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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边随笔

方 法 谈

知行论坛

影中哲丝

谈 心 录

训练场上，一名胸佩共产党员徽

标的中尉军官率先跃上双杠，铆足力

气挑战自己的体能极限，带动大家训

练，为战士们作出了榜样。

“榜样是看得见的哲理”，榜样的

力量是无穷的。《宋史》有言：“人不

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可以

说，一个令人信服的榜样，胜过费尽

口舌的说教；一次以身作则的示范，

强过生硬刻板的命令。

工作方法万千条，带头表率是

头一条。榜样的力量就在于无声

的带动，“喊破嗓子不如作出样

子”。我们每个人不仅要积极向榜

样学习，更要在各方面都力争做到

最好，发挥带动作用，成为他人学

习的榜样。

党员先上——

榜样的力量
是无穷的

■陈德权/摄影 张 龙/撰文

●始终把“战”字刻在心头，将
“备”字植入脑海，将“中心”真正放
在心中，全力备战谋战

心灵和谐

●这种“钝感”，其实是一种强大
的定力，外物之诱在这些“迟钝”之人
的心底掀不起波澜

●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
史使命感，不断强化党性锻炼，大
力弘扬实事求是作风

习主席在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刘少

奇同志是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光辉榜

样，要求共产党员“要始终实事求是，勇

于直面问题，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

准备修正错误”。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

论成果的精髓和灵魂，是中国共产党

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困难、克服风险，不

断把事业推向前进的重要法宝。刘少

奇等老一辈革命家在组织领导中国革

命斗争实践中，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

的思想路线，并身体力行，率先垂范，

作出表率。针对那些弄虚作假、欺上

瞒下的歪风邪气，刘少奇同志严厉批

评说，这“不但是同我们党的实事求是

的作风不相容，也不止是党性不纯的

表现，而且是丢掉了共产党人应该有

的忠诚老实的态度，是丧失党性的表

现”。现实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其本质都是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的偏离。所以，共产党员“必须把树立

实事求是的作风，作为加强党性的第

一个标准”，在实践中努力锤炼实事求

是的品质。

实事求是的品质，要在坚持调查

研究中锤炼。“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

权，更没有决策权。”调查研究是获得

对客观世界真理性认识的基本方法，

也是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个根

本途径。处在日新月异的时代，面对

艰巨繁重的任务，特别需要做到始终

坚持并不断加强调查研究。然而现实

工作中，不重视、不善于调查研究的情

况时有发生。有的工作漂浮，满足于

听汇报、看报告；有的政绩观不端正，

喜欢到条件好的地方去、专看“盆景

式”典型。作风不扎实、工作不务实，

就听不到真话、摸不到实情，结果是思

想认识比发展形势“慢半拍”，决策部

署与群众需求“不合拍”。只有充分尊

重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扑下

身子、沉到一线，甘当“小学生”，才能

掌握第一手材料，使自己的主观认识

与客观实际相符合，更加充分地集纳

民意民智，实现调研的提质增效，更好

地做到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的品质，要在坚持问题导

向中锤炼。“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人类

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就是一个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习主席指

