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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论坛

●强化责任感、增强事业心、
提升硬本领，需要我们头脑中常装
“问号”，需要我们在直面矛盾和问
题中，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以此推
动工作的进步、实践的发展

端详“？”这个标点符号，感觉它的

形状像人的脑袋，也似一把钥匙。众所

周知，人与一切动物最本质的区别就在

于，人具有思维能力，发现、思考、解决

问题是人们最经常、最现实、最活跃的

生存、生活和发展方式。旧的问题解决

了，新的问题又接踵而来，人们正是在

这样循环反复、螺旋式上升中走向认识

世界、改造世界的更高境界。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时下一些人脑

中缺少这个“问号”，有的无所用心，有

的迟钝麻木，有的明哲保身、放弃斗争，

有的得过且过、无所作为，凡此种种，既

贻误建设事业，也使自身能力弱化、本

领衰退，久而久之，必然被时代所淘

汰。强化责任感、增强事业心、提升硬

本领，需要我们头脑中常装“问号”，需

要我们在直面矛盾和问题中，敢于斗

争、善于斗争，以此推动工作的进步、实

践的发展，也使自身不断得到净化、完

善、革新和提高。

常打“问号”是一种清醒。认识决

定态度，思想支配行动，知之不足方能

奋发进取，心怀忧思方能未雨绸缪，居

安思危方能主动作为。大凡政治思想

成熟的人，绝不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一孔之窥不见全貌，而是会时刻保持头

脑清醒，把“问号”当成“清醒剂”，坚持

稳中求进，避免头脑发热；把“问号”当

成“警示牌”，行为小心谨慎，杜绝胆大

妄为；把“问号”当成“作业题”，做到勤

勉敬业，力戒玩物丧志；把“问号”当成

“问责书”，经常对照反省，克服敷衍塞

责。常打“问号”，实际上就是坚持问题

导向，尤其在顺境中，能否经得住考问

更为重要。在术业有成时要问一问“山

外是否还有山”？在鲜花掌声中要问一

问“功劳应该属于谁”？在事业顺利时

要问一问“前行道路上是否有风险挑

战”？当走上更高岗位时要问一问“素

质本领够不够”？当遇有各种诱惑时要

问一问“政治定力强不强”？唯有如此，

才能在严峻复杂的形势下，头脑始终清

醒，政治上始终坚定，以高度的思想自

觉防患于未然。

会打“问号”是一种智慧。曾有智者

打出“人该怎么样活着”“人为什么活着”

的问号，其后他在漫漫求索中成为一代

宗师；曾有学者打出“壶盖为什么会跳

动”“苹果为什么会落地”的问号，其后

他们在潜心研究中成为大科学家；还有

一位革命者早年打出“谁是我们的敌

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的问号，其后他在

浴血奋斗中成为领导中国革命走向成

功的伟人。这些经典事例无不启示我

们，在纷繁复杂的人生、自然和社会现

象中，善于观察、善于分析，抓住最关

键、最紧要、最核心的问题，就能为推动

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为攻坚克难找到精

准切口。会打“问号”能锻炼思维、益心

增智，特别是对增强辩证思维、底线思

维能力，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

将这种思维方式运用到基础科学上，也

许能产生奥妙无穷的“猜想”；运用到科

技创新上，也许能寻到通向胜利彼岸的

“桥梁”；运用到军事斗争上，也许能成为

克敌制胜的“利器”；运用到安全稳定上，

也许能成为清除隐患的“法宝”。总之，

常打“问号”、会打“问号”，会让智慧的火

花竞相迸发，创造的泉思不断涌流。

解开“问号”是一种能力。“哲学家

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

题在于改变世界。”如果说常打“问号”

是前提，会打“问号”是关键，那么解开

“问号”就是目的。解开“问号”首先要

有敢于斗争的勇气。问题是个“拦路

虎”，甚至还是“地雷阵”，只有直面问

题，不畏艰险，不惧困难，才能掌握解

难的主动权。那种畏首畏尾、患得患

失、退避三舍、爱惜羽毛的态度，不可

能解开真正的难题。其次要有踏平坎

坷的毅力。前行的路并不平坦，复杂

的问题很难迎刃而解，即使旧的问题

解决了，新的问题还会出现。走过千

山万水，仍需跋山涉水。我们要培养

持之以恒、愈挫愈奋的精神，做到生命

不息、解难不止。再次要有团结协作

的胸怀。现实中，有些问题错综复杂、

牵一发而动全身，有些问题欠账多年、

解决起来需要久久为功，有些问题高

度敏感、涉及不同利益群体，凡此种

种，需要依靠集体的智慧、群众的支持

来破解，正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

解开“问号”还要有求真务实的作风，

“实践出真知”，答案往往就在群众的

不懈奋斗和创新实践中。沉到基层、

深入一线，应该成为每名同志特别是

领导干部的自觉行动。当虚心请教、

不耻下问成为一种习惯，当真抓实干、

担当作为成为一种风骨，就必定能悟

出解开“问号”的真谛！

“问号”中的学问
■陈学斌

●唯有让自己始终走在时间
的前面，不忘“闲时”的分秒必争，
方有“忙时”的从容不迫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其实，时间

