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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养大家谈

自觉强化主人翁意识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 李玉杰

记得有这么一句话：一个人没做好
工作，只有两个原因，要么没有能力，要
么没有动力。激励广大官兵新时代有
新担当新作为，必须首先解决好思想上
的自觉这一根本问题，积极培养、自觉
强化主人翁意识。
《工作的内在动机》一书指出，拥有

主人翁意识的员工，总是能够根据自己
的判断，用创新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对工
作的投入度也更高。思想的自觉是激励
担当作为的根本动力，当你带着一种强
烈的主体感去工作，就会在主人翁意识
的推动下乐在其中、全神贯注，轻松保持
高强度的工作状态，并产生“心流”的最
优体验，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

一项事业，你有多热爱它，就会有
多大担当、多少主动性。深植于内心的
使命感，是主人翁意识产生的根源。
1919年，26岁的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
发出呐喊：“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
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
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铿
锵有力的声音源自他心系国家民族前
途命运的强烈使命感。

管理学研究表明，所有人类行为都
是因为受到了某种动机的激励；而很多
人倾尽全力的动机，都是为了获得承
认。让广大官兵有获得感、荣誉感，是
让其主人翁意识持久保鲜的关键所
在。官兵主人翁意识的强弱，决定了他
们事业所呈现的状态。人人都当部队
建设的主人翁，人人才会是强军事业的
奋斗者、强军路上的追梦人，才能更加
主动担当、更加积极作为，汇聚起强军
兴军的磅礴力量。

追梦让我有力量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 刘振宁

岁月如流，弹指间我已参军入伍 20
多个年头，其间虽然更换了多个单位，
调换了多个岗位，但每当面临困难和挑
战时，我都不懈怠、不退缩，积极面对，
努力拼搏，始终保持好心态，展示好状
态，使自己的能力素质不断提升，在军
中一步步成长，也实现了一个个小目
标。之所以能够如此，我想主要还是因
为自己心中有梦想，才会在追梦时脚下
有力量，走向心中的诗和远方。

罗伯特·舒乐说：“一个人有了崇高
的梦想，只要矢志不渝地追求，梦想就会
成为现实，奋斗就会变成壮举，生命就会
创造奇迹。”可以说，梦想的力量是无穷
的，是人们奋斗的动力源泉，是立业成人
不可或缺的元素。作为新时代革命军
人，是中国梦、强军梦的具体实践者，更
应树立崇高追求，胸怀高远目标，放眼未
来筑梦，立足岗位成才，在追梦圆梦中不
为艰险所惧，咬定青山志不改，矢志成功
情不渝，让人生因为有梦想而变得更加
精彩、更有意义。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

梦人。”新的一年，新的起点，新的希
望。我们应牢记习主席的谆谆教导，以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
决心，以“莫嫌海角天涯远，但肯摇鞭有

到时”的自信，更加坚定梦想，积蓄力
量，笃定前行，让梦想点燃奋斗的激情，
化作前行的动力，成为远航的风帆。

抓住思想这个“源头活水”

■火箭军研究院 张常伟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是深刻而
持久的力量之源。对一个人来说，思想
通了，一通百通。思想认识上去了，精神
面貌、工作态度、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都
会随之发生明显变化。要想干成一番事
业，就必须抓住思想这个“源头活水”。

学习是改造思想的重要途径。要
靠学习树立使命感，提高思维层次和认
识水平，在学习中坚定信仰信念，校正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通过学习挖掘
精神富矿，汲取人生智慧，提高德行修
养，从而具备全局的视角、深刻的洞察、
长远的眼光；在学习中强责任，带着责
任感和使命感看待岗位、对待工作，切
实从思想根源上激发干事创业的积极
性和创造性。

学习要不忘思考。注重从宏观视
角思考，不拘泥片时片刻、一城一池，从
长远发展看待事物，从历史维度分析得
失，从全局高度强化担当；注重坚持问
题导向思考，凡事多探究规律，多提出
些为什么，抱着解决问题的积极态度去
思索，在找差距、查不足中夯实担当作
为的思想基础；注重用创新理念思考，
敢于打破常规，突破现状，引进吸收，从
而真正做到想得明白、理得通顺，驶上
干事创业的“快车道”。

