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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和谐

忆传统话修养

●从马克思主义中不断汲取科
学智慧和理论力量，让理论更好地服
务于实践，作用于实践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

指南，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开放

的理论。学习的目的在于运用，学习马

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从科学思想

理论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物质

力量的转化，惟有与实践相结合，从马

克思主义中不断汲取科学智慧和理论

力量，让理论更好地服务于实践，作用

于实践。

近百年来，我们党正是将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

析解决具体实践问题，用理论之“矢”射

实践之“的”，才使中国革命取得成功，

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的康庄大道，使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展现出蓬勃生命

力。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

不是游离于现实的空想，而是改造世界

的强大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人创造

性地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

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运用马克思

主义探索时代发展提出的新课题、应对

发展道路上面临的新挑战，使马克思主

义深植时代发展进步中永葆青春，更加

具有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

“当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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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都是前所未有的。我们要赢得优

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必须不断提

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

年大会上，习主席对广大党员干部立

足现实情况学用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具

体明确的要求。在改革强军进程中，

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面对运行新

体制新编制后产生的新旧思维“拉锯

战”，面对“过不了网络关就过不了时

代关”等诸多回避不了的现实课题，军

队党员干部要“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

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就必须

注重运用辩证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发

展的观点、两点论和重点论等马克思

主义方法论，研判复杂现象、分析矛盾

问题、把握发展规律、作出科学决策，

进而有效解决前进道路上遇到的新问

题。要立足变化了的现实，善于从传

统的、习惯的、经验型的思维定势中走

出来，主动更新思想观念，不拘泥于

“母版”“模板”，不陷于“再版”“翻版”，

真正把破解当前难题与推进长远发展

统一起来。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

线，办事情作决策充分考虑部队需要

不需要，不仅要研究干什么，还要研究

不干什么，把务实与务虚结合起来，把

抓落实与抓改进结合起来，真正让“文

章写在大地上,果实结在天地间”。

全面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决胜实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国防

和军队建设目标任务，军队党员干部

肩上有千钧重担，工作千头万绪，面

临的压力和挑战不言自明。形势任务

逼人，党员干部必须增强提高运用马

克思主义分析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紧

迫感。马克思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

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

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

点。”面对困难和压力，我们既不能妄

自菲薄、停滞懈怠，更不能犹豫退

缩，必须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韧

劲干劲，不断增强工作本领，努力做

无愧于新时代的创业者、建设者。开展

工作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

方面，防止“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增

强工作的方向性、系统性、预见性、实

效性；工作中要学会“弹钢琴”，坚持

围绕提高战斗力部署安排工作，突出实

战需要、一线需求投入资源力量，紧

扣提升部队建设质量效益出台政策规

定，既要突出重点，又要统筹兼顾，

防止单打一、顾此失彼，确保攥指成

拳，使战斗力有实质性提高。

学用马克思主义，重在用与时俱进

的理论联系不断发展变化的实际。在

实践中要特别注意防止教条主义、机械

照搬，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掌握马

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真正提高

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只有坚持

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

领时代，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牢固确立习近平

强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

地位，才能用伟大的实践成就强国强军

的伟大梦想。

（作者单位：武警黑龙江总队）

善用马克思主义分析解决实际问题
■马永生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在张思德

生前所在部队工作20年，充分感受

到张思德为这支部队留下的一种精

神，那就是为了人民利益勇于牺牲、

任劳任怨、艰苦奋斗。我清楚地记

得，自己新兵时上的第一堂教育课是

《为人民服务》，听的第一个故事是

《英模挂像张思德》。站在张思德雕

像前，我们举拳宣誓：“服从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几十年来，张思德的精神作

为我们部队的“传家宝”，已深深根

植在一茬茬官兵心中，融入他们的血

脉。

张思德爬过雪山，走过草地，虽

然年龄不大，却是名符其实的老红

军。1942年，与他同时入伍的战友

大都当上了团长、旅长，他却因中央

警卫营与中央教导大队合编，又从班

长当回战士。但他不计较个人职务的

高低，说：“当班长是革命的需要，

当战士也是革命的需要。”

