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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而 思

宁静的夜晚，灿烂的银河横跨

夜空，给人以梦境般的感觉。

都说银河灿烂，但要观看银河

并不容易。现代城市的灯光、雾霾

干扰了人们的视线。往往只有在远

离城市喧嚣的地方才能欣赏到银河

的美丽。

现实中，生活的琐碎、一时的

失意，让人感到迷茫困惑；前行道

路上的磕磕绊绊，让人逐渐忘记了

最初的梦想。这时不妨抬起头来看

看夜空，想一想银河的璀璨，只有

排除了地面干扰，才能够看得清。

人生就应该这样，在困难挫折面前

多想想自己的初心和理想，不要因

为眼前的不如意而丧失斗志，不要

为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伤心费神，

天边的北斗总能激励行路的人。

灿烂星河——

别让眼前障碍
遮蔽视野

■文 章/摄影 赖治光/撰文

近日读到一则《狐狸与葡萄》的寓

言：在一个炎热的夏日，一只狐狸走过一

个果园，停在了一大串熟透而又多汁的

葡萄下。狐狸想吃葡萄却始终够不着，

最后决定放弃。于是，它昂起头边走边

说：“我敢肯定它是酸的。”

现实生活中，这种有“酸葡萄”心

理的人并不少见：有的看见同事被评

为先进，就说人家“运气好”；有的对别

人的晋升提拔爱作毫无根据的猜测，

说人家上面有“靠山”；有的对他人的

艰苦努力过程视而不见，却对其取得

的成绩说三道四……凡此种种，都是

“酸葡萄”心理作祟。

“酸葡萄”心理，关键词是一个“酸”

字，就是一看到别人比自己好，心里就像

打翻了醋坛子——酸溜溜的。这种“酸

葡萄”心理，若再往前跨半步，就可能心

生嫉妒，产生严重后果。历史上，庞涓嫉

妒孙膑的才能，借故陷害孙膑，导致其身

残；李醯嫉妒扁鹊的医术，担心自己不被

朝廷重用，便派人刺杀扁鹊……当然，现

实中种种“酸葡萄”心理，未必都会发展

到如此严重的程度。然而，即使只在心

里生怨生恨，或只出于言语上的发泄、行

为上的抵触，其副作用也不能小觑。一

则不利于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氛围，二

则对自身有害，除了在自我安慰中使自

己越来越慵懒外，还会有损身心健康。

火向上腾，人向上走。然而，那种靠

矮化别人、打击别人而突出自己、抬高自

己的做法，既不明智，也不道德，更不可能

使自己真正“高大”起来，而只能暴露其人

格之猥琐、心理之阴暗。正确的态度应该

也只能是面对别人的长处和成功，勇于承

认自身不足并虚心向别人学习；同时，还

要善于与强于自己的人和睦相处、合作共

事，在与其正当竞争中超过对方，这才是

真正的君子风范、成功之道。

对于比自己强的人，抑或面对别人的

成功，心生羡慕和敬佩难能可贵，而见贤

思齐，虚心向别人学习，在与之竞争中，力

求赶上和超过对手，更值得推崇。在我国

文艺界，就有一些热爱“劲敌”的故事：一

次，报告文学作家黄宗英看到柯岩写了一

篇出色的报告文学，她边读边微笑自语：

“我可爱的劲敌！”京剧演员刘长瑜看过比

自己低七个年级的校友李维康的精彩演

出，情不自禁地说：“为有这样一位‘劲敌’

