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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
坚持从解决“四个不纯”入手加强党
性修养，进行自我改造和自我完善

习主席指出，我们党面临的“四大

考验”“四种危险”是长期的、尖锐的，

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

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

解决。这一重要论述为党员干部加强

党性修养进一步指明了方向，要求党

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坚持从解决

“四个不纯”入手加强党性修养，进行

自我改造和自我完善，扎实推动部队

党的建设。

加强党性修养首在净化灵魂，这

是党性修养的制高点，也是解决思想

不纯的关键所在。党性教育是共产党

人的“心学”。“心学”就是修心的学问，

说到底是一个打扫思想灰尘、祛除思

想杂质，从而不断提升思想境界的过

程。坚守共产党人信仰信念是修心铸

魂的核心要求。思想不纯，从根本上

讲是信仰不纯、信念不纯，是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出现了偏差。党员干

部只有真正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坚定

马克思主义信仰，才能永固共产党人

的精神支柱，练就“金刚不坏之身”。

所以，要把坚定信仰信念作为终身课

题来修炼，时时检视初心，自觉把信仰

信念建立在对科学理论的理性认同

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正确认识把

握上。深化理论武装是修心铸魂的根

本任务，对党的创新理论学之愈深、信

之愈真，党性修养的根基就愈牢，思想

灵魂的净化就愈彻底。当前，尤其要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坚

持用理论武装向灵魂深处播种信仰、

根植信念，纯正灵魂的底色。

党性修养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必

须着眼解决政治不纯的问题，下大力

强化政治忠诚、提升政治能力。共产

党人加强党性修养，重在从政治上着

眼、从政治上审视，自觉把讲政治贯穿

党性锻炼全过程。政治忠诚是政治修

养之魂，提纯政治忠诚，根本标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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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离

这一标准，就容易在政治上出问题犯

错误。从政治上加强党性修养，要毫

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严守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按照“五

个必须”“五个决不允许”约束言行，

从如实报告个人事项、坚决服从组织

决定等做起严起，坚决抵制拉山头、

搞小圈子等非组织活动，始终站稳政

治立场、保持政治定力，在大是大非

面前做到旗帜鲜明，在大风大浪面前

能够岿然不动，在重大考验面前坚决

令出纪随，任何时候都做政治上的明

白人。像抓军事训练一样把政治训练

紧紧抓在手中，加强政治历练、积累

政治经验，提高从政治上认识和处理

问题的具体能力。

原则性战斗性是马克思主义者最

宝贵的品格。习主席要求我们“把党

性原则立起来”，既为纠治组织不纯的

问题提供了重要遵循，也为我们加强

党性修养指明了重要行动方向。贯彻

民主集中制是增强原则性战斗性的重

要途径。贯彻民主集中制，“会不会”

