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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衣冠唐制度，人物晋风流”，

评价一个人是否厕身“成功人士”之

列，维度可以有很多。比如，职务之擢

升，学位之递进、产业财富之扩展……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维度对于今

天更为重要，那就是受到尊敬。

当我们在谈论尊敬时，我们究竟

要谈什么？存在主义哲学有个说法：

一个工具在使用顺畅时其存在往往被

忽略，只有出现了问题时才会意识到

其存在。按理说，一个人受到尊敬并

不是一道很高的门槛，获得一些功名

桂冠者更易得之。但我们总是为这样

的现实存在而错愕不已：有些分明是

光彩夺目地占据了成功的诸多维度，

且不乏追捧与攀附者的人，却偏偏很

难赢得人们的尊敬。

尊敬是一种心灵之意的表达，最

重要的是与人格有关。一个人的财富

官衔等等固然能让人艳羡、仰视甚至

畏惧，可是，能够真正获得尊敬的，让

人投下心灵一票的，唯有人格。社会

学家将此称为“自发秩序”——人与人

关联与互动关系的规则。

“我什么也不缺，就缺我自己”，这

是卡夫卡的名著《变形记》里的话。科

学研究证实了这样的常识，一万年来

动物的本性几无变化，而人类则在越

来越快地进步为理性人，其主要标志

一是懂得尊重，二是选择合作。那些

斩获于枭雄江湖或不法交易的所谓

“成功”，不仅践踏着人类理性，而且破

坏着人格的基本构建。史载，清朝“甲

午开捐举人，二万金一名”，标以“官

价”的功名早变味，而获取或鬻卖者亦

“变了形”——如果缺失了作为“人”的

自己，还有什么资格来谈尊敬。

我不由得想到了孔子。一次，有人

登门拜见孔子（当然是备下束脩的），可

明明生计困窘的孔子非但托病不见，且

刚拒客关门，立即取瑟而歌。这就明摆

着要让来人知道，宁肯饿肚子也不愿见

自己讨厌的人。中国人向来认为“士习

渐降渐卑，莫此为甚”，坚持把人（尤其

是“士”）的品格置于需求价值之上来究

劾判断。不妨说句绕口的话：失去尊敬

的人失去的决不仅仅是尊敬。

恩格斯说：“人们所奋斗的一切，

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我们当然可以

理直气壮地为实现个人愿景奋斗，当

然有权利获取更加美好的生活。但

是，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得有自己的社

会责任和道德责任，都必须洁身自好

地进行价值判断，确定自己在生存环

境和文明进步过程中扮演着积极角

色、展示出人性的善美。

尊敬也是对某种精神的肯定。每

个人事业的成功和创造的过程本身就

包含着让人尊敬的价值和理由。爱因

斯坦曾与同行产生学术争论，对方联

合100多人签名上书，爱因斯坦耸耸

肩说：要那么多人干什么，如果是对的

一个人就够了。作为在学术和为人上

都特立独行的人，他未必讨人喜欢；但

在岁月流逝中却从未失去人们对他的

尊敬。这或许也是一种“相对论”吧。

我特别推崇这样的说法——真理

是赢得了人心，而不是战胜了一些

人。尊敬也是如此吧，我想。

尊敬的“资格问题”
■郑蜀炎

一只灰鹳，衔来一根弯弯长长的

树枝，箭一样飞向柳荫中正在搭建的

鸟窝。是哪里来的动力使它那么卖力

地衔起树枝？因为它想有个家。这是

它生存的需要，它马上要按时节产卵，

孵化自己的小宝宝了。

鸟类要繁衍生息，需要搭建自己

的窝，这是它们赖以生存的梦想；人类

要生存发展，也要构建自己的梦想，并

为着梦想而执着奋斗。对于实现梦想

的渴望，会使人产生巨大动力，创造出

可能连自己都难以置信的成果。

心中有梦想，脚下有行动，人生就

能不断攀上新高度。

有梦想就会有力量
■朱金平 摄影并撰文

令严方可肃军威，命重始足整纲

纪。一支能打胜仗的军队一定是一支

纪律严明、守纪如铁的军队，必然要求

每一名官兵都自觉遵守军队各项纪律

规定。

高度自觉的组织纪律观念是人民

军队一脉相承的红色基因。建军之

始，我党我军就把培养和加强官兵纪

律观念作为军队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常抓不懈。红军时期，毛泽东同志提

出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发展

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在部队严

格贯彻执行。解放上海时，我军官兵

守纪如铁，宁肯露宿街头，也不占用民

房，上海各界民众对人民子弟兵纪律

严明的作风发出由衷赞叹，这也为革

命胜利赢得了更广泛群众基础。

军人的行动要靠纪律来规范统

一。遵规守纪，也是一名合格军人的

“标配”。没有守纪的自觉，就没有行

动的坚决；没有上下的共识，就没有力

量的凝聚。战争年代，革命军人以纪

律重于生命的崇高精神，迎接血与火、

生与死的考验；和平时期，革命军人履

职尽责、完成任务，同样离不开高度自

