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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简 意 赅

讲述先辈故事 传承清正作风

《墨子》有云：“君子不镜于水而镜于

人。镜于水，见面之容；镜于人，则知吉

与凶。”意思是说，君子不以水为镜子，而

应以别人为镜子对照自己。以水为镜，

只能看到自己的面容；以人为镜，方能看

到自己的得失、对错。我们要善于以人

为镜，把他人的优点长处当作自我检视

的镜子，不断对照总结、改进提高。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一个人

要正确认识自己、评价自己，他人是一

个重要参照系。通过观察和欣赏他人

的优点长处、言行举止，可以让我们更

加清晰地发现自己的缺点不足。因而，

我们当有对照检查的自觉，经常以他人

为镜，照出自身不足、照出改进方向，不

断完善自我。

以人为镜，当向身边榜样学习。从榜

样身上，我们能学到优秀品质和优良作风，

以他们为标杆检视自己、反省自身，看自己

信仰信念是否坚定、能力素质是否过硬、言

行举止是否妥当，能使自己修养不断提高、

能力不断增强，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

状态。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

索”。人生路上，我们要学会经常自省自

察，“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通过常态化的检视与调整，使自己在成

长道路上少走弯路，持续进步。

以人为镜明得失
■张小林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收

藏着几件珍贵的藏品。它们是白求恩

同志在去世前，送给晋察冀军区卫生

部副部长游胜华的一批手术器械，后

由游胜华的子女捐赠于此。

1938年 6月，白求恩援华医疗队到

达晋察冀军区后，组织上安排游胜华协

助白求恩开展工作。期间，二人结下深

厚友谊。在一次为伤员做手术时，白求

恩的左手中指被手术刀割破感染，后因

败血症不幸逝世。临终前，他将自己使

用的医疗器械、生活用品等赠予游胜华

等人，并表达了对中国革命事业前景的

美好祝愿。在延安各界追悼白求恩的

大会上，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写挽词，高

度赞扬白求恩同志的崇高精神，并号召

全党向他学习。今天，我们向白求恩

同志学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学习他身

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

白求恩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

是他一贯坚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

神的重要内因。白求恩 30多岁时便已

是北美著名胸外科医生，生活条件十

分优越。但当他认定共产主义、加入

共产党以后，便义无反顾投身共产主

义事业，不远万里来到当时条件艰苦

的中国，奋战在抗日战争一线。党中

央和毛泽东同志对白求恩在前线的工

作生活十分关注，在一封电报中指示：

“请每月付白求恩大夫一百元。”白求

恩对此婉言谢绝。后来，这笔钱成为

部队救治伤员的特别费用。白求恩在

日记里写道，“我没有钱，也不需要钱，

可是我万分幸运能够来到这些人中

间，和他们一起工作。对于他们，共产

主义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说一套

或想一套”。正是因为心有信仰，才让

白求恩始终淡泊名利、追求崇高。向

白求恩同志学习，我们就要把坚定理

想信念作为终身课题，筑牢信仰之基、

