在长期

实践锻炼和考验中不断坚定。党员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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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蕴含其中的立场

观点方法，切实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

培元，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

稳思想之舵。要坚持常学常新、常修常

炼、常悟常进，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

的意志为意志，以党的使命为使命，真心

爱党、时刻忧党、坚定护党、全力兴党，自

觉做到信仰坚定、对党忠诚。

问一问自己，是否表里如一？检视

自己有没有表态与行动不一样，表面上

服从安排，实际上阳奉阴违，当“两面

人”；有没有说一套做一套，在执行中搞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打折扣 、搞变

通。言行一致是共产党员道德修养的

集中反映，更是衡量是否真正对党忠诚

的标尺。党员干部要把对党忠诚、听党

指挥落实到行动上，不折不扣贯彻执行

组 织 决 定 ，决 不 犯 自 由 主 义 ，自 行 其

是。坚持说老实话、做老实人、办老实

事，对人对事敞开胸襟、开诚布公，如实

反映情况，坚决杜绝拿原则做交易，搞

投机钻营。对于组织来说，要从严从实

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管理监督，不仅看他

表态如何，更看他是否按照要求去做；

不仅了解他台上讲了什么，更了解他私

下干了什么。对言行不一的，该提醒的

提醒，该批评的批评，努力营造真抓实

干的浓厚氛围和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问一问自己，价值追求是否错位？

检视自己有没有滥用职权，为自己谋取

私利；有没有抓工作只重眼前、轻长远，

只重显绩、轻潜绩；有没有热衷于“盲目

攀 比 ”，沉 迷 享 乐 ，精 神 空 虚 ，心 为 物

役。作为党员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政绩

观，紧贴使命任务、聚焦中心工作履职

尽责，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实

战出发，把对战斗力的贡献率作为检验

衡量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想问题、作

决策、办事情坚持实事求是，区分轻重

缓急，注重协调兼顾，做到一锤接着一

锤敲，一任接着一任干，踏踏实实、集中

精力做好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要过

好生活关和交往关，培养健康的兴趣爱

好，远离不良嗜好；与此同时，注重把握

好日常交往的分寸尺度，交往讲原则、

守底线，做到任何时候都洁身自好、严

格自律。

问一问自己，法纪观念是否淡薄？

检视自己有没有“掩耳盗铃”的侥幸心

理，认为吃点喝点、拿点占点不算啥；有

没有“松劲歇脚”的麻痹心理，对反腐败

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缺乏清醒

认识；有没有缺少清除深层次污染源的

信心决心。党员干部要始终把纪律规矩

作为外在的行为规范和内在的思想遵

循，自觉学习纪律、遵守纪律、维护纪律，

不断增强纪律意识和规矩意识，筑牢拒

腐防变的思想防线。要对照党章党规党

纪，对照初心使命，把自己摆进去，常掸

心灵灰尘，常清思想垃圾，从小事小节、

