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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 心 录

生活寄语

知行论坛

书边随笔

●“用你们的干劲、闯劲、钻劲鼓
舞更多的人，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争做
新时代的奋斗者。”

●纪律面前人人平等，有时它
冷酷得铁面无私，有时又温暖得像
太阳，就看是选择以身试法还是遵
规守纪

影中哲丝

●做事用心，是一种素质、
一种境界、一种智慧，也是一种
工作标准和情怀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

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大会上，

习主席引用恩格斯的话深刻阐述了理

论思维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极端重要性。作为担负历史重任的中

国共产党人，必须自觉学习和实践马

克思主义，努力提高理论思维素养。

“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

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连二者之

间所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实践

反复证明，谁能更好地掌握运用理论

思维，谁就能抢占思想高地、勇于开

拓创新、掌握科学规律，最终赢得成

功。如果缺乏理论思维，就难以与时

俱进、革新图强，难以在事业上实现

质的飞跃。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

法，分析研究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

的具体问题，在实践基础上用理论思维

进行理论概括，形成指导实践的重大理

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从胜利走

向胜利的重要法宝，是我们党始终坚持

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历史经验总结。

从革命战争时期创造性提出“枪杆子里

面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等著名论

断，到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形

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展

才是硬道理”等理论共识，再到新时代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砥砺

奋进的生动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作为

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

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形成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人始

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

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

伟大飞跃”“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

飞跃”，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

大飞跃”。

当前，国内外形势和国家安全环境

发生了深刻变化，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

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

之大都前所未有。特别是国防和军队

改革万象更新，在利益调整、思想突围、

体系重塑过程中，一些时代特点鲜明的

矛盾和问题陆续显现。积极稳妥地应

对挑战、处理矛盾、解决问题，迫切需要

我们加强理论思维的培养和训练，将马

克思主义这一强大思想武器作为攻坚

克难的“铁拳利器”，扫清横亘在强军征

途上的种种障碍。

“理论上的认同是最根本的认同，

思想上的追随是最内在的追随”。提高

理论思维素养，首要的是增强对马克思

主义尤其是对党的创新理论的认同

感。不闻大论，则志不宏；不听至言，则

心不固。坚定理论自信，自觉把党的

创新理论融入工作和生活，始终坚持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才

能更加深刻地领悟其精髓要义，主动

从政治、思想、理论、情感等多个维度

搭建“钢筋铁骨”，使其切实成为精神

补钙的“钙源”、强身健体的“生命

元”。特别是肩负领兵打仗重任的军

队党员干部，务必高度自觉地把习近平

强军思想作为统领部队建设、指导各项

工作的“魂”和“纲”，用以凝聚意志、破

解难题、推进实践。

提高理论思维素养，根本的途径是

潜心真学经典著作，洞悉科学原理，把

握普遍规律。习主席指出：“阅读经典

著作，本身就是增长知识、开阔眼界、增

加思想深度和训练思维方式的过程。”

又强调“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仍然要

学习马克思，学习和践行马克思主义，

不断从中汲取科学智慧和理论力量”。

学经典用经典，特别是学习运用马克思

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掌握其思维

方式，是提高理论思维素养的重要途

径。培养训练学思践悟相一致的思维

闭合回路，持续加强观察、分析、判断、

归纳、综合、推理等能力锻炼，切实形成

理性思考、触类旁通、归纳总结、提炼升

华的良好思维习惯。

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也。提高理论

思维素养，最重要的环节就是灵活运

用。立足新时代的生动实践，只有不断

增强理论思维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

性和创造性，努力达成理论思维层次的

跃升，才能确保在错综复杂形势和繁重

艰巨任务面前措置裕如、行稳致远。

（作者单位：中部战区陆军湖北预

备役高炮师）

努力提高理论思维素养
■范炳涛

生动的思想政治教育能春风化雨、
鼓舞士气、催人奋进，是凝聚力量抓建基
层的重要手段。上好思想政治教育课，
不仅需要施教者自身具有良好作风形
象、扎实语言功底和广博知识储备，同时
需要施教者善于运用群众语言阐释有温
情、有质感、有分量的平实道理，从而使
教育更加具有针对性和贴近性。
“真理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产生巨