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始终保

持对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的清醒认知

和执着追求，在公与私、义与利、得与

失、苦与乐面前始终作出正确选择，努

力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

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

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白 求 恩 毫 不 利 己 专 门 利 人 的 精

神，集中表现在他对同志、对人民的无

比热忱上。在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工

作期间，他在第一周就为 520 多名伤

员做了检查，随后又用 4 个星期时间

为 147 名伤员做了手术，帮助他们恢

复健康，重返战斗一线；在晋察冀抗日

前线，他不顾危险，把手术台设在离火

线最近的地方，及时挽救了许多战士

的生命；在五台山区，他和医疗队每到

一个村子，就立刻布置手术室，争取一

切可能的时间救治伤员，并经常把村

民们召集起来，给他们讲授医疗卫生

知识、送医送药，等等。白求恩用他的

一言一行，诠释了对革命战士和人民

群众的无疆大爱。今天，我们学习这

份利他之心、为民之情，一方面要从关

心关爱身边战友做起，持续厚植战友

之间甘苦与共、生死与共的革命情谊，

巩固和发展团结、友爱、和谐、纯洁的

内部关系，让部队越来越有凝聚力、战

斗力；另一方面，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宗旨，始终做人民信赖、人民

拥护、人民热爱的子弟兵，切实做到哪

里人民最需要就出现在哪里，哪里有

危险就战斗在哪里，在保卫祖国、服务

人民的过程中，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

白 求 恩 毫 不 利 己 专 门 利 人 的 精

神，还表现为他对事业的无限热爱、对

工作的极端负责。白求恩到晋察冀军

区工作后，一见到聂荣臻司令员便迫

不及待地询问：“告诉我，司令员同志，

我的战斗岗位在哪里？”他恳请党组织

拿他“当一挺机关枪使用”。一次，一

名护士在换药时，白求恩发现瓶里的

药和瓶签不一致，他立即把瓶签予以

更正，随后带领大家用两个晚上的时

间，对所有药品和标签进行核对，直到

全部确认无误。还有一次，一名医生

用错误的方法给伤员固定夹板，白求

恩立刻予以制止并重新给伤员固定夹

板，并严肃地说：“如果在战场上犯这

样的错误，无异于是对伤员的第二次

伤害。”正如党中央发出的唁电中讲的

那样，“其牺牲精神，其工作热忱，其责

任心，均称模范”。向白求恩同志学

习，我们就要把满腔热忱融入事业追

求、把“小我”融入“大我”，不管在哪个

岗位上，不管干什么样的工作，都始终

热爱岗位、忘我奋斗、恪尽职守，做到

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努力

为党和人民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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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失败，自怨自艾无济
于事，自暴自弃更不可取，正确的
态度是学会与失败“和解”

笔者单位一名战士参加上级组织

的专业比武，因为准备不够充分而被

淘汰。面对失利，他没有放弃，而是朝

着目标继续努力，终于在次年的比武

竞赛中一举夺魁。谈及心得体会，这

名战士说：“面对失败，我们要正确对

待，既不能不当回事，毫无触动、得过

且过，也不能太当回事，深陷其中、不

能自拔，而要善于从失败中汲取教训，

让失败成为通往成功的铺路石。”

