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边随笔

谈 心 录

言简意赅

影中哲丝

知行论坛

●按照习主席擘画的强军蓝
图行进，我们必须站上新起点、迈
开新步子、适应新路径，一个山头
一个山头攻，一个难题一个难题
破，形成上下同欲、协力推进强军
事业的磅礴之势

按方位角行进，是军事地形学中

的一个训练课目，是指凭借军用地图

和指北针，在地形复杂的生疏地域和

规定时间内，迅速准确地到达目标点。

按方位角行进，要领有三条：首先要判

明自己现在所处位置，搞清前进方向和

目标；其次要精心计算目标点距离，规

划好行进路线；最后要克服困难，争取

最短时间到达目标点。习近平强军思

想从顶层设计上立起了新时代国防和

军队建设的“四梁八柱”，标定了强军的

准确方位，不仅告诉了我们朝着什么

方向行进、以什么样的状态行进，而且

明确了应该怎么行进，还分析了面临

什么样的压力和阻力，决定着人民军

队未来建设发展。“惟其笃行，才弥足

珍贵”。按照习主席擘画的强军蓝图

行进，我们必须站上新起点、迈开新步

子、适应新路径，一个山头一个山头

攻，一个难题一个难题破，形成上下同

欲、协力推进强军事业的磅礴之势。

按强军蓝图协力奋进，就要准确审

视定位，转变思想观念。思想上的追随

内在而根本。就像按方位角行进，要认

定前进方向，这个方向就是高举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

帜，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始终做到“三个维护”。要更新思维理

念，善于从习近平强军思想中寻找破解

现实难题的“金钥匙”，着力防止学习理

解不深入、观念转变不主动、换脑升级

不及时等现象，把新体制、新职能、新使

命带来的新课题研究透，尽快打通一条

对上承接顺畅、左右衔接有序、对下精

准指导的高效通道。要明确破立标准，

建立与新形势相适应的思维理念和模

式机制，进一步破除拘于一隅观念、树

牢战略全局思维，破除自我封闭观念、

树牢联合融合思维，破除任性随意观

念、树牢法治保障思维，破除守成守旧

观念、树牢创新驱动思维，在革故鼎新

中让头脑转化升级。要摸准问题症结，

寻找对症良方，既要从老体制、老套路

中解放出来，防止刻舟求剑、守株待兔，

又要加强前瞻研究和过程调控，防止产

生新的思想羁绊。

按强军蓝图协力奋进，就要认清差

距不足，增强职责使命意识。行军争在朝

夕，落实难在方寸。要按照“时间表”落实

“路线图”“施工图”，如果心存懈怠、脚步

放缓，就会错失机遇难逢的“窗口”、贻误

强国强军大计。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仅

靠过去的经验办法，很快会出现透支现

象，长远发展就无所依托。所以，要聚焦

能打胜仗，着眼联合制胜，把主要精力投

入到研究未来打仗需求、搞好实战化训

练、推进军事管理革命等职能使命上

来。要认真研究各系统各部门各单位调

整重组后的职能变化，厘清职责界面、找

准职能定位、贯通战建链条，以此为引擎

驱动练兵备战向纵深推进。要突出能力

支撑，正视官兵经历能力与目标要求的

现实落差，把官兵知识结构和能力素质

的升级，作为推进事业的重要依托，进一

步提高人岗匹配度、激发官兵干事创业、

建功立业的动力与活力。

按强军蓝图协力奋进，就要重视实

践锻炼，改进工作作风。习主席强调要

“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

一年干”。这就要求我们，对于既定任

务要明确责任、紧盯节点，有力有序推

进，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紧抓不

放，特别是对一些管长远、周期长、见效

慢的大项任务、长线任务，坚持一张蓝

图干到底，一锤接着一锤敲，不能瞻前

顾后、犹疑动摇，不能心猿意马、朝秦暮

楚，更不能“翻烧饼”、瞎折腾。要把精

力集中在出实招上，把功夫下在抓落实

上，防止把概念炒作当成理念创新、把

