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２日 星期四

学而思

军 人修养 E-mail:jfjbshyxy@163.com 责任编辑/徐文耀 张国强 张萱

影中哲丝

言简意赅

西藏江达县发生特大滑坡灾害，

交通阻断。在海拔超过3800米的山

中，每隔几天战士们就要在凌晨4点

出发，携带救灾物资徒步行军20多公

里赶赴灾区，不恋流云，埋头向前。

军人阵前对敌、浴血奋战的场景令

人动容，可是，军人的军旅生涯中不全

是呐喊厮杀，更多的是执着与坚守。在

漫长岁月中执着于誓言，在艰难困苦时

不放弃信仰。心有所至，脚下便有了力

量，就算道路再崎岖难行，也不生折返

之意。只要是国之所需，民之所望，管

他波涛洪流，也会逆流而上。

革命军人就是这样，为岁月静好，

而负重前行；因心有所至，而一往无前。

为使命进发——

心有所至，一往无前
■石 钦/摄影 王 珂/撰文

●做人、处世、为政，有初心相
伴始终，常思来路，就不会走偏

书边随笔

知行论坛

●人格魅力本身就是领导
力，一个行得端、做得正的人，自
然而然地能影响和带动身边人，
产生比命令更有力的凝聚力、感
召力

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自古

以来，讲求政德是为官从政的重要标

准。习主席在谈论做人与做官时说：

“在历史的长河中，那些帝国的崩溃、

王朝的覆灭、执政党的下台，无不与其

当政者不立德、不修德、不践德有关，

无不与其当权者作风不正、腐败盛行、

丧失人心有关。”正是怀着这样的历史

忧患，习主席一再强调在干部选拔任

用上要突出“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明

确要求领导干部要讲政德。

如果说政德关系着良好政治生态

的形成，那么私德则是涵养政德的重要

前提。一个人的私德好，就会自然向外

延伸，表现在公德和大德上；反之，如果

私德不严，必然影响工作作风、动摇理

想信念，让“私德瑕疵”发展成“公德硬

伤”，最终伤及大德。从近年来查处的

违纪违法案件来看，无论是不守政治纪

律政治规矩，“拉山头”、搞“小圈子”；还

是假公济私，行利益交换、权力寻租；抑

或是不担当、不作为的懒政、怠政，个人

品行不端、德行不修是其背后的共性根

源。正如叶圣陶所讲：“私德不讲究的

人，每每就成为妨碍公德的人，所以一

个人私德更是要紧，私德更是公德的根

本。”正因如此，为官从政才要先修私

德，干事创业必先做到自身过硬。

领导干部执一方之治权，领一方之

教化，其一言一行既关乎党的形象，又

有着重要的社会引领作用，同时还影响

着单位建设发展。正所谓“德高望重”，

人格魅力本身就是领导力，一个行得

端、做得正的人，自然而然地能影响和

带动身边人，产生比命令更有力的凝聚

力、感召力。从这个层面讲，更加需要

共产党员修私德，强威信，赢得群众拥

护，带动形成良好社会风气，营造风清

气正的政治生态。

严私德，就要正操守，严格约束

自己的行为。正所谓“贪如火，不遏

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则滔天”，领导

干部修身养德最难战胜的是自己，最

大的诱惑就是内心欲望。那些领导

干部有着种种癖好，并由此而被“拉

下水”、翻身落马的贪腐案例，就是欲

壑难填带来的结果。沉痛教训警示

领导干部，必须强化自我约束，戒贪

止欲、克己奉公，时时自省自律，管住

个人爱好，培养健康生活情趣，净化

生活圈、交往圈、娱乐圈，对权力常怀

敬畏心，做到有权不“任性”、掌权不

“妄为”，切实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

造福人民。

严私德，就要管好身边人，培育好

家风。作风影响家风，家风反映作风，

领导干部的家风绝不是个人小事、家

庭私事。家风正才能党风纯、政风清；

家风不正必然私德不严，导致政德败

坏，最终只能落得“一人落马全家遭

殃”的下场。领导干部应把家风建设

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

防止“枕边风”成为贪腐的导火索，防

止子女亲属打着自己的旗号非法作

为，防止身边人把自己“拉下水”。

私德养成既不会一蹴而就，也不

可能一劳永逸。在五光十色的社会生

活中，领导干部无时无刻不面临着外

界的袭扰，特别是随着职务的升迁、权

力的增大，面临的诱惑和考验会更多，

逾规越矩的风险也更大。唯有在严私

德、讲政德上坚持高标准，牢记“堤溃

蚁孔，气泄针芒”的古训，多积尺寸之

功，常抓不懈、久久为功，坚持从小事

小节上加强修养，在一点一滴中完善

自己，才能以过硬的私德，树起领导干

部形象作风，发挥好“头雁效应”，为推

进党的事业发展和风气建设作出自己

应有的贡献。

（作者单位：新疆军区政治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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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事，多变幻。事穷也好，功成也
罢，留得初心，方能头脑清醒，善始善终。

