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军 人 修 养２０２５年７月２５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苗盼桃

影中哲丝

知行论坛

言 简 意 赅

●领导干部只有在自我革命
上以身作则，带头强化理论武装，
自觉克服缺点、破解矛盾问题，才
能以自身正、自身净、自身硬的示
范引领，在新时代把党的自我革
命推向深入，更好展现新气象新
风貌新作为

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

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在

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体学

习时，习主席强调，“党组织和党员无

论处在哪个层级、担负什么工作，都

应该有自我革命的责任”，明确要求

“领导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更要在自

我革命上以身作则”。以上率下是无

声的命令，严于律己是最好的引领。

在新的赶考之路上，领导干部只有在

自我革命上以身作则，带头强化理论

武装，自觉克服缺点，破解矛盾问题，

才能以自身正、自身净 、自身硬的示

范 引 领 ，在 新 时 代 把 党 的 自 我 革 命

推 向 深 入 ，更 好 展 现 新 气 象 新 风 貌

新作为。

人格力量不是道理，却往往胜过

道理；身体力行不是语言，却往往胜

过语言。周恩来同志主动检视自身

不足，写下《我的修养要则》，并提出

“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

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吴玉

章 同 志 经 常 自 警 自 省 ，他 在 81 岁 生

日时还写下一篇《自省座右铭》；陈毅

同志在《六十三岁生日述怀》中写道：

“中夜尝自省，悔愧难自文。还是鼓

勇气，改正再前行。灵魂之深处，自

掘才可能”……正是因为一代代党员

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以身作则带好

头，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

新、自我提高，我们党才能始终坚守

初心使命、走在时代前列，保持蓬勃

生机和旺盛活力。

领导干部检视反思、正视问题越

自 觉 ，自 省 自 纠 、改 正 错 误 越 坚 决 ，

自 我 革 命 才 能 越 有 效 、越 彻 底 。 在

自 我 革 命 上 以 身 作 则 ，标 准 是 具 象

的 而 不 是 抽 象 的 。 具 体 而 言 ，就 是

要有知行合一、表里如一的自觉，孜

孜 不 倦 学 理 论 、固 根 基 ，带 头 走 正

道、干正事、扬正气；有正视问题、刀

刃向内的勇气，一以贯之纠偏差、强

党 性 ，常 做 政 治 体 检 、勤 扫 思 想 灰

尘，带头祛妄念、戒私念、防贪念；有

立说立行、即知即改的清醒，坚定不

移动真格、较实劲，问题不解决不放

手 、成 效 不 明 显 不 罢 休 ，带 头 励 品

行、正操守、养心性。

我们党追求的理想崇高而神圣，

肩负的使命艰巨而繁重，只有以时代

发展的要求审视自己，以强烈的忧患

意识警醒自己，以自我革命精神锻造

自己，不断提高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

才能确保党始终不变质、不变色、不变

味。现在，我们党肩负的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任务十分繁重，面临的执政环

境异常复杂，自我革命这根弦必须绷

得更紧。越是挑战严峻、任务艰巨，领

导干部越要站排头作表率，强化“检身

若不及”的自觉，一级示范给一级看，

一级带着一级干，切实在思想上政治

上行动上不断进行检视、剖析、反思，

不断去杂质、除病毒、防污染，坚决清

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

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

毒，真正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

风气树立起来。

在自我革命上以身作则，是一种

理性的选择，光有朴素的感情是远远

不够的，必须建立在深厚的思想基础、

坚强的党性原则、强烈的责任意识上，

否则一遇风浪就可能发生动摇。这就

要求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

把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当作必修课、常

修课，突出学好习主席关于党的自我

革命的重要思想，牢牢掌握蕴含其中

的道理学理哲理，做到至信而深厚、融

通而致用、执着而笃行，树立和践行正

确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主动检视

补短板，经常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这

个锐利武器，积极开展健康有益的思

想斗争，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中强身

健体、过滤杂质，在主动接受教育监督

中强化党性修养、组织观念，使遵规守

纪内化为日用而不觉的行为准则。慎