一句“革命的需要”，多么朴

实，又多么崇高！从我踏进营门那一

天起，这句话就牢牢地记在我心中，

并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当年

的红军，“千锤百炼不怕难”，为了革

命事业不计个人得失，不怕流血牺

牲，是因为他们有“革命理想高于

天”的崇高追求，有创造一个繁荣富

强新中国的奋斗目标。

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

都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目标；今天的人民军队，正行进在改

革强军的道路上。改革也是一场革

命，难免要触动利益。有人说“触动

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当我们在改革

中遇到利益调整的问题时，应该用怎

样的态度去面对？76年前，张思德就

已经为我们作出了回答，那就是不计

个人得失，一切服从“革命的需要”！

不可否认，随着国防和军队改革

深入推进，也有个别同志心思游移，

甚至消极懈怠。他们不想挑担子，只

想要位子；不管革命工作的需要，只

顾个人利益的得失，算着个人的“小

账”想不开，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

地”放不下。究其思想根源，就在于

动摇了革命的理想信念。

缺失了远大理想，就难以做合格

的共产党员；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

大理想，也不能说是合格的共产党

员。在历史选择面前讲奉献，进退走

留面前讲风格，利益得失面前讲感

恩，不为物所累，不为利所迷，不为

欲所诱，不为名所惑，愿以个体之失

换整体之得，以局部之失换全局之

得，以一时之失换长远之得，勇于打

破思想观念之囿，敢于冲破利益牵绊

之墙，才称得上是一名真正意义的共

产党员，一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

革命军人。

对于我们这一代革命军人来讲，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既是一场深刻

的革命，也是一场特殊的战斗。改革

大考面前，我们应学学张思德，以先

辈为榜样，多想想“革命的需要”，

把党和军队的事业放在第一位，在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的关键

时刻，用绝对忠诚和过硬作风经受

住考验，用实际行动向党和人民交上

一份合格的答卷。

（作者单位：北京卫戍区某警卫

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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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革命老前辈都非常注意群众
口碑，处处谨言慎行，严格自律。老红
军黄火青，就是这样一位令人敬仰的
革命前辈。他早年投身革命，出生入
死，新中国成立后，一步步走上高级领
导岗位，却一直保持老红军本色，把自
己的一切交给党。1999 年去世后，他
本来可以享受安葬于北京八宝山的政
治待遇，但家人却根据他的遗愿，将其
骨灰运回故乡，埋在了石鼓山上的一
个石缝里，实现了老人家入土为安、叶
落归根，又不占后人一分一毫耕地的
遗愿。安葬之初，连一块普通的墓碑
都没有，后来在当地政府和家乡人民
的一再要求下，家人考虑再三，才立下
了一块 73 厘米高的墓碑，寓意老人入
党参加革命 73年。虽然墓碑的正面只

有“黄火青之墓”5 个字，背面也只有
“红军老战士”5个字，但它却如同一部
厚重的书籍，蕴含极为丰富的精神营
养；更如一座巍峨的丰碑，永远屹立在
天地之间。
“一个人的信仰决定了他生命的内

涵，包括长短、活着的方式，甚至结束的
方式”，这是谍战剧《风筝》中党的地下工
作者郑耀先一番关于信仰的感喟。革命
的烽火最能剔除信仰的砂砾，清除忠诚
的杂质。作为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红军
老战士，黄火青始终不忘革命的初心，不
忘那些长眠于征途上的战友，将坚定的
信仰融入血液、铸入灵魂，化作为党工
作、为民造福的点点滴滴，因而不恋岗位
而选择奉献，不图享受而乐于奋斗。即
使故去后，也不在八宝山争位子，不在故

土占良田，让自己的骨灰埋入山上的石
头缝里。这种“不争不占”的精神，正是
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鞠躬尽瘁、死而后
已”的真实写照。

故乡是一个人成长的摇篮。少小离
家参加革命的黄火青，在几十年的革命
生涯中，忙于革命工作，很少回家，但他
一直关心着家乡的建设和发展。当他晚
年作出身后葬于故乡的决定后，所考虑
的是不能为埋坟占用耕地，还说服乡邻
们支持自己。这样的选择，表达了一位
红军老战士热爱故乡的殷殷之情，也是
用最原始、最简朴的行动对故乡的最后
回报。正是从故土的“根”中汲取力量，
从故乡的“魂”中强壮心志，一位红军老
战士的步履才如此从容，背影才如此伟
岸，人生才如此绚丽。