“胜败乃兵家常事”，每个人在成

长过程中或多或少都会经历一些失

败。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正

确对待失败。面对失败，自怨自艾无

济于事，自暴自弃更不可取，正确的态

度是学会与失败“和解”，就是要“吃一

堑、长一智”，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

起来，拍拍灰尘、鼓起勇气、振作精神，

以崭新的姿态继续前行。

具体来说，首先是要接受失败、及

时“止损”。“别为打翻的牛奶哭泣”，既

然失败已经发生，耿耿于怀只会徒增

烦恼、产生精神内耗，不如大大方方地

承认它，坦然接受它。每个人的一生

都是一场漫漫征途，一时的失败说明

不了什么，也决定不了什么，只要永不

放弃、勇往直前，一定能迎来成功。

关键是要静下心来、复盘总结。失

败固然令人难受，但其中蕴含的经验教

训往往更加深刻，对以后的成长进步也

更具借鉴价值。因此，面对突如其来的

失败，不妨静思己过，认真分析失败的

症结到底在哪里，是作风不严谨还是基

础不扎实，抑或是心理素质不过关。只

有搞清楚为什么失败，才知道以后怎么

样避免再次失败，才能在成长的道路上

不断攻坚克难、行稳致远。

最终落点是要对症下药、改进提

高。如果是作风不严谨的问题，那么

就从现在开始，从日常小事做起，逐渐

养成严谨细致的习惯；如果是基础不

扎实的原因，那么就下定决心，从头学

起，进一步打牢基本功；如果是因为心

理素质不过关，那么就积极锻炼，在实

践考验中增强处变不惊的抗压能力。

通过对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地强化训

练，努力锻炼出过硬的综合素质，当考

验来临时，就能顶得上去、拿得下来，

最终取得令自己满意的好成绩。

正确对待失败
■戴永洋

●培养“甘苦与共、互帮互助”
的革命情谊，强化“尊干爱兵、兵兵
友爱”的价值认同，密切“亦师亦
友、真心交心”的兵兵关系

“我的老班长，你是否还会想起我，

好久没有收到你的信，我时常还会想念

你……”《我的老班长》这首歌，以温情

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唱出了战友间浓

厚的情谊，也唤起了许多人对老班长的

深深怀念与眷恋。

班 长 被 称 为“军 中 之 母 ”，他 们 对

年轻士兵的成长倾注了很多心血，发

挥了重要作用，他们身上，充分体现了

我军互帮互助的优良传统。然而，现

实中也有一些现象值得注意，有的带

兵 态 度 不 端 正 ，把 带 兵 当 成 一 件“ 差

事”，没有倾注真感情，对士兵不打不

骂也不亲、不冷不热也不爱；有的带兵

方式不科学不文明，不懂思想疏导、不

善于见微知著，遇事习惯用“老套路”；

有的自身形象不够好，处事不公、自我

要求不严，难以树立威信；有的制度要

求不落实，“双四一”“三互”等踏虚走

空。这些矛盾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班长与战士间的密切关系，阻碍了

“双向奔赴”的良性关系发展。

一 声“老 班 长 ”，几 多 战 友 情 。 在

实 现 建 军 一 百 年 奋 斗 目 标 攻 坚 战 的

关 键 当 口 ，我 们 更 加 需 要 凝 聚“ 联 万

心 而 作 一 心 ”的 强 大 合 力 ，需 要 培 养

“可与之共患难”的战友情谊，需要进

一步发展团结、友爱、和谐、纯洁的内

部关系。

培养“甘苦与共、互帮互助”的革命

情谊。当年在长征路上，柴草经常受

潮，生火做饭成了难题。炊事班长李开

文总是悄悄把柴草塞进衣服，借体温保

持柴草干燥，虽然背上因此多次被划

伤，他却始终没有告诉其他人。这件事

被发现后，大家由衷地感激敬佩李开

文，自发地叫他“老班长”。身处新时

代，作为班长骨干，要发扬“老班长”那

种吃苦在先、冲锋在前的精神，用崇高

的人格魅力赢得战士发自内心的尊重

与认可；要把战士当兄弟、当亲人，在互

帮互助中积淀深厚感情，在战士的成长

道路上推一把、拉一下，一块苦、一起

干，在齐心协力完成好各项任务中共同

成长。

强化“尊干爱兵、兵兵友爱”的价值

认同。无论时代怎样发展，使命任务、