觉的纪律观念。特别是，建设世界一

流军队迫切需要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

严治军，推动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这

对广大官兵强化纪律观念、增强遵规

守纪意识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强化纪律观念的前提是对纪律规

矩谙熟于心。要求广大官兵从学习条

令条例和规章制度入手，通过了解掌

握其基本内容、本质内涵和现实意义，

提高个人纪律素养。当前，我们面临

的挑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峻复

杂，进一步保持和巩固队伍的纯洁性，

需要我们持续筑牢纪律素养这道“防

火墙”。尤其是要结合“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

任”主题教育，深入学习军队条令条例

和规章制度，联系实际学以致用，明确

实践要求，认清“红线”，守住底线，增

强遵规守纪的主动性和自觉性，真正

让严守纪律成为发自内心的道德认同

和价值选择。

“法规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

对法规制度了解掌握得再好，但如果

只是写在本子上、挂在墙上，而不落实

在行动中，再严的纪律、再好的制度都

会成为“稻草人”“泥菩萨”，失去生命

力约束力。可以说，提高法规制度的

执行力是强化官兵纪律观念的关键所

在。提高执行力，就是要把纪律规矩

作为规范言行的标准，严格按照纪律

要求行事，注重日常养成，把严守纪律

规矩落实到一点一滴、一言一行中，做

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要久久为功、

持之以恒，始终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决

不能紧一阵、松一阵。特别是领导干

部，在遵规守纪上要标准更高、要求更

严，为部队官兵带好头、做好表率，而

不能拿着“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

己；同时，也要坚决摒弃好人主义，坚

持纪律面前一律平等，对违反纪律的

人和事，该批评的批评、该处理的处

理，绝不能搞亲疏远近、姑息迁就，保

证纪律规矩的有效执行。

（作者单位：武警综合保障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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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陈鹄在《耆旧续闻》中记载了苏
东坡抄书的故事：朱载上和苏东坡结交
甚好，一日拜访苏东坡，典谒已通名，而
其移时不出。苏东坡出来后，抱歉地说：
“适了些日课，失于探知。”坐定，朱载上
便请教苏东坡：“适来先生所谓‘日课’者
何？”苏东坡说：“钞《汉书》。”朱载上问：
“以先生天才，开卷一览可终身不忘，何
用手钞邪？”苏东坡说：“不然。某读《汉
书》到此凡三经手钞矣。初则一段事钞
三字为题，次则两字，今则一字。”朱载上
以提示一字试之，苏东坡应声辄诵数百
言，无一字差缺。

关于苏东坡读书用功之事，郑板桥
也曾提到：“东坡读书不用两遍，然其在
翰林读《阿房宫赋》至四鼓，老吏苦之，坡
洒然不倦。”苏东坡天资聪慧，又是文坛
巨匠，却还要每日做功课，甚至深夜苦

读。可见，其笔下名篇佳作不会是轻易
得来，才高八斗也不全是天资使然，而靠
的是平日的勤学苦练。“从来疾行无善
步，缓一着，再加一层深思，所成就的自
然不差。”前人的明训告诫我们：要想“功
底”深，做好“底功”是前提。

只有勤学苦练，久久为功，才能积
水成潭、积土成山。孔子读《易》至“韦
编三绝”，不知翻阅几千遍来，微言精
义，愈探愈入，愈往而不知其所穷；东汉
经学家贾逵能剥庭中桑皮以为牒，或题
于扉屏，且诵且记，一年便通遍经文；国
学大师梁启超先生强调“不动笔墨不读
书”，其读书方法就是抄录或记笔记，积
累到一定程度后，便用自己的眼光整理
分析而成佳作……可见，每一项卓越成
就的背后，无不是汗水的凝练、“底功”
的积累。

基础不良的好建筑，世界上是没有
的。老一代戏曲演员常说：“功夫一天不
练就回了，两天不练就生了，三天不练就
没了。”现实中，坚持练习“底功”，殊为不
易。在我们身边，有些人虽然道理认得
清，行动上却还是觉得“功底”另在他
处。有的抖不掉身上浮躁的尘埃，眼中
了了，心下匆匆，方寸无多，往来应接不
暇，如赏美色，终是荒废光阴、所获不多；
有的练功少了一个“狠”字，舍不得出汗
出力，总想在时间的空隙里找出惬意，却
不知道那些比自己优秀的人，比自己更
努力；有的把练“底功”的口号喊得震天
响，却在实践中名不副实，不是三天勤、
两天怠，就是耍花枪、练虚功……不想耕
耘却想收获，其结果只能是自欺欺人、适
得其反。
“得之在俄顷，积之在平日”。练兵备

