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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 心 录

生活寄语

●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
为党，始终做到干净、清爽、硬气，
不为乱花迷眼，牢牢守住政治规矩
的红线和为官做人的底线

习主席强调：“我们共产党人的根

本，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

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党和人民的

忠诚。”忠诚是“天下至德”，也是军人的

显著品格和职业操守。军队党员干部

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就要不断强固信仰

之基，不断加强党性修养，不断进行自

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

高，以实际行动践行对党绝对忠诚的铮

铮誓言。

做到对党绝对忠诚，首要的是坚定

信仰信念。信仰需要深厚的理论作支

撑。少数党员干部出现信仰缺失、精神

迷茫，固然有许多原因，但理论功底浅

薄是最基本的原因。崇高的信仰、坚定

的信念不会自发产生，必须通过加强理

论武装，学而信、学而用、学而行，始终

以理论上清醒保证政治上坚定。共产

党人的命脉和灵魂是对马克思主义的

坚定信仰。要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

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一

种精神追求，用经典涵养正气、淬炼思

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

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21世纪中国的马

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

果。要通过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理论与实践的

结合上加深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理论认同

和情感认同，补足精神之“钙”，筑牢信

仰之基，练就“金刚不坏之身”。

党性是检验党员干部忠诚度的试

金石。党性坚强，信仰才会更加坚

定。少数党员干部在对党忠诚上掺水

分、不过硬，说到底是党性原则没有牢

固立起来。实践证明，只有坚持党性

原则，才能把党的事业举过头顶，才能

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才能超脱

于名利得失之外。因此，要把加强党

性修养作为坚定信仰信念、提纯思想

道德的终身课题，勤于修枝剪叶、自觉

改造提高，让忠诚品格在党性炉火中

越炼越纯。党性坚强最根本的是要在

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始终做

到干净、清爽、硬气，不为乱花迷眼，牢

牢守住政治规矩的红线和为官做人的

底线。要始终用党的宗旨意识引领、

用传统精神熏陶，从根本上解决对党

的坚定追随，筑牢做党的人、听党的

话、跟党走的思想基础；要增强党内政

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

斗性，坚决纠正和防止庸俗化、随意

化、松弛化现象和自由主义、好人主

义、利己主义，认真落实好党内组织生

活制度；要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

器，下大力气解决好批评和自我批评

不真的问题，把“讲认真”“有辣味”“戳

麻骨”贯穿批评和自我批评全过程，真

刀真枪、见筋见骨，点准穴位、抓住要

害，鞭辟入里、触及灵魂。

忠诚体现在担当上。习主席强调，

“党看干部主要就是看‘肩膀’，看能不

能负重，能不能‘超负荷’”。当前少数

领导干部在困难和问题面前，不同程度

存在畏难情绪、等靠思想和推诿现象，

主动担当、主动作为、主动破解的勇气

和力度还不够大，劲没使足、弓没拉满，

与强国强军事业发展的紧迫需要不相

适应。要从重视强化担当精神、聚力主

责主业上解决这些问题，把对党绝对忠

诚落实在提高“能打仗、打胜仗”能力

上，坚持求真务实、埋头苦干，聚精会神

干事业、瞄着强军创一流，力求把每件

事情都做到“精致”、把每项工作都干成

“精品”。要有直面问题的勇气和解决

问题的决心，对和平积弊进行大起底大

扫除，真摆深挖“和平病”的表现及根

源，查找清理“和平事”“和平官”“和平

