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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寄语
知行论坛

北京香山脚下，几株腊梅在春风

吹拂下吐蕊绽放。虽然它们看起来

耷拉着脑袋，但娇艳的金黄色花朵和

飘来的阵阵清香，依然释放出早春的

气息，引来无数游人驻足观赏。

自然界常有这样的现象：植物不

垂下枝蔓，就难以结出果实。因为如

果不低垂枝蔓，风会把花朵吹掉，雨

会把花朵打落，积雪会压断枝条。适

时低头，果实才能最终挂上枝头。在

生活中，低头也是一种智慧。就像越

王勾践卧薪尝胆，韩信忍受胯下之

辱，此时的低头不是怯懦，而是以一

种生命的低姿态为将来的抬头蓄

势。人生路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

懂得适时低头，就能让生命多一份韧

性，增添一份张力，收获一份成熟。

腊梅绽放——

懂得低头
是一种智慧
■周仕扬 摄影并撰文

方 法 谈

谈 心 录

“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就是老百
姓”。一个人走上领导岗位，就站到了民
心这杆秤上，其形象如何、官德怎样，是
清是廉、是利己还是利人，民议都会给出
公道的评价。明代何良俊在《四友斋丛
说》中，记载了当时松江地区的一种风
俗：“凡府县官一有不善，则里巷中辄有
歌谣或对联，颇能破的。”书中举例，嘉靖
年间的官吏袁泽门搜刮民脂民膏，常同
住在松江府东边的一个同姓官员喝酒，
被百姓讥讽为“东袁载酒西袁醉，摘尽枇
杷一树金”，可谓入木三分。

民议之所以可敬畏，是因为其反映
的是民意。东汉大臣侯霸离任临淮太
守时，百姓相携嚎哭挽留；清代名臣于
成龙离任黄州刺史时，瓢泼大雨中千万
百姓打伞为他送行。相反，唐代四川节
度使路岩赴任途中，被沿街百姓投瓦泄
愤。从“万民伞”到“都门飘瓦”，从一个
极端到另一个极端，都是民议、民意最
直接最有力的表达。

作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
人民拥护和支持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最
牢固的根基，必须更加重视民议对党的

监督作用。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
最大政治优势，而与群众关系紧不紧
密，民议是风向标。不听民议无以知民
生，不懂民意不能入民心。

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
倾听民议、尊重民意。抗日战争时期，
一个陕北农民发牢骚：雷公怎么不劈死
毛泽东？毛泽东非但没有为难这个农
民，还查明原因，主动减征公粮。当年
刘邓大军在涉县挖掘的漳南渠，被老区
人民称为“将军渠”；焦裕禄带领兰考人
民种下的泡桐，被人民群众称为“焦

桐”。这些在满足人民需求中践行党的
宗旨之举，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口碑。

政声人去后，民议自有衡。党员领
导干部应该经常走进基层听民议，放下
架子，俯下身子，坐上矮板凳，倾听群众
心声；应该端正态度悟民意，学会从牢骚
中找寻“表达意图”，从质疑中听出“弦外
之音”，从批评里发现“诉求真意”，找准
工作着力点；应该积极服务解民忧，视群
众利益高于一切、群众疾苦急于一切、群
众呼声先于一切，在服务人民中为党筑
起“民心丰碑”。

