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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投资的人，都会给自己设一
条“止赢线”，一旦收益达到预期，便
及时“清仓抛售”。这样虽然能够规
避风险，却也损失了潜在的收益。当
前，在大抓实战化训练的背景下，部
分官兵因为“守摊度日”思想没有彻
底纠正，心里也悄悄画上了一条“止
赢线”：在保证不出事的前提下，满足
于战斗力的小幅度提升，实战化训练
的慢节奏推进，见好就收的保守思想
在头脑中占据了上风。

对于部队官兵来说，心中不能有
“止赢线”。因为战争的发展日新月
异，战斗力建设永远在路上。克劳塞

维茨说过：“战争，是不确定性的王
国。”今天好用的战法，说不定明天就
会被淘汰；以往克敌制胜的利器，说
不定今天就会被压制。要想打赢明
天的战争，没有战斗力的有力提升肯
定不行，提升太慢也没有胜算。

追求打赢永无止境，始终以能打
胜仗为目标备战打仗，未来战场上才
能无往不胜。我们在发展，别人也在
发展；我们在进步，别人也在进步。
我们不能轻视对手的实力，更不能忽
视潜在的威胁，唯有抓紧时间、抓住
机会“踩油门”，夙兴夜寐思战谋战，
才能锻就一流的素质、一流的实力。

备战没有“止赢线”
■徐 杨

“混日子”现象，在一些单位个
别干部身上时常能见到。这些人干
工作推一推、动一动，不敢试，不敢
闯，甚至怀着“多干多出事，少干少
出事，不干不出事”的心理，不求有
功，但求无过，得过且过，可以说是
典型的不担当不作为。这种现象的
存在，影响事业发展，阻碍个人成
长，危害不容小视。

究其原因，有的是因为年龄偏
大，感觉提升无望，工作动力不足；
有的是担心工作出错被“问责”，觉
得不如坐等上级指示，按部就班，以
至于遇到险滩不敢闯，更缺乏攻坚
克难的勇气，心里想的是如何躲避

责任、逃避风险。
要杜绝这种现象，须下猛药、出

重拳、去积弊，向“混日子”者开刀、让
实干者得实惠，形成鼓励担当作为的
鲜明导向，避免“干与不干一个样”
“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
样”，铲除“混日子”现象的生存土
壤。比如，用“回炉锻造”让“混日子”
者重新淬火，提能增效；用好容错机
制，给能干事者撑腰、为敢干事者搭
台、对善成事者奖励，形成人人争着
干事成事的良好氛围。如此，那些滥
竽充数的“南郭先生”没了市场，那些
敢闯敢干的“探路者”能够闪亮登场，
我们的事业必定蒸蒸日上。

向“混日子”者开刀
■张艺赢 胡卫卫

影中哲丝

言简意赅

●坚持全面系统看待各项改
革举措，注重用全局的眼光、发展
的眼光，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
高目标上推进强军实践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

上强调指出，“要鼓励实干，鼓励创新”，

让干部放开手脚，奋发有为。国防和军

队建设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国

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我们今天比以

往任何时候更需要奋发有为，更需要实

干创新的环境。实干创新，势必要面对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中遇到的新情况

新问题，需要迎难而上、攻坚克难。在

这个奋斗的过程中，我们要始终保持改

革强军的战略定力，始终以昂扬的斗志

砥砺前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的

良性互动，特别需要以科学眼光看待改

革强军实践中的新事物。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中

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谓科

学眼光，就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认识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中遇