大的作用。”高屋建瓴的理论，往往需要
潜移默化的引导、深入浅出的解读，做到
“用大众化来化大众”。群众的语言一定
是冒着热气、挂着露珠、带着泥土味，为
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最能打动人也最
有说服力。所以，施教者在开展思想政
治教育时，尤需留心官兵的朴实闪光语

言，做到“察其正言而用之”。
工作生活在一线的基层官兵，对基

层情况最有发言权。发自基层官兵内心
的语言，往往是为基层官兵打开心结、疏
通思想的“金钥匙”。所以，遇到棘手难
题，不妨深入群众找答案，掌握基层官兵
真实想法和对具体问题的看法，用足用
好群众意见这杆公道的“秤”。

群众语言是教育群众的好载体。沾
着泥土味的话语，如果被搬上课堂、得到
引用，来自群众的意见，如果被肯定和采
纳，就会愈发激励他们，形成示范带动效
应，让更多的基层官兵敞开心扉，讲真话
道实情，让思想政治教育真正深入人心，
收到激励人、影响人、感召人、团结人的
实效。

教育多讲群众语言
■32104部队 郭卫城

明人陆容在《菽园杂记》中记

载：江南巡抚大臣周忱有一册历，自

记每日行事，纤悉不遗。连每天的

阴晴风雨，也必详记。有一天，有人

报告粮船被风刮跑了，周忱就问他

事情发生在哪一天哪一时刻，是午

前还是午后，刮的是东风还是西

风。这个人被问住了，周忱则一一

道出实情，周围人为之叹服。

留心世事，大小必录，虽显繁

琐，却终归有用。周忱“琐记为公”

