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军人修养 E-mail:jfjbshyxy@163.com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０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徐文耀 张国强 王婷婷

谈 心 录

知行论坛

书边随笔

言简意赅

●光讲行动不讲方法不行，但
光有技巧，没有强大的执行力，也会
“竹篮打水一场空”

●“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
之不如足践之”。该干的事一定要
干好，不来虚的，多干实事

●尺寸之功虽小，却是成就大
业的一砖一瓦；一日不闲虽微，却是
事业取得进展的不竭动力

一位班长因没有及时劝阻其他
班排的两名战士争吵而被领导批评，
但这位班长却认为：“既然不是自己
班里的战士，何必要管闲事？”在部队
官兵中间，这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的心态并不少见。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本质是一

种明哲保身的想法。一些同志认为
与己无关的事办好了得不到好处，办
坏了则可能惹上麻烦，既然费力不讨
好，又何必“多管闲事”？然而在一个
集体当中，成员间都有着或直接或间
接的联系。一些事情看似与己无关，
但产生的后续影响则可能与每个人
有关。如果都抱着“各人自扫门前
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看客心态，那

么集体就难以攥指成拳，形成合力，
个人成长进步也必然受到影响。

其实，“多一事”又何妨？这种
“多一事”是出于对他人的关心、对
集体的负责，是真心实意多干事，多
尽责。乐于助人，必然能赢得别人
信任，加深同志间感情；对集体的事
多上心，虽然会付出更多时间和精
力，但也意味着承担更多责任，拥有
了更多历练机会和施展才华的舞
台。事实证明，一个集体当中，能力
素质强、人际关系好、发展进步快
的，往往都是那些喜欢“多一事”的
人。当然，“多一事”要建立在干好
分内事的前提下，“种了别人的地，
荒了自己的田”，也是不可取的。

“多一事”又何妨
■陆军工程大学通信士官学校 岳文昌 李 月

日常生活中，每个人或多或少都
有些引以为自豪的地方，有的很能干
事，有的学有专长，有的多有“闪光
点”……然而，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骏马能历险，耕田不如牛；坚车能载
重，渡河不如舟”。更何况山外有山，
天外有天，强中更有强中手。倘若一
个人总是高看自己，也就等于停止了
前进的步伐，难有所成。而适当看低
自己，凡事谦虚一些，则对完善自我、
提高自我不无裨益。

有位名士年轻时曾拜访一位前
辈，年轻气盛的他昂首迈着大步，一
不小心撞在了门框上。迎接他的前
辈笑笑说：“很疼吧？可是，这是你

今天来访的最大收获。”一个人要想
在这个世上立得长久，就必须时刻
记住低头。记住低头，就要记住不
论学历、资历、能力如何，在社会中
是渺小的。要保持做人的低姿态，
把自己看低些，把群众看高些，把奋
斗目标看重些。

看低自己，不是自卑，也不是怯
懦，而是一种智慧和清醒。自信是
建立在全面准确了解自己基础上
的，而不是靠抬高自己来树立自
信。大海之所以能够汇集众多河
流，是因为处在众多河流的下游。
为人切不可高看自己，把自己看低
点，自己也不一定就真低。

切莫“自视甚高”
■武警铁岭支队 李朝德

著名画家齐白石在 85 岁那年的一
天上午写了四张条幅，并在上面题字：
“昨日大风，不曾作画，今朝特此补之、不
教一日闲过。”“读不在三更五鼓，功只怕
一曝十寒”。白石老人一生清苦，幼年学
的是木匠，之后是雕刻，后学绘画，年近
七旬始享盛名，靠的就是“不教一日闲
过”的惜时坚持和不懈付出。
“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

在不舍”。《困学纪闻》一书记载，北宋时
期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以圆木为警
枕，少睡则枕转而觉，乃起读书”。正是
凭借这种精神，他花了 19年时间，主持
写出巨著《资治通鉴》。著名红学家周汝
昌一生沉醉于研究《红楼梦》，被誉为新
中国研究红学第一人。晚年的周汝昌双
目几近失明，在右眼仅有 0.01视力的情
况下，他每天趴在一张旧的简易方桌上，
把自己的思考写在纸上。就在 95岁临
终前，他口述的《红楼新境》《寿芹新稿》
相继出版。

“人生在世，活一日当有一日之
勤”。古今中外无数人成功的经历，无不
印证了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成功往往
来自“不教一日闲过”的坚持努力。