实践出真知。思想认识最终是随
着实践的丰富、阅历的增长而变得成熟
理性。要扎根岗位，埋头干事，干一行、
爱一行、专一行，从点滴入手，从小事干
起，把职业当事业，以实绩求进步；敢啃
“硬骨头”，一身正气勇担当，当铁匠“硬
碰硬”，不当泥瓦匠“和稀泥”，久久为
功、驰而不息；知责思为，一马当先打头
阵，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始
终把心思用在工作上，自觉做到困难面
前冲在前、危急时刻顶上去，以过硬的
作风干出高水平、干出好成绩。

心中立起“敢”字碑

■第80集团军 姜宠泽 张鑫生

“时代楷模”、空军航空兵某旅旅长
郝井文所在部队的营院里，竖立着一块
“敢”字碑，上刻三行大字：敢为人先，敢
于担当，敢打必胜。正是怀着这个“敢”
字，多年来，每次执行任务，郝井文总是
飞第一梯队、投第一枚弹，用热血和豪

情书写壮丽人生。改革强军，奋楫中
流，呼唤更多像郝井文一样干事创业、
担当有为的“领头雁”。每名想干事的
干部心中都应立起这样一块“敢”字碑。
“敢”字碑易立不易守，真担当才

能有真作为。然而，当下并不是所有
干部都能做到勤勤恳恳、甘于奉献：有
的干工作心猿意马，热衷于搞自我设
计、混基层经历，为个人升迁“镀金”；
有的奉行“少干少错，不干不错”，“不
求有功，但求无过”；还有的对任务挑
三拣四，对矛盾推而远之，对责任避重
就轻……在改革压茬推进的关键时
期，这些让职责“空位”、工作“空转”的
干部只会蜕变为“精致的利己主义
者”；不想作为、不敢作为、不能作为，
也必将迟滞前进的脚步。
“担当指数”的提升要靠实干才能

实现，“险关要隘”须靠敢干才能攻克。
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无数官兵敢想、
敢做、敢当，成为时代的“劲草”和“真
金”：当年，慕生忠将军主动请缨，率领
筑路大军一锹一镐开辟“天路”；“导弹
司令”杨业功临终前还喊着“齐步走，一
二一”；杜富国面对危险爆炸物毫不退
缩，一句“你退后，让我来”尽显英雄本
色……他们或孜孜以求，或呕心沥血，
或奋勇向前，在担当奉献中实现自我价
值，更在赓续光荣传统中昭示出人民军
队的希望与未来。
“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

奋进新时代，党员干部更需提振精气
神、锤炼硬肩膀、增强真本领，甘做埋
头苦干的“老黄牛”，敢接急难险重的
“烫山芋”，自觉向实践学习、拜官兵为
师，到一线去磨砺心性，在任务中积累
经验。只有憋足一口气、铆足一股劲，
以最佳状态、最实举措、最硬作风，最
大限度发掘个人价值，才能不断征服
新征程上的“娄山关”“腊子口”，立起
不倒的“敢”字碑。

在思责尽责中激发动力

■第962医院 李海涛

作为一名单位主官，每天来自上上
下下、里里外外的各项工作让我应接不
暇、忙个不停，但每项工作我都不敢懈
怠，哪怕加班加点也要尽力干好，避免
出现纰漏。有人问我，你工作的劲头哪
里来的呢？我想，根子还在思责尽责
上。干事创业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有事
业心和责任感，能充分认清自己所处的
地位和作用，强化责任担当，努力尽职
尽责，不负组织信任，不让官兵失望。

常思责，就是对照制度规定的、上
级要求的、建设需要的、官兵需求的，想
想自己该做哪些、怎样去做、做到什么

程度，不能底数不清决心大，而要真正
做到目标明确、方向对头，为谋事干事
打下重要基础。尽好责，就是对自己应
尽的职责、该干的工作要竭尽全力，力
争上游，不打折扣、不讲价钱，有条件要
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高标准、严
要求，全力去做好。
“天地生人，有一人当有一人之业；

