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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广大党员干部来说，贯
彻落实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学习
周恩来同志敢于担当责任的品格，
最现实的平台是本职岗位，最直接
的途径是履职尽责

“周恩来同志是勇于担当、鞠躬尽

瘁的杰出楷模。周恩来同志一生勇肩

重任，勇挑重担，呕心沥血，任劳任怨。”

习主席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

年座谈会上深刻指出，“我们要向周恩

来同志学习，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

矛盾，善于解决问题，以时不我待、只争

朝夕的精神，以钉钉子精神落实好党的

十九大作出的各项战略部署。”

勇于担当责任，是共产党人的鲜

明品质。是否具有担当精神，能够忠

诚履责、尽心尽责、担当负责，是检验

一名共产党员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

要方面。在5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周

恩来同志总是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

勇于担当尽责。西安事变发生后，他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亲赴西安，多方

斡旋，推动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担

任共和国总理后，他为社会主义建设

事业鞠躬尽瘁；“文化大革命”中他忍

辱负重，苦撑危局，尽一切可能减少

损失。他一生视责任与担当胜过自

己的生命，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公无

私、为国为民的共产党人。

习主席强调：“干部就要有担当，有

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

才会有多大成就。”事不避难，勇于担

当，是因为责任在肩，信念在心。周恩

来同志正是因为有着崇高的理想，有着

强烈的家国情怀，才有了勇于直面问

题、善于解决问题的责任担当，才有了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干事创业精神。

他说：“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

完成历史任务。”《大无大有周恩来》中

有这样一段记载：周恩来1974年6月1

日住进医院之前，1至5月，“他每天工

作12至14小时有9天；14至18小时有

74天；19至23小时有38天；连续24小

时有5天。只有13天工作在12小时之

内。”他抓紧所剩不多的时间抱病履职，

一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周恩来同志身上展现出来的中国

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是历史的，也是

时代的。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新长征路上，我们面临着许多

新的风险、新的挑战、新的困难，尤其

要具备周恩来同志这种敢于担当责任

的精神、勇于直面矛盾的魄力、善于解

决问题的能力，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

为艰苦的努力。

敢于担当责任，决不能空喊口

号，而要落实在抓好一件件具体工

作、完成好一项项任务上。对于广大

党员干部来说，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

讲话精神，学习周恩来同志敢于担当

责任的品格，最现实的平台是本职岗

位，最直接的途径是履职尽责。“我们

的行动是唯一能够反映出我们精神

面貌的镜子。”敢于担当尽责，重要的

是坚守自己的阵地，干好自己的分内

事。这里所说的分内事，不是外部强

制的要求，而是基于工作需要主动自

觉的担当；不是自己能承担多少就承

担多少，而是岗位有什么需要就力争

有什么担当。

敢于担当责任，须努力提高担当

的本领。党员干部要敢于在艰苦的

环境中、复杂的局面下开展工作，在

实践中磨砺锻造“铁肩膀”。无论环

境如何变化，都能始终保持强烈的责

任意识，敢于担当而不回避推诿，勤

于担当而不消极懈怠，善于担当而不

庸碌无为，以一流的标准推进各项工

作落实，驰而不息地把党的十九大擘

画的宏伟蓝图落细落实，努力创造无

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

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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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小事小
节是一面镜子、一把尺子，照出境
界高低，量出人格优劣；小事小节
中有党性、有原则，更有民心

“领导干部要讲政德”。在十三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习主席在重庆代

表团参加审议时，深刻阐述了新时代立

政德的重大意义和深刻内涵，强调领导

干部要“多积尺寸之功”，谆谆告诫大家

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政德是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道德的教化