一点一滴做起，处理好公和私、义和利、

是和非、正和邪、苦和乐的关系，始终做

到知敬畏、明底线、不逾矩。

问一问自己，担当作为是否主动？

检视自己有没有用“不愿做事”换取“不

会出事”，瞻前顾后、顾虑重重，干活怕出

错，决策怕追责；有没有把“对上负责”变

成“让上级负责”，遇事明哲保身，不敢担

当、不愿负责，甚至报喜不报忧，隐瞒真

实情况；有没有以“推脱躲绕”应对棘手

矛盾，工作能推就推、能拖就拖，问题能

绕就绕、能躲就躲，不愿涉深水区、不敢

啃硬骨头。做事总有风险，正因为有风

险，才更显担当精神的可贵。工作中，要

始终保持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坐

不住、等不起、慢不得的紧迫感，认真对

待每项任务，以马上就办、紧张快干的劲

头，不推不躲，不等不靠，主动应对各种

困难挑战。要坚定事不避难、义不逃责

的决心勇气，将挑战当作机遇，将风险当

作考验，敢啃最硬的骨头，善接最烫手的

山芋，在关键时刻、危急关头、重大任务

面前站得出来、顶得上去，不断丰富经

验、磨砺本领，为更好地担当作为奠定坚

实基础、积蓄更强能量。

在扪心自问中加强自我检视
■祖 轩

●党员干部能否始终如一、笃
正守清，是战胜诱惑考验、使自己
行稳致远的关键

《醒世恒言》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官

吏薛某于梦中化为湖中鱼，恰有渔夫垂

钓，明知饵在钩上，吞之必有大祸，但他

终耐不住饵香扑鼻，咬饵被钓。这个故

事告诉我们，身陷诱惑的陷阱，往往不

是因为看不清，而是因为守不住。诱惑

常与权力相伴，党员干部能否始终如

一、笃正守清，是战胜诱惑考验、使自己

行稳致远的关键。

“廉”与“腐”，相同的起笔，不同的

结局，其间差别在于能否做到自守。清

正廉洁是党员干部的立身之本、从政之

基，能否永葆清正廉洁作风，关键要看

能不能战胜自己，慎终如始。自守，源

于自律，贵在持久，难在彻底，体现的是

一种自我修养、自我觉悟、自我约束，是

党员干部勤政廉政、拒腐防变的秘诀所

在。当前，在正在开展的深入贯彻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中，在持续深化

政治整训中，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检视

自身，在对照反思中强化自守意识、提

纯廉洁本色。

自守，就要守住为政初心。“廉者，政

之本也。”清正廉洁，是共产党人应有的

政治品格。党员干部从政之初，都怀有

为国奉献、为民造福的政治理想，能否守

住初心，无论形势如何变化、环境如何改

变，都始终做到清正廉洁，是一张难答又

必须答好的考卷。只有坚守初心，坚定

信念，心中永远装着人民，才不会被利益

诱惑迷了心智。党员干部要经常对照为

政初心，想一想在廉洁自律和官德修养

问题上，过去坚守的现在是否动摇了，过

去铭记的现在是否淡忘了。要常扫思想

上的灰尘，常掏灵魂的旮旯，不断警醒自

己，坚定为政之初的理想，常怀为政之初

的敬畏，坚持为政之初的自律。

自守，就要守住纪律底线。木受绳

则直，金就砺则利。心有所规才能身有

所正，心有所畏才能行有所止。党员干

部要清醒认识到，纪律既是约束更是保

护。要不断强化法纪观念，在明纪知法

的基础上守牢纪律底线，做到心有戒

尺、行有准则。要时刻谨记“把权力关

进制度的笼子里”，严守行使权力的边

界，自觉在法规制度的框架内行使权

力。要主动同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作

斗争，虚心接受组织管理，倾听官兵意

见，接受群众监督，在自守与他律结合

下规范言行。

自 守 ，就 要 守 住 欲 望 关 卡 。“贪 如

火，不遏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则滔天。”

