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军人修养 E-mail:jfjbshyxy@163.com２０１８年２月２２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徐文耀 张国强

知行论坛

影中哲丝

心灵和谐

严冬即将过去，冰雪开始融化，山

谷里泉水叮咚响，奏响了春天的序曲。

春天是在寒冬中孕育的，没有冬

日的风雪严寒，就没有春天的百花盛

开。《牡丹之歌》中有一句经典歌词：

“冰封大地的时候，你正孕育着生机一

片。春风吹来的时候，你把美丽带给

人间。”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几乎

都是从磨难曲折中酝酿诞生的。当一

个战斗英雄佩戴大红花登上主席台

时，掌声如潮的背后，是他不惧流血牺

牲的英勇；当一个科学家领取科技成

就奖时，那荣誉是他辛勤耕耘大半生

的结果。没有“板凳宁坐十年冷”的积

淀，怎么可能取得事业的成功？

希望迎来事业和人生春天的人

们，要有耐心在严寒中等待和磨砺，相

信终有水到渠成的那一天。

冰雪融化的溪流——

春天在寒冬中孕育
■朱金平 摄影并撰文

受外界环境影响，人都会产生情

绪。有的情绪提振人的精神状态，有益

身心和事业；有的情绪则使人消极低沉，

不利于身心健康，比如说，怨气。心生怨

气，多由两个原因导致：一个是自身的期

望高于现实的情况，出现心理落差；另一

个是在现实中欲求或多或少受到压制，

导致心气不顺。说到底，还是内心不够

敞亮、不够宽广、不够强大。因此，消除

怨气、培养健康心态，应从灵魂深处、思

想根子上解决问题。

北京西山八大处公园有一副对

联：“能吃苦方为志士，肯吃亏不是痴

人。”体现的对待人生的态度、修养和

境界，值得思考。怨气太重，说明格局

太小。古今中外，那些有志之士历经

千辛万苦而不怨，那些境界高尚者吃

亏奉献而无悔，都缘于内心有信念，行

动有目标，因而就会有大格局。孟子

说：“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

人。”说的就是有多大格局和追求才能

成就多大事业。格局大了，才能“不畏

浮云遮望眼”，困难压不倒，挫折摧不

垮，经得了委屈，干得了大事。

常怀初心，不忘来路，就不会有那

么多怨气。泰州市信访局原局长张云

泉有“三个不忘”：不忘自己是农家子

弟，不忘是党把自己培养成国家干部，

不忘人民群众是自己的衣食父母；还

有“三个比较”：在理想信念上和革命

先烈比，在工作标准上和英模人物比，

在生活待遇上和困难群众比。张云泉

的“比”，比出了共产党人的觉悟和境

界，也比出了人们对他的尊重和敬

意。然而与张云泉相比，有的同志对

个人名利、职务待遇却看得重、想得

多。尤其是在个人升迁问题上，在一

个岗位工作，不是看贡献了多少、付出

了多少，能力提高了没有，而总盘算着

怎样才能升迁。如果没有达成所愿，

就心生怨气、牢骚满腹。想想张云泉

的“三个不忘”和“三个比较”，这些同

志难道不汗颜？

对待职务调整的问题，没有一点想

法也不现实，但看得过重就不正常。官

当多大才算大，钱有多少才算多，待遇多

好才算好？还是要把心态放平一些，把

名利看淡一些，把事业看重一些，以“放

下”的心态做到知责进取、知足常乐。“即

使错过了太阳，还会有星星”，只要往前

赶路，总会有所收获。

高标准出好状态，好状态出战斗

力。作为一名新时代革命军人，不论担

任何种职务、从事何种工作，首先要对

自己的工作有高标准。心思往工作上

放得多了，想其他事情就会少。一门心

思对待主责主业，不管身处何位、不论

职务高低，都应倍加珍惜自己的岗位，

找准人生价值坐标，少一些怨气、多一

些正气，踏踏实实把工作干好，对得起

组织的信任，不辜负官兵的期待。这才

是我们革命军人特别是党员干部应有

的人生态度和精神状态。

（作者单位：66199部队）

格局大了，何来怨气
■李永胜

●越是主动担当，心态越是
淡定平和；越是境界高远，姿态越
是大气谦和

最近，有两则新闻引起人们广泛

关注：一则是东海舰队为24名师职转

业干部举行隆重退役仪式，这些老兵