不是主要矛盾，“愿不愿”才是关键所

在，说到底是党性修养强不强、政治觉

悟高不高的问题。党员干部要把贯彻

民主集中制的过程作为检视党性原则

的过程，严格按照“十六字方针”议事

决策，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家长作风、

个人专断。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是锤

炼原则性战斗性的熔炉。无论在什么

职位、干什么工作，首先要想到自己是

一名共产党员，把组织的教育和监督

视为对自己政治上最大的关心和爱

护，自觉接受组织的教育和监督。越

是党龄长、职务高，越要坚持高标准、

严要求，积极参加党内生活锻炼，带头

落实好“三会一课”、双重组织生活、述

职述廉等制度。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培

塑原则性战斗性的法宝。党员干部要

抛开思想顾虑，勇于自我批评、虚心接

受批评，真点问题、真拉袖子，以坚强

的党性原则破除庸俗之风，增强党组

织的凝聚力战斗力。

党性修养既是内在的、也是外在

的，既是思想上的、也是作风上的。加

强党性修养必须落实到纠治作风不

纯、永葆政治本色上。习主席指出，在

作风问题上，起决定作用的是党性。

纠治作风不纯，要坚强革命意志，解决

奋斗精神弱化的问题，拿出“杀出一条

血路”的勇气，振奋干事创业的精气

神，迎难而上、大胆创新、主动作为，努

力担当起铸魂育人、练兵备战、转型建

设、正风肃纪等时代重任，做强军征程

中的“劲草”“真金”；要坚持求真务实，

解决工作作风漂浮的问题，随时准备

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不搞沽

名钓誉的“面子工程”、竭泽而渔的“短

期工程”，撸起袖子、沉下心来把应办

的事情办好、把该抓的工作抓实；要注

重慎独慎微，解决自律不严的问题，充

分认清职位是为人民服务的岗位，权

力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始终心存敬

畏、克己慎行，严格落实《党员领导干

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对照党章党规

强化自我改造、自我约束，顶住人情

关、把正利益关、过好诱惑关，防微杜

渐，纯洁“三圈”，纯正家风，始终保持

党员干部良好的品行操守。

加强党性修养重在解决“四个不纯”
■张学杰

●军人的生命，因为肩负
的神圣使命而愈显尊严；军人
的价值，因为忠实履行使命而
更加崇高

“铿锵一生，干惊天动地事；淡

泊一世，做隐姓埋名人”。这句话是

全军新增挂像英模林俊德院士的人

生写照。林俊德将一生献给了我国

国防科技事业。在生命的最后时

刻，林俊德与死神争分夺秒，9次要

求下床工作，吃力地移动着鼠标，整

理、移交一生积累的全部科研数据，

直至拼尽最后一丝力气，用生命完

成了最后的使命。他的人生，因献

身使命而不朽。

使命，不是一种简单的履行职

责，而是一种甘愿献身的“内心义

务”。正如医生的使命是救死扶伤，

教师的使命是教书育人，军人的使命

是保家卫国。对于林俊德院士而言，

这种“内心义务”就是参与国家核试

验，为国铸造核盾牌。为此，他长年

扎根戈壁荒漠，把自己的工作和国家

的安全紧密连在一起。在我军英模

谱上，从视纪律重于生命、任凭烈火

烧身的邱少云，到在生死一瞬的 4.4

秒、为尽最大努力保住战机而壮烈牺

牲的张超，那些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

出的勇士，都是被内心强烈的使命感

所驱使，为了使命任务敢于献身的

人。军人的生命，因为肩负的神圣使

命而愈显尊严；军人的价值，因为忠

实履行使命而更加崇高。

心怀使命，人生就会豁然开朗，

工作就会和事业紧紧连在一起，成为

精神上产生愉悦的源泉。林俊德院

士一辈子被人看作学习狂和工作狂，

即使年过七旬，仍奋斗不息。在他的

日程表里，搞研究、做试验、带学生几

乎占去所有时间。他在临终前留给

身边同事很多生命感言，其中一句令

人印象深刻，他说：“我这一辈子只做

了一件事，就是核试验。”林俊德院士

这种对待工作接近痴迷的状态，正是

由于他把工作视为事业，视为国家和

军队赋予自己的使命责任。周恩来

总理在少年时，以愿为国家民族奋斗

终生的满腔热血，立下“为中华之崛

起而读书”的远大志向；面对旧时中

国的黑暗社会，鲁迅先生毅然弃医从

文，立志用手中的笔来唤醒中国民

众，笔耕不辍。当我们带着使命感去

工作，工作就不再只是养家糊口的工

具，我们就能把自己的工作与伟大的

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释放出生命的

巨大能量，实现我们人生的价值。

“平庸的人只有一条命，叫性命；

优秀的人会有两条命，性命和生命；

卓越的人则有三条命，性命、生命和

使命”。心怀使命是优秀者的共同基

因，一个有使命感的人，自会珍惜生

命，努力工作，认真生活，不懈奋斗。

面对改革强军的新征途，作为青年人

的我们，不论身在何地、身处什么岗

位，都应像挂像英模林俊德院士那

样，心中秉持着一种信念，把工作当

成事业，心怀使命感责任感，努力把

本职工作做到最好。唯有这样，才会

迸发出生命的无限可能，让奋斗成为

青春最美的姿态，让人生在为使命而

奋斗中绽放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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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和谐

剧作家尼尔·西蒙曾经总结自己的
一生说：“我这一生的主题只有一个词可
以作最恰当的描述，那就是‘激情’。激
情是主宰和激励我一切才能的力量，如
果没有激情，生命会显得苍白和凄凉。”
所谓激情，是一种性格、一种习惯，更是
一种责任、一种修养，虽然看不见、摸不
着，却能被感受、被传染、被复制。

激情可以使我们释放出潜在的巨大
能量，发展出一种坚定的执着，激发出创
造的活力；激情也能够感染周围的战友和
同事，形成激情奋进的群体。一个人无论

从事什么职业，无论在岗还是不在岗，只
要他身上保持着一定的激情，他就会觉
得生活得充实，生活得愉快，生活得幸
福，从而就会对目标产生不竭的动力，乐
此不疲。相反，人一旦没有激情，就没有
了兴奋点，大事干不来，小事不想干，人
生就会变得平庸和乏味，“蓝图”也会变
成镜花水月。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应
懂得要始终充满激情地对待工作生活。