干事业需要这种“不教一日闲过”的
恒心和毅力，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能成
为大师者，都是舍得吃大苦、流大汗的
人，都是惜时如金、分秒必争的人，都是
执着坚韧、善于坚守的人。然而现实生
活中，一些人却对此不以为然。有的人
不愿积尺寸之功，一心只想“走捷径”“过
通途”，想着“毕其功于一役”；有的人定
下决心爬坡迈坎、攻坚克难，但往往坚持
不了几天，就因畏难而中断努力。诸如
此类，不一而足。这些人看似努力，但投
入的时间与产生的效益不成正比，也因
此多与成功无缘。

邓小平同志说：“我们的事业总是要
求精雕细刻，没有一样事情不是一点一
滴的成绩积累起来的。”尺寸之功虽小，
却是成就大业的一砖一瓦；一日不闲虽
微，却是事业取得进展的不竭动力。每
块砖瓦都质量过硬，筑起的高楼才坚如
磐石；每件事情都扎实做好，成长的步伐
才迈得顺利。青年官兵当学“不教一日
闲过”精神，从自身做起，从小处着手，扎
扎实实干好每一项具体工作，通过点滴
作为不断积累尺寸之功，让人生价值在
为共同事业奋斗中充分实现。

不教一日闲过
■刘志尚 周 辉

实干才能梦想成真。习主席说：
“世界上没有坐享其成的好事，要幸福
就要奋斗。”对共产党员来说，为民干事
是天职、不干是失职。然而现实中，我
们常会见到这样一些人，事没做好就出
经验，做了三分说成十分，唯恐不被关
注。他们嘴上表态调门高，落实工作耍
虚招，结果大家不信服，工作没成效，在
群众那里失威信。

老百姓有句话：“开水不响，响水不
开。”是说真干事的人哪有那么多时间说
话。那些崇尚实干的人，话不多说，事却

干得特别棒。相反，习惯于夸夸其谈、练
“嘴把式”的人，往往干得虚、干得少。基
层官兵也都懂得，说一箩筐话，不如好好
干一件事，“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形
式主义、官僚作风，空喊口号、坐而论道，
在基层官兵那里是不受欢迎的。
“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

足践之”。党员干部干工作，必须带头
做知行合一的表率，既重把关定向又重
躬身践行，既重发现矛盾又重解决问
题，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落实，能够
经得起历史、实践和官兵检验。

当前，无论是推进改革强军，还是
抓好练兵备战；无论是完成大项任务，
还是化解各种矛盾，都必须“不驰于空
想、不骛于虚声”，都需要抓住时机主动
作为，撸起袖子去干、甩开膀子去拼、迈
开步子去闯，一步一个脚印朝前赶、朝
实里抓。只有“干”字当头，干出实打实
的业绩，才能赢得组织认可和群众口
碑，开创出千帆竞发的生动局面。

实现强军目标、全面建成世界一流
军队，注定是一场诸多矛盾叠加、各种挑
战交织的新长征，需要应对各种艰难险

阻。作为“关键少数”的领导干部，要发
挥关键作用，带头干在前，挑最重的担
子、啃最硬的骨头。从上到下每一名同
志都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
工作，才能让伟大事业、宏伟蓝图更加可
期。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在等待
观望中空耗时间，而应提振精气神、走好
新征程，蹚新路、开新局。

