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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论坛

书边随笔

影中哲丝

●“治天下者先治己，治己者先
治心”。“珍惜”形于外，实则发于心，
“五个珍惜”说到底是要修好一颗爱
党报国、备战胜战心

●准备是行动的前提和基础，
也是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无论做任
何事情，都应以备为先、以备除患

谈 心 录

●胜利是对军人的最高奖赏，
勇气是军人的气质“勋章”。着眼大
局、敢于担当的“大勇”是胜利的保证

最近，一位领导干部在一次会议

上，提出为官做人要懂得“五个珍惜”：

珍惜党组织的信任重托，珍惜各级领导

的关心帮助，珍惜自己多年的奋斗努

力，珍惜幸福的家庭生活，珍惜来之不

易的干事奉献时光。这一番话感人肺

腑、引人深思，让与会者产生强烈心灵

共鸣，走出会议室，大家由衷地点赞。

这句家常话，为什么能动人心弦？

除了接地气、有温度外，关键是直抵人

心，犹如一剂良方，对治疗焦虑、浮躁、

苦恼、彷徨等“亚健康”疾病，不无裨益。

珍惜，是一种朴素的情感，反映出

一个人看重什么、推崇什么、爱护什

么。懂得珍惜，在一个人成长进步的过

程中发挥着约束和激励的作用，能够时

时提醒我们不忘初心、不忘来路，知恩

知责、知止知进。

为官从政尤其应当懂得珍惜。不

懂珍惜，丢掉了初心，就很容易犯错误，

甚至栽大跟头。有一名曾经的领导干

部，出身贫寒、工作努力，带部队敢抓敢

管，后来却堕落成腐败分子，受到党纪

国法的严惩。他在忏悔书中说，我啥都

不要，唯一的请求是党不要抛弃我这个

迷途的孩子，让我再为党做一些工作

吧！听来令人扼腕叹息。试想，他在

“居庙堂之高”的得意之时，如果能心心

念念自己的“初心”，守住正念、袪除杂

念，抵制住诱惑，管住想伸出去的手，勒

住已到悬崖的马，哪会成为“后人哀之”