而高兴。”黄宗英和刘长瑜都是文艺界名

人，他们对于已经或可能超过自己的人，

既无嫉贤妒能之心，又无甘居人后之意，

称对手为“劲敌”，就意味着既钦佩爱慕对

手，又使自己受到激励鞭策，决心与之一

道前进。这种既有集体主义精神、又警示

自己不要落后于人的态度，才是我们的事

业所需要的正确态度。

有位领导同志曾开导有“酸葡萄”心

理的年轻同志：“每个人的岗位都是一个

葡萄园，为什么不许别人的葡萄长得甜一

些呢？与其说别人的葡萄酸，不如用心把

自己的葡萄种甜。”是啊，世界那么大，成

功的机遇那么多，为什么非要用踩踏别人

的办法来提升自己的“高度”呢？选择好

人生方向，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把别人的

成功看作是自己发奋的动力，并用心经营

好自己的葡萄园，把自己的葡萄种甜，成

长进步的天地就会大为开阔。

用心把自己的葡萄种甜
■何东平

●理论素养是党员修养的核
心要素，支配并影响着党员的思
想意识和行为实践

习主席深刻指出：“对马克思主义

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

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

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毋庸

置疑，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从来都不

是虚无缥缈的。它既博大精深又简约

朴素，既至高至远又连接现实，既闪耀

真理光芒又代表人民利益。需要清醒

认识到的是，政治灵魂从来不会自发

而来，需要理论来培育和滋养；政治灵

魂的纯洁和巩固绝非一日之功，需要

理论来净化和升华。如此，信仰信念

才能坚如磐石、永不褪色。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理论工作，

目的就是要通过强有力的理论指导，

使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

利。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仅有着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而且大都具有

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江西苏

区和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面对从苏

联回来的“理论权威”，深感自己理论

不足，如饥似渴地学习研究马克思主

义理论，最终成为不唯书不唯上、探索

出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理论的思想

家。正是有了深厚的理论素养，即使

在中国革命最为艰难的时期，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从不曾动摇自己的

信仰、淡忘革命的初心，而是把马克思

主义理论作为驱散思想迷雾、推动革

命进程的强大武器，最终让星星之火

形成了燎原之势，开创了令世人瞩目

的伟大事业。

理论是管全局、管方向的，也是管

思想、管长远的。理论素养是党员修

养的核心要素，支配并影响着党员的

思想意识和行为实践。如果具备了厚

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并自觉内

化为强大的政治信仰、坚定的理想信

念和崇高的精神追求，就能经受住任

何考验。相反，如果对马克思主义理

论只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没有内化

于心、外化于行，没有形成厚实的理论

素养，一些陈旧的、落后的、腐朽的东

西就会乘虚而入，污染精神家园，侵蚀

政治灵魂。正如刘少奇同志在《论共

产党员的修养》中所指出的：“如果我

们不能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

器，我们就不能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在

革命斗争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就有

迷失方向、背离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

危险。”

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

醒。理论素养犹如一泓清泉，可以在潜

移默化中浸润滋养政治灵魂；又似一道

堤坝，可以实时拦截名利诱惑的纷扰侵

袭；还是一记警钟，时时警醒我们“勿以

恶小而为之”，必须始终保持事业前进

的正确政治方向。

理论素养不会与生俱来、从天而

降，难以一蹴而就、一劳永逸，更不可能

因为党龄增长和职务提升而水涨船

高。增强理论素养，是一个自我完善、自

我提高的过程。我们要保持高尚纯洁

的政治灵魂，真正成为政治上的“明白

人”、事业上的“领头雁”，必须把厚实理

论素养作为人生必修课，孜孜不倦、锲

而不舍、励学敦行，把马克思主义特别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深植灵

魂血脉，既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既

要学思融合还要知行合一，真正成为马

克思主义政治灵魂的“守望者”。这样，

我们才能保持信仰之灯永不熄灭，真正

对马克思主义做到“虔诚而执着、至信而

深厚”，从而“练就共产党人的钢筋铁骨，

铸牢坚守信仰的铜墙铁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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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
燕
虎

●一个胸怀宽广的人，格局和
眼界自然宽广，不囿于一时一地，
以长远眼光对人对事，因而必能赢
得人心、成就事业

宽待，指宽大对待。战争年代常讲
要宽待俘虏，和平时期，虽少了刀光剑
影，远离了战场拼杀，但矛盾问题无处
不在、意见分歧无处不在。很多时候，
如果我们用宽广的心胸、眼光和视野对
待他人，包括与自己意见相左的同志、
有缺点甚至犯错误的同志，不失为正确
的与人相处之道，对开展好各项工作有
着积极意义。

凡能成大事者，都具有一种不可或
缺的优秀品质，那就是能容人所不能
容，正所谓“将军额头能跑马，宰相肚里
能撑船”。与之相反，有些人难有作为，
心胸狭窄往往是一个重要因素。心胸
狭窄主要表现在，容不下他人他物，对
别人的过错久久不能放下、斤斤计较；
为人自私自利，为了个人利益而忽略了
身边的同志，甚至做出损人不利己的行
为。史载，隋炀帝嫉贤妒能，对本朝有
大功的杨素，表面上给其优厚待遇、褒
扬有加，内心却十分忌惮，唯恐杨素的
声名影响到自己，对他严加提防。与隋
炀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唐太宗李世民
是一个心胸宽广的人。魏征曾做过太
子李建成的谋士，策划计谋与李世民作

