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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论坛 ●“坚持转作风，纠治‘和平病’”系列谈之五

谈 心 录

●常思肩头之责、常念打仗真
经，少算个人小账、多算军队事业
大账，主动瞄准备战短板、改革难
题、建设矛盾用劲发力，从自身做
起扫除和平积习

个人主义无视号令权威、破坏团

结统一，与军队战斗力建设格格不

入。“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

调一致才能得胜利”。广为传唱的《三

大纪律八项注意》这句歌词告诫每名

军人：在人民军队这个大集体里，首

要的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决不能搞

个人主义，自作主张，各行其是。

从本质上讲，个人主义是一种扭

曲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它处

处把个人利益摆在最优先的位置，一

切从个人利益而不是整体利益出发，

心中只装着自己的小九九，处处打自

己的“小算盘”。一旦这种观念和行为

占了上风，“和平病”必然滋生蔓延，

“四风”就会沉渣泛起。发展下去，就

会走上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

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的道路，毁坏

军队的政治生态和战斗作风，最终侵

蚀、削弱军队的战斗力。新年伊始，

习主席向全军发出大抓练兵备战、牢

牢掌握能打仗打胜仗过硬本领的训

令，要求全军指战员锻造召之即来、

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坚

决贯彻统帅号令，必须以整风精神对

个人主义思想灰尘来一次大扫除，彻

底纠治“和平病”、破除和平积习。

从政治上看，个人主义者以自我

为中心，为了个人利益不惜把党和军

队利益放在一边。有的对上级决策部

署说三道四，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

的就搞变通；有的妄自尊大，什么时

候都是“老子天下第一”；还有的违背

组织原则，搞“我的地盘我做主”，甚

至搞“独立王国”，郭伯雄、徐才厚就

是典型的反面教材。这些不讲政治规

矩的行为，就是个人主义逐步变异的

恶果，损害军队凝聚力、向心力、战

斗力，动摇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

基，必须坚决反对、彻底整治。反对

个人主义首先要讲政治，把政治纪律

政治规矩这条红线突出出来，严格执

行党和军队的各项制度和纪律规定，

任何时候都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

委和习主席指挥。

习主席告诫领导干部，“要拎着乌

纱帽干事，不要捂着乌纱帽做官”。要

“拎”不要“捂”的要求，对当“和平

官”的个人主义思想，可谓“当头

棒”“点穴针”。现实中有一些领导干

部，整天想着怎么捂好自己的“乌纱

帽”，结果既“捂”坏了自己，也

“捂”坏了单位；有的争名逐利，把大

量时间、精力和资源用在搞“政绩工

程”上，工作出发点不是为了打仗，

而是算计个人能拿多少好处、升官能

加多少“筹码”；有的训练怕“出

事”，训不涉险、险不练兵，表面上是

为“单位安全稳定大局”着想，实际

上是怕出了事故影响个人发展进步。

战争是无情的较量，战场没有“人情

分”。一名军队领导干部如果整天只琢

磨当官，被名利思想束缚，想的是个

人得失，只能坐等战场上打败仗，被

人民和历史所唾弃。当前，练兵备战

正处在“黄金期”，领导干部应该把能

打仗、打胜仗视为最大的职业追求，

强化随时准备打仗的危机意识和使命意

识，真抓实备为打胜仗。主动“拎”着

乌纱帽，以整风精神抓练兵备战，树立

“打赢先打假、求胜必求实、治训要治

虚、为战不为看”的练兵导向，着力解

决影响战斗力生成的重点难点问题。

领导工作本来就是“苦差事”，想

舒舒服服就不要当领导干部。然而长

期和平环境下，一些领导干部在个人

主义思想支配下，名利观、苦乐观、

得失观出现偏差，牺牲奉献精神淡

化。有的感到抓训练劳心费神见效

慢，习惯抓“短平快”项目，甚至以

牺牲战斗力为代价搞“纸上训练”、演

“折子戏”，这样练兵备战，必然带来

隐患。军队领导干部肩负强军重担，

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司其责，职位越

高，担子越重，责任越大，付出也必

须比普通官兵更多。要在位一任尽责

一方，经常问一问自己当兵入伍的初

心是什么？党和人民培育自己是为什

么？为官一任究竟要干什么？切实做

到常思肩头之责、常念打仗真经，少

算个人小账、多算军队事业大账，主

动瞄准备战短板、改革难题、建设矛

盾用劲发力，从自身做起扫除和平积

习，为实现强军目标、全面建成世界

一流军队跑好自己这一棒。

（作者单位：湖北省军区政治工作局）

扫除个人主义思想灰尘
——从反对个人主义入手纠治“和平病”

