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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态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在一
些重大政治问题和原则问题上，每名
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应表明自
己的立场和态度，这是检验“四个意
识”的重要标志。然而有些单位和个
人存在的问题是，“人马未动，表态先
行”。召开个会议要表态，布置个工作
要表态，介绍个经验要表态，甚至对
上级的表态也要再来个表态。细加分
析不难发现，这里面，拼凑大话套话
的空表态多，有实实在在内容的真表
态少。

还有极少数人，热衷于表态的高
调门，而且互相攀比，你调门高，我

比你更高，结果使一些表态走调、跑
调甚至不着调。表态不是不可以加入
自己的理解、发挥和升华，但升华不
等于升调，如同唱歌不能离开基调，
表态也应以上级精神为依据。有的人
热衷于表态高调门，除了有哗众之
心、作秀之意外，与某些领导同志以
“调”察人、以“调”论人甚至以
“调”取人不无关系。因此，端正选人
用人导向，消除高调表态上的“附加
值”，无疑是治本之策。

按说，语言是思维的外化，心有
所思决定口有所言。但在表态问题
上，也有一些人往往口所言未必是心

所思。个别人口头上表示坚决执行上
级决策，心里想的却是如何寻找变通
对策；口头上表示坚决拥护正风反
腐，心里想的却是如何打“擦边球”。
诸如此类，说到底是对党不忠诚，做
人不老实。尽管思不等于行，但如果
总是表里不一、口是心非，那么离阳
奉阴违的“两面人”恐怕也只是一步
之遥。郭伯雄、徐才厚之流蜕变轨迹
便是例证。

曾看过一副对联，上联是“你开会
我开会大家都开会”，下联是“你表态
我表态大家都表态”，横批是“谁来落
实”。这个问题值得深思。表态不只

是表明态度，更是一种公开承诺。表
态不是目的，目的是把承诺变为行
动。“动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动人以行
者，其应必速”。嘴上表态易，践诺须
躬行。如同“0”可以包容一切、但也会
成为抽掉一切的“零”一样，领导者如
果敏于言而疏于行，只有口若悬河的
表态，没有胼手胝足的表率，抓落实就
难免沦为一句空话。“一个行动胜过一
打纲领”。语言是表态，行动也是表
态，而且是更好更重要的表态。树立
知行合一的表态观，少在字斟句酌上
绞脑汁，多在落实行动上下功夫，应该
成为党员领导干部的不懈追求。