敬畏民议得民心
■王洪兴 陈 静

“士气是一支部队无声的语言，士气

低迷肯定问题重重，士气高昂必定治军

有方。”一位领导干部在当兵蹲连时的讲

话让人深有感触。这话说到了点子上，

士气的高低能够反映一支部队建设的质

量，抓建部队首先要提振士气。

然而现实中，有些同志对士气这种

“无声的语言”重视不够。有的下基层

检查只看材料、记录本、统计表等面上

的东西，而忽视了官兵的神情、脸色所

表达出的信息；有的干工作华而不实，

留下一堆问题，令官兵疲惫不堪而没有

觉察；有的平时不注重士气培塑，却寄

望于通过突击开展某项活动，让士气有

根本提高。可以说，不善于观察士气，

忽略的是单位整体建设的质效；不善于

赢得士气，失去的是基层官兵的信任；

不善于培塑士气，削弱的是部队整体战

斗力。

士气的产生，是一个复杂系统的

过程。部队官兵的士气，源于对信念

目标的共同追求、各项资源的优化配

置、具体工作的有效运行、官兵之间

的良性互动，不会“一抓就好、立即见

效”，也不能“抓住一点、不计其余”。

士气是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短期

提升靠“激”，长期保持靠“治”。只有

始终如一从严治军，坚持严管和厚爱

相结合，才能经常保持士气充盈。

提振军心、培塑士气，贯穿于我军

发展壮大的历史过程。在武装暴动失

败的革命低潮，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

里出政权”，这是思想的统一；在有人担

心“红旗还能打多久”时，毛泽东写出了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篇章，这

是信念的树立；在如何赢得群众支持的

问题上，我军归纳总结了“三大纪律八

项注意”，这是制度的约束；在如何提高

内部凝聚力上，我军广泛开展诉苦运

动，干部骨干叫响“看我的、跟我上”，这

是情感的调动；在即将夺取革命胜利的

前夕，毛泽东强调“夺取全国胜利，这只

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这是精神

的延续。正因为如此，我军官兵才得以

保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

屈服”的精神状态，产生“只要还有一个

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的革命

英雄主义气概。

作为领导干部，应该把培塑士气作

为一种重要治军能力，呵护官兵进取之

心，激发官兵担当之责，消除官兵后顾之

忧，激励广大官兵在新时代有新担当新

作为；应该扭住根本系统抓建部队，强化

教育引导，加强任务锤炼，破除沉疴积

弊，把部队带出虎虎生气、堂堂正气、融

融暖气。实践证明，培塑士气，也许花费

精力多一些，见效慢一点，但抓住的是根

本和长远，赢得的是人心，受益的是部队

建设和全体官兵。

（作者单位：武警南宁支队）

抓部队先振士气
■徐 勇

●为了少听甚至不听哭声，就
要多听甚至愿听骂声，在听骂声中
淬炼品格，开阔胸襟，改进工作方
法，弥补缺点不足

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宁听骂声，
不听哭声。”这一形象说法，是指处理问
题时具有较真碰硬、求真务实、敢于担
当的精神。因为不想听到最后于事无
补的哭声，所以就要忍受处理问题的初
始阶段不理解的骂声。两种声音虽然
都不好听，但却有着本质区别。
“疮疤见光易好，伤口捂着易烂”。

谁都希望能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但
随之而来的压力和不理解却不是人人都
能承受的。扁鹊三兄弟为人治病的故事
许多人都耳熟能详。扁鹊多是在病人病
入膏肓、哭声四起的情况下给人治病的，
因能解人燃眉之急，所以名声最大；而扁
鹊的大哥在病理特征未显、哭声未起之
时就看出端倪，尽早下药铲除病根，在病
人还没感觉自己患病时就已完成治疗。
对一个自认为没病的人称其有病，很容
易因此得罪人甚至挨骂，所以善于“治未
病”的大哥声望最小。但是细想一下，恰
恰是扁鹊的大哥医术最高。这个故事说
明，事后控制不如事中控制，事中控制不
如事前控制。事前控制虽然最好，但要
付出代价，而“骂声”就是这种代价之一。

为什么会有骂声？多是因为事情
还没有严重到一定程度，一味“较真”会
被认为是无事生非、小题大做。骂声的
背后其实是不理解、不支持。所以，“宁
听骂声”不是谁都能干、谁都愿意干的，
需要具备至少两个基本条件：在问题出
现之初就对其发展和危害有着准确预
估，这需要的是能力素质；宁肯不被理
解，也要做到无愧于心，忠实履行职责，
对集体负责，对当事人负责，这需要的
是担当精神。骂声里有怨气和矛盾，需
要及时化解；哭声里是痛心和无奈，却
很难有效弥补。

愿听骂声，也是对待批评的一种正
确态度。党内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第
一种就是要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只要
能把批评的出发点定位准确，批评别人
就不怕丢选票而畏手畏脚；接受批评的
时候也不会怕丢面子，一触即跳，而能够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无论是正常批
评还是骂声，都能令人为之一振，起到提
神醒脑的作用；常态反思检讨式的防微
杜渐，才是防止“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
基本之法。

党员干部当有愿听骂声的襟怀气
度，以求真务实的精神对待工作、评价自
我。既有肯奉献的职业操守，又有勇担
当的政治素养，为了少听甚至不听哭声，
就要多听甚至愿听骂声，在听骂声中淬
炼品格，开阔胸襟，改进工作方法，弥补
缺点不足，在不断完善自我中做一名对
党和人民事业负责的合格共产党员。

愿听骂声，不听哭声
■侯 峰 李 勇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
通知》，明确提出将 2019年作为“基层减负年”。通知要求，发扬斗争精神，对
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进行大排查，着重从思想观念、工作作风和领导方
法上找根源、抓整改。

有的放矢，方能切中要害；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军人修养”专版从
今天起推出“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一组系列文章，敬请关注。

