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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 心 录

方 法 谈

●让官兵唱主角，是发挥官兵主体
作用的体现，可以提升教育训练的时代
性、感召力，能为传承红色基因找准抓手

忆传统话修养

●学先辈修养 话强军使命●

影中哲丝

●“做失败时的英雄”，没有怨
天尤人的“失败者心态”，惟有共产
党人的责任担当，激荡着革命乐观
主义的豪情壮志，把艰难困苦作为
前进的阶梯，历风雨见彩虹

南昌起义军南下失败，朱德、陈毅

带领的部队只剩下七八百人，处境非常

困难，一些人思想动摇。1927年10月，

部队到达赣南安远县天心圩进行整

顿。陈毅在全体军人大会上说：“我们

大家要经得起失败局面的考验，在胜利

发展的情况下，做英雄是容易的，在失

败退却的局面下，做英雄就困难得多

了。只有经过失败的英雄，才是真正的

英雄。我们要做失败时的英雄！”

陈毅当时去上海、去北京、去四川都

有很好的出路，但他哪里都不去，坚决留

在队伍里，实行自己“只要拿武器我就

干”的决心。当时部队思想混乱，有人经

受不住失败的考验脱离革命队伍。在此

异常严峻时刻，陈毅坚决地说：“要有革

命的气概，在困难中顶得住，个人牺牲

了，中国革命是有希望的。”

革命必胜的信念，来自对共产主

义理想“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定信

仰。贺龙元帅曾对徐特立说：“这十年

是我垮了又来，再垮再干，越干越大，

为什么？就因为我干的是革命，不怕

失败。”真正的革命者，经得起胜利的

考验，更经得起失败的考验，始终做到

对党忠诚、矢志不渝，革命理想高于

天。白色恐怖笼罩，革命处于低潮，最

困难、最无望因而也最容易动摇的时

刻，朱德、陈毅、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坚信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伟

大事业，无论路多远、道多难，一定能

冲破关山重重最终实现。他们义无反

顾地投身革命、舍生忘死追求真理，以

高度的政治自觉，挑起挽狂澜于既倒

的历史重担，成为革命事业的中流砥

柱。“做失败时的英雄”，表现出的磐石

一般的坚定信仰和压倒一切敌人夺取

胜利的英雄气概，具有直达心灵的强

大号召力影响力，有力地驱散了官兵

中悲观失望的情绪，凝聚起奋进的意

志力量，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种得以保

留下来，而且星星之火燃遍神州大地，

最终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

民主专政的新中国。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

其 执 着 而 为 信 念 。“ 做 失 败 时 的 英

雄”，没有怨天尤人的“失败者心态”，

惟有共产党人的责任担当，激荡着革

命乐观主义的豪情壮志，把艰难困苦

作为前进的阶梯，历风雨见彩虹。赣

粤边三年游击战争艰苦卓绝，陈毅同

志评述“是我在革命斗争中所经历的

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据他回忆，

敌人“清剿”紧张的时候，断粮是常有

的事，“这时就来了个‘靠山吃山’，吃

竹笋、吃野菜、吃杨梅、吃各种野水果，

只要胃口好，吃的东西总不愁。比方

马蜂的蛹，就是一种美味……”一次夜

间转移越过赣粤两省交界处，累得实在

走不动了，他们就在仙人岭石坳里稍事

休息。醒来后陈毅风趣地说：“我们真

了不起呀，一身压着两个省呢！”说得大

家都笑起来。腥风血雨九死一生，艰苦

岁月以苦为乐。投身党领导的革命斗

争，历经磨难志更坚，风吹霜打色更

红。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苦难，有苦亦

觉甜；保持乌云压顶不低头的意志品

格，有难不知难；建立“人间遍种自由

花”美好未来的过程中，乐观主义相伴

革命者始终。

新生事物在战胜旧事物的过程中，

难免会有挫折失败。遇难不退、遇险不

惧，靠斗争与坚守才能赢得最后胜利。

今天，我们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是，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