当然，话该讲还得讲，但不要讲空
话，多说实话。该干的事一定要干好，不
来虚的，多干实事。总之，学习要孜孜以
求，干事要踏踏实实，做人要堂堂正正。

“开水不响，响水不开”
■李大华

从小到大，我经常听到长辈们讲

一句话——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这句

话给我印象至深，影响也至深。每次

听到这句话，都感到豪情满怀，浑身平

添一股劲儿。长辈们讲的这个“年

轻”，当然不是指生理年龄，而是指心

理年龄，是指有追求、有精神、有活力。

为什么说革命人会永远年轻？

我曾仔细琢磨过。相伴军旅岁月，在

诸多先辈或平凡或传奇的故事中，我

找到了自己的答案，也在思想和情感

上增强了对这句话的认同。

这句话，来自1950年东北鲁迅文

学院排演的歌剧《星星之火》中的一段

唱词。它以革命浪漫主义基调，生动

诠释了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永远奋斗的永葆青春的秘诀。几十年

来，这句话流传甚广，至今仍被那些依

然活跃在教学科研、文化艺术、社会公

益一线的老同志，那些对生活永远充

满激情的先辈们经常挂在嘴边。

巴金曾说，支配战士行动的力量

是信仰。1934年10月，57岁的徐特立

踏上了红军战略大转移征程，成为了长

征中年龄最大的老兵。这位后来被尊

为“延安五老”之一的教育家之所以能

“拽着马尾”走完长征，是因为他羸弱的

身躯内有着为民族谋解放的崇高理

想。当时很多人说，不管什么时候，只

要和徐老在一起，就感到对未来充满信

心。信仰是民族之光，也是生命之炬。

老红军王定国始终不忘为人民谋幸福

的初心，年过百岁仍然深入老区，为人

民群众脱贫致富而奔走，用永远不会老

去的精神力量感动了全中国，也让自己

的生命持续焕发出耀眼光芒。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如果说，坚定信仰是保持生命之

树常青的精气，那么注重学习则是保

持生命之树常青的神韵。凡是坚持

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人，思想

就能始终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反

之，思想落伍于时代，即便体格健硕

也不能说是“年轻”。写下名篇《周总

理，你在哪里》的诗人柯岩，晚年还坚

持深入群众深入生活汲取营养、寻找

灵感。为了跟上时代发展，经济学家

于光远86岁开始学用电脑，91岁时学

开博客当“博主”。104岁的共产党员

吴可兴介绍长寿之道时说：“不断的

学习，是我保持年轻的秘诀！”

离休干部周智夫则用一种特别

的方式展示了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

常青的生命。周老一辈子严于律己、

克勤克俭、不忘党恩，在生命最后的

岁月中，他行走不便，参加不了文娱

活动，却坚持去听党课、学理论，思想

脉搏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这辈子

一直跟党走，下辈子还做党的人。”他

这么说，是因为他的共产主义信仰坚

如磐石，因为他的思想心灵依然年轻

而有激情。

在强国强军的伟大实践中，每一名

党员，每一名官兵，都是新时代的“革命

人”。躬逢新时代，就要热爱新时代，建

设新时代，推进新时代。思及自己，更

不能有丝毫懈怠和退缩，必须始终牢记

先辈的教导，坚定信仰信念，让生命之

树常青；坚持学习实践，让奋斗之力不

竭；珍惜岗位，积极作为，永远保持一股

朝气，一种青春的状态，做一个“永远是

年轻”的革命人。

永做“年轻的革命人”
■许晓韧

基因，传承自血脉。传承红色基
因，离不开红色家风的熏陶和先辈的
言传身教。影响一个人一生的做人做
事道理，有许多来自身边长者的谆谆
教导，有的时候，一句话足以铭记一
生。自今日起，本版开设《难忘先辈一
句话》专栏，欢迎广大读者踊跃投稿。
来稿请围绕“先辈一句话”的主题，以
这句对自己影响深远的话为由头，扣

住这句话阐述从先辈那里学到的、从
人生经历中感悟到的立身做人、为人
处世、为官从政道理。这句话可以是
从先辈当面教导中得来，也可以是从
家信中摘录而来，还可以是从老一辈
革命家的家风轶事中有感而发。来稿
字数不超过 2000字，稿件请发电子邮
箱：jfjbshyxy@163.com，请注明“难忘
先辈一句话”投稿。 ——编 者

