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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简意赅

书边随笔

●把听从组织安排作为第一选
择，常想还能为党干什么，少想还能
向党要什么

近日重读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

这篇光辉著作，脑海里不由得浮现出刚

入伍时新兵连指导员对着英模挂图给

我们讲英雄故事的情景，其中第一个就

是张思德的故事。张思德是为人民服

务的光辉典范。他于1933年12月参加

红军，随红四方面军参加了长征，后被

调到中央军委警卫营任通信班长。

1942年 11月部队合并整编，张思德由

班长改当战士，当时与他同期入伍的战

友有的已当上了团长甚至是旅长，但张

思德并没看重个人职务高低，愉快接受

组织的安排。张思德说：“当班长是革

命的需要，当战士也是革命的需要，班

长与战士的职责不同，但为党工作是一

样的。”这句话时常萦绕在我耳旁，久久

不能忘怀。

1944年 9月 8日，在延安凤凰山脚

下枣园沟口的操场，毛主席亲自出席张

思德同志的追悼大会，并作了《为人民服

务》的著名讲演。一名普通战士何以这

样深深打动了党的领袖？就是因为张思

德从不计较个人的利益得失，心中只有

“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无

论在哪个岗位，他都干一行、爱一行、精

一行。长征时他作战勇敢，当警卫战士

他忠诚朴实。1944年初，他带头响应党

中央大生产运动的号召，主动报名参加

中央机关组织的生产小分队，离开毛主

席身边，和战友们到安塞县的山里烧木

炭。无论身处什么环境，从事什么岗位，

张思德总是毫无怨言，甘于奉献，忘我无

私，充分展现了一名共产党员自觉服从

大局，为党和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个人

一切的高尚情怀。

当前，随着国防和军队改革的不断

深入，面对利益调整带来的种种考验，有

的党员干部心神不定、心浮气躁、心思游

移；有的向组织提条件，挑三拣四、拈轻

怕重，达不到目的就发牢骚、讲怪话、撂

挑子；有的专打个人“小算盘”，看到有利

可图就拥护改革，一旦私利受损就牢骚

满腹；有的奉行个人主义，搞自我设计，

刚当干部就想转业、刚转士官就想复员，

把部队当跳板。这些现象与一切服从

“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精

神背道而驰，与革命军人应有的利益观

价值观相差甚远。

“观操守在利害时”。检验一名共产

党员、革命军人的理想信念、道德品行的

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看其在大局面前、利

益关口的表现。回顾我党我军的艰难历

史，正是一代代共产党人为了党、国家和

民族的利益前赴后继、无私奉献，才成就

了今天的伟大与辉煌。

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是我军的优

良传统，是革命军人代代传承的红色基

因。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面对强军兴军

的使命召唤，应该稳心定神看得失，聚精

会神干事业，自觉以张思德等革命先辈为

榜样，大力弘扬“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

要哪里搬”精神，把党和军队的事业放在

首位，把听从组织安排作为第一选择，常

想还能为党干什么，少想还能向党要什

么。决不能摆资格、讲条件、要待遇，更不

能把“为党工作”看成“为党打工”。应该

始终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牢记当兵之初

精忠报国的满腔豪情，牢记入党之初诺守

终身的铮铮誓言，不比功名比贡献，不比

得失比德行，在知足常乐中卸名利之累，

在知责思为中长刚正之气。

（作者单位：武警荆门支队）

永远把自己当成“一块砖”
■黄家波

●要花时间、花心思与基层
官兵交朋友，用诚心换真心、用真
情换实情

习主席强调：“调查研究是我们党

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

功。”我们党一贯重视调查研究。秋收

起义后，毛泽东同志在江西永新县对

当地阶级状况和民风民俗进行调研之

后，果断放弃了退守湘南的想法，转而

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可以说，没有

这次调查研究，就没有井冈山根据地，

可能也就没有了中国革命的基础。3

年后，毛泽东同志写出《反对本本主

义》，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没有调

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研究从此成

为我党实事求是路线的基本工作方

针。

为什么说调查研究是做好各项工

作的基本功？《实践论》告诉我们，实践