作用，重视将德治与法治统一起来。政

德正则民风淳，政德毁则民风污。习主席

在重庆代表团的重要讲话中，以德治与

法治为关键词重申形成风清气正的政

治生态，强调领导干部要讲政德，无疑

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

众星拱之”。习主席强调明大德，就是

要讲理想信仰、忠诚坚守；强调守公德，

就是要讲宗旨奉献、责任担当；强调严

私德，就是要讲严以修身、防微杜渐。

党员干部应该树立具有时代内涵的价

值坐标，将政德要求铭刻于心，时时处

处警醒和激励自己不忘初心、永葆本

色。

“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著名

军旅作家魏巍曾为河北农村一位名叫张

振山的村党支部书记写过一篇碑文，高

度评价这位村支书为政清廉、两袖清风

的品质，接连用了几个“一”：“数十年来，

他没喝过公家一杯酒，没用过集体一根

柴，没花过公家一文钱……”或许有人会

不以为然，如此区区小事，值得这么动情

称道吗？殊不知，这每一个“一”字的背

后，都是对公心的坚守，对私欲的严防。

惟有对己如此“苛刻”，才能彰显共产党

人廉洁奉公、一尘不染的可贵品质，赢得

群众的高度信任，也才能立得住、行得

远。如果张振山不是这样，今天找借口

喝公家一杯酒，明天寻机会占集体一点

便宜，那他就要被群众戳“脊梁骨”，个人

历史就要重写。

唐德宗时有个叫陆贽的宰相，为官

清廉，对上不贿，对下不贪，对别人的馈

赠一概拒绝。他认为：“贿道一开，辗转

滋厚，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

必及币帛；币帛不已，必及车舆；车舆不

已，必及金璧。”于是便会“涓流不止，溪

壑成灾”。现实生活中一些腐败分子正

是在私德上失德、在“小事”上失守、在

“小节”上失节，由个人生活打开缺口，

发展到大德、公德全失，最终导致精神

大厦坍塌，在人生道路上迷失航向，乃

至堕入深渊。郭伯雄、徐才厚等人就是

这样的反面典型。

刘备临终谆嘱儿子刘禅：“勿以恶

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乃是他一

生为政之道的总结。在怎样看待“小”

的问题上，古人留给我们的遗产是极其

丰厚的。“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合抱之

木，生于毫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

以成江海”，均贯穿一种积小成大、久久

为功的自强不息精神；而“不矜细行，终

累大德”“堤溃蚁孔，气泄针芒”“小洞不

补，大洞吃苦”，则证明了“小”的作用不

容小觑。无数事实证明，小事小节上的

放纵，对于一个人品行和作风的影响是

渐进的、隐蔽的，却也可能是致命的。

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小事小节是一面镜

子、一把尺子，照出境界高低，量出人格

优劣；小事小节中有党性、有原则，更有

民心。因此，厚立从政之德，就要多积

尺寸之功，从细处严起，从小事实起，经

常用党性修养这把剪刀，剪除失志之

念、失德之欲、失格之为，切实做到慎独

慎微、慎始慎终，坚持从小事小节上加

强修养，在一点一滴中完善自己。

道不可坐论，德不可空谈。党员干

部既要修德在前、立德在先，更要在

“德”的标准上高于普通群众。要坚持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武装头脑、把握方向；坚持用党章的

尺子、先进典型的标准，校正误差；坚持

用自我革命精神约束自己、警醒自身，

真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的那样，“活到

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不断筑牢政德

之基，发挥“头雁效应”，以良好政德影

响他人和社会。

积尺寸之功，筑政德之基
■乐 其

一位领导干部在谈到作风建设时
讲了一句话，加强内部团结，需要同志
之间经常“扯袖子”，不打“小报告”。细
细品读，引人深思。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任何人难免
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当出现倾向
性、苗头性问题时，如果同志之间能够
扯扯袖子、及时加以提醒，就有可能将
这些问题制止在萌芽状态，防止发生更
大的问题甚至犯错误。

“扯袖子”者，多出于公心，为的是
解决问题，帮助同志，应当大力提倡。
而打“小报告”者，则多为鼓唇弄舌、搬
弄是非之人。这种人不琢磨事总琢磨
人，遮遮掩掩，小肚鸡肠，“唯恐天下不
乱”。更需要警惕的是，“小报告”多是
向特定之人而打，久而久之，容易形成
“小圈子”，害人害己。

经常“扯袖子”，不打“小报告”，思想
教育是基础。要加强我党我军优良传统

教育，让大家认识到，成功的集体没有失
败者，失败的集体难有成功者。要真正
关心他人，发现问题苗头，应本着对同志
负责的态度，及时指出，真心实意帮助，
而不能“当面不说，背后乱说”。