的脚步是最稳健的，对每个人都是不

急不慢；时间老人是最公平的，每个人

都可以“雨露均沾”。只不过，有的人

在时间的轨道上争分夺秒、加速奔跑，

有的则是挥霍光阴、虚度年华。最终，

“抛弃了时间的人，时间也抛弃他”。

有这样一则故事：一个年轻人向

老者请教成功的秘诀，老者沉思片刻，

递给他一块普通的手表说：“如果说真

有秘诀的话，那么，秘诀就在这块手表

上。”年轻人接过手表端详一番，发现

这块手表足足快了十分钟。他不解地

问原因，老者说：“是我故意把它拨快

了十分钟。因为这样，它就能时刻提

醒我，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走在时间

的前面。”的确，在瞬息万变的复杂局

势中，有时“十分钟”的准备时间，就可

以让人从容面对诸多局面。

当然，这里所说的“十分钟”只是

个虚数。很多事情绝不是临时抱一

抱“佛脚”，临阵磨一磨“枪头”，靠简

单的“充电五分钟”，就能“通话两小

时”。走在时间之前，需要把汗水流

在幕后，把功夫下在平时。有了默默

的“台下十年功”，才会有成功的“台

上一分钟”。

成功的种子，没有时间的灌溉，难

以开出绚烂的花朵。爱迪生在他长达

70年的发明生涯里，每天工作都超过

12个小时。他这样总结自己的成功

之道：“一切有价值的工作都不是在偶

然中完成的，我的每一件发明都不是

意外收获，全都靠辛勤工作。”这个世

界上从来都没有所谓的“奇迹”，如果

有，那只是“努力”的另一个名字、“时

间”的另一种称呼。唯有争做奋斗者、

追梦人，像海伦·凯勒那样，“把活着的

每一天看作生命的最后一天”，才能在

与时间的赛跑中赢得人生。

在知识爆炸、生活节奏加快的今

天，常有一些人因为知识储备不充

分、能力素质不过硬、工作方法不得

当等原因，身陷事务中疲于应付，忙

忙碌碌却效率不高，甚至“累死人不

打粮食”。他们看似走在时间的前

面，实则落在了时间的后面。有人

称这种现象，一曰“低效率勤奋”，工

作干不到点上，表面上马不停蹄，实

际上马达空转；二曰“表演勤奋”，时

常“雷声大雨点小”，用外表的努力

满足内心的自尊感，以期博得他人

认可。这两种“勤奋”，于事于己都

无益处。

很多事情，需要拉开时间的距

离，才能看清全貌；需要经过时间的

洗礼，才不知难。黄炎培曾给子女们

写下一篇座右铭，其中一句叫做“事

闲勿荒，事繁勿慌”。走在时间的前

面，成为时间的主人，关键是利用好

自己的“事闲时”。在“事闲”之时，经

常踱一踱方步，抬头看一看来路，审

视一下“繁事”，总结一下经验教训，

把方向走对了，把方法找对了，才能

事半功倍；在工作之余，时常给知识

保一保鲜，往“存折”里充一充值，才

不至于因头脑“贫困”、能力“透支”而

落后被淘汰。

“闲时办得忙时用，莫待忙时忙煞

人”。做时间的主人还是成为时间的

奴隶，取决于能否高效管理好时间，有

效管控好自己。唯有让自己始终走在

时间的前面，不忘“闲时”的分秒必争，

方有“忙时”的从容不迫。

走
在
时
间
的
前
面

■
陈
大
昊

生活寄语

影中哲丝

言简意赅

雪地上，一道道车辙在阳光照耀

下分外醒目。一个行人至此，斜阳又

把他的身影投射到车辙之上。这样的

画面引人思考：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只

要存在过，都会留下痕迹。

现实中，有些不法分子自以为做

得天衣无缝的犯罪行为，还是在有经

验的破案人员面前露了破绽，最后被

捉拿归案。还有些人相互勾结，干了

似乎“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不法勾

当，最终还是露出马脚，被绳之以法。

任何试图触碰法纪底线的人，都应该

明白：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人的行为

痕迹决定了其名声好坏。每一个有

幸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在离开这个

世界的时候，都应该留下一道美丽的

痕迹。

车辙人影——

人过留痕
■朱金平 摄影并撰文

“谁愿意坐第一船去？”大渡河边，
面对指挥员肖华的发问，红一营官兵
个个争着向前。生死关头，第一个冲
锋在前，就要承受惊涛骇浪、枪林弹
雨，承受数倍于他人的危险与挑战。
革命先辈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最终
赢得战斗胜利。