出：“只有立足于时代去解决特定的时

代问题，才能推动这个时代的社会进

步。”锤炼实事求是的品质，就要强化问

题意识，把发现问题作为成绩，把看不

到问题作为最大的问题。能不能发现

问题，敢不敢直面问题，不仅反映能力

水平，更关系党性原则。掩盖问题、回

避难题，报喜藏忧、弄虚作假，是对党的

事业极大不负责，“是丧失党性的表

现”。坚持问题导向，发现问题是前提，

解决问题是目标。我们要自觉把问题

意识贯彻到工作的全过程，瞄着问题

去，盯着问题干，在解决一个个具体实

际问题中彰显实事求是的实践品格。

实事求是的品质，要在坚持真理中

锤炼。“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坚持真理”，

刘少奇同志从真理的高度认识实事求

是的重要性，充分体现出无产阶级革命

家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刘少奇同志

一生从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光明磊

落，襟怀坦荡，敢于讲真话、讲实话，也

鼓励别人讲真话。针对党内一些同志

不敢讲真话、怕吃亏、怕受打击报复的

现象，刘少奇同志指出“要实事求是还

要有勇气”。心底无私天地宽。只有坚

持公而忘私、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

在第一位，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

1958年10月中旬到11月中旬，刘少奇

同志在宁波等地视察中对说假话、虚报

浮夸现象提出了批评，回京参加支部生

活会又作自我批评：“有时，我的头脑也

有点热，说过些过头话，我向支部作检

查。”只有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

联系、关心群众冷暖疾苦的共产党人，

才能“不害怕指出与批评自己的缺点和

错误”，才能在一次次坚持真理、修正错

误中凝聚起万众一心推动事业发展的

强大力量。

新时代新征程，前进路上还有许

多矛盾问题需要解决，还有许多风险

挑战需要应对，尤其需要我们以强烈

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不断强

化党性锻炼，大力弘扬实事求是作风，

强化革命军人的责任担当。要注重学

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

方法，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辩证统

一起来，坚持问题导向，坚持求真务

实，深入研究新情况，科学分析新问

题，不断破解新难题，增强驾驭问题、

解决问题、创新发展的能力，为开创强

军兴军事业新局面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单位：91526部队）

锤炼实事求是的品质
■王占武

●突破生之有涯的唯一方
式，不是延长生命的长度，而是拓
展生命的厚度与深度

马克思17岁时曾在论文中写道：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

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

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

我们所享受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

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

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

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面对

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

泪。”两百年后的今天，这段话依然闪

烁着真理的光芒，给人以力量和温暖。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又该如

何去生活？这是古往今来人们普遍思

索的一个命题。相较历史长河，人的

生命短促易逝，于是人们向生命之外

去寻求支撑，希冀以一些可以在世间

持存的印迹，来体现生命的意义，比如

春秋时期，左丘明在《左传》中提出人

生“三不朽”之说：立德、立功、立言。

马克思在他的论文里，对这个命

题作出了科学的解答。人的个体生命

是渺小和孱弱的，突破生之有涯的唯

一方式，不是延长生命的长度，而是拓

展生命的厚度与深度，把个体交付给

一个更高的价值，比如真理，比如信

仰……这些崇高的价值不会随着时

间的流逝而消殒，相反，会在时间的沉

淀中历久弥坚。而当个体生命融入崇

高的信仰，它便会成为这种价值追求

中的一个原子，即便肉身陨灭，也会以

另一种方式长久存在，达到不朽。就

如作家麦家所说：“人生多险，生命多

难，我们要让自己变得强大、坚韧、有

力，坦然、平安、宁静地度过一生，也许

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自己‘交出去’，交

给一个‘信仰’”。

把自己“交给”信仰，唯此才能更

好地生活。马克思把自己“交出去”的

那个信仰就是共产主义，是“最能为人

类而工作的”，是实现“一切人的自由

发展”，实现全人类的解放。

环视当下，在这个生活方式多样、

价值观念多元的时代，是否还存在一

种无上崇高的价值，足以让我们心无

旁骛地把自己交付出去？幸运的是，

依然有那么多人毅然给出了肯定的回

答，他们愿意终其一生，为信仰做个注

脚，为理想而一往情深。比如，全军挂

像英模林俊德就是一个把自己“交给”

信仰的人。他一生都致力于国防科技

事业，在大西北驻守了50多年，亲历

过新中国所有的核试验。即使在生命

的最后时光，他依旧孜孜不倦地工

作。2012年5月31日，病入膏肓的林

俊德仍然坚持下床 9次，工作 3个小

时，直到完成了当天的工作，才溘然长

逝。这种融入血脉的家国情怀和崇高

信仰所生发的力量，让人无不动容。

在同林俊德这场灵魂的对话中，

我们看到，虽身处新中国积贫积弱的

年代，林俊德那一代人却激情满怀，可

以为了信仰慷慨以赴、万死不辞。而

今天一些人生长于太平盛世，却时常

被周遭的喧嚣与浮华俘获，被个人的

利益与得失掣肘，以致甘于成为精致

的利己主义者，遗忘了究竟何为有理

想的生活。

在这样的语境下，马克思的这段

话便格外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它让

我们穿过了“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

乐趣”的假象，开始重新思考那个本原

的命题——我们应该怎样活着，究竟

什么样的生活才是更好的生活。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

有希望”。当前，我们亟须呼唤和铸牢

崇高的价值信仰，常思那些为我们今

天的幸福生活而流血牺牲的革命先

辈，记住他们的遗志，用他们为我们留

下的红色基因滋养灵魂，正心笃志，兢

兢业业地走好我们这一代人该走的

路。“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

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力实现这个

伟大目标，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也

是历史寄予我们的期待。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

工作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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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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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