是认识的来源和推动发展的动力，要

做一件事，首先要认识它，而要认识

它，非“亲口尝尝梨子的滋味”不可。

但是人的精力有限，面对纷繁复杂的

事物不能面面俱到，因而就要找到种

“梨子”、买“梨子”的人去调查研究，便

能知道“梨子”什么模样、什么味道。

然而从实际情况看，有些领导干

部丢掉了“传家宝”、荒废了“基本功”，

甚至“屁股挪不开办公椅，步子走不出

会议室”。何以如此？并非其不知调

查研究的价值，而是相较于不辞劳苦

走基层、访官兵，坐在办公室里看材

料、搞“亮点工程”不仅轻松，而且看起

来更容易出彩。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

“调查研究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像

‘一朝分娩’”，不仅点出了调查研究的

重要性，也道出了开展调查研究过程

辛苦，见效需要一个过程。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

野”。领导干部若是不能对基层官兵

的思想状况、工作训练情况真实了解、

准确掌握，又怎能有针对性地作出正

确决策，有效地促进部队建设发展？

应当看到，反“四风”、正作风以来，形

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得到极大遏制，领

导机关下基层调研的次数明显增多。

但同时仍存在一些问题，有些是走马

观花式的参观指导，有些是蜻蜓点水

式的座谈交流，有些是浮光掠影式的

问卷调查……不能蹲下去、扎进去，必

然得不到真实准确的情况反馈。

“涉浅滩者得鱼虾，入深水者得蛟

龙”。如何进行调查研究，革命先辈和

党的领袖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毛泽东

同志在进行寻乌调查时，到水田里帮

农民插秧，并像小学生一样虚心请教，

以至于后来与农民无话不谈，掌握了

许多第一手资料；刘少奇同志回到自

己的家乡调研，坚持到老乡家睡门板，

到公社吃饭，累计行程4000多公里，

写出了数万字的调查笔记。这告诉我

们，搞好调查研究，必须深入一线、融

入群众，要花时间、花心思与基层官兵

交朋友，用诚心换真心、用真情换实

情。惟有如此，才能在深化国防和军

队改革面临新矛盾、新问题时，在调查

研究基础上拿出合理的措施、开出对

症的药方，牢牢把握战斗力建设的方

向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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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宋史》记载，宋代人查道生性醇
厚，律己严格。在一次外出巡行中，路
边长有枣树，随从人员便摘了一些献给
查道，他却“即计直挂钱于树而去”，绝
不因事小而侵占民众利益，从此深得民
心。正所谓“律己足以服人”，查道所做
所为堪称为官自律的典范，值得领导干
部借鉴。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既讲传统
美德，也讲党性原则，许多人在严于律己
方面堪称楷模。1975年，朱德同志前往
青岛市工艺美术厂视察，对其中一幅《三
峡夕行》赞不绝口。工厂的同志趁他去
车间参观的工夫，将画装好放到他车

上。朱德同志发现后，立即要求将画作
退回。和任弼时同志一起工作过的人，
都知道他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麻
烦人；三怕用钱多。几十年的革命生涯，
任弼时同志始终恪守他的人生信条，生
前受众人敬重，身后得百姓追忆。
“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

栽”。为官一任，能赢得众人称赞者，必
有自省之习，常自我反思才能做到思想
“净无苔”。晚清名臣曾国藩自律甚严，
在他早年的“修身十三条”之中便有“写
日记”这一项：“须端楷，凡日间身过、心
过、口过，皆一一记出，终身不间断”。
曾国藩按照古人所说的“三不朽”去做，

并且做到了持之以恒。
律己无声，细微之处见功夫。毛泽

东一生嗜烟，但与蒋介石在重庆谈判会
面时，始终未抽一支。蒋介石对他的秘
书陈布雷说，毛泽东嗜烟如命，据说每天
要抽一听。但他知道我不吸烟后，在同
我谈话期间绝不抽一支烟，对他的决心
和精神不可小视啊！可见，律己之人，赢
得的不仅是部属的信服，还可能是对手
的尊重。

律而不严，等于不律。在律己方面，
不少人都说自己做得很好，但在群众口
中却是另一番情景。群众对他们有一个
形象的比喻，叫做“像手电筒一样”，只照

别人，不照自己；只严别人，不严自己。领
导干部想要让自己的言行在群众中有说
服力，“严”字必须当头、必须对己。曾任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便是如此。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分配给他一辆吉姆牌
轿车。然而，除了接送外宾、开会或有急
事用小汽车外，他大部分时间总是步行上
下班。凡是私事，他一律不用公家车，更
不允许家属、孩子用他的车。

