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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中哲丝

华山南峰东侧山腰，有着700余

年历史的长空栈道修筑于此。万仞

绝壁上，石钉镶嵌于悬崖，宽仅30厘

米的木椽搭于其上，横悬的铁索作为

唯一的抓手，让人望而却步。游人

中，总有勇者如履长空，心旷神怡；也

有胆怯者战战兢兢，屏气挪步。

成功者，视天险为挑战自我的机

会，享受跨越每一块木椽的乐趣；失

败者，视天险为无法跨越的天堑，纠

结于对百米深渊的凝视，畏葸不前。

栈道尽头有全真岩、卧龙松等胜景，

可唯有勇于跨过这道天险的人们方

能领略。几百米的距离，是成功跨过

还是失败折回，只在一念间。

做事成功还是失败，某种程度上

拼的是心态。以自信从容心态对待

困难挫折，就能增强战胜它的勇气，

激发出斗志，把困难挫折踩在脚下，

迎来柳暗花明。如果面对困难挫折

怨天尤人、自暴自弃，终将一事无成。

华山天险——

自信从容天地宽
■吕炳宏/摄影 慕佩洲/撰文

●横下一条心，鼓足一口气，
拿出一股不解决问题不撒手、不
干出成绩不罢休的劲头，去攻克
改革中遇到的难题

习主席多次引用古句“为官避事

平生耻”告诫广大党员干部，不能只想

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

想出彩不想出力。在《习近平关于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

中，共选编216段论述，其中涉及“为

官不为”的就有近百段。

“为官不为”是一种懒政行为，其

危害程度不亚于贪污腐败。五代时

期，后唐宰相马胤孙入朝不开口议国

事、上堂不开印理政务、归家不开门见

谏客，许多军国大事都在他手上耽误

了，结果给石敬瑭以可乘之机，起兵推

翻了维持仅 14年的后唐政权，这位

“三不开”宰相亦被人耻笑千年。反观

北宋宰相王安石，针对积贫积弱的局

面，以富国强兵、挽救北宋政治危机为

目的，提出一场涉及政治、经济、军事、

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变法主张，却

因触犯了地主、官僚阶级的利益，遭到

皇亲国戚和保守派联合反对。面对种

种诘难和阻力，王安石以“天变不足

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

推行新政，也因这种“三不足”的担当

气魄而名垂青史。

鉴古知今，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

是一场触动利益、重塑格局的深层变

革，要啃的是“硬骨头”，必须勇于攻坚

克难。党员干部如果占着位置、握着

权力，却不思进取当“庸官”、推诿扯皮

当“看官”、办事拖沓当“懒官”、装聋作

哑当“堂前木偶”，尸位素餐施懒政，不

想事、不干事、不成事，就会像一剂慢

性毒药侵蚀到肌体，使上下政令难通，

单位发展迟滞，改革原地踏步。

懒政不除，事业发展无望。世间

事，做于细，成于严。治理“为官不为”

的懒政，需要压实责任，从严治吏。对

占着位子不干事的，该批评的要批评；

对不作为、慢作为的，要按照党纪要求

处理；对混日子、造成严重后果和不良

影响的，要坚决依法规予以查办，让“为

官不为”者有所畏惧、受到贬责。同时，

更要为敢于担当的党员干部撑腰鼓劲，

使政治坚定、奋发有为者得到褒奖和鼓

励，形成“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选

人机制，立起重实干重实绩的用人导

向，使敢作为、能作为、有作为的改革促

进派、实干家，能专心致志为党和人民

干事创业、建功立业。

有为才能有位，有位必然有责。

朱熹有云：“一日立乎其位，则一日业

乎其官。”意为在位置上任职一天，就

应该尽心尽力履行职责一天。当前，

军队正处在转型建设加速推进期，履

行使命严峻考验期，深化改革攻坚克

难期，大事难事集中，问题矛盾汇聚。

越是在这样的关键时期，党员干部越

是要迎着困难上，顶着压力干，敢挑最

重的担子，能冲锋、善解难，有苦不怕

苦、知难不畏难，横下一条心，鼓足一

口气，拿出一股不解决问题不撒手、不

干出成绩不罢休的劲头，去攻克改革

中遇到的难题。

习主席反复强调，做人为官要有担

当精神，应该对“为官不为”感到羞耻。

评价一名干部，不贪不占是底线，敢担

当、能担当、愿担当也是一个根本要

求。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

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在推进改革

的道路上，党员干部重任在肩，如果一

味盘算个人利益，怕麻烦怕被问责，就

挑不起改革强军的重担。只有秉公道、

弃杂念、去私心，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

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

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

斗争，才能沧海横流显本色。党员干部

应将担当负责、苦干实干铭记在心，切

实发挥示范表率作用，一级带着一级

干，一级做给一级看，“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

强军目标、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而努

力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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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让自己保持优秀的人，
会从中收获自豪感、荣誉感和源源
不断的向上动力

