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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闲谭

影中哲丝

言简意赅

红日喷薄而出，阳光投射到山峦

之上，这片被霞光照射的山峦顿时变

得分外灿烂。可见，阳光之于大地、之

于山川，是多么重要。

当年的深圳还是一个小渔村，党

的政策就像一束霞光照亮了这片土

地，使其迅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成

为改革开放的“样板田”。

与人相处，鼓励的话语也像一束

霞光，会温暖一个人的心房。每个人

的成长，都需要思想的阳光来补“钙”，

也需要引人向上的激励来灿烂自己的

心情。同时，每个人又都可以做一束

霞光，照亮他人，传播正能量。

霞光映山峦——

有了阳光就灿烂
■朱金平 摄影并撰文

●青年人只有注重品德修养，
时时净化思想，反省自律，才能立
得正、行得端、有发展

谈 心 录

知行论坛

●忠诚品质不会自发形成，对党
忠诚不是一句政治口号，而应是共产
党员、革命军人一生一世的修行

习主席在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20

周年座谈会上，深情回顾了刘少奇同志

伟大、光荣的一生，高度评价了他的崇

高品德和精神风范，赞扬“刘少奇同志

是不忘初心、对党忠诚的光辉榜样”。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共产党

员、革命军人加强党性修养提供了科学

指南，其中首要一点，就是强化对党忠

诚的品质。

做到对党忠诚的一个重要前提是

坚定初心。习主席指出：“共产党人坚

持的初心，就是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

信仰，就是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永远忠

诚。”这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之本，是共

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忘记初心就是忘

本，就会失去作为共产党员存在的资

格。“心中有信仰，行动有力量”。共产

党人有了坚定的信仰信念，就能对党的

事业执着追求，一心一意跟党走；改革

开放40年来的伟大实践、取得的辉煌成

就，更加增强了我们坚定初心的自信和

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底气。我们

在立根固魂上下功夫，必须把共产主义

远大理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

想统一起来，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统一

起来，把坚定“四个自信”与坚定理想信

念统一起来，既立足当今时代做好当下

的事情，又坚定地抬头凝望共产主义的

“诗和远方”。

对党忠诚的品质，要用理论的清

醒来打底。习主席强调，要始终保持

头脑清醒，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

论作为看家本领”学到手。刘少奇同

志也说过：“没有理论的人容易被‘俘

虏’。”理论是“定盘星”，能使人把握规

律、明辨是非，做到心明眼亮。只有在

思想上弄通了、理论上清醒了，才会真

正接受理论、把理论内化成信仰；有了

理论的武装，才能站得高、看得远，保

持理论自信和政治定力，从而做到行

动坚决果敢，对党忠贞不渝。相反，如

果疏于理论学习、放松思想改造，必然

会认识模糊、头脑不清，继而信仰迷茫、

信念动摇、精神迷失，导致在一些重大

原则问题上摇摆不定、举止失当。特别

是在文化多元、思想纷呈，各种思潮交

流交融交锋的时代，理论上不清醒，就

可能成为“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摇摆

不定，经受不住困难、挫折和诱惑的考

验。当前，要保持理论上的清醒，最根

本的就是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钻细研、学懂

弄通、真信真用。

对党忠诚的品质，要用“绝对”的标

准来强化。习主席多次指出，共产党员

对党要绝对忠诚，就是“唯一的、彻底

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

何水分的忠诚”。这既切中了忠诚的要

害，也明确了忠诚的政治标准。刘少奇

同志之所以是对党忠诚的光辉榜样，正

是因为他在对党忠诚上做到了“绝对”