经常“扯袖子”，不打“小报告”，领
导干部是关键。“小报告”是打给领导听
的，如果领导干部是一个头脑冷静、实
事求是的人，“小报告”就起不到作用。
作为领导干部，要经常深入基层，广泛

听取群众意见，掌握实际情况，对“小报
告”不可偏听偏信。

经常“扯袖子”，不打“小报告”，党
内政治生活是保障。要扎实开展批评
和自我批评，有问题当面讲，“大喝一
声”甚至“猛击一掌”，经常“红红脸、出
出汗”，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使党员干
部受到深刻的党性锻炼和灵魂洗礼。
党内同志要做诤友，当面敢批评，始终
光明磊落、堂堂正正。

经常“扯袖子”，不打“小报告”
■言 实

信仰是什么？从字面上理解，
“信”就是相信、信任、认同，“仰”
就是仰慕、尊敬、敬仰。“百度百科”
释义，信仰指对某种思想或宗教及对
某人某物的信奉和敬仰，并把它奉为
自己的行为准则。不难看出，信仰作
为一种意识形态，是受社会历史条件
制约的，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人们往往
有着不同的理想、不同的追求。有什
么样的信仰，就有什么样的人生观价
值观。

信仰的力量无比巨大。因为有着
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李大钊视死如
归，在绞刑架前发出豪迈宣言：“共产
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
的胜利。”方志敏在英勇就义前慷慨陈

词：“敌人只能砍下我的头颅，决不能
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
义，乃是宇宙的真理。”这些都是信仰
力量的生动写照。《钢铁是怎样炼成
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也有一段关于
信仰的名言：“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
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
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
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
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
的事业——为人类的自由和解放而斗
争。”保尔正是有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
信仰，才能够做到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在革命的熔炉里，经过千锤百炼成长为
一个坚强的布尔什维克，成为一代代有
志青年的偶像和学习的榜样。

信仰取向校正着现实追求，现实
利益考验着信仰追求。有一段时间，
受敌对势力“西化”“分化”图谋的渗
透和社会上腐朽、错误思潮的侵蚀影
响，一些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发生了偏移和扭曲，丢了“魂”、没了
“神”、失了“魄”，出现了一些信仰缺
失、精神迷茫、意志衰退、责任缺位的
现象和问题。还有一些领导干部信仰
支柱坍塌，追求金钱和物质享受，利
用职权索贿受贿，最终受到法纪严厉
制裁。这些人都是没有信仰、没有骨
头、没有灵魂的人。他们失去了做人
的原则和底线，必然经不起各种风浪
考验，成为党和人民的罪人，永远被
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信仰，可以充实我们的心灵。而充
实的心灵，会让我们在时间的洪流中
趋向安定和坚定。事实表明，一个人
有了坚定信仰，就有了奋斗的目标和
方向，就会为之付出艰辛的探索和努
力。坚定的信仰、高尚的情操和强烈
的使命担当，必然是无比强大的战斗
力。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们应当
有崇高而坚定的革命理想，发扬“一
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
精神，在面对血与火、苦与累、生与
死、名与利等考验时能够做到毫不退
缩、毫不动摇，真正把红色基因一代
代传承和发扬下去，扛起时代赋予我
们的责任和使命。