用庄严军礼向军旗告别；一则是两位

在军内外拥有一定知名度的正师职干

部，均以自主择业方式退出现役，用身

着便装的合影告别火热军营……

只为强军计，何论职与级。改革

强军的历史大势下，“你的转身，部队

的转型”，服从组织需要，每个人都可

以是那“30万分之一”。这些领导干

部在进退去留问题上做出了表率，拿

出了勇气与担当。通过他们的转身，

我们清晰看到：越是主动担当，心态越

是淡定平和；越是境界高远，姿态越是

大气谦和。他们的转身，也是为强军

事业做贡献，同样精彩，值得点赞。

历史大潮中，后浪推前浪，新老

交替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规律。

1985年9月，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召

开前夕，叶剑英、邓颖超、徐向前、聂

荣臻等64位老一辈革命家主动致函

党中央，请求不再担任中央委员或候

补委员，以便让一批德才兼备的年轻

同志进入中央委员会，实现中央领导

机构成员的新老交替，让党的事业薪

火相传。“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

今”。纵观古今中外，但凡社会进步，

必饱含几代人的智慧力量和艰辛付

出，要历经几代人的持续接力和不懈

奋斗。这无尽接续的力量，推动着历

史车轮滚滚向前。

“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

佩戴四星，心安神静吗？”1955年9月

10日，许光达得知自己将被授予大将

军衔的消息后，郑重地向毛泽东和中

央军委递交了“降衔申请”。在申请

中，许光达形容自己“小槌似的不停地

敲击心鼓”，追问反思“在中国人民解

放军的行列里，在中国革命的事业中，

我究竟为党为人民做了些什么？”职位

是短暂渺小的，事业却是永恒伟大

的。领导干部面对公与私、义与利、权

与名的抉择，考验的是对党和人民的

忠诚，检验的是党性与觉悟。越是“关

键少数”，就越要在关键时刻把事业看

重、把位子看轻，把集体力量看重、把

个人作用看轻，把组织培养看重、把个

人进退看轻。

若以小利计，何必披征衣。1991

年，海湾战争结束后，得胜而归的美军

前线指挥官施瓦茨科普夫，出人意料

地提出了退役，理由是“我已经不适应

下一场战争了”。无独有偶，面对严重

脑震荡后遗症，开国将军甘祖昌深感

不适合再做领导工作，数次向组织申

请回乡务农。军人为胜战而生、为维

护和平而存，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职

业。部队官兵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

首先是一名军人，首要心思是准备打

仗，而不是为了当官。对一名军人来

说，打赢是最高荣誉，能打胜仗是最大

追求。面对困局危局，要的是“跟我

上”的过硬本领和“向我开炮”的血性

胆气；面对职务待遇，要的是正确看待

自己的清醒和时刻与打仗对表的自

觉。当改革强军的大局需要、当自感

“不适应下一场战争”，主动转身，为部

队转型建设、为提高战斗力做贡献，同

样体现出一名合格军人的基本素质与

境界操守。

拼搏是奋进的姿态，转身是深情

的选择。事业为要，从部队领导岗位

转身，只是转移了干事创业的战场，并

不是转出组织、转出队伍。“恪守忠诚，

无论在哪里都不能忘记自己的誓言；

牢记恩情，无论居何位都不能忘记组

织和部队的培养；坚守品行，无论干什

么都不能忘记军人的形象；珍惜情感，

无论走多远都不能忘记战友的情

谊”。既然选择转身，就要转出风范、

转出境界，做到退伍不移志，退役不褪

色，以军人本色在更广阔天地奋力开

拓进取，努力有新的作为。

（作者单位：91860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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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新闻说修养