兵员成分如何变化，尊干爱兵、兵兵友

爱的传统永远不能丢。作为班长骨干，

要与时俱进改进带兵方式，创造性落实

好新修订的《内务条令》中“双四一”“三

互”等要求，把严格要求与热情关心结

合起来，提高依法带兵、以情带兵、文明

带兵的实际能力，立起教管一致、严爱

一致的鲜明导向，切实增强官兵的荣誉

感、归属感、获得感。

密 切“亦 师 亦 友 、真 心 交 心 ”的 兵

兵关系。班长作为“兵头将尾”，是基

层 的 管 理 者 ，承 担 着 对 战 士 指 导 、帮

带、解难等多重职责。大家心目中的

好班长，不仅要做战士工作上的“大师

傅”，更要当生活中的“好朋友”，以“亦

师亦友”的身份角色厚植并肩奋斗的

感情基础。要坚持用“伯乐心”育兵、

“挚友心”知兵，手把手带、心贴心教、

面对面帮，既为战士成长成才搭桥铺

路，也在战士迷茫时给予引导、遭受挫

折时给予鼓励、遇到困难时给予帮助，

努力与战士成为相互信任、相互依靠

的真心朋友，建立“你知我冷暖、我懂

你悲欢”的双向互动，不断深化纯洁纯

粹的兵兵关系。

一声“老班长”，几多战友情
■周 言

人际关系

●实事求是发现问题，公正客
观分析问题，才能把对策提实，把
工作落实好

问 题 是 时 代 的 声 音 ，问 题 是 工 作

的导向。能否敏于发现问题、敢于触

碰 问 题 、善 于 解 决 问 题 ，既 是 对 能 力

素 质 的 挑 战 ，更 是 对 责 任 担 当 的 考

验 。 对 于 党 员 干 部 来 说 ，要 提 高“ 找

问题”的能力，实事求是发现问题，公

正 客 观 分 析 问 题 ，才 能 把 对 策 提 实 ，

把工作落实好。

放低姿态接地气。1958 年，彭德怀

同志到湘潭考察农村工作时，除了阅读

材料、听取汇报，还时常脱鞋下田察看

农民耕作，走进田间地头听民情、察民

意。老一辈革命家严谨细致的工作作

风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坐在办公室

里拍着脑袋找问题，是难以了解基层真

实情况、把准官兵思想脉搏的，只有放

下架子、迈开步子，深入基层，多接地

气，才能找出问题、找准问题。党员干

部要以甘当“小学生”的态度，多走进训

练场、食堂、班排等部队一线，与基层官

兵打成一片，才能听到更多真心话，让

隐藏的问题浮出水面。

直 面 难 题 增 勇 气 。 现 实 工 作 中 ，

有 的 党 员 干 部 对 存 在 的 问 题 视 而 不

见甚至回避躲闪，结果矛盾问题越积

越 多 ，错 过 解 决 问 题 的 最 佳 时 机 ，导

致“小事拖大，大事拖炸”。对待现实

中的矛盾问题，党员干部应强化担当

精神，不掩盖矛盾，不回避问题，敢啃

“ 硬 骨 头 ”、敢 接“ 烫 手 山 芋 ”，深 入 了

解把握基层官兵最关心的问题，拿出

较 真 碰 硬 的 勇 气 ，解 决 真 问 题 、真 解

决问题。

勤 于 学 习 强 底 气 。 当 前 ，全 党 上

下 正 在 扎 实 开 展 深 入 贯 彻 中 央 八 项

规定精神学习教育，要解决的重要问

题 之 一 就 是 改 进 调 查 研 究 。 一 些 党

员干部搞调研很想找出问题，但在实

践 中 却 摸 不 着 头 绪 、感 到 无 从 下 手 ，

究 其 根 源 是 本 领 不 足 所 致 。 党 员 干

部要以此次学习教育为契机，认真学

习 政 策 文 件 、掌 握 倾 听 提 问 技 巧 、理

性分析各种数据，练好调查研究的基

本功，如此才能切实提高“找问题”的

能力，把调查研究成果转化为推进工

作的实际成效。

提高“找问题”的能力
■裴伦强

方 法 谈

生活寄语

“身后留什么？”是每一名共产党员

必须用一生回答的党性课题。

1951 年，时任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

的甘祖昌因公负伤，留下严重脑震荡后

遗症。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后，他总

觉得自己做的工作太少，就跟妻子龚全

珍说：“比起那些为革命牺牲的老战友，

我的贡献太少了，组织上给我的荣誉和

地位太高了！”此后，他多次向组织递交

报 告 ，请 求 组 织 批 准 他 回 农 村 参 加 建

