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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革命只有进行时，没有
完成时。多积尺寸之功，从实处细
处着手，持续用力，不断解决问题，
完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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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边随笔

●始终扭住“实际、实用、实
效”办实事，始终聚焦“所急、所
困、所需”下功夫，确保各项工作
落地生根、到边到位

自我革命，是我们党的优良传

统和鲜明品格，也是广大党员干部成

长的必修课。习主席在纪念周恩来同

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周恩来

同志是自我革命、永远奋斗的杰出楷

模，号召全党同志“向周恩来同志学

习，更加自觉地坚定党性原则，发扬

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勇于自我革命

是我们党有智慧、有力量的表现，也

是维护党的肌体健康、使党的事业不

断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

习主席强调：“我们党要始终成为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必须始终过

硬。”自身过硬，是对党员干部的现实要

求，也是发展要求。党员干部的能力素

质要跟上时代发展，就要在革故鼎新、

守正出新中不断完善和提升。“活到老，

学到老，改造到老”是周恩来同志的座

右铭。50多年的革命生涯里，他始终从

自己做起，坚持惕厉自省，把自我改造

当作一种政治责任、一种精神追求，“参

与领导和推动中国共产党进行的伟大

社会革命，使自己始终同党和人民事业

一道前进”。

周恩来同志曾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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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点和错误的改正要从

领导做起，首先领导上要自我批评，要

多负一些责任”。他勇于、勤于、善于并

严于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总是坦诚地

解剖自己，在灵魂深处进行自我革命。

这告诉我们，党员干部发扬彻底的自我

革命精神，是艰苦而长期的实践过程，

必须有“向自己开刀”的觉悟、勇气和毅

力。然而现实中有一些党员干部，自我

革命勇气不够、决心不足，自我反省蜻

蜓点水，不能触及思想和灵魂，不敢在

剖析问题上真“动刀子”，结果往往就

是，自我革命不彻底，自我提高难实

现。自我革命，党员干部动嘴表态不

难，难的是把问题往细处找、把根源往

深处挖。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就

要以严肃认真、对党负责的态度，严于

解剖自我，敢于直面问题，闻过则喜、从

善如流，向司空见惯的陋习宣战，向积

弊已久的顽疾开刀，以真批评促真进

步，以真整改促真提高。

党员干部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

神，关键要实事求是，付诸实践。周恩

来同志强调在自我改造、自我“革心”基

础上，由己及人去“革新”社会，提倡既

要有“敢想敢说敢做的革命精神”，又要

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要求大家

“讲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从

问题入手管党治党，是实事求是思想路

线的基本要求。前进道路上，我们依然

面临着许多风险与挑战，对党员干部而

言，习主席提出的增强“八个本领”、提

升“四个能力”要求现实而紧迫。发扬

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就要坚持一切从

实际出发，不好高骛远，不虚假浮夸，扎

扎实实强素质增本领，努力创造经得起

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

党员干部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

神，贵在时时用力、久久为功。周恩来

同志为《团结》撰写创刊词时，开头引用

了“吾日三省吾身”，将其视为“个人修

养的最好规范”，强调这种“反省功夫”

对个人和政党有益处。45岁生日当天，

周恩来同志没有为自己庆生，而是结合

整风学习，以及过去革命斗争工作经验

总结和自我批评，为自己写下一份《我

的修养要则》。再如，对南昌起义，周恩

来同志总是检讨起义失败原因，自我批

评持续了几十年。他用光辉的一生践

行了“吾日三省吾身”，以自己的实际行

动实践了自我革命、永远奋斗的誓言。

革命者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

在于从不讳疾忌医，坚持自我革命永不

松懈。周恩来同志用一生的实践告诉

我们，自我革命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

时。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就要把

自我革命当作一种生活方式，在坚持中

形成习惯。就像天天洗脸一样，每天都

“晒太阳除病菌”“照镜子找问题”，多积

尺寸之功，从实处细处着手，持续用力，

不断解决问题，完善自我。

“领导威信不是从掩饰错误中而是

从改正错误中提高起来的；不是从自吹

自擂中而是从埋头苦干中培养起来

的”。勇于自我革命既是历史的经验，也

是现实的需要。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

性，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

战斗力，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发扬彻底的

自我革命精神，保持永远奋斗的激情，不

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

提高，使能力素质得到提升，党性修养得

到锤炼，思想境界得到升华，以过硬素质

肩负起时代重任，为党的事业奋斗不息。

“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
——学习习主席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④