拔苗助长当成“弯道超车”，更不能把时

间和资源消耗在做官样文章、搞花架子

上，表面上热火朝天、煞有介事，实则是

哗众取宠、面子工程。“只要领导带好

头，官兵就能有劲头”，任何工作的最佳

开展模式都是一级领着一级干。各级

领导干部应该像打仗一样，一声令下挺

在前排、雷厉风行，定了就干、不打折

扣，决不能做“说得多、干得少”“讲得

硬、抓得软”的事情，通过率先垂范、立

身为旗，最大限度团结带领广大官兵同

心同德、勠力作为，在建设世界一流军

队的征程上跑好自己这一棒。

按强军蓝图协力奋进
■董家刚

●时常静一静，与自己谈一
谈，有利于净化灵魂、坚定信仰，有
利于锤炼党性、增强定力，有利于
看清差距、找到不足，有利于调整
心态、激励干劲

在人生的旅途中，每个人都会经历
焦虑与迷茫，孤独和痛苦，也会享受幸
福与喜悦，鲜花和掌声。那么，如何才
能应对人生变数、保持如一状态呢？人
们常说“世界上最大的敌人从来是自
己”。要战胜这个“最大的敌人”，就要
“擦亮眼睛”认清自己，“定期体检”反思
自己，“自我对话”革新自己。

常与自己对话，看似简单，其实是
一个长期的反复的过程。它不是与他
人掰手腕，也不是与敌人拼刺刀，而
是自己与自己谈判，自己与自己较
量，自己与自己斗争。内心空虚时，

要强化精神支柱，促使自己多读书、
勤思考，要求自己静下来、沉下去，劝
诫自己要耐得寂寞、享受孤独；遇到
挫折时，要给自己加油打气，用换位思
考来宽慰自己，用“天将降大任”来激
励自己，用正己修身来锤炼自己，让自
己宠辱不惊、淡定从容；面临抉择时，
要提醒自己“咱是面对党旗宣过誓的
人”，做到不忘初心加油干，不越雷池
守规矩，不怕艰险勇担当。这样才能
使自己保持好心情，拿出好状态，辛
苦并快乐着。

可以说，与自己对话，是一种质效

皆佳的自我修行。然而现实中，有的
人却宁愿与他人对抗，也不愿与自己
对话，喜欢强调客观忽视主观，喜欢
苛求他人原谅自己，喜欢唯书唯上不
愿相信实践；有的不会与自己对话，
不了解自己，不常思己过，不检视自
身，往往是碰壁时消沉萎靡，得意时
迷失张狂；有的不屑与自己对话，认
为自己照自己看不清，群众照自己看
不 准 ，放 松 思 想 改 造 ，总 想 逃 避 监
督。殊不知，如此就把内因与外因、
自律与他律本末倒置了，结局必然是
头脑不清醒、自律不严格，用权很任

性、做事很随意。那些曾风光一时的
“老虎”们的下场，就是最好的“现身
说法”。

国学大师饶宗颐说：“人生在世，
安顿好自己最重要。”“安顿好自己”
就必须常与自己对对话。时常静一
静，与自己谈一谈，有利于净化灵魂、
坚定信仰，有利于锤炼党性、增强定
力，有利于看清差距、找到不足，有利
于调整心态、激励干劲，从而在“反
咀”中感恩组织培养，在“斗争”中坚
定干事信心，真正让自己成为一个
“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常与自己对对话
■解晋红

心灵和谐

1955年，刘少奇同志在给儿子刘
允若的信中讲，同志式的善意批评，是
对人的一种最好的帮助，所谓“良药苦
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讲的就
是这种批评，这是必须欢迎，而不应当
拒绝的。接受这种批评，改正错误，并
不丧失什么“面子”，相反，凡是自爱的
有自尊心的人，都应当欢迎这种批评。

细品此言，很有道理。敢于批评
的力量来自坚强的党性，虚心接受批
评的力量来自强大的内心。如今，面
对浅层次的批评，多数同志能够虚心
接受，甚至能够做到主动进行自我批
评。但面对见骨见血的批评时，有的
表面上从善如流，过后依然我行我素，
置若罔闻，有的甚至怀恨在心。这是

不应该的。
触及思想、触及灵魂的批评，难免

让人不舒服、不适应，但若能虚怀若
谷，诚恳接受，必定大有益处。“听于直
言，则过行不累乎身”。那些走错路栽
跟头的人若能早些接受别人的“救
治”，吃下批评这服“预防药”，也就不
至于落得个“身陷囹圄，悔之晚矣”的
下场。

毛泽东同志曾把批评喻为治病的
妙方，割治“阑尾”的手术刀。他说，批
评好比“一个人发了阑尾炎，医生把阑
尾割了，这个人就救出来了”。以感激
之情对待他人批评，虚心接受并加以
改正，才能在摔打中立得稳，在风浪
中扛得住。