设。1957 年，组织上批准了他的请求。

随后，甘祖昌带着全家在江西省莲花县

沿背村扎下了根。

回 到 农 村 的 几 年 间 ，甘 祖 昌 全 家

一 直 过 着 节 俭 的 生 活 。 他 立 下 家 规 ，

不 吃 超 过 一 元 钱 一 斤 的 食 物 ，不 穿 超

过一元钱一尺布的衣服，吃饭时，碗里

绝不允许剩一粒米饭。甘祖昌始终保

持 着 克 勤 克 俭 的 生 活 习 惯 ，却 将 自 己

三 分 之 二 的 工 资 拿 出 来 修 水 利 、建 学

校、扶贫济困。村里没有水，他就带领

乡亲们肩挑背扛，硬是修成了 25 公里

长的灌溉水渠，让“望天田”变成了旱

涝保收的丰产田；村里路不通，他就组

织 村 民 架 起 了 10 多 座 简 易 实 用 的 桥

梁；村里没有电，他又带领乡亲们建起

了水电站……

甘祖昌给群众留下了脚下平坦的

路、田里丰沛的水，却从来没有想过给

儿女留下一条“康庄大道”。

“只能给后代留下革命传家宝，不

能留下安乐窝”，这是甘祖昌常挂在嘴

边的话，也是他一生践行的准则。甘祖

昌的三女儿甘公荣品学兼优，获得高中

推荐升学名额，他婉拒班主任：“既然大

家都争着上高中，就把我家公荣的名额

让给他们吧。”面对女儿的不解和委屈，

他 拿 出 牺 牲 战 友 的 旧 布 鞋 ，讲 了 战 友

“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遗言。这“一

让一讲”，让的是待遇，讲的是风格，立

起的是克己奉公的高尚人格，传承的是

清廉自守的清正家风。

他的妻子龚全珍同样如此。这位

放 弃 城 市 生 活 随 夫 返 乡 的 大 学 毕 业

生，把心血都倾注在乡亲们身上，离休

后 依 然 奔 波 在 助 学 助 困 的 路 上 ，临 终

前把最后一个月工资都作为特殊党费

上 交 。 女 儿 甘 公 荣 继 承 了 这 份“ 传 家

宝”，她生活俭朴，却将省吃俭用攒下

的钱投入到助学助困的事业中。她常

说：“父亲说了，钱财要用在刀刃上。”

如 今 ，甘 公 荣 的 子 女 儿 媳 也 主 动 加 入

到志愿者队伍中，活跃在社区服务、扶

贫济困的第一线。

一 名 共 产 党 员 身 后 应 该 留 什 么 ？

无数党员干部用奋斗实践给出了答案，

谷文昌以木麻黄治沙把荒岛变成绿洲、

焦裕禄带病为治理兰考“三害”奔波，他

们给后人留下的是战天斗地的革命精

神和造福一方的突出业绩；杨善洲把价

值数亿元的林场无偿交给国家，去世时

却家徒四壁，孔繁森殉职时身上仅剩 8

元 6 角钱，他们给家庭留下的是以身作

则、泽被后世的清廉操守和清白家风。

沉甸甸的群众口碑、造福一方的惠民实

绩、堪为表率的高尚人格、代代相传的

清白家风，这些都是党员干部身后应当

留下的宝贵财富。

反观现实中有的党员干部，在权力

与物欲的旋涡中迷失了方向，被贪念蒙

蔽了双眼，将党性原则抛诸脑后，有的

为了所谓的“政绩”大搞面子工程、虚假

工程，给后续发展留下烂摊子，劳民伤

财，坏了口碑；有的当“甩手掌柜”、做

“太平官”，在其位不谋其政，遇到矛盾

绕着走、碰到问题躲着走，让政策空转、

机遇错失，冷了群众的心；还有的在“为

子孙铺路”的妄念中迷失，置党纪国法

于不顾，疯狂敛财，腐化堕落，结果身败

名裂，不仅葬送了自己，使家庭支离破

碎，更损害了党的事业，败坏了党员干

部形象，留下了无尽悔恨。这些沉痛教

训，值得深思和记取。

对 党 员 干 部 而 言 ，常 想 身 后 留 什

么，既是对初心使命的叩问，更是对党

性修养的砥砺。这就要求党员干部，一

方面要保持政治本色，树立正确的权力

观、政绩观、事业观，把让人民群众满意

作为工作追求，把“为官一任，造福一

方”作为工作准则，心系百姓想事、笃实

党性干事，确保干出的政绩任何时候都

经得起人民的评价、历史的检验。另一

方面，要身体力行树立新时代共产党人

的好家风，不仅要在日常点滴中涵养高

尚品德，树立榜样标杆，更要通过言传

身教，向亲属子女阐明“清廉是福、贪欲

是祸”的道理，教育家人不慕虚荣、不搞

特殊，洁身自好、堂堂正正，守住精神高

地，传承清正家风。

插图：刘延源

常想身后留什么
■郑继龙

忆传统话修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