■熊 浩 王婷婷

知行论坛

●“忘名”是一种境界，
也是一种博大的人生格局；
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洒脱
的人生态度

名者，名声之谓也。名声非天赐，

全在自为之。古人讲：“名终埋不得，

骨任朽何妨。”人总难免一死，骨总难

免要朽，但人的名声，却会不以人亡而

亡，以骨朽而朽。这里的关键，在于

人活着时的所为，是一心为己，还是

全心为国为民。古往今来无数事实证

明，“忘名”者终留名；处心立名

者，则未必能把名立起来。可以说，

“忘名”是一种境界，也是一种博大

的人生格局；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

洒脱的人生态度。人生在世，应该有

一些“忘名”精神。

“忘名”者能尽心为民。安徽凤阳

小岗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沈浩，从省级

机关下派到小岗村当“村官”，不做样

子、不为镀金，而是一头扎进基层，和

群众起早贪黑干在一起、打成一片，为

办妥一件件好事、做成一桩桩实事、解

决一个个难题，倾注了大量心血，直至

献出生命。正是因为他不为名、不为

利，才会换得群众的真情，才能留名于

群众心中。一个人如果懂得“忘名”的

真谛，在得失面前，就不会心理失衡，

盲目攀比；在诱惑面前，就不会目眩神

迷，心浮气躁；在挫折面前，就不会心

生怨气，一蹶不振。就会真正把身子

扑在一线，把脚步迈向基层，真诚置身

于群众中间；就会坚定真心为民的决

心，任劳任怨、默默奉献、无怨无悔。

一心为群众的人，群众自会把他记在

心中。

“忘名”者能静心干事。一代科技

巨擘、爱国楷模、人格典范钱学森，对

于唾手可得的各种名利总是淡然处

之，不受其扰；对于来自各方面的赞扬

和褒奖总是心如止水，不为所动；至于

题词留念、为人写序、参加鉴定会、出

席开幕式和剪彩仪式、出国考察、兼任

名誉顾问和名誉教授这些在有的人看

来可以“名利双收”而乐此不疲的事

情，他更是一概推辞。因为他对这一

切看得很淡，在他的心里，报国最重，

事业最重。他要静下心来，抓紧一切

时间，为祖国的科技事业和现代化建

设专心工作。虚荣者注视着自己的名

字，“忘名”者则注视着祖国的事业。

只有做到“忘名”，才能像钱学森那样

以宁静的心态应对纷繁迷乱的外界，

以平常的心态对待不平常的事情，以

平和的心境面对世态的炎凉，把心思

用在工作和事业上，心无旁骛，专注做

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让自己变得

超然、高尚。

“忘名”者能净心自持。忠诚履行

使命的模范指挥员杨业功一生坚守着

两个阵地：一个是导弹阵地，一个是气

节阵地。他下部队最烦迎来送往，从

来都是轻车简从。家人到上海看望病

中的他，他再三交代：“你们住宿、吃饭

的账要自己结。”面对各种善意或有意

的“人情往来”，他异常清醒：共产党员

决不能在人格上失守。面对假公济

私、铺张浪费的不正之风，他一声断

喝：这是变相贪污，与腐败何异！杨业

功去世后，官兵们都流着眼泪说：

“他是我们的好司令员！”这是群众对

领导干部最朴实最真挚的评价。正是

生前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才赢得了

身后的清誉美名。可见，“干净”是

感召力，也是战斗力，党员领导干部

如能清正廉洁，秉公用权，不谋私

利，就能用自己的“干净”唤起官兵

的干劲，用自己的过硬激励群众攻坚

克难。如能时刻把组织的期望记心

头，把官兵的期盼挂心头，在遵守纪

律规矩上带好头，就能以优秀的品

质、良好的形象、过硬的作风，赢得群

众的口碑。

（作者单位：71352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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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山环抱中，依山而造的梯田，被