终如始常修为，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

自己的节操，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

做到慎独慎初慎微慎友，严格按政策

法规、按制度程序谋事干事。

在自我革命上以身作则，不仅要

在思想上、境界上彰显，更要在行动

上、实践上体现。刘少奇同志在《论

共 产 党 员 的 修 养》一 书 中 指 出 ：“ 不

但 要 在 艰 苦 的 、困 难 的 以 至 失 败 的

革 命 实 践 中 来 锻 炼 自 己 ，加 紧 自 己

的修养，而且要在顺利的、成功的、胜

利的革命实践中来锻炼自己，加紧自

己的修养。”当前，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催人奋进，我们更应在革命性锻造

中提高斗争本领，紧盯群众急盼 、建

设 急 需 的 现 实 问 题 ，一 锤 一 锤 接 着

敲、一件一件抓到底，切实把自我革

命的成效、以身作则的要求，转化为

锐 意 进 取 、开 拓 创 新 的 精 神 状 态 和

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实际行动，在

干 事 创 业 中 磨 砺 奋 斗 人 生 ，在 为 民

造 福 中 升 华 道 德 境 界 ，把 各 项 事 业

奋力推向前进。

在
自
我
革
命
上
以
身
作
则

■
邓

瞻

●“佩韦佩弦”是一种基于主观
能动性和自觉性的修身方法，蕴含
着自胜自强、成才成功之道

“佩韦佩弦”的典故出自《韩非子·

观行》，即“西门豹之性急，故佩韦以缓

己；董安于之心缓，故佩弦以自急”。说

的是，西门豹自知性子急躁，为防止因

此犯错，就随身佩戴熟牛皮以自警，提

醒自己遇事应像熟牛皮一样柔韧；董安

于自晓性情缓慢，为避免因此误事，就

佩戴弓弦以自励，激励自己像弓弦一样

紧绷起来。“佩韦佩弦”是一种基于主观

能动性和自觉性的修身方法，蕴含着自

胜自强、成才成功之道。

人贵有自知之明。一个人只有善

于自我观照、自我省察、自我检视，清醒

而深刻、全面而准确认识自己，看清自

己在做人做事上存在的缺点不足，并且

有很强的“改过自新”的意愿和动力，才

能做到自警以修身、自励以补过，从而

更好成长成才。青年官兵要借鉴古人

“佩韦佩弦”之法，首先就要经常对照模

范先进人物找自身差距，做到“不以人

蔽己，不以己自蔽”，以“自知之明”催生

“自胜之志”。

事必有法，然后可成。古往今来，

人 们 在 自 我 警 示 方 面 动 了 不 少 脑 筋 、

想了不少方法，如随身佩戴警示之物、

设置座右铭等。据载，司马光编纂《资

治通鉴》期间，以圆木为枕，木枕圆、光

且滑，身体稍稍一动，头便从枕头上滑

落，人会立刻惊醒，便可起来继续伏案

写 作 ，他 称 此 枕 为“ 警 枕 ”。 借 鉴 古 人

修 身 之 道 ，青 年 官 兵 要 根 据 自 身 情 况

和 需 求 选 取 警 示 之 法 ，只 要 便 于 落 实

又 能 确 保 效 果 ，就 是 好 方 法 。 值 得 注

意的是，部队对军人着装、仪容仪表等

有 着 严 格 要 求 ，选 择 自 我 警 示 的 方 式

应符合规定。

不 论 选 择 哪 种 方 式 来 警 示 自 己 ，

重 要 的 是 要 能 锲 而 不 舍 地 坚 持 下 去 。

据说，清代民族英雄林则徐，从小聪慧

过 人 ，勤 奋 好 学 ，但 有 一 个 明 显 的 缺

点 ，就 是 脾 气 大 、性 子 急 。 为 官 后 ，为

了 防 止 自 己 因 暴 躁 而 影 响 政 务 ，便 亲

自 写 下“ 制 怒 ”二 字 ，刻 成 牌 匾 挂 在 家

里 ，用 以 时 时 警 策 自 己 ，因 为 长 期 坚

持、笃行不怠，林则徐渐渐克服了易怒

的缺点。青年官兵采取恰当的方式强

化自我警策，务必要持之以恒，防止虎

头 蛇 尾 ，如 此 才 能 在 日 积 月 累 中 成 就

更好的自己。

“佩韦佩弦”的启示
■金 川

●懂得节制欲望，内心才能减
少外界的干扰，从而保持良好的
状态

修 身 养 性 最 难 的 就 是 涵 养 心 性 。

正所谓，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古

往今来，如何养心成了无数先贤立志解

决的难题。

《孟 子》有 言 ：“ 养 心 莫 善 于 寡

欲 。”一 个 人 养 护 心 性 最 好 的 办 法 就

是节制欲望。只有懂得节制欲望，内

心才能减少外界的干扰，从而保持良

好的状态。如果控制不住欲望，内心

常常被欲望占领，人就会成为欲望的

奴 隶 ，最 终 丧 失 做 人 做 事 原 则 ，被 欲

望拉进深渊。“心不可乱，则利至而必

知 ，害 至 而 必 察 。”对 于 党 员 干 部 来

说 ，如 果 控 制 不 住 欲 望 ，不 仅 会 断 送

自己的政治生命和大好前程，还会严

重败坏党的形象和声誉，一失足成千

古恨。

如 何 正 确 看 待 和 驾 驭 自 己 内 心

的欲望，是养心必须面对的课题。欲

望既可以成为我们前行的动力，亦能

成为毁掉一个人的利器，关键看我们

怎 么 对 待 。 要 知 道 ，欲 望 人 皆 有 之 ，

内 心 存 在 合 理 的 欲 望 是 正 常 的 。 同

时 ，好 的 欲 望 还 会 给 人 以 激 励 ，比 如

求 知 欲 、探 索 欲 、创 造 欲 等 。 养 心 强

调寡欲并不是让人完全消除欲望，而

是 让 人 理 性 节 制 、把 握 好 度 ，扫 除 内

心不合理的欲望，避免被无止境的欲

望裹挟。

“轻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要做

到寡欲，就要注重慎独慎微。生活中，

我们既不能装样子做表面功夫，也不