1936年 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
诺进入陕甘宁边区，他看到，毛泽东住
的窑洞仅有一顶蚊帐算得上“奢侈
品”，周恩来睡的是土炕，彭德怀穿的
是降落伞缝制的背心，林伯渠的眼镜断
了腿儿，用线绳系着挂在耳朵上……埃
德加·斯诺就是这样认识了共产党人的
样子，用手中笔把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告
知全世界。那时的老一辈共产党人，真
的是有人格魅力，用现在常用的一个词
形容，就是有“颜值”，不管在哪里，
都能够让人“一眼看出是个共产党
员”。新时代，共产党员要提高在群众
心目中的“颜值”，就要像老一辈革命
家那样，保持作风过硬，立起为民、务
实、清廉的形象。

以信念坚定的明白人形象提高
“颜值”。做一个明白人，概括地说就
是明白自己“为了谁、依靠谁、我是
谁”。要对党绝对忠诚，对人民充满感
情，坚定理想信念，补足共产党人的
精神之“钙”。理想信念不是空谈出来
的，而是实实在在地落实在思想上，
体现在行动中。在当前，就是要强化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时刻
保持共产党人应有的公私观、义利
观、是非观、荣辱观、苦乐观，真正
做到政治上头脑始终清醒、立场始终
坚定，在关键时刻靠得住、站得出、
顶得上。

以履职尽责的带头人形象提高
“颜值”。担当精神是共产党人从历史

中继承的优秀品质。习主席指出：“我
们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就是忧党、
忧国、忧民意识，这是一种责任，更
是一种担当。”当前，正是军队调整改
革的攻坚时期，必然会遇到许多矛
盾、困难和挑战。在这个关键时刻，
最需要的就是积极主动作为、敢于担
当。如果遇见困难绕道走，一遇风险
就掉头，那就丢了共产党人最基本的
觉悟。只有甘于吃苦、勤于奉献、勇
于牺牲，充分发挥“人一我十、人十
我百”的拼劲干劲，拿出“踏石留
印、抓铁有痕”的狠劲韧劲，脚踏实
地、真抓实干，真正做到守土有责、
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才能靠担当尽
责精神让共产党员在群众中有“颜

值”、有威信。
以严以律己的干净人形象提高

“颜值”。廉洁自律是对共产党人党性
和忠诚度的重要考验。党的十八大以
来，中央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加大正
风反腐力度，形成了压倒性态势。做
合格共产党员，就应该在“干净”上
做表率，严格自律、勤于自省，保持
作风清廉。时刻牢记“千里之堤，毁
于蚁穴”，作风建设无小事；深刻认识
到党风廉政建设是一场持久战，加强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在日常工作生
活中，时刻紧绷廉洁自律这根弦，坚
持秉公用权，公正做事，克己奉公，
始终做一个清清白白、干干净净的高
“颜值”共产党员。

用行动提高共产党员“颜值”
■阙海南

●勇于把绊脚石踩在脚下，变
成送人出征的上马石，磨砺意志的
磨刀石，稳重行驶的压舱石，才是走
向成功的不二选择

在人生道路上，往往有许多绊脚石，
一不留神就会让人摔跟头。有的人被绊
倒后就一蹶不振，不敢再往前挪动，其
人生之路注定走不远，最终就可能成了
庸人、俗人、一事无成的人。有的人则
能顺势而为，化弊为利，把一块块挡人
行路的绊脚石变成了助人前行的上马
石、磨刀石、压舱石，激励自己，磨砺
自己，提升自己，锤炼自己，从而走上
成功的坦途，成了能人、贤人、建功立
业的人。