楚人孙叔敖原为隐士，后被举荐，官
拜令尹。有人登门拜访，问他：“高贵的
人往往有三怨，即爵位高的人，别人嫉妒
他；官职高的人，君王讨厌他；俸禄优厚
的人，会招来怨恨。”孙叔敖说：“我的爵
位越高，我的心胸越谦卑；我的官职越
大，我的欲望越小；我的俸禄越优厚，我
对别人的施舍就越普遍。我用这样的办

法来避免三怨，可以吗？”
孙叔敖严谨为官、谦逊做人，虽几经

罢免风波，但依然能秉承初心，始终如
一，因而名垂史册。正所谓“得意回头，
拂心莫停”，为人处世当“看淡荣辱，远离
骄矜”，万不可被得失所牵绊，被欲望所
迷惑。

做人、处世、为政，有初心相伴始终，
常思来路，就不会走偏。史载，齐宣王召
见孟子，孟子问：“您最大的愿望是什

么？”齐宣王说，实现君临天下、四海归心
的愿望能成否？孟子答“犹缘木而求鱼
也”。齐国虽算得上战国时期的强国，但
上至君臣、下至百姓，皆沉迷于志得意满
中，安于享乐、民风日下，如此状态，想
“莅中国而抚周夷”，又怎能如愿？

《菜根谭》云：“衰飒的景象，就在盛
满中，发生的机缄，即在零落内。故君子
居安宜操一心以虑患，处变当坚百忍以
图成。”意思是说，盛极之时，往往潜隐着

落魄之危，君子应当在居安之时保持清
醒理智。事实证明，一个人万不可沉浸
在某种状态下而忘却本心，如此极有可
能遭遇波折困顿。不丢初心，就不会因
一时困扰、一时波折，一时顺遂、一时功
成，而乱了心神、失了方寸。作为共产党
人，更要常想入党之初，谨言慎行、恪尽
职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记
牢做实，对得起人民群众对自己的敬重
与信任。