的反面教材？

“治天下者先治己，治己者先治

心”。“珍惜”形于外，实则发于心，“五个

珍惜”说到底是要修好一颗爱党报国、

备战胜战心。

自若从容，守护一颗平常心。当

下，我们正处在一个飞速发展的变革时

代，面对诸多不确定性，如果不能正确

看待自己，不能正确对待外部环境，心

理就容易失衡，由失衡而导致失足，这

样的教训并不少见。失衡的根源在于

丢掉了平常心，并由此而生焦虑、浮躁、

苦恼等负面情绪。修炼平常心的过程，

就是一个不断修正自我认知、不断提升

人生境界的过程，境界高了，看问题就

会客观全面，对待事情就会从容自若。

习主席说：“纵观人类历史，凡有成就

者，必有高风亮节。”马克思出身富裕家

庭，本可过安逸日子，但他选择了献身

“为人类求解放”的事业。虽然一生受

到迫害和饥饿疾病侵袭，但他没有屈

服，没有停止工作，直到在办公桌前永

远地睡去。这位“千年第一思想家”诞

辰200年了，全世界仍在向他表示深深

的敬意和缅怀。人生格局和境界如果

能像马克思这样，怎么可能被名利得失

这些“浮云”遮望眼呢？心有报国志，胸

怀忧患心，就会把心思和精力放在提升

能力素质上，想的是党和人民的事业，

而不是一己悲欢。退一步说，即便生活

中真遇到诸多不如意，工作中受了委

屈，能够放平心态，把心安顿好，不说别

的，至少对自己的身心健康和干好本职

工作有益。李白说“天生我材必有用”，

这是何等的自信乐观；苏轼说“何妨吟

啸且徐行”，这是何等的旷达洒脱。学

学这样的人生态度，我们眼前的世界就

会豁然开朗。

谦虚谨慎，常怀一颗感恩心。鸦有

反哺义，羊知跪乳恩。感恩不仅是一种

传统美德，也是一种健康心态。现实中

一些人怨天尤人、牢骚满腹，多是因为

不知感恩。他们总看到自己的付出，而

不去想组织的培养；总看到自己的功

劳，而不去想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这

样的人唯我独尊、自视甚高，必然摆不

正位置、经不起考验。为什么有的党员

干部一朝权在手，就以权谋私、公权乱

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感恩心、敬

畏心。他们不知“头顶三尺有神明，不

畏人知畏己知”，不懂得“天网恢恢，疏

而不漏”的道理，一味地自我膨胀，最后

是自毁前程。相反，懂得感恩就会懂得

珍惜，也会使人谦虚。毛主席说：“谦虚

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可见谦虚对

人的成长进步是多么重要。谦虚，贵在

有自知之明。要经常问自己：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想明白

了这些问题，就不会把自己看得太高，

走得再远也不会忘了自己的来路，不会

忘了党组织的关怀培养和领导的热情

帮助，不会忘了战友和亲人们的大力支

持。为官“清慎勤”，就是不骄不躁的一

种良好表现。

自强不息，保持一颗责任心。一代

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个人有一个人的

责任。最近一个时期，各媒体推出“为

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专栏，那些革

命先辈肩负使命，知责尽责，就是我们

学习的榜样。“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

说：“磨吾刃，建吾旗。”瞿秋白就义前对

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甚好，就在这

里，你开枪吧。”赵世炎临死前坚定地表

示：“党存在一天就必须战斗一天。”在

战斗中英勇牺牲的刘志丹说：“我要生

而益民，死而谢民。”……“风雨如磐暗

故园”“我以我血荐轩辕”，面对流血牺

牲，英烈们如此坚毅而从容，是因为他

们胸怀崇高的理想，抱定不变的信仰，

自觉担当起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当

前，改革正是吃劲的时候，各项任务艰

巨繁重，需要党员干部人人尽责、敢于

担当。是畏缩不前还是迎难而上，是推

诿扯皮还是主动作为，是怕这怕那还是

敢想敢干，困难面前是好汉还是懦夫，

时刻在检验着每一名党员干部。

新时代的军队党员干部，首要的

责任就是能打仗打胜仗。懂得“五个

珍惜”，就要经常扪心自问：我身上有

“和平病”吗？我有没有时刻保持临战

状态？当那一天来临，我能不能决胜

疆场？

为官常想“五个珍惜”
■欧世金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

上，习主席强调指出：“今天，我们纪念

马克思，是为了向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

思想家致敬，也是为了宣示我们对马克

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坚定信念。”致敬和

宣示落于实际，就是对真理更虔诚的学

习、更坚定的践行。“不忘初心，方得始

终”。今天，中国共产党人致敬马克思

的最好方式，就是做追求真理、知行合

一的“真人”；宣示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

理坚定信念的最好行动，就是做坚守初

心、献身使命的奋斗者。

一定意义上说，成就的高度取决于

品格的高度。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

伟大的行动者。马克思放弃优渥的生

活，一生饱尝颠沛流离的艰辛、贫病交

加的煎熬，以“为人类工作”的崇高追求

和坚强意志，写出改变世界的思想巨

著，令无数人为之叹服。马克思伟大的

人格力量，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强大的真

理力量增光添彩。学习马克思的思想

和理论，也要尊崇马克思的人格与精

神，完成自我品格的升华，否则，便不能

实现“信仰着你的信仰，追求着你的追

求”的真正传承。做马克思主义的“播

火者”，要敬怀“与伟人对话，与前辈握

手”的笃厚感情，深耕细读马克思主义

经典著作，始终坚定心怀家国、志在天

下的崇高追求。做马克思主义的“擎旗

人”，要有“做有意义的事，做高尚的人”

的追求，为事业而忘我，为大我弃小我，

守得住清贫寂寞，经得住困苦委屈，不

因现实困难而放弃梦想，不因理想遥远

而放弃追求。

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人

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是共产党人传

承弘扬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付诸革命

和建设实践的自觉担当。习主席在梁

家河插队7年，历练成长，离开黄土地

时已坚定了做人民公仆、为人民做实事

的初心和信念。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

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坚守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初心，就能赢得人民的拥护