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每名
军人都有自己的战位，都有与之对应的
责任。经常思责、矢志尽责，就会从内
心深处树立一种“在其位、谋其政、尽其
责”的责任意识，就会秉持一种“使命高
于一切、责任重于泰山”的工作理念，就
会萌发一种“一切为了工作、一定干好
工作”的坚定决心。这就要求我们常将
责任记心中，努力尽责不放松，让思责
尽责化为不竭的工作动力。这样，才会
对担负的各项工作不推诿、不扯皮，担
当靠前，积极完成；在困难和挫折面前，
有使不完的干劲，有攻坚克难的热情，
不气馁、不认输、站排头，敢于拼搏，敢
于斗争，敢于胜利。

树立正确的功绩观

■武警广东总队 文 献

作为党员干部，想多干实事、为部
队建设发展多出实绩，是完全应该的，
也是值得倡导的。但是，我们也能观察
到，一些干部为了树立所谓的“功绩”而
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图虚名、不务实，
给部队建设发展带来负面影响。激发
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树立正确
的功绩观尤为重要。

功绩为谁而树？真正的功绩，应经
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而不是做给上
级看的，更不能是为个人而谋的私利。
现实生活中，有的人挖空心思搞出声势
浩大的“功绩工程”“形象工程”，只求
“面子”忽视“里子”，引起基层官兵反
感。如果出发点不是为了部队长远发
展、不是为了给官兵带来实惠，就是偏
离了正确的功绩观。是否有功绩，真正
的检验标准是看官兵满意不满意、拥护
不拥护，看所在单位建设是否有了长远
发展、实战化水平是否有了整体跃升。

一些人不愿啃“硬骨头”，怕费时费
力，“吃力不讨好”，所以什么工作容易
出“功绩”就抓什么。这样的功绩观，说
到底还是投机取巧。当前，部队的发展
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改革进入深水
区，面临许多难啃的“硬骨头”，涉及一
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在这样的大背
景下，干事创业来不得半点虚假，也没
有一蹴而就的捷径可走。惟有脚踏实
地，埋头苦干，从官兵最关心、部队战斗
力建设需求最迫切的事情抓起，从着手
解决复杂棘手问题做起，才能取得实实
在在的成效。

牢固树立正确的功绩观，既要做看
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
后人作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既
要做显功，也要做潜功。做到“政贵有
恒”，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不折腾、
不反复，干出实实在在的成效。

功绩观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出一名
干部的品质，也是检验其能否担当强军
重任的试金石。实践证明，只有抱着对
强军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脚踏实地，
干在实处，尽心尽力为练兵备战埋头苦
干，才能取得经得起检验的成绩。

想干事是干成事的重要前提
—“怎样激发干事创业的动力与活力”讨论之一

怎样激发干事创业的动力与活力？这是需要身在岗位上、人在事业中的
每一名官兵认真思考的问题。自从 1月 10日《军人修养》专版推出这个话题
讨论的征答以来，短短 10余天，编辑部收到了许多官兵发来的电子邮件，也
接到了一些读者打来的电话。在与他们交流的过程中，我们感到官兵们普遍
关心部队建设，也关注个人发展，对营造干事创业好环境充满了期待，提出了
一些引人思考的意见建议。我们从来稿中梳理挑选出一些有代表性稿件，从
今天起陆续分期编辑刊发。

第一期讨论主要是围绕“怎样解决思想认识问题，筑牢干事创业、担当作
为的思想根基”选编的，欢迎大家关注 1月 10日《解放军报》第 6版推出的“话
题征答”，侧重从其他方面继续参与讨论，来稿请投：jfjbshyxy@163.com