留得初心方清醒
■刘 晶

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60多年前，

在抗美援朝的激烈战火中，一名普通士兵

用年仅26岁的生命忠诚捍卫了军人的天

职，他就是邱少云。当时，邱少云所在连

队担负攻击391高地的任务。高地前沿是

一片开阔地，为缩短进攻距离，便于突然

发起攻击，邱少云和战友们奉命潜伏在距

敌前沿阵地仅60多米的蒿草丛中。美军

发射的燃烧弹落在邱少云潜伏点附近引

燃草丛，火势迅速蔓延到他身上。为了不

暴露目标，确保全体潜伏人员安全和攻击

任务完成，他以超乎想象的毅力放弃自

救，任凭烈火烧身，直至壮烈牺牲。反击

部队在邱少云伟大献身精神鼓舞下，当晚

胜利攻占391高地，全歼美军一个加强连。

邱少云坚决执行作战命令，用自己

的生命换来了战友的安全和战斗的胜

利，赢得了人们的尊崇，成为听令而行、

视纪律高于生命的典范。1953年6月，

志愿军领导机关追授他“中国人民志愿

军一级战斗英雄”称号，朝鲜最高人民会

议追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

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

当火苗烧到自己身上时，邱少云只

要动一动、打几个滚，就可以把火灭掉。

但是，军令如山。如果他这样做，就容易

暴露目标，部队就会付出巨大代价，许多

战友就可能丧生在敌炮火之下。面对个

人生死与战斗胜负，邱少云毅然选择了

牺牲自己，坚决执行命令。

一支军队，没有严格的纪律，没有坚

决的服从，就打不了胜仗；一名军人，不

能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就不是合格

军人。古今中外，任何一支能够所向披

靡的雄师劲旅，都必定有着铁一般纪律，

有着大批自觉坚定执行纪律的军人。

只有一切行动听指挥，才能步调一

致打胜仗。这是人民军队在长期的革命

战争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回望我军

90余年辉煌征程，无数次面对险恶的战

场环境，之所以能始终压倒一切敌人而

不为敌人所压倒，一路从小到大、由弱

到强，最重要的法宝之一就是严明的纪

律。长征路上，红军战士坚决执行纪律

规定，即便啃树皮、吃草根，也绝不损

害群众丝毫利益。1973年底，中央军委

一纸令下，八大军区司令员几天内对调

到位。1985年，大裁军决策既出，百万

官兵无怨无悔脱下军装……这样的事

例，在人民军队历史上数不胜数，也正

是因为如此，我们这支军队才能经历血

与火的考验，赢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没有服从和执行，再好的蓝图也只是

一纸空文，再近的目标也只是镜花水月。

当前，国防和军队改革进入深水区，特别

是坚决打赢军事政策制度改革攻坚战，开

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迫切需要坚定的服从

意识、强大的执行力作保证。作为党员干

部、革命军人，应当坚决执行上级命令，做

到雷厉风行，坚决反对政治上的自由主

义，不听、不信、不传小道消息，不乱发表

议论，不做任何无助于改革推进的事，自

觉以服从命令听指挥的实际行动践行改

革强军各项要求。

没有坚决的服从，就打不了胜仗
■刘德成

杨震暮夜却金的故事许多人耳
熟能详。面对自己的学生深夜送来
的黄金和“暮夜无知者”的说辞，东汉
太守杨震守住了做人做事的底线，他
说：“天知、地知、我知、你知，怎么能
说没有人知？”

杨震这“四知”，问得铿锵有
力，是需要常常在我们耳边敲响的
警钟。能做到以“四知”自问，是
一种对做人信条的坚守和对道德法
纪的敬畏。对于今天的党员干部而
言，在诱惑考验面前也要怀有这种
敬畏心，保持头脑清醒，守法纪、
砺操守、明底线，不能利令智昏。
众目睽睽下，道德准则能释放出一

种无形的抑制力；但当独自相处或
是少有人知道时，也要时时提醒自
己做到慎独，自觉用党性原则和制
度法规约束言行。

慎独，是一种内心坦荡的自
律，是一种情怀境界的反映。党员
干部做人处事，当勤于修炼慎独的
品质。要有在守纪律上做表率的意
识，时时想到自己的身份，想到党
纪国法，切实把坚持原则、公道正
派的清风正气树起来。要常存如履
薄冰、如临深渊的惕厉，时常清理
思想上的灰尘，克服私心杂念，坚
持崇廉拒腐，始终清清白白做人，
干干净净做事，堂堂正正做官。

自律当重视慎独
■32148部队 俞 博 姚 超

工作中，有些同志喜欢做抛头
露面、显山露水的事，而不愿意干
周期长、见效慢、不容易出成绩的
工作。殊不知，“根深才能叶茂”，
只有埋头做好基础性工作，踏实做
好一件件小事，才能积少成多，厚
积薄发，成就大事。

作为一级组织，在人才培养和
风气营造上负有重要责任。只有注
重识别和遴选出真抓实干、埋头苦
干、有所作为的干部，让那些肯埋
头默默无闻干实事的干部得到提拔
重用，让那些挑肥拣瘦、作风漂
浮、弄虚作假的干部受到冷落，树
立起“靠素质立身，靠实绩进步”
的鲜明导向，才能激发起广大官兵

埋头苦干、争创一流的热情和动
力，为部队建设全面发展、全面过
硬创造良好条件。

作为个人，要坚信“惟有埋头才
能出头，惟有实干才能进步”，做好吃
苦的思想准备，注重在苦干实干中锤
炼意志品质、增强能力素质。当然，
埋头不是为了满足个人利益的“出
头”，为党工作应该不计名利得失。
组织把自己放在什么岗位，就在那里
发光发热，实现自身价值。为部队建
设发展作出贡献，得到组织认可和群
众支持，就是最好的获得。如果每名
同志都能以这样的境界觉悟埋头工
作、默默奉献，就会为我们的事业增
添更加亮丽的色彩。