把绊脚石变成上马石。人要走路，
就不能不和绊脚石打交道，怯弱愚笨的
人，摔两个跟头就害怕了，一见绊脚石
就畏缩不前；勇敢睿智的人，摔了跟头
则不惧挫折，愈挫愈勇，把绊脚石踩在
脚下，当成自己的上马石，踩着它走向
远方。毛泽东、邓小平，都曾在革命生
涯中几起几落，受到撤职、处分、降级
等不公正待遇，但他们都能以大无畏的
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始终心怀信念，藐
视困难，不怕坎坷，不屈不挠，奋力抗
争，一次次地把绊脚石踩在脚下，走出
低谷，战胜崎岖，使为之奋斗的事业不
断取得新胜利。

把绊脚石变成磨刀石。人经历挫折
才成熟，刀要常磨方锋利。绊脚石本是
害人之物，有胆识者则把其视为磨砺意

志的磨刀石，磨出光泽，磨出锋刃，磨
成“龙泉”剑、“鱼肠”剑，“一剑出而
安天下”。30多年前，军转干部任正非
以 2万元创业，刚下海就被骗 200万元
巨款，又接连遭到解职、离婚、负债、
破产等沉重打击。但他把一次次失败当
成磨刀石，磨意志，磨经验，磨能力，
磨眼光，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凭着顽
强的意志，经过数十年的打拼，终于把
一个小公司打造成为位居世界 500强之
列的名牌企业，他也成了无数人励志的
楷模。

把绊脚石变成压舱石。船行汪
洋，太轻则容易倾覆，须有压舱石来
稳船；人行世间，轻飘飘也容易摔
跤，不妨把绊脚石变成压舱石，帮助
自己稳重前行。胆怯脆弱的人，每摔
一次跤就摧毁一次自己的人生信心，
再看见绊脚石就赶快缴械投降；坚强
无畏的人，每遇一次挫折就增加一分
人生的厚重，增加一分奋斗的韧劲，
他们把每一块绊脚石都变成人生小舟
的压舱石，稳稳地行驶，驶向理想的
彼岸。当年，钱学森的回国之途，可
谓绊脚石无数，但这并没有挡住他的
回国决心。他把遭受的种种刁难，遇
到的层层阻碍，都变成了人生宝贵财
富，变成了奋力前行的压舱石，更进
一步激发了他报效祖国的热情和信
念，最终冲破种种障碍，回到祖国，
为国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世上若无绊脚石，则人人皆可一帆
风顺，一马平川，皆能取得成功，但这
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勇于把绊脚石踩
在脚下，变成送人出征的上马石，磨砺
意志的磨刀石，稳重行驶的压舱石，才
是走向成功的不二选择。