能以“小事无所谓”来放纵自己，而应

严格省察自己，做到人前人后一个样，

大 事 小 事 一 个 样 。 对 于 党 员 干 部 来

讲，肩负重要职责，手中握有权力，更

应自觉慎独慎微，做到小处不渗漏、暗

处不欺隐，牢牢守住欲望的闸门，任何

时候都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

寡欲不是一时的，而是时时的，需

要我们经常反躬自省。现实社会中，诱

惑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对寡欲的考验

也如影随形。如果不能勤掸“思想尘”、

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就很容

易滋生贪念，陷入欲望的泥潭。我们须

时常检视内心，以高标准严要求看看自

己内心有没有不合理的欲望，一旦发现

及时消除，如此才能始终保持内心的清

澈明净，扎实推进工作和事业进步。

养心莫善于寡欲
■邹 阳

谈 心 录

放眼望去，阳光明媚灿烂，群山层峦

叠嶂，两名登山者正在奋力攀登。尽管

他们攀登了很久，高度已经达到甚至超

过了远处的山峰，但他们并没有停下前

进的脚步，而是向着更高的山顶攀登。

由此想到一副对联：遵道而行，但到

半途须努力；会心不远，要登绝顶莫辞

劳。登山如此，干事创业也是如此。当

我们取得一定成绩时，要保持头脑清醒，

不能自我满足，止步不前，而应像两名登

山者一样，坚定追求更高的目标，不惧艰

险，不辞辛劳，一步一个脚印持续前行，

如此才能不断创造新的更大成绩。

遵道而行—

要登绝顶莫辞劳
■于永军/摄影 蔡 壮/撰文

忆传统话修养

爱国主义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之

中，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是去

不掉、打不破、灭不了的精神基因，是危

难关头能迸发排山倒海历史伟力的精

神密码。“争自由，誓抗战。效马援，裹

尸还”“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

尚如此，我何惜此头”“能为国战死，即

为余之幸事，可无憾此生矣”……无数

抗日英烈用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撑起

了民族的脊梁。正如习主席所指出的：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以爱国主义

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伟大胜利。”面对

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天下兴亡、匹

夫有责的爱国情怀，激励中华儿女同仇

敌忾、共赴国难，鞭策前线将士舍生忘

死、血战到底。

抗战英烈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壮

举，矗立起赤诚报国的精神丰碑，支撑

起坚强不屈的民族脊梁，是对爱国最真

切、最令人信服的诠释。杨靖宇浴血奋

战、百折不挠，面对敌人围剿，在冰天雪

地、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毫不屈服，顽强

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敌人残忍地剖

开他的腹部，发现只有树皮、草根和棉

絮，竟无一粒粮食。范子侠手执双枪、

所向披靡，不畏牺牲、英勇杀敌，在一次

反“扫荡”作战中，不幸中弹，倒在了战

场上。左权战功赫赫，驰骋华北抗日战

场，在十字岭遭遇敌人合围时，冲锋在

前指挥部队战斗，直至壮烈牺牲。历史

深刻昭示，爱国是“荣辱一肩担，国为

重”的深厚情感，是“丈夫矢志，为复国

兴”的高远志向，是“男儿七尺躯，愿为

祖国捐”的赤胆忠心，是“愿拼热血卫吾

华”的责任担当。

在这场救亡图存的伟大斗争中，

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像火山一样迸发

出来。不仅有前线官兵冲锋陷阵、血

战到底，还有后方的全力支持，举国上

下用血肉之躯筑起一座抵御侵略者的

钢铁长城，奏响了气吞山河的爱国主

义壮歌。为了赶走侵略者，无数英雄

母亲把自己含辛茹苦养育的儿子送上

战场；老百姓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节

衣缩食，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前

线……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这场

抵御外侮的伟大抗争中，中国人民把

爱国主义化作“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

人的炮火，前进”的民族血性，凝聚成

“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他在哪里

灭亡”的必胜信念，谱写了“男女老少

齐参战，人民战争就是那无敌的力量”

的壮烈篇章。

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

愿意中国好吗？1935 年，在中华民族

危急存亡之际，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在

南开大学开学典礼上提出振聋发聩的

“爱国三问”。习主席强调：“这三个问

题是历史之问，更是时代之问、未来之

问，我们要一代一代问下去、答下去！”