能实现的，前进的征途上充满希望，也

充满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

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也进入了新时

代，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

手中，学习弘扬革命先辈“做失败时的

英雄”的精神品格，就要牢记初心使命，

坚定理想信念，增强政治担当、历史担

当、责任担当，强化忧患意识，长存永不

言败、永不言退的锐气，永葆积极进取、

乐观向上的朝气，勇于在经受复杂严峻

环境考验中把稳思想之舵，勇于在战胜

各种风险挑战中锻造战斗品格，在强国

强军伟大征程上书写精彩华章。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

工作研究院）

培养“做失败时的英雄”的品格
■康 泉 薛艳晓

●始终葆有一颗纯净向善的
心，一颗利益他人的心，一颗济世
恤怀的心，一颗为实现远大目标
而自觉奉献、自我完善的心

习主席谈到领导干部要讲政德

时，引用了古语“心不动于微利之诱，

目不眩于五色之惑”，指出小事小节中

有党性、有原则、有人格。这告诉我

们，要管好自己的生活圈、交往圈、娱

乐圈，在私底下、无人时、细微处更要

慎独慎微、时时戒惧。

坚持从小事小节上加强修养，在

一点一滴中完善自己，是我们党的优

良传统。只有时刻做到严以修身，正

心明道，知行合一，才能守住本心，保

持共产党员本色。

《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有言：

“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

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这本是道

家和中医用来养生的告诫，联系到思

想修炼、道德养成、心灵净化上，“内

守”也是疗治心灵浮躁症的良方。人

生路遥，总会面对各种欲望和诱惑，用

恬淡管住心猿，用平和定住心神，用冷

静去除浮躁，在实践中锤炼修成“不以

物惑，不以情移”的功夫，身心健康才

有保证。

在慎独慎微中抵制诱惑、持重内

守。当今社会，物质生活丰富，消费主

义盛行，人们容易被欲望缠缚，被喧哗

左右。对于手握一定权力的党员领导

干部来说，如果头脑不清醒，不重视

“精神内守”，对自己要求不严格，就会

“滋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一

些贪腐分子走上犯罪道路，究其原因，

大多是因为精神世界荒草丛生，耐不

住寂寞，经不起诱惑。米兰·昆德拉

说：“从现在起，我开始谨慎地选择自

己的生活，我不再迷失在各种诱惑

里。”如何不迷失自我？就要做到“精

神内守”，常给心灵降噪，警惕靡音之

魅；成事恬静，不为虚名所累；行事干

净，不为私利所惑。“壁立千仞，无欲则

刚”。甘于“精神内守”，并在这个过程

中自省、自警、自励，方能从容迈过金

钱关、名利关、美色关。

在战胜挫折中意志坚定、不失内

守。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难免遇

到挫折坎坷。挫折是一场淘汰，也是

一种考验，能丈量出生命的厚度与深

度。谁意志坚毅，谁就能成为最后的

胜利者。坚持“精神内守”，并不是压

抑自己、学苦行僧，而是积极有为地面

对人生。有的人在顺境时骄、满、横，

遇有挫折或暂时困难时就泄、悲、怨，

这都是不成熟的表现。有人说过，最

坚强的人可能也是最能忍受孤独、不

失内守的人。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曾经

历过人生的几起几落，他们在逆境时

能够以钢铁般的意志，战胜一切艰难

险阻，以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建设

强大国家为己任，成就了伟大的人生，

为后世留下宝贵的精神遗产。只有把

享受“精神内守”作为一种人生观，分

析处理问题才能保持足够的定力，才

能正确面对得失，始终保持人生的正

确方向。

精神内守，能让人在冷观生活中

审时度势，做到宠辱不惊，妙视万物以

达观。一帆风顺时不趾高气扬，谦卑

内敛，怡心养志；败走麦城时不心灰意

冷，韬光养晦，静待时变。做到“精神

内守”，需要持续努力、久久为功，塑造

自己做一个好人，打磨自己成为能人，

始终葆有一颗纯净向善的心，一颗利

益他人的心，一颗济世恤怀的心，一颗

为实现远大目标而自觉奉献、自我完

善的心。

（作者单位：武警综合保障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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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部以“绽放青春光芒，争做时代新
人”为主题组织军营歌手大赛，基层官兵
的激昂歌声“响彻军营”。这是基层部队
以官兵为主体，广泛开展群众性文体活
动、助力打造强军文化的一个缩影。

随着“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
任”主题教育的不断深入，一些部队立
足自身实际设计“自选动作”：军营故
事会、军营红歌赛、官兵微动漫……这
些活动形式各异，但都是“教育搭台、
文化为本、官兵唱主角”，在挖掘展示
自身红色文化传统的同时，最大限度

激发官兵的主观能动性、调动官兵的
参与积极性。

前不久，全军兴起群众性练兵比武
热潮，发挥广大官兵主体作用，助推新
大纲训练课目在基层末端落实。军事训
练以官兵为主体，思想文化方面也应让
官兵唱主角，通过广泛开展群众性文艺
创作，发挥文艺作品潜移默化、铸魂育
人的作用，让官兵深度参与到教育训练
中去。