套路”，做到所有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

工作向打仗用力。

保持共产党人本色是我党我军的

政治优势，是打败敌人的“制胜密码”，

也是共产党员最根本的定力。共产党

员和革命军人是要随时准备为党、国家

和人民利益牺牲一切的，能否保持本色

直接关系着是否具有“豁得出去”的坚

定信念、价值追求和奉献精神。本色决

定作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革弊鼎新，党风

政风为之一新、党心民心为之一振。但

是“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四风”反弹

回潮的可能不可小视，稍有松懈，就可

能前功尽弃。因此，要坚决贯彻落实党

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关于反贪腐、

正风气的一系列战略决策和战略部署，

坚决打赢这场攻坚战和持久战。在这

一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把自己摆

进去，该修正的修正，该重塑的重塑，用

实际行动使共产党员的本色纯些、再纯

些，党性强些、再强些。

（作者单位：武警河北总队）

让忠诚品格在党性炉火中越炼越纯
■李天文

●善养廉洁自律之气，养出
的是正气，集聚的是人气，塑造
的是风气

习主席指出，一个人能否廉洁自

律，最大的诱惑是自己，最难战胜的敌

人也是自己。重温军委纪委近期下发

的几份通报，在上下铁腕推进正风肃

纪的形势下，依然有少数人在“微腐

败”上栽跟头，其中不乏正处在事业上

升期的年轻干部，让人不禁扼腕叹

息。究其根源，是这些人在利益诱惑

面前，让贪婪侥幸占了上风，把廉洁自

律抛在了脑后，自己打败了自己。

当微利之诱靠到身边、近在眼

前、伸手可得时，能不能保持初心、抵

住诱惑、坚持原则、战胜自己，是每名

党员干部必须正确作答的问题。答

好这一问题，要靠个人修为，重在养

成一股廉洁自律之气，自慊于心，洁

身自好，方能满腔正气立于天地间。

注重以志提气。志远则气正，气

正则身洁。心有大志向，就不会羁绊

于眼前的蝇头小利。一代名将岳飞，

正是胸怀“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

何时灭？”“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

阙”这样的远大报国志向，而使他始

终保持严格要求自己的动力，虽身处

贪奢之风盛行的时代，却一生不贪钱

财、不好美色、不慕虚荣，终以精忠报

国留名青史。在迈上强国强军新征

程的今天，前方有伟大梦想、伟大目

标的召唤，能够自觉把个人志向与时

代发展要求统一起来，就不会去贪图

享受，逐利徇私，就能一心一意奋发

图强，做到泥污灰尘不沾身。

注重以品养气。有品德是对新时

代革命军人的本色要求，也是确保廉

洁自律的重要防线。有一段时间，有

人以适应市场经济为借口，淡化了精

神追求，放松了品德修养，心为物役，

追逐名利，贪图享乐，最终走向了蜕化

变质、腐化堕落。正像一位老军人所

说的，军人最可悲的就是没有牺牲在

战场，却倒在了市场。有品德，行事就

有准则，不会去做那些蝇营狗苟的

事。所以，要注重品德修养，纯洁生活

圈、净化娱乐圈、控制交往圈，守住道

德底线、不碰法纪红线，用高雅生活情

趣育人品、立德行、促廉洁。

注重以学补气。古人讲，诗书勤

讲读，财利少贪求。现代管理学认

为，一个人的文化素养同其承受能力

和自控能力成正比。加强学习，应学

以廉为宝的风骨，以杨震拒金的自

知、一钱太守的淡然、陶母退鱼的坚

守，滋养内定力、升华精气神；多学制

度规矩，该牢记的一条不忘，该照办

的一条不松；常学警示案例，自鸣警

钟，戒骄戒躁、驱邪养正，始终保持清

醒头脑，规范行止。

注重以俭炼气。周恩来总理几

套服装一穿就是几十年，缝了又缝、

补了又补，有时还穿着织补过的衣服

接见外宾。身边工作人员提醒他礼

服早该换了，他笑着说：“穿补丁衣服

照样可以接见外宾，织补的那块有点

痕迹不要紧，别人看着也没关系，丢

掉艰苦奋斗的传统才难看呢。”如今，

物质生活条件大为改善，衣服可以不

用缝缝补补了，但勤俭朴素的优良传

统和作风不能丢。物质欲求减少，自

然就会注重内修、恪守底线，让清气

充盈，做人能堂堂正正，做事能干干

净净。

正所谓，志在天下，气定乾坤。

善养廉洁自律之气，养出的是正气，

集聚的是人气，塑造的是风气。党员

领导干部有了廉洁自律之气，要求别

人就有底气，带队伍就能带出蓬勃的

朝气、一往无前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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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训场上，一名步枪手从容不迫、身