前进路上，探索新领域，开创新事
业，离不开“坐第一船”的精神。“坐第
一船”需要有魄力，关键时刻豁得出
去，敢闯敢试、敢为人先；需要有定力，
不为外物所惑、不为艰难所阻，从纷繁
复杂的表象中把握事物发展规律，找
到解决问题的药方；还要有勇气，敢于

碰硬钉子、啃硬骨头，从没路的地方踏
出一条新路，于荆棘丛生处开辟一条
通途。“坐第一船”更要看淡得失，有
“功成不必在我”的襟怀，甘当无名英
雄，甘做成功路上的铺路石。

敢于“坐第一船”，才会有千帆竞
渡的局面，才能不断攻坚克难。反之，
如果拈轻怕重、患得患失，就迈不出前
进的那一步。在新时代推进强军事
业，机遇与挑战并存，困难与成绩共
生，革命军人必须敢于“坐第一船”，以
旺盛斗志面对困难挑战，依靠每个人
的努力，发挥新体制、新编成、新装备
的最大效能，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

敢于“坐第一船”
■66157部队 李 越 张 龙

适时“清零”，在心理学上被称为
“空杯心态”。成长的道路上，我们每
个人就好比一个杯子，杯子若是满的，
就再也装不了任何东西。因此，适时
“清零”，才会迎来新的奋斗周期。

顺境时要懂得“清零”，让自己头
脑清醒。“越是成熟的稻穗，越懂得弯
腰”。有的人工作出点成绩，就变得固
步自封，结果失去了继续进步的机会，
乃至退步。学会适时将成绩“清零”是
一种人生智慧，越是顺风顺水，越要保
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怀着强烈
的本领恐慌，内储动力，外加压力，永葆
干事创业的激情与活力。

逆境时要勇于“清零”，更好地面
对挑战。计算机存储器定期清理垃圾
缓存，可以获得更为强大的运行能
力。人亦如此。面对不断发展变化的
新形势、新环境，我们不仅要善于在实
践中“从零做起”，放下包袱，轻装上
阵，积极适应新变化，也要敢于在思维
上“从零开始”，解放思想，转变思路，
找寻新的出路。

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今天，我们
需要适时把自己“清零”，做一台学习
和奋斗的“永动机”，始终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不懈奋斗，才能在激烈竞争中
立于不败之地。

学会适时“清零”
■73123部队 陈 朴

方 法 谈

●真诚相待，相比设计严密的
逻辑、精心组织的语言，更容易获
得他人的好感乃至信任

前不久下部队调研时了解到这样一
件事：某单位一名战士家庭发生变故，
排长与他谈心，言词中满是“坚强”
“奉献”“大局”等字眼，说的也确实很
在理。然而，这名战士始终眉头紧锁、
一言不发。排长无奈找指导员求助。指
导员谈话前，先给了这名战士一个紧紧
的拥抱，而换来的，则是满眼的热泪和
一个更紧的拥抱。事后，指导员对排长
说了一句话：“你说的话都很正确，但
你的安慰缺乏真诚。”

真诚相待，相比设计严密的逻辑、精
心组织的语言，更容易获得他人的好感

乃至信任。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普遍如
此。在家庭生活中，父母对儿女的爱护
是真诚最淋漓尽致的表现。这种爱是建
立在深刻理解和深度信任基础上的，父
母不需要拐弯抹角、变换花样地去表达
这种爱，儿女都能体会到爱的无微不至，
这就是真诚最本来的样子。

真诚不关乎功利，但在为人处世中
产生的效果却很显著。曾国藩说：“纵
人以巧诈来，我仍以浑含应之，以诚愚
应之，久之，则人之意也消。若钩心斗
角，相迎相距，则报复无已时耳。”意
思是说，即使周围的人都对你耍心眼，