让官兵唱主角，是发挥官兵主体作
用的体现。抓基层打基础是“急官兵之

所急，帮官兵之所需”的工作，需要以官
兵为主体，着力提高为兵服务质量；思
想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都需要立起受
众导向、明确官兵诉求，这样，军队精神
文明建设才有生机活力。立足自身不外
请，各展所长有声色，群众性文艺创作
丰富多样的形式也能为官兵的课余生
活增添更多亮色。

让官兵唱主角，可以提升教育训练
的时代性、感召力。文化与教育训练相
辅相成、密不可分，将各类群众性文艺
创作引入教育训练课堂和训练场，让凝

结着兵心热血的文艺作品用真理说服
人、用真情感染人、用真实打动人，便能
搅活教育训练“一池春水”，真正做到入
脑入心。

让官兵唱主角，能为传承红色基因
找准抓手。唯有与时俱进代代相传，红
色基因才能永葆生命力。“传承”不应只
存在于口号中，而要落实到点滴行动。
官兵通过群众性文体活动滋养红色基
因、感知先烈精神，既能增强凝聚力战
斗力，又能成为理想信念火种的传播
者，为红色基因赋予时代意义。

让官兵唱主角
■王雨婷

漫步海滩，看得最多的是海浪

撞击礁石产生的浪花，耳畔响起最

多的是海浪撞击礁石的声音。作为

一名水兵出身的军人，我特别喜欢

那些拍岸放歌的雪浪花，并从中感

悟到一个道理：美丽的浪花是在撞

击中产生的，人类思维的闪电也常

在撞击中闪耀。

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与思想的进

步相伴而行的。没有思想的不断解

放，就不会有人类的不断进步。学

术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

推动人们思想进一步解放。在学术

论坛上，不能讲一团和气，该争论

的就要争论，只有在争论中才能使

真理更加明晰，进一步明辨是非。

真理在实践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也

在争论甚至斗争中成为人们的共

识，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作用。

当然，学术与思想上的争鸣有

时是痛苦的，甚至要付出代价。布

鲁诺就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日心说

的真理性。真理，往往就是在人们

思想的激烈碰撞中诞生的。

雪浪花——

思维闪电

在撞击中产生
■朱金平 摄影并撰文

●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处理好
公私关系既是政治要求，也是做人
最基本的修养操守

黄克诚大将一生克己奉公、崇廉
尚俭，对脱离群众、损公肥私等现象
疾恶如仇。“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即使
浪费了一分钱，都愧对老百姓”。小儿
子结婚时，社会上婚嫁讲排场之风盛
行，黄克诚却让儿子骑自行车把新娘
接到了家，既不派车，更不摆宴。

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处理好公私
关系既是政治要求，也是做人最基本
的修养操守。我党我军历史上，许多
老一辈革命家都能严格自律，做到公
私分明，为后人作出了表率。无论是
毛泽东几次拒绝为亲属安排工作，还
是周恩来因理发用公车而主动付费，
许多事例如滴滴水珠，折射出老一辈
革命家高尚的人品风范，在人民群众
心中树起共产党人公心为上的形象。

如何处理公私问题，是对公心的
一种考验。在公与私的天平上，如果
公心压不住私欲，势必让天平失衡，
在面对物质利益、名誉地位等诱惑时
败下阵来。北宋理学家邵雍说：“财能
使人贪，色能使人嗜，名能使人矜，
势能使人倚。四患既都去，岂在尘埃
里？”共产党员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古
人所说的“四患”都会遇到，在一定
条件下，这种诱惑和考验还很严峻。

有一段时间，一些党员干部走上领导
岗位之后，面对“围猎”把持不住自
己，本该用手中权力为党和人民做
事，却在诱惑面前让心灵染上了“尘
埃”，忘记了初心，迷失了方向，用公
权谋私利，堕入违纪违法的深渊，教
训不可谓不深刻。

恋小利，不能立大功；存私心，不
能谋公事。习主席告诫党员干部：“面
对公和私、义和利、是和非、正和邪、
苦和乐的矛盾，是选择前者还是后者，
靠的就是觉悟，最终检验的是对党和人
民的忠诚。”当前，法规制度越来越完
善、依法执纪刚性越来越强，对党员干
部形成了相当完备的外在约束。但内在
的约束才是“根子”上的。只有内心有
了觉悟、有了坚守，才能做到心底无私
天地宽。“公者千古，私者一时”，只有
始终保持对纪律和规矩的敬畏之心，从
内心深处不让公心染上“尘埃”，坚持
“知所行，知所为，知所止”，才不至于
在公与私的选择面前昏头，才能在对待
公私问题上做到泾渭分明。
《古今谭概》记载，明朝浙江嘉兴