手敏捷，迅速翻越壕沟、突破火障，只为

抢占先机、一击制敌。

就像这障碍重重的演训场一样，成长

的路也不会一帆风顺，而是崎岖险峻、充

满坎坷。面对人生坎坷，是征服它还是被

它征服，有时只是敢不敢向前迈出一步的

分别。选择望而却步、驻足不前的人，只

能在坎坷前徘徊，望洋兴叹，永远无法实

现超越。选择勇毅前行的人，经历了狂风

暴雨、跋涉了险峻山川、尝过了人生百味，

过程虽然曲折，但磨砺了心智、坚实了意

志、丰实了体魄，精神营养愈加丰富。

请相信，面对坎坷，有直面它的勇气

和战胜它的信心、决心，人生定能在这一

过程中实现超越。

飞越火线—

成长路上，有坎坷就有超越
■徐 鹏/摄影 施豪挺/撰文

平常读书看报，喜欢积累资料，细细

品味，受益良多。时间久了，虽然其中有

些人和事逐渐淡出记忆，但有些却恒常

如新，其中有一句话“一生做好一件事”，

一直铭记在心灵深处，激励着我不敢懈

怠，执着前行。

“一生做好一件事”，这样的事例我

关注了许多。比如，数学大师陈省身常

对人说，自己只会做一件事，就是研究数

学。他要求自己“一生做好一件事”，把

尘世中的浮嚣之声摒绝于外，把生命能

量在数学研究领域发挥到了极致。2017

年1月8日，80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王

泽山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说：“我

一辈子做一件事，就是火炸药的研究，这

是国家给我的使命，我必须完成好。”南

仁东是我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首席科学家、总工程师，这项工程

从论证立项到选址建设历时22年。他

说，20多年自己只做了这一件事。这位

勇担民族复兴大任的“天眼巨匠”，为科

学事业奋斗到生命最后一刻……正是由

于这些堪当国之重器的大师们看名利淡

如水，视事业重如山，“一生做好一件

事”，才使我国在许多领域走在世界前

列，赢得了中国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

事实上，现实中还有许许多多普通人也

有着“一生做好一件事”的不普通人生，

扎扎实实干工作，默默无闻作贡献，为共

和国大厦添砖加瓦。

“一生做好一件事”，体现了责任始

终如一。人生活在社会中，总是有责任

的。责任和担当，乃是家国情怀的精

髓。立足本职岗位“一生做好一件事”，

是把个人价值与国家、民族、人民紧密联

系在一起，把使命奉献渗透于自己挚爱

的事业之中，把头顶的星空与内心的道

德律令结合起来。这是一种渊渟岳峙的

精神风度，是一种高风绝尘的生命格调，

是一种有梦追梦圆梦的别样年华。

“一生做好一件事”，体现了目标始

终如一。目标，是想要达到的境地或标

准，反映出一个人的价值取向。没有目

标，奋斗就失去了方向；有目标不能始终

如一，就容易半途而废。正确的目标，源

自坚定的信念，超越各种私利驱动，让一

个人变得纯粹高尚、心无旁骛。人，不能

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即使

有时走得艰难，也应该记得最初的目标，

选定目标就不要轻易放弃，遇到问题也

不要轻易放弃，“亦余心之所向兮，虽九

死其犹未悔”。

“一生做好一件事”，体现了奉献始

终如一。于敏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

我国核武器研发事业。为了工作，他的

名字和职业曾保密多年。他说：“一个

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

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聊以自

慰了。”实践表明，踏准时代的节拍，为

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孜孜以求，为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勤勉奉献，这样

“一生做好一件事”的人生，才可谓更崇

高的人生。

军人是个特殊职业，新时代革命军

人更肩负着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

命。“一生做好一件事”，对我们来说就

是要始终把强军报国作为人生追求，把

强军目标熔铸到具体岗位，把“战士，就

是时刻准备战斗的士兵”记在心上，把

“手中活”练成“必杀技”，不负时代，不

辱使命。

（作者单位：63936部队）

“一生做好一件事”
■杨 欢

●青年学子当存鸿鹄之志、思
大局之势、知肩头之责，以冲锋的
姿态、战斗的状态投身火热的军营

常听人感慨：“谁的青春不迷茫？”
言下之意，每个人的青春都曾迷茫过。
是迷茫彷徨下去还是尝试拨开迷雾，是
选择安逸舒适还是迎击艰难困苦？又
到一年毕业季，军校生活渐入尾声，“准
军官”们的心情跌宕可以想见。

