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军人修养 E-mail:jfjbshyxy@163.com２０１８年５月２９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徐文耀 张国强 王婷婷

忆传统话修养
知行论坛

从身边事看修养

●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
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
论，才能祛除理论学习的“虚光”、廓
清思想观念的“迷雾”

●恪守党性原则、遵守党纪法规、
严格自我要求的自律型党员干部，在
群众中才有说服力、凝聚力、感召力

谈 心 录

●改革大潮不等待彷徨的“散步
人”，强军事业呼唤敢于担当的“挑夫”

言简意赅

●不忘对党忠诚之心，不忘
亲民爱民之心，不忘奋斗尽责之
心，不忘清正廉洁之心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中，习主席指出：“新时

代，中国共产党人仍然要学习马克

思，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不断从

中汲取科学智慧和理论力量。”习主席

的重要讲话，为我们学习和实践马克

思主义，进一步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

提供了方法指南。学用马克思主义，

一项基本功就是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

经典原著，夯实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的根基。

人类文明的浩瀚星空，一部部经

典宛如点点繁星，照亮人们的精神世

界，指引人们前行的航程。对于共产

党人来说，至高的经典首推马克思主

义经典原著。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正是

从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中汲取科学智

慧和理论力量，进而坚定理想信念，

成为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

同志曾回忆，早年读过的《共产党宣

言》《社会主义史》《阶级斗争》 这 3

本书，深深铭刻在他的心中，建立起

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陈云同

志在延安整风时，认真读了一些马克

思主义哲学经典，说有一种“茅塞顿

开和豁然开朗”的感觉，让他受益终

生。董必武同志一生酷爱学习，晚年

在病中还同身边工作人员一起重读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忍着病痛读完

了第一、二卷，并写下了“五篇六本

相连读，学习当如卒过河”的诗句。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是科学

方法，是“伟大的认识工具”，指导人

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马克思用他

毕生心血写就的《资本论》，研究了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发现了资本

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实现了政治经

济学领域的革命性变革，创立了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科学社会主义

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合著

的《共产党宣言》，深刻揭示了资本主

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历

史规律，奠定了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

念、坚守精神家园的理论基础。恩格

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

典哲学的终结》中，系统阐述了马克

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第一次明确提

出了哲学的基本问题，深刻阐述了马

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领域所引起的革

命性变革……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犹

如黑暗中的明灯，照亮了无产阶级寻

求自身解放的道路，也照亮了我们的

人生之路，帮助我们思考社会与人生

宏旨，从对历史发展、社会进步的思

考中获得更全面的认知，更好地认识

人类自身、筑造精神家园，其精神价

值让我们受用终身。

“为什么我一年读了 200多本书，

但还是感觉没什么长进？”这是一家网

站上一位读者的困惑。紧接着有人回

复：“你只是‘读了’这些书。”言外之

意，思想的进益，并非来自“浅阅

读”，而是“思践悟”。学习马克思主义

经典原著同样如此，不能像读小说那样

蜻蜓点水、一目十行，而要像“钉钉

子”那样钻进去，才能读懂弄通、学有

所获；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也不

能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必须

联系历史和现实作深入思考，在思考中

把握精髓、汲取精华。习主席说：“有

的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没读几本，一

知半解就哇啦哇啦发表意见，这是一种

不负责任的态度，也有悖于科学精

神。”这是我们务必需要防止和克服

的。古人读书讲究“博学之，审问之，