●雷锋精神，是平凡与伟大、个
人与国家之间的结合点，是追求崇
高理想、成就伟大事业的强大动力

习主席曾对“雷锋连”原指导员谢正

谊说：“雷锋精神是永恒的，是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你们要做雷锋

精神的种子，把雷锋精神广播在祖国大

地上。”雷锋的事迹我们一直在学习，雷

锋的精神我们永远记在心中。雷锋的一

生虽未经历炮火硝烟，也没有惊天动地

的赫赫功绩，但他的一生是伟大的，这伟

大源于他那闪烁了半个多世纪都不曾暗

淡半分的精神光芒，积淀于他所投身的

高尚事业——为人民服务。

“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能永远

不干，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自己和集体融

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有力量”。儿时的

雷锋就好像没有进入大海的“一滴水”，

孤苦无依：1940年，雷锋在湖南长沙简

家塘一户贫苦农民家里出生，父母兄弟

相继悲惨离世，年仅7岁的雷锋沦为孤

儿。然而命运是眷顾他的，在那波澜壮

阔的时代潮流中，雷锋这“一滴水”后来

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片江海：伟大的共

产主义事业。从当农民、做工人到参军

入伍，雷锋在携手建设新中国的集体中

找到了自己的家，寻到了值得为之奋斗

一生的理想。

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

事业中，雷锋像一颗钉子一样扎根在自己

的岗位上。他在日记中写道：“钉子有两

个好处：一个是挤劲，一个是钻劲。”钉子

是平凡的，但再普通的钉子也可以闪烁夺

目的光芒。年轻的雷锋就是以钉子一样

的劲头干工作，把国家的事业视为自己为

之奋斗的一切：3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5

次被评为红旗手，18次被评为标兵，被记

二等功一次，荣获“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

极分子”称号。他的经历告诉我们，融入

到奔腾的江海中，平凡的“一滴水”也能傲

立潮头、逐浪向前。

雷锋精神是如何铸成的？我们从

《雷锋日记》中可以找到雷锋精神的闪光

点：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

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

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以及刻苦钻研的钉

子精神。这些值得我们学习的美好品质

反映在雷锋的日常生活里，铸就于为人

民服务的伟大事业中。雷锋以自己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言行，反映出一个时

代最淳朴而又伟大的理想和信仰。他是

平凡的，他没有以一敌百的高强本领，也

没有学富五车的过人学识，但他投身的

事业是伟大的，因此他的努力不再是单

纯地追求个人幸福，他付出的汗水也折

射着崇高理想信念的光辉。他怀揣着建

设文明强大富足的国家、实现共产主义

的美好愿望拼搏奋斗，让自己平凡的生

命变得更有意义。

雷锋就像我们身边的一位朋友，

与我们没有丝毫距离感。习主席曾指

出：“雷锋精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

处处可为。积小善为大善，善莫大

焉。当有人需要帮助时，大家搭把手、

出份力，社会将变得更加美好。”雷锋

精神，是平凡与伟大、个人与国家之间

的结合点，是追求崇高理想、成就伟大

事业的强大动力。

作为新时代的革命军人，我们在继

承雷锋精神的同时，也肩负着伟大的历

史使命：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全

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我们需要的是更

为坚定的决心，更加澎湃的热情，虽然我

们只是强军实践中的普通一兵，但只要

全心投入、奋力拼搏，必定会在强军兴军

伟大事业中留下属于自己的一抹光彩。

万里长城的巍峨伟岸奠基于一砖一土的

积累堆砌，每一位践行伟大梦想的奋力

前行者都是不凡的。我们需要立足本职

岗位践行雷锋精神，自觉把个人与集体

紧密联系起来，将平凡的生命投入到伟

大的事业中，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

人生华章。

将平凡生命投入到伟大事业中
■刘华生

当有的人心生懈怠、不够努力时，
有一句话会常挂在嘴边，那就是“大家
都如何如何”。他们用这句话为自己的
甘于平庸、随波逐流乃至每况愈下去辩
解，为自己的不努力去开脱。似乎许多
人都这样，他的不努力和平庸就理所应
当。而事实并非如此。如果真的大家
都一样懈怠和平庸，那些杰出之士又是
怎样脱颖而出的呢？