落实行动是最好的表态
■于兰河

青年官兵都希望能不断进步，实

现人生价值，以不虚度年华，蹉跎岁

月。进步包括思想修养进步，学业功

绩进步，能力水平进步，综合素质进

步，当然进步也会在职务、级别上体现

出来。进步幅度有快有慢，最后达到

的高度也有明显区别，这与个人付出

努力有关，与客观条件有关，也与不同

进步模式有关。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许多人

都希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获得尽可

能大的进步，这就需要探讨进步的路

径与模式问题。一种模式是，始终保

持匀速，缓慢爬坡，日积月累，久久为

功，最后也能达到一定的高度。但这

种进步模式旷日持久，世事难料，且机

遇难求，稍纵即逝，如果没有较长的工

作时间和稳定的工作环境，是很难达

到理想高度的。

还有一种进步模式，就是既不放

弃平时积累，不拒绝聚沙成塔、集腋成

裘的努力，始终都在不懈奋斗，但同

时，也敢于打破常规，不拘泥于保持一

个速度、一个强度，总在积蓄力量，希

望在有限时间内获得一个大幅度的提

升，上个台阶，获得明显进步。这样

做，肯定比缓缓爬坡累得多，难度也大

得多。但这样进步的速度更快，成效

更明显。上过三两个台阶，就会出类

拔萃，实现能力素质上的一个大跃升。

如果说，前一种进步模式叫爬升，

是斜线上升；后一种进步模式就叫提

升，是直线上升。提升是逼着人挖掘

自身潜能，把“吃奶的劲儿”都用出来，

而且也不是那么四平八稳，要有胆识

有毅力有韧劲。但事实一定会证明，

那些超常付出都是值得的。由此我想

起了苏东坡，在被贬谪之前，他的进步

模式就属于爬升。日子在慢慢地过，

诗词在慢慢地写，名气在慢慢地聚，不

温不火，如没遇变故，他可能就这样终

老杭州。因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后，

他反而因祸得福，开启了进步的提升

模式。由显吏变犯官，他不再以高官

厚禄为念；从繁华热闹的杭州来到贫

穷荒凉的黄州，他广接地气，看到了民

间疾苦；黄州又给了他创作灵感，使他

文思泉涌，佳作迭出，奠定了他一生的

成就。可以说，没有黄州的沉潜磨砺

与显著提升，就没有历史上的文化巨

人苏东坡。

类推起来，班超的毅然投笔从戎，

出使西域，立下大功；吴下阿蒙后来的

脱胎换骨，令人刮目相看；王阳明的龙

场悟道，心学问世，是其终生成就的关

键一步；袁隆平改良杂交水稻，每几年

要上个台阶，终成杂交水稻之父……

凡此种种，都是艰难地上台阶式的提

升，都有过难以言表的煎熬与磨练，但

也都取得了关键的显著收获。

从哲学基本观点来看，量变引起质

变。事物的发展最终是要通过质变来

实现的，没有质变就没有发展。而在一

个大的质变到来之前，还有若干个小的

质变，事物会发生明显变化，即所谓

“上台阶”。也就是说，在量变已达到

一定程度后，就要果断地不失时机地

突破其范围和限度，积极促成质变，实

现事物的飞跃和发展。如果套用在进

步模式上，就是上台阶式的提升。以电

视剧《士兵突击》里的许三多为例，班

长退伍，单杠表演，入选特种兵，参加

演习……就是通过这一个个台阶的显

著提升，而使他从一个懵懂的乡下孩子

日渐成熟，最终成长为士兵中的佼佼

者。

“百尺竿头须进步，十方世界是全

身”。每个有志者都应鼓足勇气，集聚

胆识，不怕吃苦，敢于走上台阶式的提

升之路。而当我们殚精竭虑，宵衣旰

食，倾尽全力登上一个新台阶后，喘息

之余，就会惊喜地发现，路更宽了，景

更美了，离奋斗目标也更近了！

进
步
是
一
种
提
升
运
动

■
陈
鲁
民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新征程

是搏击者的舞台。在全面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要把党中央、中

央军委的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抓

出成效，没有敢于拼搏、敢于斗争、敢

于胜利的狠劲是不行的。“狭路相逢勇

者胜”。面对诸多矛盾叠加、各种挑战

交织的强军新征程，做到激流勇进、迎

难而上，尤其需要我们敢抓敢干、敢闯

敢拼、敢作敢为，以坚定者、奋进者、搏

击者的姿态，缩短从“想到”到“做到”