把绊脚石变成上马石
■陈鲁民

谈 心 录

生活寄语

●解决好四个“不容易”这个
严肃命题，惟有常怀惕厉之心，自
觉坚定信仰、献身使命，时刻谦虚
谨慎、戒骄戒躁，始终斗志昂扬、永
不懈怠

习主席深刻指出：“功成名就时做

到居安思危、保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

治的精神状态不容易，执掌政权后做到

节俭内敛、敬终如始不容易，承平时期

严以治吏、防腐戒奢不容易，重大变革

关头顺乎潮流、顺应民心不容易。”这

四个“不容易”，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

性，对于全党同志奋力成就新时代伟大

事业、实现强国强军梦想，具有教育和

激励作用。

《易·乾》 曰：“君子终日乾乾，

夕惕若厉，无咎。”《围炉夜话》 有

云：“检身心于平时，不可无忧勤惕厉

功夫。”对于每一名党员干部而言，解

决好四个“不容易”这个严肃命题，

惟有常怀惕厉之心，自觉坚定信仰、

献身使命，时刻谦虚谨慎、戒骄戒

躁，始终斗志昂扬、永不懈怠，方能

不负时代重托、无愧时代先锋称号。

惕厉“忘危必厄，怠者生患”，始终

砥砺前行。历史告诉我们，昨天的成功

不代表今后能够永远成功，过去的辉煌

也不意味着未来可以永远辉煌。居安

忘危、不思进取，就会落后掉队。清朝

建立之初，统治者汲取历朝历代衰亡教

训，兴利除弊、励精图治，开创了长达近

150年的“康乾盛世”。可惜随即志得意

满，结果由盛转衰，被列强欺凌，留下一

段屈辱史。古往今来，从来就没有一劳

永逸的成功，也没有坐享其成的繁荣。

实现党的十九大擘画的美好蓝图，绝不

是敲锣打鼓、轻轻松松就可以干成的事

业，越是取得阶段性胜利的时候，越要

“逆水行舟用力撑”，谨防“一篙松劲退

千寻”。越是赢得鲜花掌声的时候，越

要保持“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

乾坤”的清醒。

惕厉“骄娇易夭，不敛多败”，不忘

艰苦奋斗。“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

败由奢”。抗战时期及至后来的解放战

争时期，国民党官员生活奢华、吃喝盛

行，“舆马填塞于酒寮，柬帖纷驰于衢

市”，最终“西安作风”败给了艰苦奋斗

的“延安作风”。历史警示我们，享乐主

义、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是前进道路

上的大敌，必须露头就打、深抓彻改。

作为新时代的党员干部，必须深晓“艰

难困苦，玉汝于成”，谨记“忧劳兴国，逸

豫亡身”，始终把党的事业放在首位，把

个人安乐放在后面，坚持比工作不比生

活，比贡献不比享受，工作时时高标准，

生活处处低要求，始终节俭内敛、敬终

如始。要常怀“象箸之忧”，积极同“艰

苦奋斗过时了，享受生活才不亏”等歪

理谬论作斗争，拒绝把享乐当作“功劳

红利”，远离骄奢淫逸，时时谨防糖衣炮

弹的攻击。

惕厉“欲多成壑，贪多成贫”，自觉

抵御诱惑。爱斯基摩人将涂有血液的

刀刃倒插于雪地，狼远远嗅到便趋往舔

舐，舌尖割伤，反而舔得更欢，直到失血

晕倒，轻易被捕获。面对诱惑的陷阱，

一些党员干部“眼里识得破，心里忍不

过”，贪欲蒙蔽住心灵，最终入歧途、陷

囹圄。能否抵得住诱惑、耐得住寂寞、

守得住清贫，最考验党员干部的党性。

能否做到用党性管住贪欲，让追求遵从

于初心，重在增强慎独克己的定力，保

持“念念有如临敌日，心心常似过桥时”

的律己之心，始终把纪律规矩挺在前

面，不因一念之差，导致“一失万无”；重

在保持防微杜渐的恒心，把好小事缺

口，守住小节关口，不给“首次破例”“下

不为例”可乘之机，力避“堤溃蚁孔、气

泄针芒”；重在提升既干事又干净的能

力，能干事、多干事又要不出事，练就不

怕百毒侵的金刚之身。

惕厉“应时方兴，不顺则顿”，践行

党的宗旨。习主席说，“老百姓是天，

老百姓是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

应”。40年来的改革开放，是以服务

人民为出发点，以人民幸福为落脚点

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必须把群众

的急盼忧怨当“警示灯”，把群众的现

实关切当“赶考题”。针对群众痛恨

的形式主义，党员干部要着力解决好

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等问

题，努力把改革的每一项惠民措施落

到实处；针对群众痛恨的官僚主义，

党员干部尤其要树牢用权为公的思

想，强化公仆意识，着力解决服务基

层“推绕拖”等问题，消除“只求不出

事，宁愿不做事”的不良心态和行为，

不当“背手”干部、“挥手”干部和“甩

手”干部，以过硬担当和作为赢得人

民群众信赖。人民群众最期盼和崇尚

实干之风，党员干部就要把“三严三

实”要求贯彻到各项工作中，切实“围

着群众转、顺应群众盼、为了群众干、

消除群众怨”，让人民群众拥有实实

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

越是“不容易”越当知惕厉
■李光辉

●像老一辈革命家那样，保
持作风过硬，立起为民、务实、
清廉的形象

●怨气太重，说明格局太小。
把心态放平一些，把名利看淡一
些，把事业看重一些，以“放下”的
心态做到知责进取、知足常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