的用心，就是把为公办事的功夫用

在平时。如果没有这等用心，对粮

船失于风的情况便难作决断，守住

公家利益可能只会成为一句空话。

可见，做事贵乎于心。做事用心，是

一种素质、一种境界、一种智慧，也

是一种工作标准和情怀。

“用心计”则不同，虽也走心却与

“用心”相差万里。《朝野佥载》中记载，

中郎李庆远仗着侍奉太子而恃威权。

和宰相一起吃饭或者到各司办事时，

常暗遣一人在门外急唤：“殿下须使

令！”然后佯装匆匆而去。本没有事，他

却要打着太子急唤办事的幌子，无非

是想借太子之势，显己之威。

然而，“凡巧妙之术，中间必有

不稳处。”李庆远在太子疏远他后，

还偷偷潜入宫廷，在侍卫中混饭

吃。一次出宫后腹痛，犹诈云：“太

子赐予食瓜太多。”谁料，他吐出来

的却是卫士所食的“米饭黄臭，并齑

菜狼藉”。聪明反被聪明误，计愈

多，术愈巧，丑出得愈大。

为官从政同样如此，正事上“用

心”多了，摆不上台面的“心计”自然会

少，反之亦然。党员干部用心为人民

服务，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有丝毫懈

怠。杨善洲退休后第三天就走进大

山，一干就是22年，绿了荒岭，也造就

了一片精神绿洲；杨贵率领全县人民

苦干十个春秋，逢山开洞，遇沟架桥，

在太行山开凿出“人工天河”红旗渠。

以“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执着为民勤勉

做事，是共产党员的本色。用心为民

做事的人，自会被人民群众记在心间。

现实中也有一些人，不在加强学

习、提高素质上下功夫，不在工作岗位

上用心耕耘，却喜欢装腔作势，假公济

私，对经营“自留地”乐此不疲……“兵

法”太多、“机谋”太深，其结果，只会像

李庆远那样自欺欺人，为人所不齿。

邓小平同志说：“我出来工作，可

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

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

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

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

党员干部作为先进者、先行者，只有

以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用心而不

用心计，才能把常事小事做精致，把

急事难事做稳妥，才能在做人做事上

显出高水平，修出高境界。

用心，不用心计
■郝启荣 李佳辉

●谁能更好地掌握运用理论思
维，谁就能抢占思想高地、勇于开拓创
新、掌握科学规律，最终赢得成功

周恩来总理的亲弟弟周同宇和陈

赓是黄埔军校同学。陈赓推荐周同宇

到内务部工作，周恩来对曾山部长明

确交待，周同宇的工作要安排得职务

尽量低，工资级别尽量低，因为“他是

我的弟弟”。后来，周同宇因病不能正

常上班，周恩来交待内务部领导让他

提前退休，说：“他是我的弟弟，怎么能

拿着全工资不上班呢？！”退休，意味着

不仅工资再没有机会调整，而且要取

消许多在职时的待遇，当时许多人都

不愿意提前退休。周恩来交待之后盯

着抓落实，坚持让弟弟办理了提前退

休手续。

“他是我的弟弟，怎么能拿着全工

资不上班呢？！”周恩来的这句话，如今

听来，仍然具有穿透心灵的力量。共

产党人决不搞封建社会一人做官、全

家享福那一套，凡事都站在党性立场

上去考虑，职务越高标准越高，越是亲

戚要求越严。这，就是周恩来同志对

待家事的态度和原则。

无情未必真豪杰。周同宇家里6

个孩子，提前退休后收入减少，生活困

难。周恩来就从自己工资中拿出固定

一笔钱资助弟弟，一直到6个孩子全

部参加工作。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在

了解到弟媳对丈夫提前退休有些想法

后，周恩来专门把弟弟一家请去谈心，

一番肺腑之言温暖人、教育人，得到了

亲人的理解和支持。

党性与亲情从来不对立。共产党

人也有亲情友情，但是坚持党性第一、

亲情第二，亲情服从党性，不因亲情徇

私情，不以公权报私恩。有人计算过，

周恩来、邓颖超从实行薪金制到1976

年周恩来逝世，工资总额近四分之一用

于补助亲属、身边工作人员和革命烈士

家庭。他们这样做是不愿亲友因困难

向组织申请补助，为了减轻国家的负

担。邓颖超表示，这不仅是对亲友的照

顾，还是一名共产党员对国家对社会应

尽的一份责任。这种亲情观让人感动，

更值得我们学习。

周同宇从15岁离开淮安老家就

没有回去过，常常思念故乡亲友，特别

是退休后更加思乡心切，想回去看

看。没想到，周恩来却坚决不同意。

他担心弟弟回去会给地方政府添麻

烦、影响当地领导的工作，深层次原因

则是希望亲友带头树立四海为家的新

风尚。面对心情难过的弟弟，周恩来

还是那句话：“就因为你是周恩来的弟

弟！”因为是周恩来的弟弟，周同宇生

前没有再回过家乡，成为他终生遗

憾。然而，这又何尝不是共产党人坚

强党性的光荣？周恩来要求自己的亲

戚，不仅不能有任何特权思想，不要想

利用总理的职务影响谋私利，还要时

时处处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更严格地

遵守法规制度，不给组织添麻烦。

大道至简，大爱无声。周恩来始

终严于律己、廉洁奉公，鞠躬尽瘁、死

而后已，是坚强党性、伟大人格和中华

民族优秀品质完美结合的典范。周恩

来对待亲情问题的做法是一面镜子，

对后来人是一种教育。一句“就因为

你是周恩来的弟弟！”，对于我们增强

党员意识、提高党性修养、加强党性锻

炼，过好家庭关、亲情关，具有重要的

现实示范意义。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

工作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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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是不是管理很严，当兵是不
是没有自由……”对于很多不了解军队
的人来说，多会有这样的疑惑。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其实，纪律和
规章并非军队“特产”，它们时时处处都与
我们有关，比如上车买票、购物排队、欠债
还钱等。只不过军队因其特殊属性，有着
不同寻常的要求和规范罢了。军队的纪
律和规章，为的是巩固提高战斗力、能打胜
仗，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毕达哥拉斯说：“不能约束自己的
人，不能称他为自由的人。”康德说：“所
谓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而是自我主

宰。”自律不仅是一种自我约束，还是用
行动创造一种井然的秩序来获得更大
的自由。对于普通官兵，违规违纪必然
受到惩处而牺牲自由；对于领导干部，
违法乱纪则会身陷囹圄而失去自由。
纪律面前人人平等，有时它冷酷得铁面
无私，有时又温暖得像太阳，就看是选
择以身试法还是遵规守纪。