层层油菜花染成黄绿色，一派春意盎

然、生机勃勃的景象。

春天，是播种和生长的季节。眼前

这如诗如画的一幕，是农民用辛勤耕耘

换来的。赶着时令播种，他们种下的是

希望，孕育的是收获季节的累累硕果。

有耕耘才会有收获。“军人不生产

谷物，但生产安全”。革命军人肩负着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守护人民

幸福安宁的使命，更要趁着大好时光

刻苦训练，努力拼搏，提高打赢本领。

不负春光，勤劳耕耘，本职岗位就是我

们挥洒汗水、建功立业的地方。在军

营的广阔天地里播撒希望、立志立德、

勤于学习，以理想为犁、以实践为锄，

就一定能用汗水浇灌出胜利的果实，

为强军兴军增添一抹生动色彩。

春回大地——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翟光文/摄影 刘梦婷/撰文

毛泽东同志说：“共产党人要说老
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说实
话、办实事，是党员干部应有的政治
品格。站在讲政治的高度来看待这个
问题，如果反映的情况不实、提供的
信息不准，领导机关怎能作出正确决
策？陈云同志倡导“不唯上，不唯
书，只唯实”。唯实是敢于坚持真理的
体现，是需要一定勇气的。如实反映
情况总会涉及到一些人和事，也可能
触及某些人的利益，甚至会遇到各种
阻碍，引起一些麻烦。如果没有对事
业负责的精神，没有敢于坚持真理的

勇气，是很难自觉这样去做的。
当前，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进入关

键阶段，每前进一步，都需要我们用攻
坚克难的勇气，拿出实实在在的招数。
出实招须有真本事，党员干部唯有在强
素质、正作风、真负责上做表率，用形象
感召官兵、用真情感染官兵，才能产生
“点亮一支蜡烛，照亮一大片”的辐射效
应。出实招须有大魄力，在急难险重任
务面前小打小闹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
必须以大视野、大觉悟、大魄力朝着改
革强军的正确方向破障前行，用较真碰
硬的决心、壮士断腕的勇气、舍我其谁

的担当，为改革强军贡献力量。出实招
须有新突破，在改革强军的征程上，每
一名革命军人都不是旁观者，都要有
“想前人所不敢想”的胆识，积极更新思
维观念、自觉克服思维定势、勇于打破
桎梏束缚，切实让创新突破成为助推强
军兴军的强大动力。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明确了方
向目标，就要下大气力抓落实求实效，
坚决防止搞形式、走过场，大而化之、
只说不干。看一个人是不是真心实意
抓落实，不仅要看他承诺了什么，还要
看落实了什么；不仅看办了多少事，还

要看办成了多少事；不仅看花了多少
钱，还要看价值有多大。抓落实的关
键是具体化，只有具体了，工作才会到
位、才会深入、才会取得实效。所有工
作安排都要有具体项目和可操作措
施，始终扭住“实际、实用、实效”办实
事，始终聚焦“所急、所困、所需”下功
夫，确保各项工作落地生根、到边到
位。求实效须强化责任担当，以思责
尽责的态度、敢抓敢管的精神、真严真
实的作风，一级抓一级，层层传导压
力，切实以落实质量确保建设成效，以
求真务实的精神成就强军大业。

唯实方能成事
■刘中涛

谈 心 录

●经常地接受“敲打”，会有警
钟长鸣之功、防微杜渐之用、拒腐防
变之效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个人的
缺点和不足都是客观存在的，只是因为
“身在山中”而难自省。作为清醒的
“旁观者”，如若对他人的错误和缺点视
而不见，不加提醒，思想之尘就会越积
越厚，作风之病就会越积越重，最终导
致一些同志是非界限模糊、党性观念淡
化、政治纪律松弛，这是对同志成长、
对党的事业的不负责。

宽是害，严是爱。党员干部要保持
清醒头脑，不让自己犯错误，需要多受
“敲打”，常听“笃笃”之声。就像经常敲
打管壁可以震掉锈蚀，经常敲打铁坯可
以煅出好钢一样，经常地接受“敲打”，会
有警钟长鸣之功、防微杜渐之用、拒腐防
变之效。尽管经常“敲打”会让被“敲打”
者感到“阵痛”“不适”，但这种“痛”有利
于清醒头脑、明正视听，有助于防腐蚀、
强筋骨。
“敲打”可以是“魏徵谏言”式的直

面问题。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召开的
一次会议上，有些同志对彭德怀同志搞
“百团大战”提出了不公正、过火的批
评。会后，彭德怀同志与毛泽东、周恩
来两人相约谈话。谈话伊始，毛泽东同
志开门见山地定下“君子协定”：第
一，把话讲透。第二，可以骂娘。第
三，各自检讨，不准记仇，不得影响工

作。三位领导同志推心置腹，互相开展
批评和自我批评，承认错误，分析经验
教训，最终消除了彭德怀同志积在心里
的不解及埋怨。这样的“敲打”是真正
用心用力，敲到了点子上，是本着对同
志负责的态度，针对工作中的问题、弊
病，敲得有理有据，有力有节，真正达
到了帮助同志、惩前毖后的目的。
“敲打”可以是和风细雨式的委婉