的距离，凝聚起勠力同心、矢志强军的

强大势场。

敢抓的狠劲，体现的是一种敢于担

当的精神。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

进。强军伟业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

鼓就能实现的。马克思说，如果斗争只

是在很顺利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

创造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大事难事

看担当。关键时刻能否挺身而出，困难

面前能否迎难而上，是衡量党员干部精

神境界高下、意志品质优劣的一个重要

标尺。勇于担当的党员干部，总是不回

避矛盾，不躲避问题，知难不畏难，有

“不解决问题不撒手”的一抓到底精神，

主动接受急难险重任务的锤炼，以爬坡

过坎、滚石上山的坚韧斗志，带头涉险

滩、破坚冰、攻堡垒。敢于担当，就是该

做的事，不管困难再多，殚精竭虑也要

干；该负的责，不管功成在谁，抛开名利

也要担；该破的障，不管风险再大，开路

架桥也要闯。敢于担当，对党员领导干

部而言，除了自身做好表率，还要“为担

当者担当”，对那些真抓实干、埋头苦

干、敢想敢干、能干善干的同志，全力做

好他们的“后援”，为他们撑腰鼓劲、加

油助威、遮风挡雨，使他们能够充分发

挥作用，形成上下齐心抓落实、众志成

城攻坚克难的生动局面。

敢抓的狠劲，体现的是一种敢于创

新的锐气。回望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

民军队奋斗史，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

战争，从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无论面对

多么强大的敌人，无论经受多么严峻的

考验，总能闯出新路、赢得新胜利，究其

原因，就在于我党我军一贯重视创新、勇

于创新、善于创新。古人说：“尊新必威，

守旧必亡。”当今世界，唯创新者进，唯创

新者强，唯创新者胜。身处改革时代大

潮中的我们，必须勇敢冲破思想观念的

束缚，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坚持变中求

新、变中求进、变中突破，以开阔的眼界

和坚定的态度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做

守着陈规不放、抱着利益不松的“守旧

者”，不做躲着问题走、绕开难题行的“逃

避者”，甘当不计个人得失的探路人、不

怕艰难坎坷的开拓者。创新最重要的是

要学习。学习力就是生存力，就是战斗

力。决定未来事业成败的战斗，其实已

经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打响。谁能孜孜

以求刻苦学习，胜利的天平就会向谁倾

斜；谁要放松学习，败走麦城的结局就会

向谁袭来。

敢抓的狠劲，还体现在工作中敢于

较真碰硬，敢于问责。问责不能感情用

事，不能有偏袒之心，要“较真”“叫板”，

发挥震慑效应。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

干部仍然奉行好人主义，抱着“多栽花

少栽刺”的为官之道，对“失责必问、问

责必严”不适应不习惯，甚至不敢不愿

较真碰硬。有的在涉及大是大非问题

上不敢亮剑、不去斗争；有的对发生在

身边的问题看见了，却睁一只眼闭一只

眼，当“木匠”不当“铁匠”。这必然会影

响部队的战斗力。所以，要敢于对违反

制度原则、破坏纪律规矩的现象动真

格、严查处，对履行职责不尽心、导致不

良后果的人，敢于“唱黑脸”，不因抹不

开情面而心慈手软，不能挟藏私心而放

任自流，要以敢抓的狠劲和铁的手腕向

失职者追责，向怠工者问责，不让规则

制度执行起来“变软”“变味”，不搞下不

为例，不搞法不责众，通过严格的追责

问责，督促大家认真履职尽责，将狠抓

落实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确保各项工作

落地生根、到边到位，从根本上杜绝不

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假作为现象，形

成有权必尽责、有责必负责、失职必追

责的良好工作局面。

（作者单位：武警荆门支队）

要有敢抓的狠劲
■黄家波

在泰山的山脚，有一块大石碑，上
面刻有“登高必自”四个字。无限风光
自此始，碑刻立于山之起点，是在激励
人们奋勇攀登。这也启示我们，干事创
业犹如登山，向高处攀当从低处始，既
要有登高之心，志存高远，又要始于足
下，脚踏实地。山再高，高不过人心，
心念巅峰，迈开脚步，一步一个脚印，
一步一个台阶，我们的奋斗足迹才会更
坚实。

当然，向上攀登的半山腰也有风景，

但如果流连于“快活三里”，安于现状、贪
图安逸、乐而忘忧，忘了出发的初衷，就
会畏首畏尾、缩手缩脚，那么前面的“十
八盘”永远可望而不可即。
“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

拦”。改革越向纵深推进，我们碰到的困
难就会越多，新的历史起点上的改革强
军，正攀行在登顶前那段最险峻的上坡
路。紧要关头不能掉链子，我们必须准
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以滚
石上山的拼劲、逢山开路的闯劲、咬定青

山不放松的韧劲，继续爬坡过坎、勇涉险
滩、闯关夺隘，啃掉最硬的骨头。

更向上去，美不胜收的万千气象才
能尽收眼底，才能领略“山登绝顶我为
峰”的豪迈和“一览众山小”的磅礴。勇
攀高峰的强军路上，需要我们争做新时
代的“挑山工”，不撂挑子、不混日子，挑
起最重的担子，能挑一百斤，不挑九十
九，负重前行，百折不挠，踏踏实实、稳稳
当当朝着顶峰进发。当然，也不能盲目
攀登，这样不但会迷路，还可能坠崖，因

此既需一往无前的信念，也需如履薄冰
的谨慎。
“要攀登到事业顶峰，都要靠心无旁

骛攻主业。”军人的主业主责是备战打
仗，当好强军路上的主角，干好主业，尽
好主责，破除和平积弊，一门心思、一以
贯之地把职业当事业，把打赢当追求，战
斗力水平定会迈上新台阶、达到新高度，
我们也必将在一次次的攀登中踏上事业
顶峰。在那满眼皆是风景的山巅，攀登
者也成了一道风景，一座山。

奋力攀登到事业顶峰
■郑 磊 张凤强

人们常说“熟能生巧”，是说一件事
反复去做，就能达到“巧”的境界。但其
中一个重要前提是，要掌握正确的方
法。达到“巧”的境界，反复是基础，正确
是前提。如果方法不正确，反复练习只
能“弄巧成拙”，甚至南辕北辙。