二字。他曾说：“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

情况下，能够不能够把自己个人的利益

绝对地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是考验

这个党员是否忠于党、忠于革命和共产

主义事业的标准。”刘少奇同志是这样

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即使在“文化大

革命”那样艰难的时刻，他仍然誓言“一

个革命者，生为革命，死也永远为共产

主义事业，一心不变”。绝对忠诚，就是

百分之百的忠诚，百分之九十九都不

行；绝对忠诚，要求每名共产党员、革命

军人不断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始终保持

理论上的清醒和政治上的坚定，在工作

上敢于担当作为，还要随时做好为党和

人民的事业献身的准备。

对党忠诚的品质，要用刚性的约

束来保障。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就是

全体党员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言

论行动等方面必须遵守的刚性约束。

习主席强调指出：“在党的所有纪律和

规矩中，第一位的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就

谈不上对党忠诚。现实中强化对党忠

诚的品质，需要高度警惕种种不守政治

纪律和政治规矩的现象。比如“在原则

问题和大是大非面前立场摇摆”“对涉

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等重大政

治问题公开发表反对意见”“对中央方

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部署阳奉阴违”“口

无遮拦，毫无顾忌”；搞“团团伙伙”、小

山头、小圈子、宗派主义；搞两面派、做

两面人，等等。有了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的刚性约束，对党忠诚就明确了底

线，就有了可靠的保障。

忠诚品质不会自发形成，对党忠诚

不是一句政治口号，而应是共产党员、

革命军人一生一世的修行。要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强化理想信

念教育和理论武装工作，强固共产党人

的政治灵魂，使对党忠诚建立在坚实可

靠的基础之上。对党忠诚还需要体现

为在党为党的责任担当、埋头苦干的实

际行动、默默无闻的牺牲奉献。这是共

产党员、革命军人对忠诚品质在实践上

的最好诠释。

（作者单位：陆军步兵学院）

强化对党忠诚的品质
■丁晓春

●“累于物”不是对物的价值
的质疑，而是对人的价值观的臧
否。面对种种物之累、物之惑，有
志男儿当记住黄遵宪的诗句：“天
下犹为小，何论眼底山。”

“应物而无累于物”，此为魏晋玄

学家王弼之言，其人学问玄，可讲的道

理却不玄——人可以对器物持有一些

爱好，但不要受其束缚而成为累赘。

其实，这种辩证法恰恰是我们中国人

立身处世共识度较高的一个原则。以

玉为例，在浸润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精髓的君子文化中，经济价值不

菲的美玉向来就是一种标识，所谓“君

子无故，玉不离身”。另一方面，事关

名节大义之时，“宁为玉碎”又是不二

之选，否则就是“舍君子而为小人”。

任何商品都有两种价值：使用价

值和交换价值。既然商品的价值就在

于使用，那么，合法地拥有一些自己爱

好之物，就是符合常识与道德的。通

过创造日益丰富的物质来创造个人美

好的生活——这是工业社会有别于其

他类型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

然而，创造生活和耽溺物欲是两

回事。佛教经典中有“浮木之喻”——

可以抱着浮木过江，但不能舍不得撒

手背着浮木走路。就如《周易》之言：

“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

其道光明。”对某种器物的欣赏和喜

好，与学识教养、情趣品味有关，而面

对器物的止、行、动、静，却与“道”，即

人生的追求和胸襟有关。

明朝晚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

了社会生活的富足，“长物之好”风

靡。“长物”语出《世说新语》，意为并非

生活必需品的闲适之物。一部被称为

“明代士大夫生活百科全书”的《长物

志》应运而生。书中纤悉备具地记录

了书画、舟车、衣饰、器具等 12类器

物。东西当然都是好东西，可经济资

本转化成文化资本的过程未必能够创

造美学品位，只是“反增俗态”地消解

成为身份与资本优越感的竞技游戏。

最为典型的是那个“暴发户”严世蕃，

在“天下之金玉宝货，无所不致”后，也

挟以行黩地搜罗字画书法，其目的仅

为“斗侈耳”。究劾起来，当时种种社

会弊端大都与奢靡的风气相关。

“累于物”往往体现于“炫耀性消

费”中。提出这一理念的美国著名经

济学家凡勃伦，把“以得体的方式消

费，以恰当的方式休闲”作为一种审美

标准，这与王弼之说无疑是相通的。

宋朝人算得上是“炫耀性消费”的典型

了。譬如对香料的痴迷，女人就不用

说了，男人簪花熏香亦是常态，城市里

“尘土皆香”。南宋时进口“龙涎香”