立碑之事古来有之。在全国很多地
方，至今还能见到遗存的“功德碑”。有
的是当地名士乡绅为其“父母官”歌功颂
德之举，不乏溢美之词；有的记载了若干
修桥铺路、惩恶济贫等善事，为后人所怀
念；有的生前没有为百姓做下多少好事，
却要欺世盗名，为自己立一块碑，留下的
只能是千古笑柄。老红军黄火青不可谓
功劳不大、地位不显，却选择身后长眠于
故乡石鼓山的石头缝里。一块小小的墓
碑，上面什么功德也没记，但黄火青用一
生践行党的宗旨的崇高风范树立起一座
共产党人的巍峨丰碑。这丰碑是用忠
诚、党性以及闪光的人格书写的，是同为
民造福、为国奉献桩桩件件实事好事相
联系的。所以，这样的丰碑是不朽的，必
将被人们永远传颂。

“不争不占”见风骨
■乐 其

近日偶遇一位朋友，看他心不在焉，

唉声叹气，就问何故。他说，最近有些

“闹心事”，比较烦人。

“烦人”二字，让我想起了一句俗

话：“凡人，烦人。”意思是说，世间凡人

都是被“烦人”之事包围的人。人的一

生，要为种种个人需求或社会责任不

停地去追寻、努力。在这个过程中，便

会产生种种烦人之事：婴儿会为饥饿、

疾病而烦恼嚎哭；成人会为事业、爱

情、生活、家庭等方面的不如意而烦

恼；贫穷时为柴米油盐操心，衣食无忧

了又生出种种“富贵病”……可以说，

古往今来，烦恼总是与人生相伴相随，

挥之不去。

世间万物，凡是有生命者，都生存

在各种各样的矛盾中。记不清是哪位

诗人曾经这样说过：“烦恼是阳光下飞

舞的灰尘，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活在

世上之人概莫能外。”杜牧的“公道世间

唯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说的也是这

个道理。

虽然烦恼人皆有之，但人们对待烦

恼的态度却千差万别。无为之人遇烦恼

总是唉声叹气，觉睡不着，饭吃不下，无

精打采，萎靡不振，有的甚至因此而丧失

了进取的动力。豁达的人则是不怕烦恼

的，他们会把克服烦恼当作生命的本

能。在一次次与烦恼的斗争中，豁达之

人释放了自己的潜力和生命的热情，使

自己的心智不断成熟、智慧不断增长。

与烦恼斗争，毛泽东堪称典范。

他一生于公于私都遇到过各种各样的

烦恼，可他从无畏惧之心，“不管风吹

浪打”仍然“胜似闲庭信步”，道出了

一代伟人对待烦恼的胸怀。仔细想

来，人何尝不是“与烦恼奋斗，其乐无

穷”呢？一些人看上去快快乐乐、潇潇

洒洒地生活，其实并不是没有烦恼，而

是他具有积极洒脱的人生观，有战胜

一切烦恼的信心和毅力。李白一生坎

坷颇多，但他那“仰天大笑出门去，我

辈岂是蓬蒿人”的坦荡人生，却为后人

传颂。

从另一个角度说，烦恼不仅能促人

积极进取，还是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催

化剂。不是吗？人类为猎食而烦恼时，

发明了猎捕动物的工具；为生病而烦恼

时，发明了药品；为穿衣而烦恼时，发明

了织布、缝纫；为黑暗而烦恼时，发明了

电灯；为行路而烦恼时，发明了汽车、火

车、飞机……可以说，人类为了更好的

明天，在克服烦恼中孜孜以求，没有烦

恼就没有进步。人类的文明就是这样

在克服烦恼的过程中一天一天发展进

步的。所以，一个人不应为烦恼所羁

绊，遇到烦恼就垂头丧气、一蹶不振，而

应多思考战胜这样那样烦恼的方式方

法，在克服烦恼中不断前行，这样我们

才能走得更稳，才能有更美好的未来。

没有烦恼就没有进步
■曹新旺

书边随笔

一只蜻蜓，栖息在一根被摘去了

荷花的梗杆顶端，美丽的影子被阳光

投射放大到一张翠绿的荷叶上。不

知这个小小的生灵，是否在为自己停

留的位置而自豪。

根据光线的投射原理，位置越

高的物体，其地上的投影面积越

大。一座高山，在光线的作用下，其

阴影常常会笼罩一片大地；一个人

站得越高，其身影会被光线拉得越

长，喊出的声音也会传得更远。正

如荀子所说：“登高而招，臂非加长

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

也，而闻者彰。”