人的欲望是无穷的，如不自守节制，很

容易被各种诱惑俘虏。党员干部须牢

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切不

可因一时守不住贪念，收下不该收的

东西、迈入不该进的场所，导致“一失足

成千古恨”。对欲望的自守是内心“善

念”与“恶念”的争斗，不是一时的较量，

而是终生的修炼。要经常自警自省有

没有贪婪的欲望、享乐的念头、攀比的

心理、出格的行为，戒除浮躁、不慕浮

华。要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崇尚简朴

生活，以勤养志，以俭养德，自觉远离诱

惑。要知足、知止、知敬畏，以无欲则刚

的正气管住“动念时”、守住“第一次”，

做到戒贪止欲、清廉自守。

清廉重在自守
■刘士伟

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珍藏着一

本《东北抗日联军歌集》，其中收录了

李兆麟将军创作的《露营之歌》，激励

人心的歌词，映射出抗联英雄的不屈

意志。站在这件文物面前，参观者无

不肃然动容，耳边似乎响起枪声阵阵，

松涛呼啸，一下子把人们带回到了那

个血与火交织的悲壮年代。

李兆麟，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团政委、

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政治部主任兼

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政治部主任、第六

军政治部主任、第三路军总指挥。1938

年，中国大地正处于抗战的关键时期，

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尤为激烈艰苦。

为了激励士气，鼓舞人心，李兆麟基于

自身丰富的战斗经历和深刻的情感体

验，结合战友们的感悟，精心创作了《露

营之歌》。歌曲套用古曲“落花调”填

词，激昂的旋律与豪迈的歌词完美结

合，饱满的情绪与乐观的精神相得益

彰，曲风悲壮激昂，迅速在东北抗日联

军各部队中广泛流传，成为鼓舞士气、

凝聚军心的重要精神力量。

“起来呀，果敢冲锋！逐日寇！复

东北！天破晓，光华万丈涌……”其

时，面对敌人的处处紧逼，抗联战士们

在冰天雪地、枪林弹雨中，浴血奋战，

九死一生。《露营之歌》就是李兆麟将

军在战斗间隙一段一段写出来的，写

写改改，前后用了数月时间才最后完

成。这首歌不仅记录了抗联战士们在

极端艰苦条件下的战斗生活，也展现

了他们坚定的信仰、英勇无畏的精神

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成为反映抗

联艰苦奋战历史的佳作，也是抗联战

士对那段峥嵘岁月的真实记载。

“携手吧！共赴国难！振长缨，缚

强奴，山河变，万里息烽烟……”这首

著名的抗战歌曲细致形象地刻画了当

时艰苦卓绝的环境，夏日是“湿云低

暗，足溃汗滴气喘难”“烟火冲空起，蚊

吮血透衫”；冬日是“朔风怒号，大雪飞

扬”“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然而

就在这样艰辛异常的条件下，抗联英

雄们豪情不减，气冲斗牛，“热忱踏破

兴安万重山”；乐观向上，自信满满，

“围火齐团结，普照满天红”；对胜利充

满渴望，对强敌敢于藐视，“精诚奋发

横扫嫩江原”。歌曲中既有豪爽硬气，

又有乐观自信；既有克服困难的勇毅，

又有战胜敌寇的决心。《露营之歌》如

同黄钟大吕，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是

伟大民族精神的生动反映。

“伟志兮，何能消减？全民族，各

阶级，团结起，夺回我河山！”在与日寇

的斗争中，李兆麟作为辽南地区抗日

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身经百战，屡立战

功。他曾带领着东北义勇军攻打沈

阳，在松嫩平原开展艰苦的游击战，在

东北抗战中发挥了中坚作用。据统

计，1939 年 6 月到 12 月，李兆麟率部

与日军交战数百次；他带领的抗联第

三路军与杨靖宇的抗联第一路军让日

军吃尽苦头。抗战进入战略反攻阶段

后，李兆麟率部先后攻占敌军几十个

战略要点，被誉为“东北人民十四年抗

日的一面大旗”。

1946 年 3 月 9 日 ，抗战胜利后不

到半年，立下赫赫战功的李兆麟将军

牺牲了。英雄虽逝，精神长存。他留

下的《露营之歌》，作为一首反映东北

抗联真实战斗生活的战歌，不仅是那

个时代英雄儿女们不屈不挠斗争精神

的写照，更承载着中华民族抵御外侮、

争取自由独立的坚强意志。想想当年

《露营之歌》所描绘的战斗场景，我们

更加体会到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

易，它是先辈们用艰苦奋斗和流血牺

牲换来的。回顾李兆麟将军的战斗经

历，我们也为他不畏艰险、奋勇向前的

英雄品格所深深打动。身处和平年

代，我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较以前有巨

大改善，有一些人却沉溺于物质享受，

吃不了苦也不愿奋斗，一遇困难挫折

就想放弃。想想当年先辈们恶劣的战

斗环境，想想他们的艰苦奋斗，今天的

我们没有理由懈怠不前。作为新时代

革命军人，当继承发扬革命先辈顽强

不屈的意志品格和革命乐观主义精

神，克服疲沓、懈怠等不良情绪，始终

保持昂扬斗志，进一步激扬奋斗信念、

激发奋斗热情、激励奋斗意志、激活奋

斗潜能。无论面对多么严峻复杂的困

难和挑战，都不畏惧、不退缩，以敢于

战胜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

的意志胆魄，“越是艰险越向前”，不断

开创强军事业发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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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