中国有句古话，叫“四两拨千斤”，

是对以巧取胜技法的生动诠释。善用

巧劲，可以达到事半功倍之效，对于抓

落实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实践指

引力。

巧劲与蛮劲相对，反对的是一味蛮

干、主观臆断、生搬硬套，提倡的是工作

讲究方法、追求工作质效。现实中不难

看到这样的情形：有的单位有的同志看

上去忙忙碌碌、热火朝天，实际上却东

一榔头西一棒槌、抓工作不得要领；有

的单位有的同志表面上不温不火、不紧

不慢，但工作件件有落实、事事能见底、

项项出成效。

差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用力方

式。有的浑身是劲四处发力，不切实际

的项目匆匆“上马”，“烟囱”林立，搞“一

刀切”“两张皮”“三板斧”，结果想干事、

没成事，可谓好心办坏事，吃力不讨好；

有的拈轻怕重，出工不出力，抓工作只

提要求不教方法、只给任务不给条件，

“一把手”成了“二传手”“甩手掌柜”。

而有的则“磨刀不误砍柴工”，潜心谋

划，不打无准备之仗，科学统筹，工作尽

在掌握之中，精准用力，干一样像一样，

抓一件成一件。

毛泽东同志说：“不解决桥和船的

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

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如果没有

科学的方法，没有善抓的巧劲，面对新

征程新使命，不仅难以交出合格答卷，

还会错失发展机遇，给部队建设带来损

失。所以，要怀着责任感和紧迫感，以

强烈的“本领恐慌”锤炼善抓的巧劲，使

自己的能力素质与改革强军要求相适

应，更好地促进工作落实。

锤炼善抓的巧劲，首在学思践悟、

研机析理。《庄子》中的庖丁解牛，为何

“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

关键就在掌握了牛的肌理，沿着牛体内

的空隙走刀，所以才能“游刃有余”。部

队工作也是一门科学，有经验可学、规

律可循。要结合部队实际工作，深刻学

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蕴含的方法论，把它作为解决制

约部队建设发展难题的“金钥匙”，善于

有序安排繁忙事务，善于在复杂矛盾中

把握规律，从偶然现象中察觉必然，多

些望闻问切、少些闭门造车，多些抽丝

剥茧、少些囫囵吞枣，多些穿针引线、少

些各自为政，做到忙而有序、事半功

倍。要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

的问题，用改革的办法化解改革中的矛

盾，用精进的办法纠除积弊，改进工作

指导方法，推动部队建设全面发展。

锤炼善抓的巧劲，要在统筹兼顾、

谋划有方。《三国演义》中，面对曹操百

万大军兵临赤壁，诸葛亮和周瑜抓住

其不善水战的弱点，先是妙用“草船借

箭”“连环计”，后又巧借东风、火烧赤

壁，奠定了三国鼎立之局。古往今来，

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不胜枚举，

赢得胜利大多用的是巧劲而非蛮力，

拼的是谋略而非装备，凭的是运筹而

非运气。我们抓工作落实，同样要善

于统筹、工于谋划。一方面，抓住主要

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妥善处理好

工作中的缓与急、轻与重、局部与整

体、普遍与特殊、继承与创新、眼前与

长远的关系，有的时候抓大放小、以大

兼小，有的时候以小带大、小中见大，

做到“十个指头弹钢琴”，防止“眉毛胡

子一把抓”；另一方面，要增强工作的

预见性、针对性和实效性，哪些工作易

偏差，需要提前“敲警钟”，哪些问题易

反弹，需要及时“回头看”，哪些情况易

突发，需要下好“先手棋”，哪些环节易

疏漏，需要留心“兜住底”，等等，都应

做到“茶壶里煮饺子——心中有数”。

锤炼善抓的巧劲，重在解放思想、创

新作为。英国大英图书馆闻名遐迩，藏

书非常丰富。一次，图书馆要搬迁，但经

费缺口很大。怎么办？他们在报纸上登

了一则广告：从即日起，图书馆免费、无

限量向市民借出图书，条件是老馆借、新

馆还。就在这一借一还中，轻巧廉价地

实现了图书搬迁。俗话说，思路决定出

路。尤其在调整改革当口，“开弓没有回

头箭”，必须大胆蹚水、敢涉险滩。实践

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只

有进入新体制就确立新观念，站上新起

点就确立新视野，才会在新时代有新气

象新作为。特别是针对那些层出不穷的

新情况新问题，更要加强研究、锐意创

新，充分运用群众智慧、集聚群众力量，

创造性地化解挑战，着力把部队建设的

难点痛点变成下一个增长点。

还要看到，巧劲的含义有两层，一

是“巧”，二是“劲”。光讲行动不讲方法

不行，但光有技巧，没有强大的执行力，

也会“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要善用

巧劲，但别讨巧，因为投机取巧往往弄

巧成拙。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

我能撬起地球。而善抓的巧劲，正是那

个“四两拨千斤”的支点。

（作者单位：联勤保障部队政治工

作部）

要有善抓的巧劲
■王 巍

征 稿 启 事

公园里，有的花朵已尽展风姿，有

的却还在汲取营养，含苞待放。

花儿盛开，有先有后、有快有慢，但

只要蓄足了养分，总有一天会开出绚烂

的花朵。人生也是这样，每个人的天资、

机遇不同，人生进度也就不一样。有的

人走得快一点，少年成名；有的人则走得

慢一点，大器晚成。但无论怎样，成功都

不会从天而降，它一定是蓄足力量之后

的水到渠成。

从这个意义上讲，成功的人生急不

得。不能看到别人功成名就，自己就感

到心里不平衡，真正自信的人不应该在

乎一时的快慢、一时的输赢，否则就可

能步入歧途、迷失自我。在成功来临之

前，最应该做的就是沉潜蓄势，默默地

提高自己、完善自己。只要不断汲取成

长的养分，终将迎来人生的春天。

含苞待放——

成功的人生急不得
■文 章 摄影并撰文

●迈步新征程，以什么样的作风抓落实③

影中哲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