谈 心 录

●劲，是支撑一个人奋力前行
的基石，也是托举一个国家和民族
伟大梦想的动力

闲暇时与一些同志聊天，时不时会

听到几声“没劲”的叹息。

细细品味这种叹息，似觉与眼下的

大气候格格不入。本来，在风正气顺的

环境里，人们无须将心思和精力消耗在

复杂莫测的人际关系之中，也不必担心

过去那些不公正、不公平的“潜规则”在

自己成长进步的道路上横亘作祟。只要

努力工作、倾心奉献，任何人都会得到组

织的肯定、嘉许和重用。兴奋、铆劲、拼

搏，才是当下我们应有的精神风貌。

然而，为什么少数同志不但没有振

作精神、奋发图强，反而觉得“没劲”了

呢？稍加观察和思考便可发现，那些叹

息“没劲”的人，大多是以前某些不良风

气的“得利者”或“暗自向往者”，他们还

在感念过去那些“非正常消费”和“不正

当享受”——公款私用、私事公酬，假借

各种名义吃喝玩乐、请客送礼，获取各种

看似“合理”实则违规违纪的福利待遇。

如今正本清源、革故鼎新，制度的笼子越

扎越紧，纪律的约束越来越严，在正当的

福利待遇之外，再无其他法外的特权和

利益可沾。于是，一些人便陡然觉得“没

劲”了。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一些人不仅

仅嘴上说“没劲”，实际工作中也因为“没

劲”而放松了对岗位的恪尽职守和对事

业的不懈追求。

劲者，精神、力量也。孙子曰：“劲

者先，疲者后。”劲，是支撑一个人奋力

前行的基石，也是托举一个国家和民族

伟大梦想的动力。个人要成长，军队要

强盛，民族要复兴，最需要的就是“有

劲”，最可怕的就是“没劲”。有劲，才能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无论遇到怎样的风浪和挫折，都能够一