有道是“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守
其苦者亦能获其甜”，青春年少，若不激
起千层浪，岂不浪费了这大好年华？若
不俯下身子多吃点苦，怎会抬起头时尝
到甜？对于即将走出校门踏进营门的
“准军官”们而言，青春年华，艰苦一点
又何妨？多些苦难磨砺、曲折淬炼，青
春之华彩方能姹紫嫣红、斑斓夺目。
“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

青春是用来回忆的”。奋斗的青春要与

艰苦相伴，是经历淬火后的百炼成钢。
青年学子毕业后无论是踏上边防巡逻
线，还是耕耘基层“三分地”，都需要脚
踏实地奋斗。军旅人生最当紧的，就是
把握青春去奋斗，不怕吃苦、把吃苦当
吃补，在与艰难困苦的较量中强健心
智、增加本领、成长成熟。

古往今来，无数仁人志士都是以吃
苦作绳、用青春扬帆，把个人命运融入
民族命脉，与时代共进，渡激流险滩、攀
蜿蜒绝壁、闯荆棘险途。毕业学员当以
他们为榜样，把青春理想扎根在基层，
相信没有什么比奋斗之泉更加甘甜；把
一腔热血浇注在基层，相信没有什么比
勇于付出、敢于奋斗更受尊崇。

部队是造就人才、淬火成钢的大熔
炉、大学校。当前，改革强军为广大官
兵建功立业提供了大好时机和广阔舞
台。青年学子当存鸿鹄之志、思大局之
势、知肩头之责，以冲锋的姿态、战斗的
状态投身火热的军营，勇敢接受摔打，
经得起磨砺、受得了苦累、耐得住寂寞，
用青春点燃奋斗的火把，在强国强军伟
大征程中书写壮丽的人生篇章。

自古苦尽甜方来
■徐东波

●敢讲真话、能听真话，是一
名共产党员当有的追求真理情怀

1961 年隆冬时节，63 岁的彭德怀
回到湖南老家开展农村调查，历时 50
多天，先后接触了 2000 多名群众和干
部，调查了 7个公社和 10多个大队的情
况。5份调研报告形成后，彭德怀的侄
儿劝他不要向上级反映。“我吃了人民
的饭，就要为人民做事，替人民说话。”
面对侄儿的再三劝阻，他毅然决然，“有
话我还要说！”
“有话我还要说”，要说的是真话、

反映实情的话，是为人民说的话，是解
决问题的话；不是假话、门面话，不疼不
痒的话、敷衍塞责的话。讲真话既是共
产党人应有的品质，也是党、国家和军
队的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如果
领导干部不爱听真话、问实情，形式主
义和假大虚空就难以绝迹。讲真话这
件事，什么时候都是立身做人、处世行
事的可贵之处，是人性的闪光点。

讲真话有时需要勇毅和胆魄，正所
谓“举棚不避乎权势，犯颜不畏乎逆
鳞”。然而古今中外，因讲真话而受到
不公正对待的例子不胜枚举。可以说，
这种敢于直言的风骨胆魄，非怀烈火般

纯真信仰的人不能有，非情系家国、根
系人民、心系事业者不能加持。

讲真话体现求实精神和务实作风。
彭德怀敢讲真话，是建立在扎实调研基
础上的。他开展调研有一个特点，离人
民群众最近、离事实真相最近、离反映问
题最近的地方，是他最想去的地方。一
次，他到西南地区某个公社调研，非要去
偏远的村子看一看。没有多走几步路，
就看不见群众的疾苦、听不到群众的诉
求。多走几步路，映照出一名共产党员
全心全意为人民的赤胆忠心。

彭德怀善听劝言、乐听真话，是因
为他有知错就改的自省精神和坦荡的
胸襟。1945 年延安华北工作座谈会，
他欣然找到薄一波：“你在太行高级干
部会议上批评我的几个问题，我当时没
有答复你，经过反复思考，你讲得有道
理，批评是对的，我完全接受。”良药苦
口，忠言逆耳。批评性真话可以使我们
头脑更清醒，更加重视那些容易被忽视
的问题，有利于避免决策失误。领导干
部如果接受不了批评性真话，就会衍生
独断、武断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就
不可能推进决策民主化、科学化。
“千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敢讲真话、能听真话，是一名共产党员当
有的追求真理情怀。“有话我还要说”，是
以赤子之心说给党听，说给人民听，也是
说给自己的灵魂听。

（作者单位：31697部队）

“有话我还要说”
■杨 光

知行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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