纪律的“笼子”，越想挣脱它，它就
扎得越紧。一位从军 30余载的老兵，
没有觉得部队不自由，反倒感恩于部
队“直线+方块”式的生活。纪律，当你
遵从它时，它就像“空气”，虽无时不
在，却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当你违背它
时，它就像“空难”，既来势凶猛，又无
力反抗，可能会让你付出沉重代价。

当前，全军正在深入学习贯彻新条
令。对每名官兵而言，都应用新条令规
范言行、培塑养成，变被动的他律为主
动的自律，化刚性的约束为行动的自
觉，在火热的军旅生涯中，自由挥洒汗
水，书写精彩人生。

你有多自律，就有多自由
■李海山

习主席指出：“新时代是奋斗者的
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把握时
代机遇，把自己锻造成新时代的奋斗
者。如何锻造自己？习主席给我们指
明了方向：“用你们的干劲、闯劲、钻劲
鼓舞更多的人，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争做
新时代的奋斗者。”

用干劲，就是要积极行动起来，想
到了就要做到。世界上的事情不是凭
空想就能得来的，而是实实在在干出来
的，“想到”与“得到”之间是“做到”，“不
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奋斗，
首先就要有十足的干劲。只有尽心尽

力去干，才能真正地了解事物、把握规
律、抓住本质、解决问题。“纸上得来终
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我们要努力
做到知行合一，把宏伟目标分解成一个
个阶段性目标，用十足的干劲努力把目
标变成现实，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增长本
领、积累经验、创造条件，为实现远大理
想奠定坚实基础。

用闯劲，就是敢为人先、主动作为，
遇到困难不低头、不退缩，迎难而上、攻
坚克难。习主席说：“山再高，往上攀，
总能登顶。路再长，走下去，定能到
达。”容易走的路都是下坡路，我们要向
上攀登，必然会面临艰难险阻。但挑战

同时也蕴含着机遇，我们遇到困难挑战
的时候，也是要咬紧牙关拼搏、争取最
后胜利的时刻。机遇难得，如果不去
闯、不去抢抓机遇，不仅会原地踏步，更
会错失良机，有被时代淘汰的危险。对
个人素质培养和意志锤炼而言，有了干
事的闯劲，遇事就会多从自身找原因，
而不是怨天尤人或推卸责任；就会形成
敢于解决问题的思维和行为模式，而不
是自我逃避，从而闯出一片新天地。

用钻劲，就是注重调查研究、刻苦
钻研，在实践基础上寻找科学方法、对
真理执着探求。“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
人”。干工作注重思考，寻找方法，往往

会事半功倍。钻劲不是不撞南墙不回
头的一意孤行、一味蛮干，而是科学选
定目标后的研机析理、开拓创新。钻研
不是简单的重复，重复做十遍不如用心
做一遍，重复的事情用心做，就能在不
断思考问题、总结经验、探求规律的基
础上，形成“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
践”的循环往复，实现螺旋式上升。

干劲、闯劲、钻劲，三者相辅相成，缺
一不可。干劲是基础动力，闯劲是成功
的助推，钻劲则是上台阶的保证，用这
“三股劲”干事创业，强军事业定能蓬勃
发展。

（作者单位：武警特警学院）

奋斗者要用好“三股劲”
■朱 锐

言简意赅

训练中，一名士兵全副武装，咬紧牙

关奋力抓绳攀缘。看似高远的距离，在

一步一步努力中，也变得近在咫尺。

这是一个战胜自我的过程。毛主席

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人生犹如

一场攀缘，前进道路上没有捷径可走。

山水迢迢，尤需闯关夺隘，面对困难矛

盾，如果歇气停滞或者犹豫放弃，就可能

一退千寻，甚至滑入失败的泥潭。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

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新时代

的奋斗者，就应面对人生高峰不畏难，

面对困难挑战敢攻关，向着心中的梦想

不断向上攀缘，把奋斗的脚步铺满征

途，勇当人生中的突破者、事业上的攀

登者、风浪里的搏击者。

丛林攀缘——

勇于突破，人生才有高度
■张 辉/摄影 杨 博/撰文

●学用共产党人“真经”，加强马克思主义修养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