如既往、矢志不渝；有劲，才能“严凝气

刚劲，謇谔性忠纯”，将矫劲之勇置于坦

荡直率的忠诚之下，凝心聚力、百折不

挠；有劲，才能“清风激岩谷，劲气出萧

兰”，让精气神炽腾于激越的奋斗之中，

高歌猛进、勇往直前。而“没劲”，则犹

如逆水行舟且行且退、峭壁攀岩手疲足

软，可能会在萎靡不振的状态中渐渐滑

向精神颓废的壑谷。

劲，源于信念，贵在坚韧。但凡有

坚定信念和坚韧毅力的人，总有一股蓬

勃向上、喷薄欲出的干劲，勇敢地朝着

理想的彼岸奋拳捋袖、执戟前驱，不达

目标决不松劲。而那些叹息“没劲”的

人，或鼠目寸光、胸无大志，纠缠于一些

蝇头小利而丧失了心中远大的抱负；或

患得患失、意志消沉，一遇挫折和不如

意事便放弃了对理想的追求。因此，要

“有劲”，必先坚定理想信念，不断滋养

凛然浩气、昂扬锐气和奋发朝气，从心

底激荡起奋发向上的动力，始终以旺盛

的精力和干劲去履行自己的职责使命。

“策马前途须努力，莫学龙钟虚叹

息”。接受挑战、攻坚克难，需要我们

鼓足劲、用狠劲、使韧劲，决不能松劲、

泄劲，更不能“没劲”。劲可鼓而不可

泄，气可盛而不可衰。眼下，正是撸起

袖子加油干的大好时机，我们理应抛

弃一切私心杂念，校正人生航向，践行

军旅志向，在不断提气鼓劲中奋发作

为，为强军事业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和强劲力气。

鼓劲奋楫正当时
■胡建新

●守先，当然不是干守死守，
而是一个读书学习、获取知识的
过程

守先待后，是从清人陈确给朋友的

书信中衍化出来的一个成语——“循循

焉惟孔孟之道之从，必可守先待后，为

一代大儒无疑也。”按现代汉语的解释，

也就是承先启后、踵武前哲的意思。

一代大师掞藻飞声，令人敬慕。

但我更喜欢断开来读——守先，方能

待后。守者，持守传承也。从哲学意

义上来说，生活在历史进程中的人不

能满眼都是“现在”与“即时”。人类所

有的思想成果都有其源远流长的发展

过程，所有的社会进步都有其千回百

转的成长路径。按照黑格尔的说法，

这是“一条神圣的链条”，构成了“我们

之所以成为我们的名片”。因此，寻道

问踪于前人所积累的文化遗产，继承

和认知先辈所创造的传统学识，才能

透过历史的纵深感把握今天的人生格

局和思想定位，也才能从岁月的积累

中发掘出深邃而丰厚的知识宝藏。

当初苏东坡被贬海南时，对其侄

孙有“恐其趋时”之忧，所以写信让读

“前后汉史及韩（愈）柳（宗元）文”。

毫无疑问，苏东坡所言之“趋时”，其实

是对急功近利浮躁之心的审视及隐

忧。而他列出的那些必须去读的书

目，就是对守先待后这个成语明晰的

阐释。

实现理想的脚步当然要始于足

下，但确定理想的眼光应当更加开阔，

这其实就是守先待后的内涵。在许多

商业广告里，穿戴了某些服饰瞬间就

可跨入精英的行列，服用了某种药物

立马就脑洞大开……理想与现实之

间，只隔着掏腰包消费这一步之遥，而

不需要任何努力和奋斗。无意评骘广

告的弊端，只是想起胡适说过的一句

话：干大事的人“在富贵不能淫威武不

能屈的后面，还要加上时髦不能动”。

美国史学家雅克·巴尔赞早在30

岁时就准备撰写一部西方文化史，但

他的老师认为他所掌握的知识还不足

以写出“有创意”的东西，劝其再读50

年的书。巴尔赞听从了老师之言，一

直待到85岁之时才动笔写作其文化

史巨著《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

五百年，1500年至今》。书于20世纪

最后一年出版，那年他 93岁。我相

信，到了这个年龄，诸如“国宝级历史

学家”之类的赞誉早就风轻云淡了。

捧读此书时，我总想起《千字文》里

“空谷传音、虚堂习听”的说法，透过一

定的时空距离，那些经过岁月沉淀的声

音会听得格外清晰，那些拂去了纷攘红

尘的历史场景也看得尤其真切，或许，

这也是守先待后的价值和意义吧。

守先，当然不是干守死守，而是一

个读书学习、获取知识的过程。当年

张之洞听说手下一名官吏是大文豪袁

枚的后人，便准备提拔使用。可在考

察中发现，这位出身优渥的官吏居然

不识诗书，还抱怨祖先把“十万藏书尽

与外人”。张之洞顿时拉下脸来：守不

住前人书，也等不来眼前的官。随即

把他给开了。

“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

儿。”王阳明先生这句话嘲讽的是那些

不持守先贤之道的人，而我们说的守

先待后，亦涵至理。

守
先
，方
能
待
后

■
郑
蜀
炎

正说闲谭

●有见欲而止的自我约束，可
以成就高尚的品德

管理好自己的欲望，对一个人的品德
修养至关重要。老子说：“见欲而止为
德。”有见欲而止的自我约束，可以成就高
尚的品德。欲望是一把双刃剑，合理的欲
望能调动进取的积极性，但欲望超出了界
限，就会冲出道德的堤坝，毁德败行。

古往今来，劝人制欲的箴言俯拾皆
是。《礼记·曲礼上》讲：“欲不可纵。”《韩
非子·六反》说：“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
如水，不遏则滔天。”明代廉吏吕坤则认
为：“无欲之谓圣，寡欲之谓贤。多欲之
谓凡，贪欲之谓狂。”说的都是把握欲望
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欲壑难填往往导致
信念大厦的坍塌，带来悲剧性的后果。

想想现实中那些落马的贪腐分子，从政
之初尚能严格要求自己，可随着职务的
升高、权力的增大，却控制不住欲望，抵
制不住诱惑，变得贪婪甚至道德败坏，最
后锒铛入狱，不就是欲能败德的例证吗？

管理好欲望，就要加强自律。自律首
在修心，从内心深处立起道德准则，即使
外界汪洋肆虐，内心也波澜不惊。不去羡
慕别人的富有，只要守住自己内心的安
宁。自律还要束行，按照道德规范行事，
有原则，不逾矩，做到勿以善小而不为，勿
以恶小而为之。特别是要管好小事，约束
好小节。“轻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任
何事物都有一个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只
有矜于细行，刻苦锻炼，升华境界，才能提
高自己的自律能力，经得起外界的种种诱
惑和考验。同时，不放松学习，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和优良革命传统中汲取营养，
净化灵魂，做到知书明理，见贤思齐，提高
思想品位和修养水平。

（作者单位：武警工程大学）

管理好自己的欲望
■彭铁强 张子明

奋斗的快乐就在于，让别人对你和你对自己都

有一个全新认识。 李吉光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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