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种读书

的方法和路径，对于我们研读马克思主

义经典原著同样适用。

“在头脑里搞建设”不是一件易

事。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就是在

人的头脑里搞建设，需要持之以恒、

久久为功，努力使自己达到三种境

界：一是变苦为乐，笃信学经典原著

一定有用，而且至关重要，使读书之

苦成为追求之乐；二是变软为硬，把

外在压力变为内在动力，强化读书的

自觉性、计划性，督促自己养成定时

定量定质读书的习惯；三是变碎为

整，靠“挤”和“钻”赢得学习时

间，并坚持不辍，积少成多。只有在

学习上不断淬火加钢，系统地而不是

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习马

克思主义理论，才能祛除理论学习的

“虚光”、廓清思想观念的“迷雾”，不

断增强学经典、用经典的自觉性和主

动性，真正念好共产党人的“真经”，

掌握和运用好马克思主义这一认识世

界、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

上好研读经典原著这一课
■何东平

●学用共产党人“真经”，加强马克思主义修养④

“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

雨……路漫漫其修远矣，两袖清风来

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

意。”习主席的一首《念奴娇·追思焦裕

禄》，颂扬了党的好干部焦裕禄的赤子

情怀，道出了人民公仆的初心本色。

焦裕禄的一生只有短短42载，却感动

了几代中国人。每一次来到焦裕禄同

志工作生活过的地方致敬忠魂，思想

上都会受到触动、心灵上都会得到洗

礼，感到焦裕禄精神就像一面旗帜、一

座丰碑，激励我们不论走多远，都要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

不忘对党忠诚之心。兰考在焦

裕禄任职之前，被叫做“永远填不满

的穷坑”。当时的河南省委和开封

地委为挑选兰考县委书记人选感到

头疼。当组织把这份相对而言最

苦、最难的工作交给焦裕禄时，已身

患肝病的他表示：“感谢党把我派到

最困难的地方，越是困难的地方越

能锻炼人，请组织上放心，不改变兰

考面貌，我决不离开那里。”随后的

工作中，焦裕禄用生命诠释了对党

忠诚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用实际

行动替党分忧、为民做事。新时代

走好新征程，如何把强国强军的“决

心图”变成“路线图”，落实成“施工

图”，同样考验着党员干部的忠诚

度。面对利益得失、外部诱惑、工作

上的困难矛盾时，“亚忠诚”“伪忠

诚”是经不起考验的。只有以实际

的、明确的、具体的行动，把“四个意

识”“三个维护”要求落到履职尽责

各领域、全过程，才是真忠诚。

不忘亲民爱民之心。在兰考人民

心中，焦裕禄最让人感动的是他对老

百姓的感情。焦裕禄对人民群众的生

活无比关切，无衣无食者、有病者、危

难者，他竭尽全力予以救济，为他们排

忧解难，充分展现了“心中装着全体人

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同

样，在强军兴军征程中，基层条件艰

苦，基层工作辛苦，基层官兵不同程度

承载着工作之重、生活之压、成长之

忧。作为领导干部，就要坚持心思往

一线用、精力往一线投、工作往一线

做、成效到一线检验，注重培养官兵间

的感情、官兵对军队的感情；始终关注

官兵生活、官兵需求，增强官兵建功军

营的获得感，让官兵在这里留下青春

的奋斗足迹、成长的永恒回忆。

不忘奋斗尽责之心。当一些党员

干部对改变兰考面貌失去信心时，焦

裕禄语重心长地说：“兰考这块地方是

烈士们用鲜血换来的，先烈们并没有

因为兰考人穷灾大，就把它让给敌人，

难道我们就不能在这里领导群众战胜

自然灾害吗？”正是有了“革命者要在

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奋斗精神，兰考干

部群众战胜了“三害”，使兰考呈现一

片繁荣景象。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

奋进者、搏击者，而不会等待犹豫者、

懈怠者、畏难者。党员干部是历史重

任的担当者，唯有永远保持冲锋姿态，

敢于挑起重担，敢于克难制胜，敢于奋

勇争先，才能无愧于党和人民的殷切

期盼，不辱新时代的历史使命。

不忘清正廉洁之心。焦裕禄身为

领导干部，却甘于清贫。他经常教育

子女要到最困难的地方去，还教育家

人“任何时候都不能搞特殊化”，并亲

自起草了《干部十不准》。新时代党员

干部应对“四大考验”“四种危险”，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要学习焦裕禄，始

终绷紧拒腐防变的弦，不该做的事情

坚决不做，自觉接受组织和群众监督，

坚持谋事先想政治、决策先对规定、办

事先看红线。要真正与那些潜规陋习

彻底决裂，做到自身堂堂正正，处理各

种关系清清爽爽、干干净净，不断加强

党性修养，练就共产党人的“金刚不坏

之身”。

（作者单位：武警黑龙江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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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
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自律，
是党员干部保持清正廉洁、拒腐防变
的一道重要防线。自律搞不好，他律
再多再严，也难保不出问题。恪守党
性原则、遵守党纪法规、严格自我要求
的自律型党员干部，在群众中才有说
服力、凝聚力、感召力。

善于律心，确保心理不失衡。失衡
的心态，既影响心理情绪，更影响工作
状态。健康、平衡、积极的心态，表现在
遇到好事不失态，得意淡然；遇到挫折
不沮丧，失意泰然；遇到委屈不动怒，从
容超然。而要达到这种境界，就必须加
强党性修养，认真解决好“当官为什么、