让肯埋头者出头
■武警部队 张驷宇 张卫华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

上指出：“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

励和约束并重，鼓励实干，鼓励创新，

帮助解决现实问题，把大家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这是

习主席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结

合的深入思考中提出的强军兴军的时

代课题。

一支军队要有战斗力，离不开严明

纪律和严格要求，也离不开对官兵的关

怀爱护，二者相辅相成。春秋时期，深

谙治军之道的军事家孙武，就有“令之

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之说，讲的

是带兵人把严和爱很好地结合，才能凝

聚军心，激发士气，征服对手。我军作

为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从诞生之

日起，严管和厚爱的治军方略就统一于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之下，体现

在执行任务和备战打仗的具体实践

中。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

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我军在党

的领导下，靠着严明的纪律、严格的要

求和官兵友爱的优良传统，构建起团结

和谐的内部关系，凝聚激发了官兵舍生

忘死、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克服无数

艰险，战胜众多敌人，也留下许多赏罚

分明又知兵爱兵的佳话，使我军战斗力

不断提升。

当前，面对国家安全形势的综合

性、复杂性、多变性新态势，我军作为

时刻准备维护国家利益的武装集团，

只有使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在部队建

设的各个方面落地落实，确保部队一

切行动听指挥，纪律严明，令行禁止，

部队战斗力生长的基点才能稳固扎

实。因此要坚持严管，真正做到“严”

字当头。对于严管，少数人尚存在不

适应。这种不适应，既与和平环境下

安逸舒适需求滋长有关，又和过去有

一段时间消极腐败问题滋生蔓延情势

下，治军和部队管理中形成的宽、松、

软积习有关。改变这种不适应心理，

必须牢固树立军队是战斗队的思想，

牢固树立随时准备打仗的观念，彻底

破除和平积弊，以备战打仗的标准，

严格施训、严格管理、严格要求。真

正严起来，就要激浊扬清，鼓励敢抓

敢管、较真碰硬的精神，营造坚持原

则、不怕得罪人的氛围，矫正和阻断

宽、松、软积习，在依法治军、从严

治军中把部队各项规章制度落到实

处，使严格管理成为常态，使严格要求

成为每一名军人的自觉养成。领导机

关和领导干部更要从自身严起，为部

队做好表率，杜绝不受制度规定约束

的“特殊人”，真正依法依纪管好部队

带好兵，促进部队战斗力建设。

同时，厚爱的工作要做细做实。

厚爱，从根本上说，是人民军队的性质

宗旨和使命职责决定的。官兵友爱、

上下团结、目标一致，从来都是我军克

敌制胜的重要法宝。对官兵的厚爱，

应当渗透在军队建设的各个方面，为

官兵成长成才搭建平台、创造条件，使

官兵智能、体能得到不断提升。对官兵

的厚爱，要体现在注重解决好官兵的实

际困难和问题上。作为一级组织和领

导，要善于正确区分、科学处理好官兵

的思想问题和实际困难。对前者，经

常和大量的是通过润物无声、循循善

诱的教育感召来解决；对后者，只要符

合政策规定，就要尽可能帮助官兵解

决好面临的实际困难，让官兵充分感

受、体会到组织的关怀与温暖。这种

厚爱的传递，能够极大地激发官兵的

创造热情和奋斗激情。对官兵的厚

爱，还要落实到不断完善和优化军人

待遇保障制度上。随着军队调整改革

不断深化，“突出改革急需、备战急用、

官兵急盼”的一批政策制度会在不远

的将来出台。这既是落实战斗力标准

的重要举措，也是调动官兵积极性、主

动性、创造性的重要手段；既是对官兵

牺牲奉献的认同，也是增强军人职业

荣誉感和体现社会尊崇的重要方面。

作为科学的有机体，严管和厚爱

统一于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

标、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奋斗中，

贯注和融汇在官兵军旅生涯和战斗实

践中。革命军人作为鲜活生命个体，

厚爱为严管创造前提和基础，使严管

具备坚实的情感认同和行动支持；军

队作为战斗队，严管使厚爱的温暖转

化为官兵的创造力和战斗意志。因

此，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

并重，能够凝聚军心、鼓舞士气，有效

增强军队战斗力，是实现党在新时代

的强军目标的必然要求。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

工作研究院）

把严管和厚爱贯注官兵军旅生涯
■欧 鹏

●革命军人作为鲜活生命个
体，厚爱为严管创造前提和基础，
使严管具备坚实的情感认同和行
动支持；军队作为战斗队，严管使
厚爱的温暖转化为官兵的创造力
和战斗意志

●只有一切行动听指挥，才能步调
一致打胜仗。这是人民军队在长期的
革命战争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