又至年终总结时，“回头看”正当其
时。搞好年终总结，需要围绕备战打仗
的主责主业，对照自身认真查找备战导
向是否“正”、训风改进是否“实”、落实标
准是否“硬”。通过总结经验教训，真正
做到让练兵备战“实”至名归。

看备战导向“正不正”。习主席多次
强调，坚决克服背离实战的思想和行为，
把实战要求落实到练兵备战的各方面和
全过程。这就要求我们把一切人力物力
财力精力聚焦到“能打仗、打胜仗”上，切
实做到把打仗当主业、把打赢当事业，以
长远的眼光、科学的思路谋划部队建设

发展和战斗力生成，始终把“战”字刻在
心头，将“备”字植入脑海，将“中心”真正
放在心中，全力备战谋战。多干那些一
时见不到成效，却对推动长远发展有益
的事，多干那些形不成“亮点”，却能够成
为战斗力增长点的事，真正把战斗力标
准贯穿于部队建设各个领域、各个环节。

看训风改进“实不实”。从严治军必
先从严治训，改进训练作风是一道只能
拿高分、不能拿低分的考题。训风不实，
难打胜仗；训风不正，直接危及官兵生
命，影响作战胜败。“欲要强兵，必须坚甲
利器，实战实练”。那些危不施训的行

为、“程序化”的陋习，只会把实战化训练
变虚、搞偏。要坚持真、难、严、实抓训
练，以打胜仗的标准谋打赢，因势练兵、
因战练兵、因敌练兵，真正实现训战结
合、战训一致。常怀随时准备打仗之心，
常聚分秒必争决战制胜之气，始终用打
仗的心态筹划训练，用打仗的措施落实
训练，真正做到未来仗怎么打、今天兵就
怎么练。

看落实战斗力标准“硬不硬”。对照
战斗力标准这把尺子，我们能清楚地看
到在“能打仗、打胜仗”方面存在的短板
和弱项。研战知战，方能胜战。我们要

坚决摈弃把完成任务当标准、把安全稳
定当标准、把评比结果当标准、把领导肯
定当标准等行为，真正把战斗力标准落
实到具体的思想、工作、训练、用人上，使
之成为衡量部队一切工作的根本。在思
想上，要大力培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的战斗精神；在工作上，要始终保持用心
在备战、用力在打赢的战斗状态；在训练
上，要努力锤炼当兵打仗、带兵打仗、练
兵打仗的战斗能力；在用人上，要积极选
拔紧盯战场、钻研打仗、保障打赢的战斗
人才，做到不管形势任务怎么变，战斗力
建设标准始终不降、不偏。

让练兵备战“实”至名归
■储新松

人们都见过猫眯着眼睛在太阳下小

憩的闲适模样，也都知道狗的嗅觉灵敏，

对于气味能够敏锐捕捉。然而很少有人

知道，若刺眼的阳光直接射入猫的眼睛，

它的视觉便会立即受到损害；若刺鼻的

气味全部吸入狗的鼻子，它的嗅觉便会

丧失很长一段时间。

它们的敏锐感知，在成为它们的锐

利武器的同时，也是它们一个致命的缺

陷。

影视作品中，许三多、阿甘等人物形

象却是具有“钝感”的人。他们无视风雨

坎坷，甚至听不懂旁人的冷嘲热讽，只专

注于自己所关心的目标，即便在实现目

标受阻、按照一些“聪明人”合乎道理的

分析应当放弃时，他们也“傻乎乎”地坚

持。但他们活得快乐，过得充实，并成为

人生舞台上笑到最后的胜利者。

这是“钝感”在保护他们的内心，使

他们能够坚定地勇往直前。

敏感之人，极易感物伤怀。忧思情

绪在其内心积聚越久，心理就越脆弱，自

然就不会淡然平和了。而看似迟钝之

人，往往选择性地对于某些事物抱着淡

然的态度。庄子“持竿不顾”，是对地位

名利的“迟钝”；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

腰”，是对物质享受的“迟钝”；夏明翰慷

慨赴死、舍生取义，是对苟且偷生的“迟

钝”。这三者，“曳尾于涂”、闲居田园、视

死如归，淡然而平和地给生命加上了高

贵从容的注解。这种“钝感”，其实是一

种强大的定力，外物之诱在这些“迟钝”