欢迎善意的批评
■刘含钰

有人说，人生就像一杯苦咖啡，
越品越有味道。也有人说，天下没
有白吃的苦，也没有轻易就能得到
的甜。苦是甜的先前积淀，年轻官
兵每吃一次苦，就距离成功的甘甜
又近了一步。

俗话说：“吃苦就是吃补。”人生路
上获得的任何成功，都不可能白白得
来，正所谓“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
花扑鼻香”。每吃一次苦，就相当于进
了一次补；每蓄一分力，就如同夯实了
一层地基。杜甫《夏日李公见访》诗
云：“苦道此物聒，孰谓吾庐幽。”旁人
只能看到草庐的寂静清幽，却不知鸟
儿之间争夺的噪声带来的苦恼。正所
谓“未品苦涩，焉知甘甜”，苦与甜本就

来自人的感知，只是所处的环境不同、
感受不同罢了。“苦是真资本，甜是刀
头蜜”，说的就是人们对于吃苦有益成
长的认知。

反观当下，有些年轻干部身在基
层却扑不下身子，不愿从事琐碎的工
作，心思不在基层，手上起不得茧，脚
下沾不得泥，吃不了基层的“苦”，只想
要组织给的“甜”，缺少了吃苦的毅力，
也欠缺了成长的能力。

任何味道，用心去品，方能品出
真味。把吃苦视作一种修行，只有用
心品味“苦”，身心体验“苦”，才能够
品出苦之渊源，让苦根结出甜果。最
终，在勇于吃苦、乐于吃苦中品出甘
甜，品出境界。

吃苦是一种修行
■李 阳

●“笨”事情大多是功在当
代、利在千秋的事情，不是一朝
一夕就能完成，也不是打个冲锋
就结束战斗的。做“笨”事情，
来不得半点虚，容不得半点假，
做不得半点“秀”

近日重读《邓小平文集》，邓小平

同志在1966年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

议和全国工业交通政治工作会议上的

报告中要求：“要多做些‘笨’事情。”这

一思想对于我们当下克服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问题颇有借鉴意义。

“笨”与“聪明”相对应，许多

人都喜欢聪明做事，做聪明事，不愿

做“笨”事情。因为“笨”事情大多

难度高、投入大、见效慢，付出不一

定能得到应有的回报。意志薄弱之人

畏而躲之，急功近利之人避而远之，

图名挂号之人绕而行之。但“笨”事

情因为难度大而更显其重要，因为见

效慢而更显凭党性做事的本色。今

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

代，我国综合国力和世界影响力达到

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越接近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越要防止

急功近利、投机取巧，越要克服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越要多做些“笨”

事情，越要把“笨”事情做好。

做“笨”事情，需要有定力。

“笨”事情做起来可能是“前人栽

树、后人乘凉”，也可能是“自己栽

树、别人摘果”。许多情况下只见投

入，不见产出，短期内难见效果，更

捞不到所谓“好处”，有时还可能不被

人理解，甚至要忍受他人的冷嘲热

讽。这就需要有甘当“铺路石”的坚定

信念和境界觉悟，耐得住寂寞，守得住

清贫，抵得住诱惑，扛得住压力，“咬定

青山不放松”，把“笨”事情干到

底，如此才能把事情真正做出成效。

做“笨”事情，需要下苦功。

“笨”事情的难度一般都很大，需要

爬坡过坎、滚石上山、披荆斩棘，会

遇到许多“腊子口”“娄山关”需要

征服，不下一番苦功夫、真功夫、硬

功夫，是做不好的。要按照习主席所

倡导的“面对困难、问题、挑战等，

不退缩、不逃避、不屈服”，发扬焦

裕禄“就是有天大的困难，也一定能

杀出一条路来”的精神，像“当代愚

公”黄大发那样不避艰险，不讲条

件，埋头苦干，让“笨”事情在自己

的任期内取得新进展。

做“笨”事情，需要使长劲。

“笨”事情大多是功在当代、利在千

秋的事情，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

也不是打个冲锋就结束战斗的。可以

说，个个都是持久战，需要一代人甚

至几代人的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才

能干好、干出成效。这就需要我们发

扬钉钉子精神，以蚂蚁啃骨头的韧

劲，一锤接着一锤敲，一任接着一任

干，一张蓝图干到底，以“永远在路上”