是不是只有遗传基因好、智商特别
高的人才能保持优秀呢？不是。那些
成就非凡的人，与常人的不同之处，除
了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之外，主要就是

对待学习和工作的态度不同。
他们是主动学习而不是被动学

习。主动学习才会高度集中注意力，高
效调动自己的大脑，提高学习效率。同
时，主动学习的人，不会有学习上的欠
账；因为没有欠账，学习中就没有“拦路
虎”，学习的进度自然也快。而被动学
习，因为前面欠账太多，导致学习过程
中处处遭遇“拦路虎”；同时，被动学习
并非心之所愿，大脑活力不够，学习的
进度与效果都会大打折扣。

他们是积极工作而不是消极工
作。积极工作的人，对自己的工作标准

要求往往很高。一位在某研究领域有
杰出贡献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在他刚参
加工作时，领导交给他一个研制振荡器
的任务。对他来说，这是一项完全陌生
的工作任务。他从查资料开始，学习原
理、动手实验。当他最终把振荡器研制
成功时，离领导要求的截止时间还有一
个星期。他没有满足于完成任务，而是
自加难度，利用元器件对温度的正负敏
感度，做出了不受超高低温度影响的高
性能振荡器。与之相比，消极工作的人
恰恰相反，遇到一点困难，就以此为工
作无法完成的借口。躲避困难，也就失

去了提高自己的机会。
一个让自己保持优秀的人，会从中

收获自豪感、荣誉感和源源不断的向上
动力。一个消极懈怠的人，会因为完成
不好工作任务、能力素质退化而不断沉
沦。长此以往，一个优秀的人和一个平
庸的人，彼此差距就会判若天渊。

无论是杰出的优秀的人，还是平庸
的懈怠的人，都会自然而然地养成各自
的习惯。习惯决定着我们绝大部分的
日常行为，是一种内在素养。试想，一
个人绝大部分的日常行为都在让他趋
于优秀，他又怎么可能不是优秀的呢？