战更是如此。特战精兵刘珪，有一手“单
手上膛”的绝活。为了练就这一技能，他
前后练了 5000多次，手上的疤痕一层连
一层。还有一位导弹瞄准手叫文熙俊，被
称为“神瞄手”。这个光荣称谓的背后是
用“手上磨出厚厚的老茧，导致指纹系统
无法识别”换来的。“人一能之，己百之；人
十能之，己千之”，道出了干事应下的功
夫、应有的专注和持久。无数强军尖兵就
是选择了下这种“笨”功夫，与艰难为伴，
与寂寞为邻，而共同聚起强军之势。
“铁杵磨成针，功到自然成”。练好

“底功”是一件老老实实的事情，来不得
半点虚假。新时代的官兵，只有像周恩
来同志所说的，坚持和发扬“勤勤恳恳、
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才能切实把基本
功掌握好，把自己锤炼成为基础牢、觉悟
高、本领强的人才。

“底功”总在“功底”前
■郝启荣 孙荣乾

家里电脑出了故障，搬到朋友处修
理，朋友打开机箱盖一看，便啧啧道：
“好家伙，这层厚厚的灰尘影响风扇转
速，早该清理了。经常给电脑风扇清理
灰尘，才能保持电脑正常工作啊！”朋友
一席话，令我有所悟。由电脑想到人
脑，人的思想因为受各种因素影响，也
会蒙尘积灰，是不是也需要经常进行清
理和除尘才能保持头脑清醒呢？答案
是肯定的。

人生在世，任何人都不可能与灰尘
绝缘。置身于纷繁复杂的社会，受各色
各样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冲击，人

的思想容易沾染“灰尘”。党员干部不
是生活在真空里，由于身份的特殊性，
更加容易受到各类别有用心者的拉拢
与各种错误价值观念的侵蚀。党员干
部思想上一旦染上了“灰尘”，就容易心
浮气躁，忘记初心，淡化党性，拿原则作
交易，把手中权力作为换取非法利益的
筹码，最终因违纪违法而栽跟头，给党
的事业和人民利益造成损失。无数现
实教训警示党员干部，必须重视对思想
上的“灰尘”经常进行清理，时刻保持清
醒头脑，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和各种利益
诱惑面前经得住考验。

毛泽东同志曾告诫党员干部：“我
们应该抑制自满，时时批评自己的缺
点，好像我们为了清洁，为了去掉灰尘，
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习主席
则强调党员干部要“照镜子、正衣冠、洗
洗澡、治治病”。清理思想上的“灰尘”，
首先要勤于“照镜子”。经常对照信仰
信念、党章党规、先辈先烈这几面镜子
进行自查，看自身存在哪些问题和不
足。如此，才能及时发现思想上沾染的
“灰尘”，清扫起来才能有的放矢、目标
明确、干净彻底。其次要敢于自我较
真。发现思想上的“灰尘”只是起点，不

是终点，敢于清理并取得实效才是目
的。清理思想上的“灰尘”是一个自我
斗争、自我交锋、自我革新的过程，需要
痛下决心，以敢于较真、敢于“刀口向
内”的气度对待自己的思想。最后要筑
牢“防火墙”。一方面，主动加强学习，
不断提高政治素养，明辨是非，做到心
有“主心骨”，增强抵御“灰尘”的能力；
另一方面，自觉接受组织和群众监督，
认真对待组织和群众提出的批评和建
议，并及时对思想“灰尘”进行清理，纠
偏正向。惟有如此，才能确保思想上的
纯洁和信念上的坚定，永葆本色不变。