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就是要坚持辩证唯

物论，坚持全面系统看待各项改革举措，

注重用全局的眼光、发展的眼光，在更高

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强军实

践。正如习主席最近在广东考察时所明

确提出的：“要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以改革开放的眼光

看待改革开放，充分认识新形势下改革

开放的时代性、体系性、全局性问题，在

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改

革开放。”习主席的这一新论断新要求，

虽是就改革开放战略全局而言的，但其

中包含的精神实质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对于我们当前更充分、更深刻地认识和

理解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更加坚定、更

加自觉地推进改革强军实践，具有十分

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鲜明而深刻的启迪。

以系统的观点看待改革中的新事

物，避免以偏概全。改革中的任何一种

新事物，在初步推开阶段或者在某个环

节上，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和不足，是

在所难免的。我们不能也不应当因为

它还有某些问题和不足就否定它，而应

满腔热忱地支持它，引导它，不断总结

经验，使它逐步完善。改革中出现的新

情况新问题，从本质上讲都是前进中的

问题。不前进固然可能不会出现这些

问题，但不前进本身问题更大，性质更

严重。因此对改革某个过程、某个环节

上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们必须自

觉运用系统论的观点来看待它，把对某

一问题的认识置于全面推进国防和军

队现代化的大系统中考量，不以某个环

节上或某个过程的问题论成败得失，并

通过不断调整来加以完善。当然，对前

进中出现的问题，我们也决不能掉以轻

心，应通过积极作为加以排除，防止其

成为前进的障碍。这样，既积极又稳

妥，从而保证深化改革健康稳步发展。

以全局的观点看待改革中的新事

物，摆脱局部功利思想。改革与发展的

过程性决定了在一定时期内，某一方面

的突出发展，可能会抑制和延缓其他方

面的发展。这就是说，虽然改革在根本

上、全局上有利于提高部队战斗力，但

具体到局部、具体到某个单位和个人，

在利益调整方面出现有先有后、有多有

少、有得有失等现象，是很正常的。然

而出于种种原因，人们在这一过程中往

往习惯于以个人或局部利益得失论优

劣。有的人对能给个人带来实惠或者

对局部有好处的事，就投赞成票；反之，

就心存疑虑，说三道四，尤其是当改革

举措直接触及到个人眼前利益，需要局

部作出某些暂时牺牲时，往往容易产生

不理解和动摇。面对这种情况，各级领

导干部应积极做好教育引导工作，让广

大官兵既坚定改革的信心，又树立正确

的态度，做好担当风险、付出代价的心

理准备，不能以个人和局部利益得失来

衡量改革举措恰当与否，而要自觉站在

改革和建设的大局看问题，真正从个人

得失、局部功利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以发展的观点看待改革中的新事

物，克服急功近利心态。不善于用发展的

眼光看待改革中的新事物新情况，往往是

一些人思维上的一个通病。主要表现为，

对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缺乏思

想准备，急于求成，急于抱“金娃娃”，一旦

遇到困难，就出现急躁情绪，怨天尤人。

要认识到，任何一项改革在前无古人的道

路上推进，决不会轻而易举、一蹴而就，而

需要经历艰苦的曲折的长期的过程，正如

列宁所说：“设想世界历史会一帆风顺、按

部就班地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出现大幅

度的跃退，那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

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因此，必须坚持用

发展的眼光、长远的眼光看问题，有经

过长期奋斗才能见诸成效的思想准备，

坚持用前进解决前进中的问题，靠继续

改革破解改革中的矛盾。尤其是当前

在推进军事理论现代化、军队组织形态

现代化、军事人才现代化、武器装备现

代化依然任重道远的情况下，出现“阵

痛”是难免的。只有用发展的观点看待改

革的现在和未来，看待改革中的新事物，

才能对改革保持正确的认识和坚定的信

心，才能最大限度地理解和支持改革。把

眼界放得更远一些，胸襟更开阔一些，信

心更坚定一些，我们才能真正做改革的促

进派，做改革强军事业的坚定支持者。

（作者单位：陆军研究院）

以科学眼光看待改革中的新事物
■刘长海

●始终把考虑问题的出发点
落脚点放到组织需要、部队需要
上，时刻做到心中有责、手里有
活，不辱使命、不负重托

人们眼中的张思德，是跟“为人民

服务”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这源于70

多年前那场令人难忘的追悼会。1944

年9月8日，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

团1000多人，在延安凤凰山下枣园沟

口操场上为张思德同志举行追悼会，

毛泽东同志发表了题为《为人民服务》

的著名演讲。

一名普通战士何以赢得领袖如此

关注？70多年过去了，张思德这个光

辉的名字为什么还依然被人们传颂景

仰？是因为他全心全意践行为人民服

务的宗旨，是因为他无论当班长，还是

当战士，无论做警卫工作，还是到山中