对，著名的玄武门之变就有他的参与。
但李世民当了皇帝后，并没有怀恨在
心，反而重用魏征，虚心纳谏，使得社会
出现了国泰民安的局面，开创了中国历
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事实证明，能够
宽容大度，容人容事，不但是聚才得人、
治国安邦需要的一种重要素质，也是为
人处世、安身立命应具备的一种良好品
行。

君子量不极，胸吞百川流。心胸宽
广、豁达大度之人，能够吃得了亏，受得
了委屈，并善于求同存异，搞好团结。
如此来说，宽待他人不仅是一种胸怀，
也是一种智慧。宽待他人的人，一般都
能够从大局出发，进行换位思考，站在
全局立场看待和处理事情。胸怀决定
格局，格局决定未来。一个胸怀宽广的
人，格局和眼界自然宽广，不囿于一时
一地，以长远眼光对人对事，因而必能
赢得人心、成就事业。

许多时候，宽待他人也是善待自
己。拥有了宽待他人的胸怀，就会体验
到退一步海阔天空的轻松和愉悦，就能
在追求成功的人生道路上切身感受到更
多惬意、快乐。常怀感恩心、常念人之
好，不记人之过、一笑泯恩仇，其实是在
给自己的心灵松绑，给自己打开一扇友
善的门，接纳更多的善良与友爱。当然，
宽待他人要建立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之
上，不能你好我好大家好，搞无原则的一
团和气。以好人主义待人，并不是真正
的宽待，他人的缺点错误可以包容，但必
须及时指正，这才是真正对同志负责。

（作者单位：中部战区某部）

修炼宽待他人的胸怀
■李永胜

●多算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
“大账”，多谋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
的“大利”，以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
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事业添砖加瓦