■黄明村

从飞机上俯瞰大地，发现一个有

趣景象：一条河流浑浊不堪，而另一

条河流非常清澈，它们汇入同一条河

流之初，呈现得泾渭分明。

两条河流相隔并不遥远，为什么

会出现不同的水色呢？原来，一条河

流两岸被过度开发，工厂林立、污水

横流，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水源被污

染了。而另一条河流由于地势较高，

两岸没有遭到人为破坏，并且植被茂

密，河流的源头没有被污染。

在人生的河流中，有的清澈见

底，有的污浊不堪。除了环境的影响

之外，区别主要在于各自灵魂深处的

思想源头不同，亦即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不同。就像人们都喜欢清

澈的河流一样，思想纯洁的人，能够

赢得普遍的尊重和信任。所以，请保

持思想的纯洁吧！

泾渭分明——

源清者流亦清
■朱金平 摄影并撰文

●从基层干起，向基层官兵学
习，一步一个台阶地成长进步

岁末年初，会有一批干部面临职
务调整和岗位变换，有的调到上级机
关任职，有的被安排到基层锻炼。安
排干部到机关工作还是下基层，是组
织决定的事情，但对于许多年轻干部
而言，也有个思想认识问题。态度决
定行动。如果思想认识不到位，就很
容易在实践中出偏差。面对机关和基
层的选择，年轻干部应该认识到，真
正的“富矿”在基层，想干一番事
业，离不开基层的历练。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

客观现象，也是人们常讲的道理。但
是，“万丈高楼平地起”，没有扎实的基
础，“万丈高楼”就是不切实际的空中
楼阁。人也是这样，往高处走必须扎扎
实实打好基础，从基层干起，向基层官
兵学习，一步一个台阶地成长进步。

在一些人眼里，基层是苦与累的代
名词，很难干出惊天动地的事业。这种
认识是不对的。没有基层，机关便不成
其为机关；没有基层，任何工作部署都
会是无根浮萍。俗话说，“上头千根
线，下面一根针”，基层承载着各项工
作任务的末端落实。基层工作做不好，
机关的工作就失去了根基和靶标。基层
干部没有全面过硬的工作执行能力，很
难胜任本职岗位。在基层，可以提高实
际工作能力，培养扎实工作作风，磨练
个人意志品质。经受过基层锤炼的干

部，才能懂得基层、热爱基层，即使以
后到机关工作，也能掌握抓好基层的方
法。
“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

伍”。纵观历史，韩信、卫青、狄青、
岳飞等军中名将，哪一个不是从最基
层做起？在我军历史上，从基层起步
的高级将领同样比比皆是。战争年代
涌现出的英雄模范，无不是奋战在一
线的官兵；和平年代，爱岗敬业的先
进典型也多出现在基层部队。我军的
干部培养制度，非常注重基层经历这
个环节，因为只有经过基层锻炼的干
部，才更加了解部队的真实情况。缺
乏基层经历，做一名称职的机关干部
是有难度的。

党的十九大对军队建设作出“三步
走”战略部署，我们看到，在新的一
年，全军掀起大抓军事训练热潮。党的
十九大闭幕后，从主持第一次军委常务
会议到带领新一届军委班子成员视察军
委联指中心，从视察第 71集团军到中
央军委举行开训动员大会，习主席强调
最多、全军用力最多的都是备战打仗。
备战打仗的基础最终要落到基层的落实
能力上，没有基层官兵的苦练严训，提
高打赢能力就是一句空话。全军各项工
作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基层的落实
能力是部队打赢能力的最根本体现。
“守不忘战，将之任也；训练有

备，兵之事也”。随着国际影响力的日
益提升，我国面临的安全形势将更加复
杂，我军需要担负的使命任务也将更加
多样。作为革命军人，我们必须顺势而
为，在基层这个备战打仗最活跃的平台
上苦练武艺，努力提高打赢本领，扎扎
实实成长成才。