与爱戴。践行党的宗旨，党员干部就要

自觉强化公仆意识和为民情怀，职务越

高越要忠于人民，权力越大越要用权为

民。革命军人当牢记“我们是人民子弟

兵”，在人民群众需要的时候冲锋在前，

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一切。

马克思说：“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

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

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

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做“真

人”，不仅是书斋里的修身养性，还要

像习主席所倡导的那样，做有鸿鹄志

的奋斗者、知行合一的实干家。不干，

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不奋斗，再好

的梦想都是空想。迈步新时代，贵在

勇于担当、敢于奋斗，不畏困难、乐于

奉献。只有拒绝“为官不为”的庸懒散

作风，自觉把使命放在心上、把责任扛

在肩上，坚持干事在前、当官在后，担

责在前、用权在后，出力在前、出彩在

后，方能无愧信任，不负重托。“知者行

之始，行者知之成”。迈步新时代，最

忌安于现状、盲目乐观，最怕囿于眼

前、轻视长远。面对复杂形势和艰巨

任务，须怀舍我其谁的信念、勇当尖兵

的决心，保持爬坡过坎的压力感、奋斗

前行的责任感，越是责任重的事越要

敢于担当，越是难度大的事越要敢于

面对，努力在各个岗位、各条战线创造

出新的辉煌业绩。

不忘初心做“真人”，最根本的是保

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历史证明，保

持住本色和初心，就能赢得人民最可

靠、最永久的支持。习主席谆谆告诫全

党同志：“不论担任何种职务、从事何种

工作，都要首先明白自己是一名在党旗

下发过誓的党员，要用入党誓词约束

自己。”对党员干部而言，保持共产党

人的政治本色，就要为党尽职、为民做

事，既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

避趋之”的大义担当，更有“君子素其

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的恬然淡泊，能

够保持“病受于人所不见，必发于人所

共见”的清醒，始终在政治上、思想上、

小节上管好自己，清白做人，干净做

事，坦荡为官，公心为上，做组织信任、

人民信赖的好干部。

（作者单位：河南省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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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场，指演员登台之前，守候在幕
后做准备，主要内容就是化装。戏曲界
有句老话，叫“早扮三光，晚扮三慌”。
“扮”即指化装，也称为“扮戏”，是完成
角色造型的重要手段和必备工作。演
员如在演戏前早点候场，准备周详些，
则会在做扮戏时心定神清、准备充分稳
当，扮相也光彩；相反，就会因准备不足
而扮不到位，慌慌张张登台，极易出现
差错。所以，但凡好演员，对候场环节
都非常重视，每次演出前都会早早地来
到后台，认真细致地做好扮戏，力争以
精心准备闪亮登场，为后面能够精彩演
出创造有利条件。

现实生活中，我们要想干好一项工

作、办好一件事情乃至成就一番事业，
又何尝不需要抓住“候场”这一环节、认
真进行准备呢？“凡事预则立，不预则
废”，准备是行动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取
得成功的必要条件，无论做任何事情，
都应以备为先、以备除患。如果事先有
所准备，就会在头脑中有明晰的时间表
和路线图，知道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
少走弯路和错路；就会在行动中有必要
的物质保障，不会缺东少西，影响进程；
就会努力使自己具备干事的素质、成事
的条件，在困难和挫折面前不退缩、不
畏惧，勇于拼搏、敢于胜利。

有人把通向成功的路比作一把梯
子，如果梯子两边的长柱是机遇，那么

长柱中间的横杆便是能力。仅有机遇
是无法抵达成功彼岸的，更需要做好
能力的准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讲的
都是这个道理。纵观古今中外成大事
者，无不是在能力上善做准备的人。
准备，是砍柴前的磨刀霍霍，是考试前
的孜孜以求，是秋收前的辛勤劳作，当
我们准备好了，赢得胜利就具备了坚
实基础。

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对军人而
言，最重要的准备就是打仗准备，做好
打仗的“候场”是每名军人的头等大
事。这就要求我们专注于主责主业，时
刻居安思危、枕戈待旦，自觉破除和平

积习，锤炼能打胜仗的硬功。“台上一分
钟，台下十年功”，锻造胜利之师，不会
一蹴而就，须下苦功夫、真功夫、长功
夫。对革命军人而言，只要不打仗，就
要抓打仗准备，不能时紧时松，须常抓
不懈；不能刮“一阵风”，须刮“四季风”，
拿出“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努力跑好
“马拉松”，演好“连续剧”。要充分认识
到战场是强强对决，不能有丝毫懈怠，
必须在抓备战上坚持高标准、严要求、
细落实，立足最复杂的战场情况，瞄准
最难对付的强敌，把准备往前赶、往实
里抓，不解决问题不放手，不达到目的
不罢休，不断把战斗力建设提高到新的
水平。

重视“候场”创精彩
■刘振宁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需要攻坚
克难，需要破除思想禁锢，需要突破
利益藩篱，直接考验着每一名官兵的
忠诚度和责任感。

思想先进才能走在前列，认识到
位才有行动自觉。要认识到，军队不
改革就打不了胜仗，就可能会把落后
于对手的“时间差”变成“时代差”。我
们应从全球大视野、时代大趋势、历史
大纵深、强军大战略上深刻理解推进
国防和军队改革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
紧迫性，面对繁杂艰巨的改革任务，自
觉做到进退走留听组织的，干好工作
看我的。

改革大考，考问的是灵魂，考察
的是党性。随着改革进入攻坚期和
深水区，“牵一发而动全身”，要敢于
啃硬骨头。当前，绝大多数党员干部
都能以“赶考者”的姿态投身改革强
军，但也有少数人在改革中左顾右
盼、表里不一、瞻前顾后，打着自己的
“小算盘”，牵绊于个人利益而患得患
失。置身改革大潮，绝对忠诚不是一
句轻松的表态，而是一个庄重的承
诺。只有带头以实际行动做到胸怀
全局、心怀大我，拿出历史担当，才能
体会到履行使命的光荣与神圣，共同
凝聚起改革强军的磅礴力量。