烧木炭，处处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哪里

最苦最累，就出现在哪里。从1933年

10月参加红军，到1944年9月牺牲，干

革命11年，革命需要张思德站岗，他就

把岗站好；革命需要他烧炭，他就把炭

烧好；革命需要他当班长，他任劳任怨；

革命需要他当战士，他毫无怨言……张

思德用自己短暂的一生诠释了做人的

品德，标注了军人的职业道德，特别是

在他身上集中反映出来的那种坚决服

从组织决定的“一块砖”精神，今天仍

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部队是一个特殊的战斗集体，经

常需要转换任务、调整岗位。然而现

实中，有的同志不愿意到艰苦的地方

去，不愿意到矛盾多的岗位干；有的遇

到组织需要的时候不是首先想到服从

组织安排，而是找各种理由推脱；还有

的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出彩不想

出力，在职不尽责、为官不作为……这

与张思德的“一块砖”精神相去何止

十万八千里？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人

民军队中的一员，每一名革命军人都

应该以张思德为榜样，自觉弘扬“一

块砖”精神，始终做到讲大局、讲纪

律、讲服从，随时随地“任党搬”，

不折不扣听指挥。

越是艰苦的地方，越能考验一名

党员干部的党性原则是否坚强。面对

党和人民的需要，什么叫合理？什么

叫公平？这些都是相对的，都要以服

从组织需要为前提。看问题的角度不

同，得出的结论也就大不相同。这就

更需要我们自觉用“一块砖”精神来教

育激励自己，始终把考虑问题的出发

点落脚点放到组织需要、部队需要上，

时刻做到心中有责、手里有活，不辱使

命、不负重托。尤其在当前，推进改革

需要千百万满怀激情干事创业的人，

需要千百万勇于为国为民担当重任的

人，我们应该争做这样的人。新时代

革命军人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

去，哪里艰苦哪安家。

看着高高悬挂的张思德画像，毛

主席那慷慨激昂的话语响彻在耳——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

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

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

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

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

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

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

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正反两方面经验都一再表明，有

了“一块砖”精神，名利、得失就能看得

淡一些，心胸就能宽阔一些，眼光就能

长远一些，摆位就会正一些，在党“搬”

的时候就能更坦然一些。张思德是一

名平凡的战士，经历平凡的人生，却成

就了伟大的精神，成为人们永远学习

的楷模。我们应该像张思德那样，在

平凡的工作和生活中，用实际行动传

承和诠释共产党人和革命军人为人民

服务的崇高精神品质。面对党和人民

的需要，永远都应该发自内心地喊出

那句话：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

哪里搬！

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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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德
成

深秋的红叶，令人陶醉。于是，当

秋风劲吹之时，许多人去踏秋赏红叶。

然而，红叶在春天萌芽时并非红

色，至少不那么红。经过夏日阳光的曝

晒，经过秋日寒霜的磨练，经过秋风无

情的鞭笞，也经过雨露的润泽，红叶终

于成为名副其实的红叶了。

一个人的成功也一样，都要经过

种种考验与磨难。没有人天生就能够

走红。正如俗话所说，台上一分钟，台

下十年功。做任何事情都不可急于求

成，欲速则不达。煮在锅里的大虾只

要火候到了，不红都不行。

枫叶映秋——

没有谁天生就能走红
■朱金平 摄影并撰文

在人的一生之中，很少有人始终一
帆风顺，大部分人都会经受一些挫折或
苦难的磨砺。面对这些挫折和苦难，有
的人沉沦低迷，在抱怨中停滞不前；有的
人积极进取，百折不挠，在谷底反弹，迎
来成功。积极进取的人拥有的最重要素
质之一，就是感恩。

在法国一个偏僻的小镇上，据说有
一处特别灵验的泉水，可以医治各种疾
病。有一天，一个少了一条腿的年轻人，
拄着拐杖一瘸一拐走过镇上的马路，镇
上有人同情地说：“嘿，真是个可怜
人，难道他要向上帝祈求再有一条腿

吗？”这句话被年轻人听到了，他转过
身对他说：“我不是要向上帝祈求有一
条新的腿，而是祈求他帮助我，叫我没有
一条腿以后，也知道今后如何过日子。”
接纳失去，心怀感恩，那么即使处在人
生谷底，也会重新找到向上的力量。

感恩让人远离抱怨、后悔与自责。
在这个世界上，身陷谷底，人们很容易
抱怨，这种抱怨会显现在面容上，表现
在语言里，体现在行动中。然而，怨天
尤人并不能把挫折消灭，只会耽误自己
的时间和生命。适当的自责，可以让人
在挫折苦难中看到不足，总结经验，但

不停地抱怨和自责，就会让人身心俱
疲，失去前行的力量。

感恩会让人懂得比上不足比下有
余，拥有好心态。当你在遭遇挫折、心情
不佳时，感恩自己拥有健康的体魄，感恩
自己仍可以自由呼吸，感恩这个世界的
美好，就会觉得自己富足而幸福。