但只要你一直以笨拙、真诚来回应他，
时间久了，他也就不好意思继续和你耍
心眼了。但如果你去和他斗勇斗恶，两
个人的关系就会越来越坏，最终陷入恶
性循环。

一个系统内，如果每一个个体都把
真诚作为办事的第一原则，那么这个系
统的运转一定是高效的。有一句话说得
好：“没有道路可以通向真诚，因为真
诚本身就是道路。”这句话回答了当今
社会很多人关于“我如何才能做到真
诚”的疑问。可以说，真诚不是一门显
学，它需要人们心扉开放、彼此信任，

对于自己的诉求和观点，可以注重方
法、但要无所保留地表达出来，从而减
少误会、弥合裂痕。就如文章开头提到
的那名指导员，他给战士的拥抱是发自
内心的，虽然无言，却是打开心灵之锁
的钥匙。这把真诚的钥匙，任何模仿出
来的表情都无法制作它，任何精心设计
的语言也无法复刻它。

真诚的人如一潭澄澈见底的湖水，
虽然有时可能会遭到泥沙的侵袭，但凭
借着巨大的容量和强大的净化能力，会
沉淀杂质，最终留下的是坦荡、朴实、
顺畅的心灵沟通，以及人格尊严。

真诚本身就是道路
■王耀清

谈 心 录

●环境会对人的成长产生影
响，但是相对于环境这个外因，自身
能否主动成长的内因更重要

在基层调研中发现，一些官兵感觉

在基层“找不到成长的土壤”。有的怕

苦怕累，对训练生活产生了倦怠心理；

有的不愿做“蹲苗扎根”的功课，畅想于

自我规划，虽身在基层却“志不在此”，

觉得眼前的事干了也用处不大；有的干

部“没有干到头，已经看到头”，觉得基

层平台受限，难以获得自身长远发展所

需的“资源”……

想得太多，做得太少，中间的落差就

会生出烦恼。面对基层岗位历练，如果

抱着混经历、熬年头的心理和状态，“身

在心不在”“时在事不在”，不可能有长远

发展。不安心在基层蹲苗，一个岗位还

没干明白，就开始琢磨“动一动”，经受不

了时间和基层繁杂事务的考验，同样难

成大器。

基层是门“必修课”，是官兵成长成

才的重要平台。诚然，环境会对人的成

长产生影响，但是相对于环境这个外因，

自身能否主动成长的内因更重要。“宰相

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宗道辉

在成长为“全能士官”前，驾驭新型空中

突击装备累计2100多小时，完成试飞任

务135次；模范连长刘珪为练好一个“踹

门”动作，作战靴就踹坏了十几双……

“专家士官”朱桂全、“三栖精兵”何祥美、

“铁甲精兵”贾元友、“强军标兵”王锐，哪

一个没有经历过“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

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的锤炼过

程？一个个平凡岗位上的先进典型，以

饱满的热情，在不同的“土壤”中挖掘成

长的潜力，在各自的岗位不懈奋斗，最终

都取得了骄人成绩。

只要你想成长，哪里都有土壤。逆

境和挫折，是阻挡弱者的高山，也是冶炼

勇者的熔炉。南苏丹有一种紫色花朵名

叫天宝花，被称为非洲玫瑰。在这块贫

瘠的土地上，它的娇艳绽放源于生命力

的顽强。在那里护卫和平的中国军人，

就像这非洲玫瑰一样，在战火洗礼中不

断成长，最终圆满完成维和任务，展示出

中国军人勇敢、坚强、美丽的模样！

努力做一个发现“养分”的人，善于

在不同的岗位、不同的任务、不同的环境

中寻找与自身契合的成长点，方能不断

焕发成长的“内生动力”。焦裕禄、孔繁

森、谷文昌、黄大年等人，莫不是在艰苦

的“土壤”中，耐住寂寞、守住本心、不忘

初心地痴心干事，才在献身事业中实现

了个人发展。基层官兵应当时刻树立

“即使做一颗螺丝钉也要做到最好”的积

极心态，把岗位当成全力以赴、精益求

精、为之献身的主战场，在干一事成一事

的积淀中，扎扎实实地收获成长。

“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

力”。小到一个人，大到一支军队，不能

像温水中的青蛙、淤泥中的泥鳅那样，

对现实的忧患不省不察。“世界上只有

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了生

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它。”当艰险横亘

于前路时，珍惜当下各种考验的“馈

赠”，钟爱事业“形若曳枯木”，把每项任

务都圆满完成，把每件工作都干到极

致，一点一滴积累，必会从量变达到质

变，实现人生的跨越，成为强军事业需

要的栋梁之材。

（作者单位：31608部队）

只要你想成长，哪里都有土壤
■罗 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