随着改革不断深入推进，许多同志
情绪高昂，投入其中，颇有作为，但也有
一些同志缺乏激情，不求有功、但求无

过。有的把物质利益待遇看得过重，待
遇好，觉得奋斗有价值，待遇不好，便精
神懈怠随波逐流；有的把前程希望当做
工作动力，前程好，动力十足，前景不明，
工作就没有激情；还有的工作过于求稳，
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诸如此类，
跳不出“小我”，激情难在。

激情从何而来？最主要的来源就
是坚定的信念和崇高的理想。没有信
念，犹如高楼大厦失去了支柱；没有理
想，好比大海航行缺少了灯塔。王继才
用 32年执着坚守书写忠诚爱国，林俊德

用一生隐姓埋名潜心为国铸造核盾……
正是心怀信念和理想，才让他们激情无
限，披荆斩棘，不怕牺牲，最终实现了人
生价值。

激情不仅体现在投身重大行动和伟
大事业之中，更多地还体现在日常工作
中，体现在对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
责任之中。无论是面对单调的日常事
务，还是超乎预期的艰巨任务，都应以富
于激情的态度，拿出最佳状态、最大能力
和最昂扬的斗志，把事情做到最好，既经
得起时间的检验，又经得起困难的磨练。

永远对工作生活充满激情
■王 华

●我们既要眺望远方，还要留
只眼睛看自己，叩问自己的信仰和
灵魂，坚定人生的信念和追求，明晰
前进的方向和目标

人类拥有眼睛，便能够以宽广的视

野去观察世间万物。生活中很多时候，

我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目光投向窗

外、投向远方、投向他人。确实，外面的

世界很精彩，有许多我们想要追求和得

到的东西。但是，在风雨兼程的艰辛跋

涉中，不能总是双眼紧盯外面的世界，还

应留只眼睛好好看自己。

古人讲：“吾日三省吾身。”留只眼

睛看自己，就是要给自己留一点清醒、

留一点警醒。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环

境，任何人都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总

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境况，或是鲜花的

芳香、掌声的精彩，或是冷雨的淋湿、

挫折的打击。这时，我们要学会留只

眼睛看自己，及时回望和回味奋斗的

初心，莫被乱花迷惑心灵，莫被浮云遮

住双眼，清醒看到无论成功还是失败、

风吹还是浪打，都是生活对我们的锤

炼和洗礼，不因一时之得而满足懈怠，

不因一时之失而气馁止步，始终保持

奋斗的激情和冲锋的姿态，朝着人生

的目标奋力前行。

诗人柳青有句名言：“人生的道路虽

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在前

进的道路上，我们必然会遇到各种岔道

口。有的岔道口方向清晰可见，有的则

模糊难辨，看不清前方路途。如果不能

全面审视内心，知晓自己到底在追求什

么，就难以把握正确方向。现实中，有的

人因为羡慕别人的成功，盲目地简单复

制别人的经验。须知，“世界上没有两片

完全相同的树叶”，对别人而言是阳光大

道，对自己来说则可能走不通。所以，我

们既要眺望远方，还要留只眼睛看自己，

叩问自己的信仰和灵魂，坚定人生的信

念和追求，明晰前进的方向和目标，不为

沿途的风景和风雨迷失奋斗之我，始终行

进在正确的人生轨道上。

“目不见睫”是句许多人耳熟能详

的成语。人的一双眼睛上能观天文、

下能识地理，左右能看社会，却唯独对

眼皮上的睫毛看不见。同样道理，生

活中一个人很容易看到别人的短处和

劣势，而对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却很难

觉悟，经常会拿自己的优点和别人的

缺点来比较，结果越比越沾沾自喜、越

比越自以为是，会不自觉地浮躁起

来。老子讲“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就

是要让我们留只眼睛给自己，全面客

观地认识自我、毫不留情地检视言行，

让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直抵心灵，实

时冷却不“安分”的思想，及时剔除不