让保持优秀成为习惯
■吴敏文

谈 心 录

●每一个有志者都应当具有挑
战“不可能”的精神和勇气，认定一
个目标而久久为功、矢志不渝

生活寄语

最近，《挑战不可能》节目在电视台

重播，我一期不落地又看了一遍。节

目中，珠心算的神速、操作大型起重机

投篮的精准、女狙击手百步穿杨的神

功……那么多看似“不可能”的事，挑战

者却神奇地挑战成功。

然而仔细想想，奇迹不奇，“不可

能”中蕴藏着“可能”。那些看似不可

能达到的思维能力、技巧水平和极限

目标，实际上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得到

激发，完成从“不可能”到“可能”的飞

跃。而实现这种飞跃，除了天赋、特质

等看似与生俱来的客观因素外，主要

在于信念、磨砺、坚持等主观因素的聚

集与迸发。

其一，坚定的信念。信念是人生理

想与意志的融合，是精神与品格的升

华。一个人信念坚定，就能够凝聚起生

命中强大的能量，为实现心中最美好的

梦想而竭力拼搏。当年，红军在长征途

中遭遇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在许多人看

来根本无法克服的艰难困苦，可他们凭

着“高于天”的革命理想和相信跟着党就

一定能胜利的坚定信念，爬过了皑皑雪

山，走过了茫茫草地，战胜了敌人的围追

堵截，硬是创造了把“不可能”变成“可

能”的人间奇迹。参加《挑战不可能》的

选手们，也是从一开始就抱着通过自己

的努力梦想终能成真的信念，矢志不渝

地朝着自己认定的目标一路前行，终于

练就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绝技”。

其二，刻苦的磨砺。有了坚定的信

念，还需要经过超常的训练和磨砺，才

能将能力充分发挥出来进而达到极

致。生命科学家研究发现，人的能力有

90%以上处于休眠状态、未曾得到开发，

只要科学训练、刻苦磨砺，潜能就会被

成倍地激发出来。古今中外许多杰出

人物，并没有超越常人的“特异功能”，

却无不具有超越常人的发掘自身潜能

的特别功力。获得珠心算世界冠军的

16岁女孩许妍，7岁开始接触珠心算时

并无特殊之处，但9岁被送入陆军勤务

学院进行强化训练后，成绩突飞猛进，

直至参加《挑战不可能》时，她能克服频

闪错乱的视觉障碍，在15个五位数若隐

若现、飞速闪过的瞬间，全部捕捉到并

准确计算出它们的总和，用时竟不到两

秒！奇迹的背后，是许妍付出了常人难

以想象的心血和汗水。

其三，不懈的坚持。从“不可能”到

“可能”，绝不会一帆风顺、一蹴而就。

正因为挑战途中有各种艰难困苦，不少

人往往难以坚持，半途而废。然而，“最

后的胜利，往往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

之中”。成功的获得、奇迹的创造、极限

的突破，无不蕴含在坚韧不拔、永不放

弃的坚持之中。有些人之所以与成功

失之交臂，就在于走了九十九步而没有

坚持到最后一步，或因挫折而放弃了对

成功的最后追求，或因艰难而放弃了对

极限的进一步突破。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虽然

不是所有人都要去挑战“不可能”，去创

造奇迹，但是，每一个有志者都应当具有

挑战“不可能”的精神和勇气，认定一个

目标而久久为功、矢志不渝。如此才能

不负韶华，展现人生的精彩。

敢于挑战“不可能”
■胡建新

我们常用“举重若轻”来赞誉某个
人具有领导才能，善于从纷繁的事物
中找到问题的关键。然而，一项事业
要取得成功，也离不开执行者“举轻若
重”地抓好落实。

周恩来曾评价自己：“从愿望上
说，我更欣赏‘举重若轻’，但我这个
人做不到这一点，我在工作上常常是
‘举轻若重’。”他说做不到举重若轻，
虽是一种谦虚，但这番话却值得我们
思考。毋庸讳言，在我们身边总不乏
一些“只想当将军、不想当士兵”，干
不好手中事、守不好“责任田”的人。
他们有的自我要求不严，对急难繁重
之事总是躲着，对本应尽快完成的任
务总是拖着；有的工作标准不高，不
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还有的工作

出了差错，却以“成大事者不拘小节”
为自己找借口。殊不知，万丈高楼平
地起，“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那
些对待工作爱打马虎眼、敷衍塞责之
人，必然跟不上时代发展潮流，被时
代所淘汰。

当 前 我 军 正 处 在“ 新 体 制 时
间”，这是爬坡过坎的关键期，对官
兵成长来讲，也是灌溉施肥的“育苗
期”。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迫切
需要广大官兵甘下举轻若重的“细
功”，重视做好每一件小事，扎扎实
实打基础，一招一式抓落实，以“我
做得还很不够”的态度刻苦钻研，开
辟新领域，掌握新技能，如此才能实
现个人能力素质的升级和部队战斗
力的换挡提速。

举轻若重抓落实
■司晓帆 刘旻实

讲政治，是一个高度概括的标
准。正因为其具有高度概括性，往
往导致一些人对讲政治的认识浅表
化，停留在喊口号、空表态上。其
实，讲政治有着鲜明具体的内涵和
实践要求，要落实到具体工作实践
之中。我们必须坚持“将高度概括
与具体实践相统一”的工作方法，结
合工作讲政治，培养过硬工作作风，
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益。

结合工作讲政治，首先要将在
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决
策指示要求的具体实践过程中产
生的问题、观点、看法等汇总归纳，
抽丝剥茧，厘清形势，在思想上形
成一个高度概括的、本质的认识，
以使我们在今后工作中能够应用
新的认识指导实践，从而以更高标

准高质量地完成工作目标。
其次，在具体实践方面，要学会

用政治眼光想问题办事情，作决策要
把握政治方向，提高政治站位；抓落
实要贯彻政治要求，彰显政治担当。
特别是在面对各种错误思潮时，要保
持清醒政治头脑，站稳政治立场，做
到在政治上不含糊、不偏斜、明辨是
非，敢于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坚持原
则，亮明态度，同错误思想言行作坚
决斗争。

讲政治的根本在于实践，在于把
政治方向、政治路线、政治要求等落实
到每一项具体工作中，在工作实践中
强化“四个意识”，贯彻“三个维护”，提
升政治能力，加强作风建设，营造风清
气正的政治生态，保持共产党人的政
治本色。

结合工作讲政治
■张卫华 张驷宇

言简意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