忠诚是一种承诺
■夏 勇

唐代诗人韩愈说：“怠惰因循，不
能自疆。”意思是，平时懒散拖沓，就
会阻碍能力提升，而难有作为。由此
想到，职责在肩，就要避免怠惰因循
的工作态度，努力有所作为。
“责重千斤担，尽责万事轻”。

我们不能把履职当做负担，而应从
尽责办事中寻找人生的价值和工作
的意义。以服务官兵、建设部队的
积极态度工作，变被动的“要我做”
为主动的“我要做”，才能在任何岗
位上都干出精彩，做出成绩。还要
树立岗位成才的工作导向。我们常
说：“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只有

俯下身子用心干，干出名堂来，才能
找到工作的乐趣、实干的价值。要
主动适应岗位需要，认识到部队任
何一个岗位都如同机器上的零部
件，是必不可少的，在哪里工作都是
为官兵服务，为强军事业做贡献。
要把爱岗敬业化为行动自觉，兢兢
业业干好本职工作。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对于

那些眼高手低的同志而言，与其喟叹
前路漫漫不如认真走好脚下之路。
克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懈怠思
想，踏踏实实把手头的事情做好，就
一定能施展抱负、成就梦想。

怠惰因循要不得
■崔红涛 杨希圆

关于勇敢，苏轼在《留侯论》中有段精
彩的论述：“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
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这种“大勇”品质难
能可贵。克劳塞维茨认为，军人的勇敢不
同于普通人，它必须摆脱不受控制和随心
所欲显示力量的倾向。作为革命军人，应
多些“大勇”，少些“小忿”。
“大勇”源自内心的格局和气度。

不为眼前小利迷惑，不为生活琐事忿忿
不平，时刻为大局着想，这是“大勇”的
具体体现。“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
而斗，此不足为勇也”。生活中，总有因

言语不合便拳脚相向的事情发生，这种
行为是“小忿”之举，与勇敢无关。韩信
在淮阴街头忍“胯下之辱”，展现了他过
人的隐忍之力，不争一时意气，后来成
为征战沙场的名将。廉颇受人蛊惑，与
蔺相如关系不和。蔺相如从国家大局
考虑，甘愿被人说成“胆小鬼”，出门遇
见廉颇便回车退避，看似胆小怕事，实
则有“大勇”境界。
“大勇”体现在紧要关头的当机

立断。“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
左而目不瞬”。在波诡云谲的战局中镇

定自若、敢于担当；在腥风血雨的搏杀
中从容指挥、突出重围；在军心惶惶之
时重整旗鼓、鼓舞士气，这是名将的“大
勇”。长征时，红军在敌人重兵围堵的
情况下以高度机动的运动战方针转战
川贵滇三省，四渡赤水出奇兵，牢牢掌
握了战场主动权，并在运动战中歼灭敌
人，创造了以少胜多的神话，体现出毛
泽东高超的作战指挥艺术和红军指战
员们过人的勇气和胆识。

胜利是对军人的最高奖赏，勇气是
军人的气质“勋章”。但对军人来说，

“李逵”式的莽撞轻率并不可取，摆脱
“武夫”的帽子，做智勇双全、文武兼备
的军人，才可谓之“大勇”。关羽大意失
荆州，刘备一怒之下整军备战，草率进
攻，最后大败而归。夷陵之战中，刘备
犯了轻敌冒进的兵家大忌，作为统帅，
他没能控制好情绪，为了复仇而倾全国
之兵，战败自然是意料之中的结局。可
见，着眼大局、敢于担当的“大勇”是胜
利的保证，而为一时意气左右、不顾后
果草率行动的“小忿”，则注定会为失败
埋下伏笔。

多些“大勇”，少些“小忿”
■李政阳

言简意赅

●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
大的行动者。不忘初心做“真人”，最
根本的是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夕阳西下，波光粼粼的海面上，

一艘渔船拖着金灿灿的水波晚归。

在海上养殖场劳作了一天的渔民们，

带着疲惫、带着满足、带着希望，回家

了。明天，也许还有更多的活儿要等

着他们去干。

日出而作、日落而归，是农耕时

代人们生活的普遍规律。现代社会

里，人们生活虽不一定遵循这个规

律，但也要讲劳逸结合。该休息时就

要休息，该干活时就要干活。

如同车要持续行驶必须加油一

样，休息是为身体健康“加油”，充分

休息，是为了更好地工作。

晚归——

休息是为了更好地工作
■朱金平 摄影并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