常给思想除除尘
■门建新

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是我们党的

优良传统和作风。历史的经验表明，没

有求真务实就没有革命胜利，没有真抓

实干就没有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

的辉煌成就。面对业已绘就的强军蓝

图，如何将梦想照进现实？关键在求真

务实、真抓实干。

“事辍者无功，耕怠者无获”。强军

兴军不会一蹴而就、一片坦途，必须从

落实好部队建设的每一项基础性工作

做起，脚踏实地付出更多艰辛和努力。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一些同志身上

仍存在种种虚浮现象：有的政绩观不够

端正，好大喜功图彩头，热衷于搞一些

面子工程、政绩工程，浪费了财力、物力

和人力，却对战斗力建设没有多少帮

助；有的事业心、责任感不强，浮皮潦草

抓工作，满足于抓了、干了，至于抓到什

么程度、有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则关心

不多；还有的不愿深入调查研究、改进

工作方法，不管形势任务怎样变化、单

位实际如何，因循守旧老一套；更有甚

者，嘴上落实喊得响，落到行动无声息，

注重表态而不注重实干……如此的假

落实、空落实、软落实，与强军兴军的使

命要求背道而驰，更会败坏作风、懈怠

斗志，削弱战斗力水平，在未来的战场

上，一定会付出血的代价。

新时代迈步新征程，实现新作为，

需要脚踏实地努力奋斗，要真抓而不

能假抓，用实劲而不能做虚功。真

抓，关键看是否从实际出发，真正抓

到底，抓出了实效。用实劲，就是不

偷懒、不耍滑、不应付，把各项工作部

署一锤一锤夯实，杜绝一切虚浮的东

西，才能确保各项工作有效落实，事

业取得长足发展。

坚守“真”的态度。90多年来，我们

党之所以能够带领人民取得一个又一

个胜利，就在于无数共产党人对真理的

执着追求和把党的理论真正地运用于

实践。求“真”，对于广大官兵来讲，就

是要坚定信仰信念，对强军蓝图充满信

心，对强军事业满怀热爱，自觉用习近平

强军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工作；就是要

加强对现代战争制胜机理的研究，积极

探索部队建设发展规律，按照规律抓部

队、搞建设、谋打赢；就是要满怀真情对

待强军事业，真正把心思和精力倾注在

主责主业上。只有这样，才能在当兵打

仗、练兵打仗、带兵打仗的实践中自觉

除“虚”务实，做到下真功抓工作落实、

用真心促部队发展。

砥砺“实”的作风。弄虚作假可能

会一时欺骗很多人，却难以欺骗敌人。

有没有求实作风，是不是真抓实干、真

打实备，未来战场能够作出最客观、但

同时也是最残酷的检验。历史上，北洋

水师在演习中总是预设浮标、遵标行

驶，提前设置方位角度，大炮“十放九

准”。平时搞花拳绣腿，在上级那里邀

功请赏，却最终难逃甲午一战全军覆没

的悲惨命运。历史殷鉴，启人深思。长

期的和平环境，考验着一支军队和每名

军人的作风，我们不能“醉太平”，应懂

得真打实备的重要性，决不能用不打仗

的心态作打仗的准备。进入新时代，在

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国防和军队建

设进一步向备战打仗聚焦，更加需要我

们养成求实作风，坚持说实话、办实事、

出实招、求实效，让“实”字成为推动各

项工作落实的风向标和总要求，把战斗

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立起来、落下

去，大抓实战化训练，锻造出能打胜仗

的精锐之师。

锤炼“抓”的本领。“真”的态度和

“实”的作风固然重要，但是缺乏“抓”

的本领，“有心无力、有力不强”也不

行。喊着信息化，用着钢笔画；会上

讲改革创新，会后解决问题用老套

路；文件要求依法治军，“土规定”“土

政策”却大行其道……这些与深化国

防和军队改革要求相背离、与新时代

新使命新要求不相匹配的东西，必须

坚决摒弃。可以说，锤炼“抓”的本领

是一场自我革命，需要不断增强“本

领恐慌”意识，在不断自我否定中提

高自己；是一轮思想风暴，需要不断

摒弃旧思维、注入新理念，自觉与统

帅指示要求对标对表；是一次角色转

换，需要不断适应新战位,提高能力素

质，练就打赢硬功夫。必须立足本职

岗位锻炼、大项任务摔打和艰苦环境

磨砺，练就“人无我有、人有我专、人

专我精”的制胜绝招，以过硬本领、过

硬作风担当起强军重任，在实现强军

目标、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伟大

征程中勇做时代的弄潮儿。

要有真抓的实劲
■马洪才

知行论坛

从身边事看修养

书边随笔

谈 心 录

影中哲丝

●迈步新征程，以什么样的作风抓落实①

●真抓，关键看是否从实际出
发，真正抓到底，抓出了实效 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同时也是军队规模结构和

力量编成改革后新体制运行的第一年。起跑决定后程，开局影响全局。从新
的历史起点出发，如何开好局起好步、跑好“第一棒”？对广大党员干部而言，
关键是注重实干、抓好落实。从今日起，本版以“迈步新征程，以什么样的作
风抓落实”为主题，推出一组系列文章，敬请关注。

●发现思想上的“灰尘”只是起
点，不是终点，敢于清理并取得实效
才是目的

●能够真正获得尊敬的，让
人投下心灵一票的，唯有人格

正说闲谭

●没有守纪的自觉，就没有
行动的坚决；没有上下的共识，就
没有力量的凝聚

●只有勤学苦练，久久为功，
才能积水成潭、积土成山。每一项
卓越成就的背后，无不是汗水的凝
练、“底功”的积累

飞鸟筑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