工作干什么、身后留什么”的问题。在
升迁去留上选准“比对尺”，不比职务上
冒尖，要比事业上冒尖，不求官位的提
升，但求事业的进步；在利益得失上选
好“参照系”，坚持秉公用权、依法用权，
不比得到的利，多比干成的事；在政绩
评判上找准“对时表”，坚持问计于兵、
问需于兵，多出一些经得起官兵、实践
和历史检验的政绩，切实做到为官一
任，造福一方。

长于律言，确保言语不失范。言
为心声。党员干部的身份决定了说话
要谨慎思量，如果出言不慎，使官兵产
生误解，造成的不良影响将难以估
量。作为党员干部，要带头做到不说

泄气话、牢骚话。不要总把一些影响
官兵情绪、动摇军心士气的话挂在嘴
边，要多说树立信心的话，多说加油鼓
劲的话，教育引导官兵始终保持蓬勃
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不要遇
到不顺就整天牢骚满腹，怨天尤人，好
像组织亏欠了自己、官兵误解了自己，
要多从自身找原因，坚信“人心自有一
杆秤”“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对社会
上流传的“内部消息”“灰色段子”，带
头做到不说、不信、不转。尤其是对挑
拨是非、影响团结的话，要坚决予以抵
制。即使正常的意见与看法，也要抱
着对党的事业和部队建设高度负责的
态度，开诚布公、实事求是地提出来，

不能当面不说、背后乱说。
严于律行，确保行为不逾矩。古人

讲，欲胜人者，必先自胜；欲知人者，必
先自知。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和各种
诱惑，应该时刻把握自己，经常约束自
己，经得住诱惑，耐得住寂寞，管得住小
节，筑得牢防线。以“吾日三省吾身”
“反求诸己”的精神，对照制度规定，每
天想一想自己有没有失当的举止，有没
有逾矩的行为，通过经常反躬自省，不
断改正缺点、弥补不足。要常怀敬畏之
心，常念党纪之严，常思贪欲之害，始终
做到不碰道德底线、纪律“红线”、法规
“高压线”，让自律真正成为一种工作生
活习惯。

争当自律型党员干部
■邢梁钧

工作中，我们经常会听到诸如
“你能力强，多干点，能者多劳嘛”的
说法。可结果往往是，能者干活多，
出错的概率相对大。如此时间一长，
多劳往往会让能者“多恼”。

实事求是地讲，能者多劳并无不
妥。能者，大多是能力强、有干劲、效
率高、对待工作认真负责的人。对这
些同志多压担子，有益于他们不断成
长，有助于培养骨干力量。但也要看
到，在一个单位，每名成员各司其职，
各负其责，合理有效地发挥作用，才
能实现整体效益的最大化。所以，无
论从单位建设角度看，还是官兵个人
成长看，既需要压担子，也应该避免

能者因多劳而“多恼”。
避免多劳成“多恼”，要求领导者

更新观念。遇有重大任务挑“尖子”、
选“能手”固然不错，但更要有长远眼
光，从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培养更多优
秀人才考虑，让更多的人接受任务的
磨砺、实践的锤炼，加快成长进步的步
伐。要坚持“公平公正，激励先进”原
则，对踏实干事的高看一眼、厚爱一
分，给予更多关心理解；对那些干工作
敷衍塞责，不担当、不作为的，要及时
敲打，树立“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
的鲜明导向，倒逼每个人都努力提高
能力素质、积极主动担当，形成人人想
干事、人人思作为的局面。

莫让多劳成“多恼”
■陆军步兵学院石家庄校区 卢 壮

现实中，常听身边的战友为自己
的人生作出各种规划。这种对未来的
憧憬，为处在人生爬坡期、事业上升期
的年轻官兵带来进取的动力。然而同
时也应看到，世界是发展变化的，个人
所具备的能力、所处的环境和面临的
机遇往往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过去
认为的不可能现在看来或许也不再遥
不可及。人生目标也应随着实践的发
展而作出相应调整。

在成长的道路上，如果总想着一
次努力终身受用，用昨天的标准衡量
明天的自己，或者盲目设定不切实际
的目标，某种程度上就等于给自己戴
上“紧箍”，制约个人潜能的发挥，限
制成长进步的空间。人生道路漫长，