（作者单位：66199部队）

信仰的诠释与传承
■李永胜

●“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
涤乾坤”，这就是浩然的君子之
气、坦荡的君子之风

先从一段史话讲起。

清代设有一个储备人才的机构“庶

常馆”——以皇家最高学府之尊为枢阁

部院培养重臣。其地位显赫，门槛也

高，每届科举后从新科进士中选20人

左右入馆（其中不乏状元探花），皇帝还

会时常亲命考题。这一年的毕业考试

就由乾隆皇帝亲自拈取了“污卮”二字

为赋题，让应试者演绎申论。按说入馆

者无不饱读诗书、熟谙套路，可始料不

及的是，居然无一人搞清楚这二字的出

典和词意，全都答得驴唇不对马嘴。

考题出自晋人所写《污卮赋》，虽

非“热词”但也不算冷僻，《太平御览》

《四库全书》等皆有收。内容大概是见

到冰清玉洁的琉璃酒杯掉进污泥被玷

污之不堪，感悟到君子当洁身自好，立

身须慎。故事的结局和八股的得失姑

且不表，但凭对这个题目的选择，我觉

得乾隆是深谙中华文化的。

在中国人眼里，君子构成了一个很

独特的评价体系，无论庙堂还是江湖皆

以此为臧否人物、衡文取士的标尺。可

它偏偏又“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似

乎没有什么考评的“硬杠杠”。它既与朝

服花翎的官阶爵位不搭，又与峨冠博带

的学历文凭无涉，至于门第、钱财之类，

更有“污卮”之嫌了。

清风明月本无价，唯有襟怀远致

者得之。章太炎提出，具备4项私德

者方为君子：“知耻、重厚、耿介、必

信。”我们常听到西方人的所谓绅士风

度，但那只是“外治”。罗素就说过，一

个高尚的人内心应该有三种动力：“对

爱的渴望、对真理的追求和对人类苦

难的同情。”

老百姓口中常说的“正人君子”这

个词，实际就是一个标准——君子首先

要“行得正”。用《后汉书》“杵臼之交”

的说法，君子不计贫富，却是要论风骨

的。唐将李光弼每次上战场，总是要将

一柄利刃纳于靴中，问为何如此，他说：

“战，危事也，吾位居三公，不可辱于

贼。万有不捷，当自刎以谢天子。”后世

的张岱借此谴责晚明诸道：“光弼将身

首置刀俎之上，此其所以为名将。今之

大将，身在战场，先将头颅安顿在家，是

以非败而逃。”宁可自刭，“不可辱于

贼”，此可谓真君子。

“以恬养知，以知养恬。”庄子说的

是君子重学识而淡功名的学养。1858

年，达尔文在经过近20年艰苦而严谨

的准备后，开始写作《物种起源》。可

就在这时，他看到了英国生物学家华

莱斯3年前写的和自己学说观点相似

的论文。达尔文非但没有懊恼，反而

说，不同的学者在不同的地域对同样

的问题做出相同的结论，本身就是对

科学有力的证明。他提出先发表华莱

斯的论文，让其获得发现的优先权。

而华莱斯则同样值得尊敬，他一直在

表明：达尔文的发现“远远地走在了自

己前面……”专家们最后决定将两个

人的原稿摘要和学术通信编为“联合

论文”宣读并发表，成为科学史上君子

之交的一段佳话。

说到君子，我们当然不会忘记当

年为呼唤抗日救国被捕入狱的“七君

子”。获释出狱时，其中之一的邹韬奋

当场题词：“个人没有胜利，只有民族

解放是真正的胜利。”

“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

坤”，这就是浩然的君子之气、坦荡的

君子之风。

冷风热血说君子
■郑蜀炎

谈 心 录

正说闲谭●党内同志要做诤友，当面敢
批评，始终光明磊落、堂堂正正

书边随笔

同志之间

●坚定的信仰、高尚的情操和
强烈的使命担当，必然是无比强大
的战斗力

知行论坛

影中哲丝

当春风把严寒驱走时，田野中和

公园里的花草开始钻出地面，一朵朵

鲜花不久就要竞相绽放了。而在一

片绿叶丛中，第一朵盛开的花，最引

人注目。

因为是“第一个”，它带来了

春天的气息，并带给人们百花盛开

的希望。可以说，“第一个”非常

宝贵。

成为“第一个”往往意义非凡。

在科学领域，屠呦呦首次成功提取

到青蒿素，成为中国第一个获得诺

贝尔奖的科学家。在竞技场上，许

海峰以出色表现，成为第一个站上

奥运会最高领奖台的中国人。这些

“第一个”，是一种突破，也是一种精

神的象征。

所以，我们在为事业的拼搏中，

都应有“勇争第一”的精神，有“争创

一流”的标准。

“报春使者”——

勇于争当
“第一个”
■朱金平 摄影并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