的态度和劲头把“笨”事情做好。

做“笨”事情，需要用实招。做

“笨”事情要下“笨”功夫，靠空喊

口号、搞伪落实等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的办法是干不好的，必须实打实去

干，老老实实摸实情、探实底，扎扎

实实出思路、定措施，踏踏实实抓落

实、抓到位。做“笨”事情，来不得

半点虚，容不得半点假，做不得半点

“秀”，用实功才能把“笨”事情做

实、做好、做出成效。

多
做
些
﹃
笨
﹄
事
情

■
于
丽
春

●知识和能力是在好问中积
累起来的，好问是想干事、干成事
的前提和基础

“好问则裕”出自《尚书·商书·仲虺

之诰》，意思是喜欢提出问题向别人请

教，知识才会丰富。汉代王充《论衡·实

知篇》也讲：“不学不成，不问不知。”君

子之学必好问，问与学，相辅而行。非

学，无以致疑；非问，无以广识。

伽利略 17岁那年，考进了比萨大

学医科专业。他喜欢提问题，不问个

水落石出决不罢休。有一次上课，比

罗教授讲胚胎学。“母亲生男孩还是生

女孩，是由父亲的强弱决定的。父亲

身体强壮，母亲就生男孩；父亲身体衰

弱，母亲就生女孩。”话音刚落，伽利略

就举手：“老师，我有疑问。”比罗教授

不高兴地说：“你提的问题太多了！你

是个学生，上课时应该认真听老师讲，

多记笔记，不要动不动就提问题，影响

同学们学习！”“这不是胡思乱想，也不

是动不动就提问题。我的邻居，男的

身体非常强壮，可他的妻子一连生了

5个女儿。这与老师讲的正好相反，

这该怎么解释？”伽利略没有被比罗

教授吓倒，继续发问。“我是根据古希

腊著名学者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讲的，

不会错！”比罗教授搬出了权威，想压

服伽利略。伽利略继续说：“难道亚

里士多德讲的不符合事实，也要硬说

是对的吗？科学一定要与事实符合，

否则就不是真正的科学。”比罗教授

被问倒了。后来，伽利略果然受到校

方的批评，但是，他勇于坚持、好学善

问、追求真理的精神却丝毫没有改

变。正因为这样，他才最终成为一代

科学巨匠。

同样，牛顿好问，从苹果落地发现

了万有引力；瓦特好问，从水蒸气得到

启发发明了蒸汽机；爱迪生好问，发明

创造了电灯、留声机、电影摄影机等

1300多种东西。陶行知说，发明千千

万，起点是一问。“好问”作为一种求学

品质，反映的是一个人内在的“勤”。孔

子讲：“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

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就充分表明

他特别注重向别人请教，一遇到不懂的

就问别人，这就是所谓的“每事问”。孔

子一生都提倡多闻多见多问，认为多闻

多问可以选择其中好的加以接受，可以

都记在心里。

人生在勤，不索何获。好问的人，

只做了五分钟的愚人；耻于发问的人，

终身为愚人。知识和能力是在好问中

积累起来的，好问是想干事、干成事的

前提和基础。《荀子》讲，知而好问，然

后能才。当今时代，社会生活日新月

异，知识更新日渐加速，党员干部特别

是领导干部如果不坚持读书学习，不

养成勤思好问的习惯，就难以胜任本

职，难以完成党和人民托付的使命任

务。只有牢固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

养成好问的习惯，不断丰富知识储备、

完善知识结构，从中汲取从政理事智

慧，才能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干成有益

于人民的好事和实事，当好新时代合

格的党员干部。

好问方能有长进
■李朝德

巡逻回来，一名面部被紫外线晒

脱了皮的边防战士，面带微笑地轻抚

跟随自己巡逻的军犬，军犬眼睛微闭，

似乎也在心疼主人，有爱的画面让人

动容。

此情此景，不由让人想到一个词：

无言战友。这是军人对军犬的称呼，

体现了把军犬当战友一样对待的关爱

之情。在执行军事任务中，军人和军

犬密切配合、高效完成任务的事比比

皆是。

边防军人与军犬朝夕相处的陪

伴，使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人与

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不也如此吗？关爱

是最有效的沟通，陪伴是最长情的告

白！我们要学会在关爱中促进沟通、

增进感情。

关爱是
最有效的沟通

■胡 铮/摄影 张银伶/撰文

无声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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