提点。古时有一位君王，发现六卿中有
人常收受他人贿赂的丝绸，就拿出一些
丝绸送给这位大臣，笑着说：“我听说
你很喜欢这样的礼物，所以我想你收到
这样的礼物一定会很高兴。”如此一
说，这位大臣立即醒悟，知道自己收受
贿赂的事情败露了。事实上，这位君王
是在用这种委婉的方式告诫部下，你那
些受贿的行为我都清楚，如果再继续为
所欲为，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委婉提
醒、旁敲侧击，虽看似和风细雨、火药
味不浓，但只要方式方法恰当，同样具
有一针见血的功效。
“敲打”虽然言诤责切，却体现出对

同志的关心爱护。一些领导干部在身陷
囹圄后追悔莫及：“如果当初自己身边少
一些吹捧的、抬轿的，多一些拉袖子的人
和敲打声，自己也许不会陷得那么深，走
向堕落。”前车之鉴，须引以为戒。我们
需要多些“啄木鸟”，在“虫害”即将侵扰
时，能及时发出敲打灵魂的“笃笃”声，驱
除这些病害。作为领导干部，要支持和
保护这样的开诚布公，大力营造批评和
自我批评的环境氛围，让每一名同志都
能在这样的环境下健康成长，不断增强
自我净化能力。

（作者单位：31608部队）

多些“啄木鸟”，常听“笃笃”声
■周 杰

●抛却私心，一心为公，才是
“伯乐”最需要的品质

成事必先得人。推进伟大事业，

实现伟大梦想，人才必不可少，必须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然而许多事实

表明，人才往往不缺，缺的是能识人

善荐人的“伯乐”。正如唐代诗人韩愈

所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

有。”没有伯乐的识别和推举，千里马

再多、能耐再大，往往难有用武之地。

然而，“伯乐”何在？人们常说英雄

识英雄、英雄重英雄，似乎只有已经施展

开拳脚、有所建树的人方能当“伯乐”。

比如，三国时东吴的四位英杰，周瑜荐鲁

肃、鲁肃荐吕蒙、吕蒙荐陆逊，可谓英雄

惜英雄，四人都成为东吴的中流砥柱，堪

称一段佳话。但是，《容斋随笔》中又言：

“自古将帅，未尝不矜能自贤，疾胜己

者。”大意说，自古将帅，大都夸耀自己是

贤能之人，没有不嫉妒超过自己的人的，

更别提举荐了。比如庞涓，明知孙膑才

干胜过自己，却怕把他举荐给国家影响

自己的地位，以至于设计陷害，最终逼得

人家效力他国，危害何其大也！

做“伯乐”最需要的是胸怀宽广，有

大胸襟、大格局，有一颗为国举贤荐能

的公心。毕竟，有时举荐的人才胜过自

己，很可能会取代自己的位置，在某种

程度上损害自身利益。就像鲍叔牙，齐

桓公本来想任用他为相，但鲍叔牙为了

国家利益，竭力推荐才能胜过自己的管

仲。最终，虽然鲍叔牙失去了相位，但

管仲却辅佐齐桓公使齐国走向强盛，称

霸诸侯，鲍叔牙则因为能够为公荐贤而

为后世景仰。可见，抛却私心，一心为

公，才是“伯乐”最需要的品质。

其实，当“伯乐”并不难，有时但存一

颗为国为民荐贤之心足矣。战国时，秦

国的景监虽没有多大能力，但他却冒着

惹恼秦孝公甚至被杀头的风险三次举荐

商鞅，最终为秦国变法图强铺平了道路；

赵国的缪贤也无治国安邦之才，但恰恰

是他向赵王推荐了关键时候能“完璧归

赵”的蔺相如，为赵国发掘了一个栋梁之

材。同样，秦末汉初的萧何，并非统领三

军的帅才，但恰恰是他月下追韩信，为刘

邦举荐了这位能征善战的“千里马”，最

终协助刘邦战胜项羽等诸侯。

为国为民，未必人人都有千里马之

能，但人人可为伯乐之功。当年，鲁迅

曾号召国人多为“泥土”之功，为培养天

才出力，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

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

子绿豆芽”。今天，我们同样应有“识才

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

的雅量、聚才的良方”，多为伯乐之功，

让更多的人才喷涌而出，让能干事善成

事的人用当其所。如此，我们的事业就

一定能蒸蒸日上、兴旺发达。

倘无千里能，可为伯乐功
■张艺赢 王 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