人许应逵担任东平太守时，政绩显著，
却被同事诬陷，判罪调离。临行时，
“吏民哭泣不绝”。晚上，许应逵在一家
旅馆安顿下来，对仆人讲：“为吏无所
有，只落得百姓几点眼泪耳。”把“百
姓几点眼泪”视为自己最宝贵的所有，
封建官吏尚有此觉悟，今天的党员干部
更应有为民做事的价值观，把为人民谋
利益作为最高追求，不但严格律己，更
要公心用权，一心为民，在践行党的宗
旨中彰显共产党员当有的本色。

莫让公心染“尘埃”
■张笑寒 熊 浩

党支部书记素质培养系列谈④

“弹钢琴”，是毛泽东同志对开展

工作既要突出重点、又要兼顾一般的

形象概括。1949年 3月，毛泽东在《党

委会的工作方法》第 5条“学会‘弹钢

琴’”中讲，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

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

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

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

节奏，要互相配合……不能只注意一

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凡是有问题

的地方都要点一下，这个方法我们一

定要学会。作为基层党支部书记，怎

样学会“弹钢琴”呢？

重点是理清工作思路。弹钢琴，拿

到一首曲子，总是要先熟悉曲子，清楚

哪里是高音、哪里是低音，哪个地方快、

哪个地方慢，然后再开始弹。党支部书

记在对单位工作和建设实施领导过程

中，首先要明确目标，理清思路，制定规

划，这样工作起来才会得心应手、游刃

有余，找到自己的节奏。具体说，在面

对单位全面建设方方面面的工作时，对

哪些是重点工作、哪些是一般性工作，

哪些是主要方面、哪些是次要方面，哪

些是关键节点、哪些是普通节点，必须

要一清二楚，在此基础上，研究确定先

干什么、后干什么，先走哪一步、后走哪

一步，什么时候是重点攻关阶段、什么

时候是持续推进阶段，哪些问题需要急

事急办、哪些问题可以按部就班，制定

出科学合理的工作计划。有了清晰完

整的思路和科学详实的计划，工作起来

才不会手忙脚乱，才能有效避免“东一

榔头西一棒子”。

关键在坚持统筹兼顾。弹钢琴讲究

音色有重有轻、音调有长有短、节奏有快

有慢，只有这样，才能弹出优美动听的音

乐。在基层千头万绪的工作中，如果不

分轻重主次，不突出中心工作、重点任

务，必然会出现顾首不顾尾、捡了芝麻丢

了西瓜的问题；但如果只抓重点、不顾其

他，只见其一、不见其二，就有可能因小

失大，出现“短板”。因此，党支部书记要

做到全局在胸、统筹兼顾，不搞“单打

一”，即：中心工作要搞好，其他工作也不

能漏项；重大任务要圆满完成，一般性工

作也不能欠账；关键环节要抓住不放，其

他环节也要照顾到。

还要注重合理使用力量。弹钢琴

时，左右手有明确的分工，右手唱主角，

弹奏主旋律，左手唱配角，演奏伴和声，

而且要求十个手指都动起来，相互之间

密切配合。具体到基层工作中，党支部

书记要根据总体工作计划安排，合理分

配人力、物力、财力等各种力量。物力、

财力可以随时调用，但人力使用问题，则

需要好好琢磨一番。一方面，要让所有

的人都动起来，充分发挥官兵的主人翁

作用和主观能动性，既做到各司其职、各

负其责，人人都有事干，又做到把素质过

硬的人用在重点岗位上，实现人尽其才、

才尽其用，使单位上下同心、目标同向、

工作同步。另一方面，要重视搞好书记、

副书记的团结配合。作为书记，应找准

自己的定位，明确自己的责任，同时，又

要关心和尊重副书记，充分发挥副书记

和委员的作用，对单位工作和建设的重

要事情互通情况、交流看法，在加强沟通

中增进理解，在协调配合中加深信任，在

相互支持中形成合力。

●明确目标，理清思路，制定规划，做到全局在胸、统筹兼顾，不搞“单打一”——

党支部书记要会“弹钢琴”
■邓艳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