客观的评价，从而成就一个真实的自

我，做一个坦坦荡荡、堂堂正正、干干

净净的人。

人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一眼看窗外，看的是花开花落、云卷云

舒；一眼看自己，看的是真实自我、奋斗

初心。世上之事千变万化，没有谁能够

一眼看透这个纷扰的世界。只有尊崇

内心、不忘初心，志向常存、激情常在，

无论身在何处、走得多远，是掌声雷动

还是荆棘满地，都能始终保持正心正道

前行，才能在人生旅途上踩出坚实的脚

印，在天边采撷到最亮丽的云彩，收获

精彩的人生。

一眼看窗外，一眼看自己
■周燕虎

生活寄语

●如果没有激情，生命会显得
苍白和凄凉

●为练兵而忙，为打仗而忙，
为胜战而忙，这是部队官兵应该有
的样子

忙，是当今这个快节奏社会许多人
感触最深的一个字。这个字同样适用
于当前的部队状态，学习忙，训练忙，研
究忙，考核忙……许多官兵是“两眼一
睁，忙到熄灯”。单位职能转变、承担大
项任务、面对上级检查……虽然不同单
位有不同的任务，但他们的共同特点也
是一个“忙”字。

为练兵而忙，为打仗而忙，为胜战
而忙，这是部队官兵应该有的样子。
我们想要有所收获，想要取得成功，除
了与大家一起忙，还应学会给自己
“挤”点时间。鲁迅把别人喝咖啡的时
间都用来写作，终成文坛巨匠；钱钟书
从来不参加应酬，把积攒下来的时间
用于著书立说，成了大学者。国防科
技工作者也是如此，从“中国导弹之
父”钱学森到“中国核司令”程开甲，这
些闻名世界的军事科技开拓者无一不
是向时间要成功的典型人物，他们的
作息时间表里，就连吃饭和睡觉都是
工作安排的一部分。

马克思曾断言：“赢得时间，就是赢
得一切。”时间是一切成功的必备条件，
没有时间，人再聪明，其他条件再优越，
也不会取得成功。看看我们身边成功

的同事，他们成绩的取得，是在按部就
班的工作节奏里得来的，还是通过“挤”
时间奋斗得来的？答案无疑是后者。
任何成功都需要和时间赛跑，谁利用时
间的效率高，谁成功的几率就大。一天
只有 24个小时，除了吃饭、睡觉和正常
工作，没有点“挤”时间的精神，怎么能
一步一步赢得成功？

部队是一个特殊的集体，每天的工
作和休息时间都是固定的，如何“挤”时
间确实是一个技术活。一方面，官兵
“挤”时间不能影响日常的学习、训练、
执勤，不能打乱部队正常作息秩序；另
一方面，“挤”时间切忌搞疲劳战术，自
己身心疲惫，训练质量就会下降，不能
因为“挤”时间而影响打仗主业。如何
“挤”时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体会。有
的官兵把临睡之前的时间用来思考问
题，在头脑里追寻前路、破解困惑；有的
官兵把别人玩手机的时间用来读书思
考，在知识的海洋里探索未知、寻找成
功；有的官兵在出差途中、会议间隙琢
磨技术问题，拉近与成功的距离；有的
官兵在业余时间自我加压，一跃成为训
练尖子……

当然，一个人取得成功，因素有很
多，比如天赋、特质、平台等，而这些因
素不是每个人都能有的。无论拥有的
是什么，想要取得成功，都离不开时间
这个世界上最公平的条件。“青轩桃李
能几何，流光欺人忽蹉跎”。广大官兵
应当紧握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努力
奔跑，不负青春，向时间要成功，做新时
代强军路上的“追梦人”。

向时间要成功
■张凤波

谈 心 录

位于敦煌城南5公里的月牙泉，

古往今来以“山泉共处，沙水共生”的

奇妙景观著称于世，被誉为“塞外风

光之一绝”。

“茫茫沙漠，滔滔流水，于世无

奇。惟有大漠中如此一湾，风沙中

如此一静，荒凉中如此一景，高坡

后如此一跌，才深得天地之韵律，

造化之机巧、让人神醉情驰。”作家

余秋雨眼中，见证了无数个沧桑巨

变与历史瞬间的月牙清泉，无疑是

一个“另类”，千百年来，漫天飞沙

没有把它掩埋，炎炎烈日没有把它

晒干，它静静地躺在沙漠之中，看

世间百态、阅悲欢离合。

这多么像一个人的气质。气质

的高下，不取决于容颜，而在于历经

沧桑浮沉后，内心留下深沉而安谧的

印记。总有那么一些人，不畏环境艰

苦，不受诱惑之扰，不为名利所累，执

着于自己钟爱的事业，并为之不懈努

力。这种坚守的气质，会令一个人的

人生厚重深沉，赢得赞许与尊崇。

月牙泉——

喧嚣中常怀坚守
■张洪亮/摄影 郭 阳/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