古人有言：“土壤气脉，其类不一，肥

沃硗埆，美恶不同，治之各有宜也。”意思

是说，土地虽然有肥沃和贫瘠之分，但只

要用正确的方法去治理，主动克服困难，

精耕细作，即使是在贫瘠的土地上亦可

收获穗粒饱满的庄稼。耕作如此，干事

创业亦如此，岗位和工作本无“肥沃”“贫

瘠”之分，若能扎根别人不愿意涉足、看

似难以出彩的“瘠壤”，用心钻研、笃行不

怠，就可以在磨砺中成就个人价值，在耕

耘中收获事业硕果。

“瘠壤”初看常是荒草遍布、荆棘丛

生，令人望而生畏。然而，正是这表面的

荒芜，掩盖着未被消耗的深厚营养和无

限生机。科研道路上，屠呦呦及其团队

便是在中医药典籍这片看似“贫瘠”的冷

门领域中执着探寻，纵使历经 190 次实

验失败，依然不弃不舍，最终成功提取出

青蒿素，一举破解疟疾困局。反观现实，

一些人对待工作总是挑肥拣瘦、避难就

易，习惯于在驾轻就熟的“熟田”里打转，

整日看似忙碌，实则难以触及能力瓶颈，

难觅突破契机。

耕瘠壤者得嘉禾。对于广大官兵而

言，主动开垦“瘠壤”，需要立足岗位深钻

细研，不能仅仅满足于“合格”标准，而是

敢闯别人没有闯过的领域，敢走别人没

走过的路，主动跳出“舒适区”，啃下“硬

骨头”，坐稳“冷板凳”，勇于当“第一个吃

螃蟹的人”，不断研究新问题、尝试新路

径。要“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在一次次

实践探索中找到未知领域的突破口，在

看似荒芜的“瘠壤”之上，培育出属于强

军事业的累累“嘉禾”。

耕瘠壤者得嘉禾
■陈海蓁

书边随笔

●人的操守与志向要有真正
主宰，否则就会为外物所左右

《菜 根 谭》有 云 ：“ 操 存 要 有 真

宰，无真宰则遇事便倒。”意思是说，

人 的 操 守 与 志 向 要 有 真 正 主 宰 ，否

则 就 会 为 外 物 所 左 右 。 从 古 至 今 ，

中 华 民 族 十 分 看 重 操 守 ，那 些 有 气

节 重 操 守 的 人 历 来 为 世 人 所 推 崇 。

汉代苏武，保持汉节牧羊吞毡雪；宋

代 文 天 祥 ，誓 死 不 降 狱 中 歌 正 气 。

他 们 都 以 内 心 坚 定 的 信 念 ，坚 持 操

守 不 动 摇 ，成 为 千 古 传 颂 的 楷 模 。

但是，受各种因素影响，坚持操守又

何等不易。宋代朱敦儒以诗词著称

于 世 ，“ 虽 为 布 衣 ，而 有 朝 野 之 望 ”，

宋钦宗欲任其为学官，他却以“爵禄

非 所 愿 也 ”为 由 拂 衣 还 乡 。 可 到 其

晚 年 ，秦 桧 欲 令 他 教 自 己 的 儿 子 秦

熺 作 诗 ，先 用 朱 敦 儒 的 儿 子 为 删 定

官 ，继 而 又 任 命 朱 敦 儒 为 鸿 胪 寺 少

卿 ，朱 敦 儒 爱 其 子 ，又 畏 秦 桧 权 势 ，

致使晚节不保，令人唏嘘。

1933 年 3 月，陈赓在上海被国民

党反动派逮捕。陈赓曾救过蒋介石一

命，面对自己的救命恩人，蒋介石对陈

赓许下高官厚禄。可陈赓此时想的却

是如何逃出生天，继续革命。何也？

因为陈赓始终坚信真理掌握在中国共

产党这一边，他要做一名信仰坚定的

共产党员。纵观我党历史上，无论是

夏明翰“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

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英勇赴死，

还是方志敏写就《清贫》《可爱的中国》

的义无反顾，革命先辈们之所以面对

生死考验能够坚持操守，就在于他们

始终坚持自己的信仰不动摇，精神柱

石永远屹立不倒。

身处现代社会，人们面对的诱惑

更多，坚持操守也面临更多的困难挑

战。时间最公正无私，也最能明辨真

假。坚持操守，就要把做人讲操守作

为终身课题，常修常炼，时刻警醒自

己、鞭策自己。森林中的千年古树，狂

风吹不倒，暴雨冲不垮，雷电击不死，

但虫从根生，不几日便可将它咬倒。

你可能有坚定的清廉志向，但是，倘若

今天挡不住一包烟，明天抵不住一顿

饭，内心筑不起堤坝，那么后天你的志

向就会从根子上烂掉。古语云：“自我

心存道，外物少能逼。”我们当从内心

深处树牢理想信念，与腐化堕落划清

界限。只有真正做到心中有党，心中

有人民，心中有责任，心中有法纪，才

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心中的堤

坝都挡得住万丈波澜，立起不倒之真

主宰。

“操存要有真宰”
■许洪昌

影中哲丝

盛夏的池塘是荷花的主场，满目

皆是翠绿荷叶，如绿伞般层层叠叠。

一朵荷花犹如精雕细琢的琉璃盏，被

纤细挺直的茎秆稳稳托举于荷叶之

上，任周遭荷叶起伏翻涌，它始终保

持着优雅的姿态。

古 人 讲 ：“ 中 通 外 直 ，不 蔓 不

枝。”荷茎中空通透，茎秆挺直不弯

折，无旁生枝蔓攀附他物，全凭自身

挺直生长。荷花的这一特性给人以

启示。一个人在成长道路上，与其

挖空心思想着攀附，不如下功夫努

力攀登。为人处世要自觉抵制“寻

找靠山”“人身依附”等歪风邪气，始

终保持内心通达、行为正直，把心思

和精力用在踏踏实实做人、勤勤恳

恳做事上，靠过硬的本领、突出的成

绩，走正成长进步的道路，保持做人

的气节和风骨。

夏日荷花—

中通外直

不蔓不枝
■孔繁鑫/摄影 娄梦珂/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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