倾一腔热血唯酬夙愿，守万里海疆

不忘初心。近日，王继才的事迹感动了

无数人。当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当

要在国与家之间作出抉择的时候，王继

才舍小家、为国家，毅然把青春和热血

献给了开山岛，献给了国防事业，献给

了祖国和人民。这种公而忘私、胸怀大

爱，为了祖国甘愿付出心血乃至生命的

家国情怀，值得我们尊敬与学习。

“开山岛虽小，也是祖国的领土，我

要让国旗永远在岛上高高飘扬。”王继

才的一生，是充盈家国情怀的一生。32

年、11600多个日日夜夜，300多面国旗，

他始终以孤岛为家，与海水为邻，每天

巡岛、观天象、护航标、写日志，精益求

精、一丝不苟，从未间断尽忠职守，让冉

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昭示祖国的主权和

尊严；在与不法分子的斗争中，他始终

挺立在第一线，参与破获了多起走私、

偷渡案件，为国家挽回巨额经济损失。

他的一生，坚守的不仅仅是孤岛的方寸

之地、自我的执着之心，更是一腔博大

的家国情怀。英雄虽已逝去，但其爱国

精神感天动地，长存世间！

习主席说过：“伟大的事业需要伟

大的精神，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

的核心。”回溯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

爱国主义和家国情怀始终被历代志士

仁人所秉持，被亿万炎黄子孙所推崇敬

仰，无论是“位卑未敢忘忧国”的陆

游、“苟利国家生死以”的林则徐，还

是“国将不保，家亦焉能存在”的蔡炳

炎、“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的黄大

年，他们身上不仅承载着一代代中华儿

女为国甘愿舍弃一切的人生境界、价值

追求和使命担当，更标示着以爱国主

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代代传承。今

天，我们向王继才同志学习，就要学

习他一生守岛、终身报国的拳拳赤子

心、殷殷爱国情，自觉做爱国主义的

坚守者、实践者和传播者，永葆至真

的爱国心、至诚的报国志。

“一个人只要热爱自己的祖国，有

一颗爱国之心，就什么事情都能解决，

什么苦楚、什么冤屈都受得了。”谁能够

想象，面积仅0.013平方公里、只有两个

足球场大的小岛，却成为王继才32年人

生的舞台；只为了“我答应过组织来守

岛”的一句诺言，王继才就在被称为“水

牢”的岛上坚守了32年。王继才的一生

虽然短暂，但他在家与国的抉择中诠释

出爱国的深沉，在“小我”与“大我”的实

现中标注出时代楷模的奋进姿态。对

于革命军人来说，舍身为国、公而忘私

更是我们的精神谱系里不变的主题。

当下，随着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深入推

进、部队实战化训练的扎实展开和部队

调整部署的逐步到位，如何正确处理好

“小家”与“大家”、“小我”与“大我”的关

系，成为检验官兵是否心有家国情怀的

“试金石”。作为革命军人，只有主动将

个体价值的取舍与祖国的兴旺发达保

持同频共振，多算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

的“大账”，多谋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

“大利”，以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为国防

和军队建设事业添砖加瓦，如此，才是

最纯粹最质朴的爱国精神，才是对祖国

最长情的告白。

胸怀祖国，重在践履、贵在力行。

“家就是岛，岛就是国，开山岛虽小，却

是祖国的东门，你不守我不守，谁守？”

胸怀祖国，对王继才同志来说，不是空

喊的口号，而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

铁肩担当和实际行动。军人生来为战

胜。选择了军人职业，就选择了“一年

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的人

生。军人的家国情怀相比于普通百姓

来说，意味着更多责任与担当，意味着

更多奉献与付出，而这背后的最终指向

就是要履行使命、能打胜仗。这就需要

每名军人多些“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

马革裹尸还葬耳”的豪情，在祖国需要

的地方扎根创业，心无旁骛干主业、一

心一意谋打赢，确保在祖国和人民需要

的时候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

“你所站立的那个地方，正是你的中

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

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

会黑暗！”为了国家的强盛和人民的幸

福、为了实现中国梦强军梦而奋斗，是新

时代革命军人家国情怀最现实的落点。

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只要每名官

兵都能像王继才一样坚守自己心中的

“开山岛”，以民族大义为念，以家国天下

为重，把对祖国的热爱之情融进一生的

事业、一生的奋斗之中，便能筑梦新时

代、建功新时代，担负起并完成好党和人

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作者单位：第81集团军某旅）

把家国情怀融入毕生生命
—像王继才那样胸怀祖国

■宋凯征

知行论坛

谈 心 录

书边随笔

●“每个人的岗位都是一个葡
萄园，为什么不许别人的葡萄长得
甜一些呢？与其说别人的葡萄酸，
不如用心把自己的葡萄种甜。”

学习王继才同志崇高精神和闪光品质②

影中哲丝

一位领导干部在给部队上党课时讲
了一件亲身经历的事情：他当连队指导员
时，有一次在餐桌上指着一盘虎皮尖椒
说：“这个菜烧得不错，我就喜欢这个味。”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话传到炊事班长
耳中，连队一连好几天，天天按指导员喜
欢的口味给大家做虎皮尖椒，最后导致这
道菜没有人动筷子了……这位领导干部
感慨地说：“自己的爱好看似小事，其实连
着作风建设的大问题，管住自己的爱好，

就是给自己多筑一道‘防火墙’。”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健康

高雅的爱好有益身心，可以陶冶情操、
激励斗志、促进工作。但兴趣爱好也是
一把“双刃剑”，如果管不好，不懂得把
握分寸和尺度，就可能被利用，成为别
有用心者的“突破口”，让原本健康高雅
的兴趣爱好变味、变质。这方面，春秋
时期鲁国宰相公仪休喜欢吃鱼而拒别人
送鱼的典故，值得我们用心体会。

管住自己的爱好，就是管住自己的
贪念，控制自己的欲望。纵观一些腐败
分子的堕落轨迹，栽在个人爱好上的屡
见不鲜。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正是从收
受一块小石头、一枚不起眼的邮票、一
幅并不昂贵的字画开始，逐渐走上贪腐
之路的。对党员领导干部而言，个人爱
好不是私事，而是关乎党风政风的大
事，爱好上出现“缺口”，就会为腐败
滋生提供土壤。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

势下，能否管住自己的爱好，考验的是
政治定力和党性觉悟。有时候，个人爱
好本身品位不俗，但与权力牵扯不清，
甚至沦为利益交换的筹码，就成了“陷
阱”和“坟墓”，失去了原有的情趣。

唯有把兴趣爱好与道德修养结合起
来，与理想信念联系起来，与增强党性
观念一致起来，才能筑牢思想防线，在
健康高雅的兴趣爱好中品味到乐趣，升
华人生境界。

防止爱好成“缺口”
■洪庆任

从身边事看修养

●管住自己的爱好，就是管住
自己的贪念，控制自己的欲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