那些走得远的人绝不会小得即安、小
成即满；人生旅途多姿多彩，真正热
爱生活的人会遵从自己的初心，不断
拼搏进取。

每个人的人生都有无限可能，对
未来的规划不应成为遮蔽视野、限定
思维的束缚。在奋斗征程上既要为
了既定的目标而不懈努力，又要学会
应时而变、因势而制。奋斗的人生无
止境，“不设限”的实质就是不断挑战
自己、突破自己。不断地给自己树立
新的奋斗目标，能使自己激情常在、
动力常存，争取更大作为，取得更高
成就。这样，优秀就会成为一种习
惯，奋斗就会成为一种常态，人生就
能迎来一个接一个的精彩。

学会人生“不设限”
■69230部队 张斯琪

爬山的时候会发现这样的现象：挑

担子的往往比散步的游客走得要快。之

所以如此，是因为二者心态不同，挑夫肩

上有担子，眼中有想到达的目标，不用扬

鞭自奋蹄；散步者往往一身轻松，到达目

的地的愿望也并不急切，走到哪里算哪

里，自然放慢了脚步。

挑担子的人走得快，并不是因为担子

轻松，而恰恰因为有担子在身，肩上就扛了

责任，心中就有了信念，脚下就会有力量。

“世上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因有人替你负

重前行”。历史上那些勇挑担子的人，往往

走得更远。少年时期的周恩来“为中华之

崛起而读书”，正因有这样的志向和担当，

才成就了后来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的好总

理；钱学森年轻时留学美国，学有所成后毅

然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物质条件，回国后致

力于国防科研事业，为中华民族崛起于世

界民族之林作出历史性贡献。

“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当

前，国防和军队改革进入“新体制时间”，一

些同志身子虽然进了新体制，却不能适应

新环境，难以担当新角色，遇到困难彷徨哀

叹，心中渐渐迷茫、脚下的步子愈发彷徨、

肩头的担子便慢慢卸了下来，变成了登山

路上“散步”的人。驻足观望，影响的是使

命任务的完成；停滞不前，注定要被时代抛

弃。改革大潮不等待彷徨的“散步人”，强

军事业呼唤敢于担当的“挑夫”。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

的路。心中有方向，脚步就不彷徨。只

要目标坚定、内心坚韧，敢于负重前行，

强军路上的每一步都会有分量，就会在

伟大时代留下永不磨灭的足迹。我们既

要有“挑担子”的责任，还要有“勤赶路”

的动力。只有每一个人都做到守土有

责、守土尽责，保持韧劲、主动作为，怀揣

“功成不必在我”和“功成必定有我”的使

命感责任感，才能挑起重担，成就事业，

实现抱负。

挑担子的比散步的走得快
■周凌一 刘海军

一个人因为身份转换，会在社会生
活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对革命军人而
言，相对于家庭，是中流砥柱；相对于上
级领导，是参谋部属；相对于人民群众，
是钢铁卫士……根据扮演角色的不同，
我们对每一个角色都应有明确定位，明
晰职责，演好自己的角色。

演好自己的角色是一种担当。每
个人都是社会这部大机器中的一个零
部件，机器运转得如何，与每个零部件
的担当息息相关。演好自己的角色，
就要努力培养担当的能力素质，并且
为了能够承担更多角色的责任，不断
进行能力升级和自我重塑，无论从思
想水平、视野眼光还是实际本领上，都

能有实质性提高。一个人能够承担的
角色越多，适应性就越强，就会有更大
的发展空间。

当然，工作生活中，难免遇到两种角
色或者多重角色价值需求相冲突的情
况。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点，只能把其中
一个角色放在重要位置，其他角色暂居
其次或者作出牺牲。这种情况在军人身
上体现得更为明显。为了执行任务、履
行军人职责，军人不得不淡化子女、爱
人、父母等其他角色的地位，减少陪伴家
人的时间。尽管这会加大我们协调处理
家庭与工作之间关系的难度，但这也正
是军人职业的崇高和可敬之处。

演好自己的角色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需要我们不断提高胜任角色和角色
转换的能力。生活是圆满如意还是留
下遗憾，与我们能否演好所承担角色密
切相关。作为一名革命军人，我们只有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克服种种困难，全
心投入本职工作，尽好自己的职责，演
好自己的角色，才能在人生舞台上不断
呈现精彩。

演好自己的角色
■代练兵

●演好自己的角色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需要我们不断提高胜任角色
和角色转换的能力

生活寄语

留恋眼前的一片绿荫，也许会错过整片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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