世间事，作于细，成于严。在这个充
满诱惑和考验的纷繁世界中，领导干部
只有做到常常自省、处处慎行、事事严
格，才能坚守初心，永葆优良作风，履好
职、尽好责，得群众信服，不负组织重托。

律己方能服人
■王守伦

●学先辈修养 话强军使命●

●学习，既是红色基因的重要
内容，也是传承红色基因的关键所
在。在不断学习求索中，练硬本
领、承担重任、铸就辉煌

前不久去看望一位新四军老战士，

他拿出一篇战地报道对我说，那时的战

士基本没有文化，干部有文化的也不

多，能识几个字的，就算知识分子了，所

以连队学习文化，教员很不容易找到，

像新四军领导陈毅、刘少奇、彭雪枫等，

都亲自培训教员。那时战斗频繁，只好

利用战斗间隙和晚上的时间，教员们先

学一步，然后再由他们去组织战士学

习。经过文化普及后，不仅部队的战斗

力有很大提高，而且还培养了大批军政

兼优、文武双全的干部，为人民军队发

展壮大奠定了人才基础。

平日里，人们常说，我们是用“小米

加步枪”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

派，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殊不知，这些

吃小米、扛步枪的人都不是一般的人，

而是具有崇高理想和自我牺牲精神的

人，是一群勤于学习、善于学习、不断学

习的人。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中

共中央专门作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

指示》，规定把5月5日马克思诞辰日定

为学习节。为了配合学习节，有关部门

还组织创作了《学习歌》，歌词唱道：“火

红的榴花，照耀着‘5·5’，这绚烂辉煌的

马克思生辰，我们的学习节。学习马克

思主义，掌握着无产阶级斗争的武器，

布尔什维克的意志，永远不移。学习学

习，战斗的学习，展开新的姿态，光辉耀

眼，像火红的榴花，开放在五月天。”在

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战士们唱着这样

的歌向敌人冲锋，利用战斗间隙学理

论、学军事、学文化，该是一种怎样振奋

人心的场面啊！

习主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

习走到今天，也必然依靠学习走向未

来”。无论是党史还是军史中，始终贯穿

着一个关键词，那就是“学习”。学习，既

是红色基因的重要内容，也是传承红色

基因的关键所在。正因为如此，面对不

同的时代课题，我们党才能始终把握时

代脉搏，走在时代前列；我们军队才能忠

实履行职责使命，立于不败之地。

善学者智，善学者强，善学者成。

早在70多年前，毛泽东同志就曾经告诫

全党：“我们队伍里有一种恐慌，不是经

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

慌。”最近几年，习主席更是多次重提

“本领恐慌”。克服本领恐慌、补齐能力

短板的根本途径就是加强学习，大兴学

习之风。

当年为迎接党的七大召开，部队提

出的口号是：擦亮手中武器，在战场上

多杀敌人；擦亮思想武器，掀起理论学

习的热潮。时下，这“两个擦亮”仍有很

强的现实针对性，而后者更显紧迫。每

当事业进入关键时期，我们党都特别注

重加强理论武装，用理论创新成果凝聚

意志、引领前行。对于革命军人来说，

只有时刻擦亮思想武器，才能打牢听党

指挥的思想理论基础，坚定正确的政治

方向，在任何风浪考验面前都心存定

力、永不迷航。“读书已过五千卷，一剑

曾当百万师”，这是对朱德同志注重学

习的高度赞誉。我们当以老一辈革命

家为榜样，把学习当作终生信仰和追

求，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武装头脑，铸牢军魂，永葆本色，让

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回顾戎马倥偬的革命生涯，邓小平

同志曾不无感慨地说：“我真正的专业

是打仗。”在我军历史上，以打仗为终生

职业，学习打仗、钻研打仗的指挥员灿

若星辰，为我们留下了不计其数的成功

战例和宝贵财富。对于新时代革命军

人来说，如果站位足够高且足够清醒的

话，就应该“所虑时光疾，常怀紧迫情”，