“蔷薇水”等香料的开销，竟占到国家

财政收入的三成。反之，军士们的铠

甲兵器却要自己花钱去购置……可郁

烈的香脂气并没能挡住战火与马蹄，

大宋江山浓艳的色彩最终凋落在凄凉

的断壁残垣中。

1583年，西方工匠根据伽利略发

现的物理“等时性”原理，发明了钟摆，

使钟表计时的精确度进入到分秒必争

的阶段。仅仅18年后，一座有伽利略

式钟摆的大钟就成为紫禁城的新宠，

可谓时尚矣。后来英国人马戛尔尼访

华，带来各种器物，乾隆皇帝唯独对新

款钟表把玩不已，尽管此时清宫已经

“塞满了各种钟、表、报时器”。与之形

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年后“八国联

军”洗劫紫禁城时发现，当时马戛尔尼

送来的连发火枪、远程大炮等新式的

火器，居然根本就没有拆封！封建皇

帝的“累于物”给后人留下一段悲心彻

骨的记忆，因为所累者，国运也。

说到底，“累于物”不是对物的价

值的质疑，而是对人的价值观的臧

否。面对种种物之累、物之惑，有志男

儿当记住黄遵宪的诗句：“天下犹为

小，何论眼底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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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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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
郑
蜀
炎

官员谋政不实，后果是百姓遭殃；
学者治学不实，后果是害人误己；军人
训练不实，后果是沙场败北，危及国
运。不脚踏实地、不认真务实，任何宏
伟计划，都将成为“空中楼阁”。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搞

好调研是干好工作的前提。要把工
作做实，就要走进基层，到群众中去
深入调查研究。焦裕禄同志在兰考
工作时，靠着自行车和“铁脚板”走
访群众、蹲点和调研，向当地百姓了
解实情、搜集意见。正是这种接地
气、贴民心的作风使他很快摸清了
“三害”演变的特点，成为了治沙、治
水、治碱的行家。

军事训练平时弄虚作假、降低标

准，战时便会吃大亏。北洋水师在甲
午战争中全军覆没，很大程度上是因
为平时训练不实：舰炮、鱼雷打靶“唯
船动而靶不动”；舰队演习“预量码数，
设置浮标，遵标行驶”。一支疏于战
备、训练不实的军队，在强敌面前不堪
一击。军事训练实非一日之功，必须
在源头上杜绝假把式、走过场等弊病，
从基础课目练起，从点滴养成抓起，用
务实的作风锻炼出胜战之师。

做实在人，说实在话，干实在事，
是任何时代和任何行业都需要的宝贵
品质。身为共产党员，更要继承发扬
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勇于扛起实事求
是的大旗，秉持求真务实的作风，立足
平凡岗位，脚踏实地成就不凡业绩。

“实”乃成事之基
■李政阳

在我们身边，常常能见到一些同
志干工作或多或少存在“临时”观
念。他们不是铆在一个岗位踏实干
些事情，而是想着找一块跳板、找一
个台阶，心思游移，朝秦暮楚。这种
“临时”观念，表面上看是态度问题，
实则反映一个人的思想品质，影响一
个单位的风气建设。

抱有“临时”观念的人，通常对
责任范围内的工作重视不够，工作
缺乏计划性。他们习惯于“阵雨式”
抓工作，对待矛盾困难缺少较真碰
硬的劲头，不愿得罪人，乐当“好好
先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在工
作上“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对个人而言，“临时”观念让人放
松对自我的要求，不利于成长进步，
乃至带来“小洞不补，大洞吃苦”的后
果；对单位而言，容易导致短期行为、
“应景工程”，华而不实、中看不中用，
助长形式主义，不利于长远发展。
“临时”观念的根源在于个人事

业心责任感的弱化，必须彻底摈弃。
要做到“在位一分钟，敬业 60秒”，牢
固树立“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的
观念，明确职责要求，多些“为官避事
平生耻”的担当，以“咬定青山不放
松”的韧劲和“功成不必在我”的胸
怀，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把自己摆进
工作大局中敬业奉献。

摈弃“临时”观念
■陈 朴 程锡南 ●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政治

品质的核心，是革命军人的本色和
灵魂，需要我们时刻铭记，一生践行

“舍身炸碉堡，热血铸丰碑，前赴后

继，百折不回，战功写满千山万水……”