之人的心底掀不起波澜。正因为他们选

择性地“钝感”，而成就了他们澄澈的心

灵和顽强的意志。

现实中，人们往往在选择性地对某

些事物抱以迟钝相待的态度时，会对另

外一些事情投以绝对的关注。被锁在闭

了门的图书馆内的陈景润，不正是因为

他迟钝了对时间的感觉，埋头于书本之

中钻研而有所突破的吗？诺贝尔生理学

或医学奖得主利根川进说：“我带有某种

迟钝，只能依稀看见对大家来说显而易

见的东西。”许多简单的事因其简单而蒙

蔽了世人的双眼，惟有那些拥有某种“钝

感”的人，会以其迟钝，不受外物拘束而

沉溺于自我的研究，专心做好一件事，从

而获得巨大的成就。

“钝感”是一种人生智慧，它能让人

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轻易烦恼，不会产生

气馁。这种“钝感”就如同铁观音，初尝

会觉得涩口，品味后方能体会它深层的

茗香。这是一种心怀的宽广，一种生命

的大度。

作为军人，往往要忍常人所不能忍，

苦常人所不能苦。对物质生活保持足够

的“钝感”，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应对挑

战，渡过现实的难关，以更加平和的心态

面对现实，行稳而致远。

（作者单位：第74集团军某旅）

做具有“钝感”的智者
■张星辉

●学习是学与习的结合。学
习的目的在于应用，在于进入实
践，尤其是要回答和解决现实问题

学习的重要性，人所共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在《学会生存》一书中指出：
“未来的文盲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没
有学会怎样学习的人。”可以说，“学习”
二字不简单。尽管我们每个人都可以
学习，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学习，其分
别就体现在学习方法上。学习方法好
比“桥和船”，只有正确掌握，才能提高
效率，产生效果。

学习是学与习的结合。“学而时习
之，不亦说乎”。在古代，“学”与“习”一般
是分开使用的。孔子最先将“学”与“习”
联系在一起，并作为巩固、检验所学知识
的重要举措。“学”是一种认知的过程，
“习”是将学到的东西进行拓展与延伸。
通常，我们通过“学”获取新的认识，然后
经过“习”消化吸收、转化提高，以此循环
往复、螺旋式上升。

学习需要读书，但学习并不等同于
读书。读书的要义在求知，目的是实现
认识上的自由。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
利特有句名言：“博学不能使人智慧。”
意在提醒人们掌握知识要注重消化，通
过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在这个消化
过程中，思考是其中一个重要链条。爱
因斯坦说：“学习知识要善于思考、思
考、再思考，我就是靠这个学习方法成

为科学家的。”思考是为了将学到的知
识进行梳理、归纳和总结。只有善于思
考，才能把零散的东西变成系统的，把
静止的东西变成动态的，把别人的东西
变成自己的。

学习的目的在于应用，在于进入实
践，尤其是要回答和解决现实问题。正
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读书是学习，
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
漫画大师丰子恺曾经画过一幅《卖羊
图》：一个人牵着两只羊，到羊肉馆卖给
老板。一位农民看了这幅画后笑道：
“多画了一条绳子。”丰子恺不解：“两条
绳子牵着两只羊，哪儿多了？”农民告诉
他：“牵羊只需牵头羊，不管多少只，只
要一条绳子就够了！”这个故事告诉我
们，实践出真知。知识应用的过程，既
是对实践的指导，同时也接受着实践的
检验。唯有经过实践检验得出的结论，
才称得上真知，才能做到知行合一、以
知促行、以行求知。

当今时代，新知识层出不穷，知识保
鲜期缩短。加强学习已成为每个人立身
的根本和发展的必备素质。习主席提倡
学习要培养三种境界，即：志存高远“望
尽天涯路”的追求，“衣带渐宽终不悔”的
恒心，“众里寻他千百度”的求索。这当
中既包含着治学之道，更蕴藏着深刻的
人生哲理，应当成为我们学习、思考和实
践中孜孜以求的路径。以此为牵引，力
求实现“学习—实践—认识—实践”循环
往复、螺旋式上升，我们就能伴随着认识
水平、能力素质的不断提升而把工作不
断推向前进。

（作者单位：61068部队）

“学习”二字不简单
■徐弘源 赵骁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