真正的“富矿”在基层
■张凤坡

●始终保持“学”与“做”
的高标准、“严”与“实”的好
作风，立起革命军人好样子

1975年9月，《延安通讯》刊登了

一篇文章，介绍北京知青习近平带领

陕北梁家河村群众办沼气的事，标题

叫《取火记》。

取火，一个平实的描述，却饶有

诗意地勾勒出黄土地上那场不平凡的

“沼气革命”，也在不经意间为知青岁

月中的习近平增添了“取火者”的理

想主义色彩。

近来，广大官兵热读《习近平的

七年知青岁月》，到历史年轮中追寻

习近平砥砺奋进的青春足迹，情随境

转、魂随心至，更真切地触摸到了那

份艰辛而热烈的“取火”激情，也更

增进了对党的领袖和军队统帅的忠诚

与拥戴。

火乃光热之源。取火者，自然心

向温暖和光明。青年时代的习近平带

领乡亲们打淤地坝、建沼气池、搞铁

业社、办识字夜校，既苦干实干，又

敢干善干，不仅取来了点灯煮饭之

火、生活兴旺之火，更为这个偏远封

闭的山村带来了思想解放之火、乡风

文明之火。

“陕北七年是近平一生最宝贵的

财富”，《取火记》的作者曹谷溪在

接受采访时如是说。历史是一面镜

子，回望那七年，习近平何尝不是

用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年华，为梁家

河这片热土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

财富。

他是“取火者”，更是“播火

者”。8份入团申请书、10份入党申请

书，播下的是信仰的火种；与农民兄

弟在田间地头辛勤劳作，打夯耕地、

挑担拉车，那饱经风霜的成长历程，

播下的是奋进的火种；始终全心全意

为群众办实事，“平易近民、民必归

之”，这种与人民同甘共苦的深厚感

情，播下的是爱民的火种……知青岁

月中的习近平，不仅把这些火种留给

了陕北大地，同样也深深地植根在了

自己从政为民的豪情壮志里，镌刻在

了治国理政的伟大征程上！

“取火”梁家河，助燃强军梦。

今天，新时代革命军人正站在国防

和军队建设新的历史起点，面对世

界新军事变革的风起云涌、改革转

型发展的时代大考，前方铺展着一

幅百舸争流、千帆竞渡的强军画

卷。回眸习近平在梁家河的峥嵘岁

月，到党的领袖、军队统帅成长成

熟的原乡寻取珍贵的精神火种，点

燃我们胸中那把强军火炬，既是我

们忠诚核心、拥戴核心、维护核心

的重要一课，也必将为实现党在新

时代的强军目标照亮前行的道路。

“取火”梁家河，我们要用信仰的

火种点亮忠诚的明灯，自觉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滋养灵

魂根脉，切实树牢“四个意识”、强化

“四个自信”；要用奋进的火种释放打

赢的能量，聚精会神练兵备战，心无

旁骛助力转型，以过硬本领奋力担当

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要用爱民的火种烧旺作风的熔炉，持

续深入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不懈

纠“四风”、转作风，始终保持“学”

与“做”的高标准、“严”与“实”的

好作风，立起革命军人好样子。

习主席在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

上强调，要把理想信念的火种、红色

传统的基因一代代传下去，让革命事

业薪火相传、血脉永续。新时代新征

程，让我们赓续传承红色基因的精神

火种，用青春和热血燃烧起强军兴军

的燎原星火！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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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边随笔

中华汉字数以万计，常用汉字也有
数千个。即便是语言学家，要想将汉字
认全估计也是有难度的，而我们普通人
在工作生活中因读错字闹笑话也是常
有的事，比如：常有人将“参差不齐”的
参差（cēn cī）念作 cān chā。不
过，也有人善于做功课，提前将问题化
于无形。

有一次，一位地方领导迎接上级领
导前来视察。交谈过程中，这位地方领
导笑着说：“为了欢迎您的到来，昨天晚
上我是做了功课的。”上级领导好奇地

问：“哦，做了什么功课？”答：“您的名字
里面有个‘宥’字，我不敢确定读音，昨
天晚上特意查了一下，原来读 yòu，是
宽容、饶恕、原谅的意思。”听他这么一
说，上级领导笑着说道：“是啊，我这个
名字时常有人读错呢……”原来不熟悉
的上下级一下子感觉亲近了很多，彼此
距离在这一问一答中拉近了，工作开展
得也十分顺利。

俗话说，一字读半边，不会错上
天。但有时要真读了半边，“错上天”的
事情就难免发生了。无独有偶，在另一

个场合，几位领导干部初次会面，其中
有一位姓“仉”（读 zhǎng），另一位看了
眼桌签，稍作犹豫后随口介绍道：“几
（jǐ）……”姓仉的那位脸一下子红了，
神情尴尬。其他人有知道这个姓正确
读音的，可一时也不知如何插话，随后
的会谈，气氛一直不是很融洽。