每当这首《代代高呼董存瑞》的军歌响

起，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光辉形象仿佛

就在眼前。1948年, 董存瑞所在连队担

负攻击国民党军防御重点隆化中学的任

务。敌人在一座桥型暗堡中负隅顽抗，

进攻部队受阻于一片开阔地带，寸步难

行。发起总攻迫在眉睫，董存瑞挺身而

出，向连长请战：“我是共产党员，请准许

我去！”由于桥型暗堡距地面超过身高，

两头桥台又无法放置炸药包，他毫不犹

豫地用手托举起炸药包，拉燃导火索，高

喊：“为了新中国，冲啊！”用年仅19岁的

生命开辟了部队前进的道路。

“舍身为国，永垂不朽”！董存瑞以

英雄的气概和大无畏的精神，坚决履行

使命，赢得战斗胜利，成为全军官兵学

习的楷模。1950年，在全国战斗英雄和

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董存瑞被追授为

“全国战斗英雄”。为了纪念他，隆化和

怀来县人民政府分别修筑了董存瑞烈

士陵园和纪念馆，隆化中学改名为“存

瑞中学”。

“完成党交给的艰巨任务最光荣”是

董存瑞英雄事迹的精神内核。出生于贫

苦家庭的董存瑞，从小就对我们党充满

向往。他在入党前说：“我把心早交给党

了！”正因为心怀这样的信念，当考验来

临时，他毅然选择舍身炸碉堡，彰显出一

名共产党员、一名革命军人的英雄本色，

用生命标定了忠诚的刻度，成为对党忠

诚的生动写照。

“天下至德，莫大于忠”。对党忠诚，

是共产党人政治品质的核心，是革命军

人的本色和灵魂，需要我们时刻铭记，一

生践行。1935年，红四团执行组织决

定，为抢占泸定桥昼夜兼程，边行军边动

员边战斗，创下我军徒步行军的纪录。

1950年初，得到进藏命令后，18军军长

张国华回答：“坚决完成任务！”率领官兵

毅然赴藏，留下一段佳话。革命先辈在

任务面前不讲条件，坚决执行命令，不计

个人得失，甚至以生命为代价，攻克了一

个又一个“娄山关”“腊子口”，推翻了“三

座大山”，打下了红色江山。

忠诚不忠诚，关键看行动。与战争中

你死我活的较量不同的是，现在对共产党

员忠诚度最大的考验不是“炮弹”而是“糖

弹”；少有生与死，多因名与利。现实中有

少数人把忠诚当成口号喊，有的勤于表

态，疏于落实；有的说一套、做一套；也有

的在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指示上打

折扣、搞变通。长此以往，必然危害党和

军队的事业，必须坚决反对和纠治。

学习董存瑞，要传承和发扬他用坚

决行动践行忠诚品质的精神，把忠诚

体现到坚决完成任务上。当前，打赢

军事政策制度改革攻坚战的号角已经

吹响，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 2020年目

标任务的关键节点日益临近，广大官

兵要听招呼、守纪律、顾大局，把对党

忠诚贯彻在思想上、体现在行动上、落

实到工作中，党叫干什么就坚决干，党

不允许干什么就坚决不干，用实际行

动践行忠诚誓言，谱写新时代强军兴

军的崭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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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忠诚体现到坚决完成任务上
■曹 龙

人无德不立。立德为先，修身为本，
是青年人成长的基本逻辑。在市场经济
的大背景下，面对享乐主义的侵蚀，金钱
物欲的诱惑，青年人只有注重品德修养，
时时净化思想，反省自律，才能立得正、
行得端、有发展。

青年人立德修身，首在修养家国情
怀。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永远做一个爱
党爱国爱人民并为之奋斗的人，这是一种
大德的修养。要把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作为

核心价值追求，把自身理想同国家发展、
民族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让爱国主义
在心中扎根，在行动上体现。

修养家庭美德，懂得孝敬父母。常
言道：“百善孝为先。”“孝”是经济发展和
社会稳定的道德基础，如果这个根基不
牢，将会地动山摇。所以，每一名新时代
青年必须把“孝”这一传统美德践行好、
传承好。

注重个人修养，学会克制愤怒。有

人说，冲动是魔鬼；还有人说，愤怒是用
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中医学上讲，易
怒者伤肝。总之，在人们眼中，发怒是不
好的表现。如何克制愤怒？关键是要当
自己情绪的主人，不能让那些负面东西
左右我们的情绪。遇到发怒的时候，设
身处地从他人心情、他人感受的角度去
考虑问题，将心比心，怒气就能消除一
半，最后达到化怒为恕。

最后，还要勤于改过。虚心接受批

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切忌看别人的
过失一针见血，反省自己时则双眼蒙蔽；
只看到自己的一点小错误，而看别人却
是一大堆问题。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正确的做法是“吾日三省吾身”，多向身
边人学习，见贤思齐，“择其善者而从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特别是在工作学习
和生活中出现失误或过错时，要敢于承
担责任，做一名知错认错、有过改过、勇
于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立德修身是成长的基本逻辑
■刘亚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