由此想到军事训练。军事训练是提
高实战能力的重要途径和抓手，想要提
高战斗力就必须紧贴实战，真练、苦
练、常练。但如果在训练中出现的问题
和错误不能被及时发现和纠正，或者起
初的方法就不正确，却慢慢地养成了习
惯，那么即使再勤奋，也是在做无用
功，对提高战斗力没有实际意义。勤勉
却缺少反思，最终把“痼癖动作”练成

了习惯，真到了需要露一手的时候，只
能“熟练”地功亏一篑。并且，这种错
误的“熟能生巧”如果真正到了战场，
就可能要付出血的代价，影响到战争胜
负，危及国家安全。
“熟对了”方能生巧。具备勤奋的品

质固然可贵，但一定要记得时常看看前
进的方向，听听别人的意见，反思自己的
行为。“磨刀不误砍柴工”。在工作中多
思考、多沉淀，结合本职加强学习，努力
掌握事物发展规律，善于总结积累经验，
不断查找问题、纠正偏差、弥补不足，如
此方能确保自己不犯方向性错误，苦干
加巧干，提高工作效率，提升工作能力，
更好地成长进步。

“熟对了”方能生巧
■郭龙佼

知行论坛

生活寄语

影中哲丝

言简意赅

方 法 谈

仪态万方、雍容华贵的牡丹，盛开

时万紫千红，美不胜收。但是，假如没

有绿叶的陪衬，再美丽的牡丹也会逊色

很多。更别说牡丹花开放离不开绿叶

的光合作用，靠它们输送营养了。因此

人们常说，红花需要绿叶扶。

人才的培养也是这个道理。在一

个集体，如果离开了上级的支持、同事

的帮助、众人的爱护，一个人也就失去

了成长的良好环境。如此，即使条件再

好，也难以成为人才。

先进典型的成长，同样离不开单位、

同事、朋友、亲人的关爱与帮助。培养先

进典型，需要大家共同扶持帮助。成为

先进典型，则要认识到自己的成长进步

离不开组织的培养、同志的帮助、家人的

支持，自觉摆正位置，发挥带动作用，形

成“万紫千红春满园”的生动局面。

牡丹花开—

红花需要绿叶扶
■朱金平 摄影并撰文

●以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的
姿态，缩短从“想到”到“做到”的距
离，凝聚起勠力同心、矢志强军的强
大势场

●表态不只是表明态度，更是
一种公开承诺。表态不是目的，目
的是把承诺变为行动

谈 心 录

●“百尺竿头须进步，十方世
界是全身”。每个有志者都应鼓
足勇气，集聚胆识，不怕吃苦，敢
于走上台阶式的提升之路

●干事创业犹如登山，向高处
攀当从低处始，既要有登高之心，志
存高远，又要始于足下，脚踏实地

星火小集

●迈步新征程，以什么样的作风抓落实②

煮豆浆时，往往没烧开就会沸

腾，因为豆浆中的皂素受热膨胀会

产生大量泡沫，使人误认为已经烧

开。这种现象叫“假沸”。

由此想到我们的学习，也要防

“假沸”。信息化时代，快节奏的工

作生活状态，使得有些同志不愿在

理论学习上下苦功夫，不愿认认真

真读经典、学原著。多元多样的学

习途径，让许多人更愿意享受“浅

阅读”带来的便捷，把“碎片化阅

读”当做个人学习的主要途径。殊

不知，不读经典原著，学习浅尝辄

止、浮光掠影，危害形同“假沸”。

快餐类的文章能够帮助我们开阔视

野，不用下太大功夫，就能在短时

间内了解更多知识，容易让人产生

学习“到位了”“掌握了”的假象。

这样的学习，失去了“原汁原味”，

学习的过程中个人的理解思考不

够，难以掌握精髓要义，也难以用

来指导实践。

毛泽东同志说：“学习一定要学

到 底 ， 学 习 的 最 大 敌 人 是 不 到

‘底’。”学习中的“假沸”现象就是

学习不到“底”的表现。对于学不

到“底”，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

对付”。党员干部对待学习，要用

“挤”来对付忙，挤出时间下苦功夫

学习；看不懂的东西不要怕，就用

“钻”来对付，潜下心来“深度”学

习。一“挤”一“钻”，才能真正将

学习“煮沸”，提升学习的境界，增

强学习的实际效果。

学习须防“假沸”
■熊 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