居高声自远，居高影自显。同

样，一个人只有不断努力学习，提高

自我的学识修养和思维高度，说出的

话才能影响更多的人。勇攀思想的

高峰，看问题才会更全面，才能做到

先人一步、高人一筹。

●欣赏的眼光落到识人待人
上，本质是一种信任和肯定

一日，苏东坡和佛印和尚在林中
打坐，佛印对苏东坡说：“观君坐姿，酷
似佛祖。”苏东坡很是受用，看到佛印
的褐色袈裟逶迤在地，便说：“上人坐
姿，活像一堆牛粪。”佛印和尚微笑不
语。苏东坡心想，这回可让佛印吃了
个闷亏，于是得意地把此事告诉了苏
小妹，想不到苏小妹却说：“哥你又输
了，佛印以欣赏的眼光看你，而你又是
以什么样的眼光来看他呢？”

故事是书中得来，真实与否无需
去究，仅以故事本身而言，苏东坡的
确输了，他输在了眼光上。且不言
“牛粪”之喻对人不够尊重，就说这
“佛祖”与“牛粪”之视差，足见眼
光之高下。

人的眼界有宽窄之分，眼光有高
下之别。欣赏的眼光，首先是一种思
维优先序，即正面看人，欣赏第一。欣
赏的前提是尊重，无论对方是谁，都要
首先懂得尊重。尊重方能享受阳光，
走出灰暗，正如培根所说：“欣赏者心
中有朝霞、露珠和常年盛开的花朵；漠
视者冰结心城，四海枯竭，丛山荒芜。”
同时，欣赏的眼光底色是包容，包容
“人无完人”的不完美，“海纳百川，有
容乃大”。这显然是一种人生的豁达、
大度，是一种美德。
“美到处都有，对于我们的眼睛，

不是缺乏美，而是缺乏发现。”罗丹的
这句名言，说出了欣赏的要义在于发

现美。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生活中的美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拥
有欣赏的眼光，总能发现不一样的
美。比如，欣赏高山的品质，会从巍
峨中找到庄重与沉稳；欣赏小溪的品
质，会从潺潺中找到清秀与欢畅；欣
赏小草的品质，会从寂寞中找到坚强
与执着，等等。如是，就会让心灵被
美好感悟充沛着、包围着，进而感恩
生活、感受幸福，始终保持健康向上
的生活态度。留心观察一下现实生
活可以发现，善于欣赏的人往往朋友
多多，喜欢挑剔的人常常孤寂无朋，
原因就在这里。

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说：
“人性中最深切的心理动机，是被人赏
识的渴望。”这其实是人的一种趋美本
能。欣赏的眼光落到识人待人上，本
质是一种信任和肯定。“信任是最高的
奖赏”，这种奖赏，一方面会照亮人的
内心，激发人的潜能，为对方增添向上
的自信和勇气；另一方面，当自己欣赏
别人，真诚为别人喝彩时，心底里也会
涌出一种由衷的快乐。这显然是欣赏
与被欣赏者之间的双向互动、彼此愉
悦，营造的是一种“和而不同”的生活
观，创造出和谐发展、共赢发展的干事
格局和成事环境。

修炼欣赏的眼光，对部队官兵尤
显重要。它既是增强战友感情的“吸
铁石”，又是建设向上风气的“催化
剂”，更是凝聚战斗力的“黏合剂”。
这种团结的力量，在任何时候、任何
情况下都不可或缺。当然，提倡以欣
赏的眼光对人对事，不是要搞无原则
的一团和气，而是倡导谦虚学习，激
励向善的态度。
（作者单位：陆军工程大学指挥控

制工程学院）

修炼欣赏的眼光
■徐弘源

●这种“不争不占”的精神，正
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的真实写照

●在一次次与烦恼的斗争中，
豁达之人释放了自己的潜力和生命
的热情，使自己的心智不断成熟、智
慧不断增长

栖息的蜻蜓——

居高影自显
■朱金平 摄影并撰文

影中哲丝

●学用共产党人“真经”，加强马克思主义修养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