人都有被尊重的心理需求。尤其
是名字中有不太常用或不太容易辨认
的生僻字，念对和念错并非只是一个字
那么简单。俗话说，细节决定成败。事
前做不做功课，区别还是很大的。提前

做好功课，体现了对他人的尊重，展现
了严谨的态度、良好的素养和扎实的作
风，给人以稳重、亲切和信赖感。尤其
是领导干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单
位的形象与门面，在普通人看来只是读
错字这样的小事，在领导干部身上发
生，可能让许多人看到的是文化素养、
精神状态、领导威信、单位形象的缺失，
有时甚至会对工作产生负面影响。

由此看来，小事不小，不可不察。
无论是认字，还是做其他工作，一如学
生预习功课，提前做做准备，大有必要。

不妨事前做做功课
■施金东

大千世界，怎样保证自我不迷失、

思想不迷茫，如何让自己的内心获得和

谐宁静？忙碌的我们，怎样面对自己的

内心，如何在岁月长河里度过一生？

人生很多问题我们无从追寻答案，

惟有修心能帮助我们从容淡定地面对生

活的考验，而修心的最好方式，就是读书。

读书是一种思考与认知活动，它虽

不能带来直接的财富，却能带着灵魂去

旅行，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个世界；读

书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它是一个过

程、一种体验，让我们从中发现人生的

价值；读书是一份内心的积淀，而当这

份积淀足够深厚，我们的人生才算得上

富有。

生活的意义，不只是为了物质和生

存，还应有诗和远方。人生最宝贵的东

西其实只有两样：一是生命，二是灵

魂。一个善于感受和思考的灵魂，任何

经历都可以转化为内在的财富，而且是

最可靠的财富。正如一位诗人所言：

“你所经历的，世间没有力量能从你那

里夺走。”

每个人都有信念、理想、初心，都有

自己的灵魂，每个灵魂都在寻找自己栖

息的地方。钱钟书先生认为，“人生不

过是居家，出门，又回家。我们一切的

情感、理智和意志上的追求或企图，不

过是灵魂上的思乡病。想找一个人，一

件事，一处地位，容许我们的身心在这

茫茫的世界有个安顿的归宿”。

我们渴望自己的灵魂能有个安稳的

栖息地。一个人通过阅读不同书籍，能够

体验别人的人生，了解他们的经历和感

受，总结吸收他们的经验，开阔人生视野，

提升思想境界，拓展胸怀格局。

读一本好书，如同与贤者和智者对

话。一本好书能让你由内而外地改变；

而这种改变，别人是模仿不出来的。三

毛说：“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

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

成过眼烟云，不复记忆，其实它们仍是潜

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也

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中。”

在阅读中，换位思考与体验，让自

己的阅历宽泛，思想的深度增加，让生

活阅历凝炼成人生感悟，修养于是也慢

慢积累，人也变得真正的成熟。

阅读思考带给自己独特个性的形

成，真实自我的发现，精神上的愉悦和

丰收，世态炎凉与人情冷暖都能静默以

对，尘事纷繁与风云变幻都能泰然处

之，无论何时都能在心里拥有一个丰富

而广阔的天地，懂得以何种态度和方式

来面对生活。

人生不到最后，永远不知道是什么

结局，但人不应该只看重结果，体验人

生过程更应该是一种追求，感悟自己生

活中的经历，阅读书本中别人的人生，

不断积累滋养灵魂的财富，充实自己的

内心生活。

没有一本书能让我们看遍全世界，

也没有一本书能让我们看清楚生活的

全部真相，但我们必须走进去才能看到

世界的一角、生活的一隅。有一句话让

人很受启发：“终其一生，我们都在给自

己竖一座高墙，但是有时候，你得到墙

外看看。”读书，意味着我们还有追求、

还在奋斗，还在寻找另一种可能。

有很多书看过，渐渐就淡忘了，但

能清楚记得从书里感悟的一些哲理，而

这些，有可能会在人生的某一阶段帮助

我们。读书，让我们慢慢理解人生，渐

渐懂得生活，让自己成为更有温度、更

懂情趣、更会生活、更能思考的人。这

也就是阅读的意义所在吧！

读书，灵魂才有安稳的栖息地
■邓海桃

心灵和谐

影中哲丝

●读一本好书，如同与贤者和
智者对话

●小事不小，不可不察。无论
是认字，还是做其他工作，一如学生
预习功课，提前做做准备，大有必要

从身边事看修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