先辈们用他们至纯至深的爱国之情、

愈挫弥坚的强国之志、鞠躬尽瘁的报

国之行，作出彪炳青史的回答，告诉我

们，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

系、情之所归，是立德之源、立功之本；

爱国从来不是虚无的，更不是空洞的，

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要落实到报效

祖国的实际行动上。新征程上，广大

官兵要高扬爱国主义旗帜，像抗战英

雄那样把爱国的“情”“志”“行”融为一

体，让爱国主义成为心中永不褪色的

旗帜、永不熄灭的火炬，化为实现强国

强军宏伟目标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

和实际行动。

愿以寸心寄华夏，且将岁月赠山

河 。 新 时 代 革 命 军 人 高 扬 爱 国 主 义

旗 帜 ，就 要 坚 持 爱 国 和 爱 党 、爱 社 会

主 义 相 统 一 ，祖 国 的 命 运 和 党 的 命

运 、社 会 主 义 的 命 运 是 密 不 可 分 的 ，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才 能 发 展 中 国 。 我 们

要 深 刻 领 悟“ 两 个 确 立 ”的 决 定 性 意

义 ，增 强“ 四 个 意 识 ”、坚 定“ 四 个 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

负 责 制 ，始 终 做 到 听 党 话 、跟 党 走 。

就要心怀“国之大者”，我们肩负着民

族复兴的神圣使命，必须增强对国家

的 强 烈 责 任 感 ，自 觉 把 个 人 理 想 、奋

斗熔铸到强国强军伟业中，以时不我

待的紧迫感、危机感，不断练本领、强

素质、提能力，时刻听从祖国召唤，聚

力攻克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扛起

民 族 复 兴 的 时 代 重 任 。 就 要 从 平 凡

的小事做起，爱军习武、爱岗敬业，苦

干 实 干 、锐 意 进 取 ，在 平 凡 岗 位 上 争

创 新 业 绩 、展 现 新 作 为 ，努 力 做 勇 于

担当作为的不懈奋斗者，书写忠诚报

国的精彩人生。

高扬爱国主义旗帜
—从抗战英雄身上汲取精神力量①

■邓一非

编者按

天 地 英 雄 气 ，千 秋 尚 凛 然 。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 80
年前，中国人民经过 14 年的浴血
奋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
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中，
涌现出一大批英雄和英雄群体，
他们身上蕴含着天下兴亡、匹夫
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
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

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
不拔的必胜信念……这种强大的
精神力量，是抗战英雄们留给后
人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奋进新
征程，建功新时代，我们需要继承
和弘扬抗战英雄的精神品格，并
转化为强国强军的奋进力量。即
日起，本版推出“从抗战英雄身上
汲 取 精 神 力 量 ”系 列 专 稿 ，敬 请
关注。

曾看过一则关于大雁南飞的寓言故

事。秋天快来了，大雁们都准备向南飞

去，而有一只大雁却说：“靠两只翅膀什

么时候能飞到南方啊？”于是，它想到了

一个“好办法”，就是躲进飞机的行李架

内，让飞机带自己到南方。几年后，机场

加强了管控，它无法再潜入机舱，只能振

翅南飞，但由于这些年没有长途飞行，还

没到南方，身体便受不住，栽了下来。这

则寓言故事告诉我们，投机取巧最终往

往会弄巧成拙。

古今成大事者，虽成长途径不同，

但大都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尚拙”。

古人讲，“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

巧”。“尚拙”之人肯下苦功夫、长功夫，

会老老实实埋头苦干、稳扎稳打，一门

心思干工作，踏踏实实钻业务，最终往

往能成就一番事业。可见，“尚拙”是一

种生活智慧。

“尚拙”不是嘴上功夫，而要体现在

行动中。要有“笃行而不倦”的勤奋。

正所谓，勤能补拙。不怕没天赋，就怕

不努力。即便是质地不佳的“璞玉”，只

要肯下功夫用心雕琢，也能光彩夺目。

要有“甘坐冷板凳”的定力。前进道路

上，必然会有许多困难挑战，只有耐得

住寂寞、吃得了苦头，才能守得云开见

月明。如果因一时遭遇挫折就心浮气

躁 ，是 注 定 挖 不 到 深 井 、饮 不 到 甘 泉

的。要有“十年磨一剑”的执着。十年

磨一剑，不敢试锋芒；再磨十年剑，泰山

不敢挡。成功之路十分漫长，需要我们

有足够的耐力，没有日复一日地持续磨

炼，哪能有披荆斩棘的真功夫？我们只

有始终坚定执着前行，才能厚积薄发、

业有所成。

“尚拙”是一种智慧
■于耀阳

书边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