感恩催生内心的友善平和与坚
定。从任何一件事情开始，发自心底
地感恩，会让我们懂得一切都不是理
所当然获得的。我们生活在和平稳定
的环境下，享受没有战乱、没有恐怖
袭击的安宁祥和生活，就应该感恩祖

国拥有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和人民警
察队伍；我们能够吃饱穿暖，生活小康，
就应该感恩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和
国家的富强；我们能够发愤图强、历练
成长，就应该感恩那些竞争对手，是他
们时刻鞭策我们，让我们不断磨砺、不
断成长、不断完善自己，让自己更加强
大……感恩可以让我们内心生出友善
之花，平和而坚定地面对挫折困难，从
容不迫地逾越挫折、战胜困难。因
此，生活中每一件自己遇到的事，都
应以感恩之心去思考与对待，这样我
们的内心就会永远充满阳光。

修好感恩这门必修课
■何蓉梅

清末民初名士易宗夔，在《新世说》

里记载了“烧火御史”的故事：清代人谢

香泉任御史时，刚直不阿。当时，权臣和

珅有一宠奴，常乘和珅的车出入，人避

之，莫敢诘。谢香泉巡城时，遇到宠奴乘

车，遂命人把他拽下车。宠奴倚仗着和

珅之势，猖狂不已，反而对谢香泉加以诘

责。谢香泉怒笞之，并烧其车。虽然和

珅对此怀恨在心，借其他事罢免了谢香

泉的官职，但历史是面镜子，让谢香泉这

个“烧车御史”的名号得以久传。

正与邪各处天平的两端，此消彼

长。正气充盈，则邪恶抑消；正气不张，

则邪恶嚣狂。《红楼梦》里的贾政，在外放

江西粮道时，刚开始也想做个好官，且采

取了一些措施：出告示严禁搜刮民财，收

受贿赂，“一经查出，必定详参揭报”。果

然，一时间无人行贿。可是他府衙里差

役集体辞职，跟去的家奴也消极怠工，大

堂没人接鼓，喝道只有一个差役，轿夫也

不按时到，样样不顺心。原来差役们都

认为贾政“呆性发作”，“眼见白花花的银

子，只是不能到手”。贾政震惊之余，没

有坚持己见，反而默许手下盘剥百姓。

“不为轩冕肆志，不为穷约趋俗”。

贾政图的只是假名声，一句“我是要保性

命的，你们闹出来不与我相干”的糊涂

话，就让其内心仅有的一点点正气不吹

自灭。每当读至此处，不免感慨系之。

浩然正气是一种顶天立地的人格魅

力，是正义的化身、驱邪的“利剑”。翻阅

史书，历史上广为人们所传颂的，不是

“手提三尺龙泉剑，不斩奸邪誓不休”的

豪杰，就是“身正不怕影子斜”的贤臣；不

是“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的志士，就

是“兴利除害扬正气”的廉吏。他们涵养

胸中正气，转化为道德、智慧和力量，中

华民族才得以生生不息。

“树坚不怕风吹动，节操棱棱还自

持”。然而现实中一些党员干部虽明白

其中道理，遇事却总犯贾政那样的糊

涂。面对不正之风，他们前怕狼后怕

虎，不敢亮剑，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

事”的明哲保身信条。长此以往，风气

一旦形成，正义得不到伸张，就会使邪

恶更加猖狂。

喋血龙华闻壮语，剑影刀光见胆

识。对党员干部而言，正邪不并行，保持

浩然正气是党性的综合体现，是共产党

人优秀品质的集中概括，是永葆先进性

的必然要求。一代巾帼英雄赵一曼，立

志“白山黑水除敌寇”，在艰苦卓绝的斗

争中，一直都在践行“誓志为人不为家”

的诺言；陈毅元帅嫉恶如仇，敢于斗争，

从不向错误低头，即使在“文化大革命”

中遭受迫害后，还要直言：“一个共产党

员，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敢站出来讲话，一

个铜板也不值。”

党员干部作为先进者、先行者，当

正身直行，以天下为己任。面对不正之

风，要勇于扶正祛邪，弘扬正气。唯有

如此，才能使正气接物邪气消、浩气临

事疑畏释，才能齐心协力成就海晏河

清、朗朗乾坤。

多将正气盈乾坤
■郝启荣

●感恩可以让我们内心生出友
善之花，平和而坚定地面对挫折困
难，从容不迫地逾越挫折、战胜困难

●保持浩然正气是党性的综
合体现，是共产党人优秀品质的集
中概括，是永葆先进性的必然要求

书边随笔

知行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