刻苦钻研一切与能打仗、打胜仗相关的

知识，掌握一切与能打仗、打胜仗相关

的本领，使自己成为一部“大百科”。如

果因为我们武艺不精、本领不强，在军

事上一旦打了败仗，革命先烈用鲜血打

下的红色江山，就可能被白白葬送；几

代人撸起袖子加油干积累的巨大物质

财富，就可能毁于一旦。

奋斗的征程上，我们要实现中国

梦强军梦，就需要时刻保持“本领恐

慌”的紧迫感和危机感，时刻保持主动

学习、刻苦学习、深入学习的劲头，变

“要我学”为“我要学”，变“软任务”为

“硬指标”，变“一时学”为“时时学”，在

不断学习求索中，练硬本领、承担重

任、铸就辉煌。

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向贤彪

甘做难事，方胜大任。做难事，彰
显的是能力，体现的是担当，考验的
是定力，收获的是成长。古语云：“登
山不以艰险而止，则必臻乎峻岭矣。”
唯有把困难踩在脚下，才能站上高
处，攀到顶峰。

甘做难事是一种境界觉悟。前
进道路上，“硬骨头”要有人啃，
“山头”要有人攻。完成急难险重任
务，势必会比完成一般任务要拿出
更多努力、投入更多精力、付出更
大牺牲。因此它是一种考验，不但
考验意志和本领，也考验境界和觉
悟。有境界觉悟者，总会担子拣重
的挑，做事不畏难。甘做难事也是
一种自信姿态，要靠丰厚积淀支

撑。对军人而言，就是要立足岗位
努力汲取干强军事业所需要的“养
分”，苦练实战技能，磨砺打赢本
领。善于学习，勇于实践，脚踏实
地，就能不断将所学所做转化为能
力所需，挑好交给自己的担子。

甘做难事，体现一种担当精神，
是一种新时代奋斗者的情怀。“一代
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
的担当”，我们这一代革命军人，要继
承优良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拿出革
命先辈那种不怕艰难、不畏牺牲的精
神投入改革强军实践，在前进道路上
披荆斩棘、攻坚克难，才能最大程度
实现人生价值，为军队强大、国家富
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

甘做难事者进
■31605部队 陈培云

淬火，原意指金属工件加热到一
定温度后，浸入水、油等冷却剂中，经
过冷却处理，使金属工件的性能更好
更稳定。教育上也会有类似现象：对
那些长期处于顺境的学生，不妨设置
一些小障碍，施以“挫折教育”，几经
锻炼，其心理会更趋成熟，心理承受
能力会更强；对一些矛盾问题不妨采
用“冷处理”，放一段时间，思考会更
周全，办法会更稳妥。心理学称之为
“淬火效应”。

由此想到带兵过程中，常会遇到
一些同志素质强、心气高，在他们盲
目自满的时候，就应及时让他们了解
自身不足，帮他们祛除浮躁之气，助
他们顺利成长。而对一些相对落后

的同志，则不妨用“冷处理”的办法，
留出时间和空间促其自我审视，自我
提高，理顺工作思路，以免因急于求
成而陷入误区。日常工作中也可以
适时给自己“淬火降温”：工作开展顺
利时，难免心浮，不如适当放慢节奏，
自我检查疏漏与不足，消除隐患；遇
到棘手难题束手无策时，不妨给头脑
“降降温”，待到思路清晰、思考周全
后再重新上阵。
“淬火”是为了“炼钢”。对广大

官兵而言，对待工作训练不仅要有
如火的热情，也应该多一分冷静。
一味“高歌猛进”往往欲速不达，恰
到好处的“淬火”反而会起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

多淬火好炼钢
■66058部队 陈俣林 郑博熙

秋风又至，风寒霜重。枫树红叶的

颜色在寒霜的磨砺下，变得更加鲜艳，

像一团火在燃烧，像一面红旗在飘扬。

霜重色愈浓，体现了枫树的一种品格。

这种品格，也体现在许多人的身

上。当年中国工农红军在严酷的斗争

中，愈挫愈强，让全世界看到地球上那

根“红飘带”的希望。许多共产党人被

关进敌人的监狱，在各种酷刑面前宁

死不屈。和平年代，也有许多人在事

业奋斗的过程中历经磨难，凭着坚强

和执着终获成功。

只有那种具有坚定信仰、坚强意

志和顽强精神的人，才能够具有霜重

色愈浓的品格。

霜重色愈浓
■朱金平 摄影并撰文

影中哲丝

●世间事，作于细，成于严。律
己无声，细微之处见功夫

秋色染枫叶——

忆传统话修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