●“说”出来的形式主义，表现
在嘴巴上，根子在思想深处。戒除
形式主义，应该从“说”上做起，坚决
向不良话风开刀，切实立起好话风

人长一张嘴，天生两功能。一是

“吃”，补充营养，享受口福；二是“说”，

表达思想，交流情感。按理说，这些功

能本身不错，很有必要，但偏偏有人用

出了问题。拿“吃”来说，有的吃了不该

吃的、喝了不该喝的，败坏作风和形

象。党的十八大后，中央出台八项规

定，惩治违规吃喝，多年管不住的那张

胡吃海喝的嘴基本管住了。

再来看看“说”。说什么、怎么

说，是一个话风问题，话风不好，会产

生“说”出来的形式主义，也需要大力

纠治。

现实中，“说”出来的形式主义由来

已久，一段时间甚至受到普遍诟病。近

年来虽有改进，但改得还不够自觉不够

彻底，与官兵的期盼还有较大差距。其

表现众多：表虚态唱高调、玩嘴巴政治

者有之，对上热衷于表态，唯恐讲不够、

不怕说过头，副词形容词一大堆，人们

把这类讲话称为政治作秀，是“高级黑、

低级红”。夸夸其谈、做一说十者有之，

讲成绩、夸自己有过之而无不及，绘声

绘色、头头是道，工作刚刚部署就大谈

成效，任务还在推进就上报经验，把预

期效果夸大为现实杰作，把官兵的付出

说成是自己的功劳。拿腔捏调、官气十

足者有之，或居高临下、咄咄逼人，或先

入为主、满口说教，或冷言冷语、爱理不

理，或拉大旗作虎皮、借势吓人。言之

无物、满口套话者有之，说来说去总是

那几句，“领导没有不重视的，指示没

有不重要的，工作没有不扎实的，进步

没有不显著的”，官兵们感到这样的讲

话，说了上句就能接下句、听了上段就

知下段，通篇皆是“高端的大话、正确

的废话、原则的空话”，自己的话没几

句，干货少之又少，缺乏有嚼头、受启

发的真知灼见。东拉西扯、冗长繁杂

者有之，生怕别人听不懂，开口就云里

雾里，面面俱到；生怕讲问题一针见血

会引火烧身，说话总是拐弯抹角、绕来

绕去；生怕讲得太短不够分量、显不出

重视，没话找话、短话长说，听得让人昏

昏欲睡。

“说”出来的形式主义，表现在嘴巴

上，根子在思想深处。有总开关的问

题，把实惠看得比信仰重，对怎么升官

思虑太多；有群众观点的问题，缺少公

仆心公仆情，对官兵根本态度不够端

正，不够尊重官兵的主体地位；有政绩

观的问题，急于出上级关注、能给自己

带来光环的政绩；有党性修养的问题，

担当品格和斗争精神不足，好人主义思

想滋生，等等。

话风问题绝不是小问题，而是事关

作风的大问题。不良话风，一害党的形

象，令党的本色、传统和作风蒙尘；二害

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群众与党

员干部产生隔膜；三害党的工作，假话、

大话、虚话、空话、套话，历来对工作落实

有百害而无一利；四害党的风气，组织内

部、同志之间吹吹拍拍、巧言令色、装腔

作势、虚情假意多了，淳朴纯正的同志关

系就会异化变质，就会销蚀党的凝聚力

和战斗力。

军队以备战打仗为主责主业，决不

允许假大虚空的话风滋生蔓延。不良话

风是战斗力的销蚀剂，一旦成为顽瘴痼

疾，必定会为此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

戒除形式主义，应该从“说”上做起，坚决

向不良话风开刀，切实立起好话风。

好话风体现在多讲短话上，言少而

意深。邓小平同志是讲短话的倡导者

和身体力行者。《邓小平文选》收录的讲

话都比较短，有的只有几句话。短话不

光是短，关键是短而精，短而管用。这

就需要深思熟虑，精心提炼，更需要下

调查研究的苦功夫细功夫慢功夫。

讲话里面有党性，言语深处见作

风。党员干部对组织不能有所保留，

更不能有任何隐瞒欺骗，需要襟怀坦

白，需要始终以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

的坚强党性，敢于讲真话报实情，敢于

讲问题，敢于讲不同意见。军人讲话

更应该有军人作风，开门见山、一针见

血，实实在在、干脆利落。同志之间、

战友之间，不能搞“逢人且说三分话，

未可全抛一片心”那一套庸俗的人情

世故。

好话风还体现在讲好新话上。习主席

的讲话之所以在全社会好评如潮、赢得广

泛共鸣，很重要的就在于能够站在时代前

列、引领前进方向、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

能够与时代发展同步、与人民群众心声吻

合。改话风应该多讲富有时代气息的话，

多讲“含金量”高的话，多讲与官兵心贴

心、接地气的话。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走

进广大官兵的心坎里，产生强大的感染

力、穿透力和引导力，凝聚起推进强军伟

业的磅礴力量。

从“说”力戒形式主义
■江一顺

●时代已经为我们搭建起创
造非凡业绩的平台，只有奉献出
个人的聪明才智，奋起发力，才
能无愧于这个时代，实现与时代
同频共振的个人梦想

俗话说得好，“火车跑得快，全靠

车头带”。车头是什么？动力之源也。

从“力”的角度看当下的中国，

不难发现，中国现在是一个“力感”

很强的国家。这当中，有中华民族的

复兴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积

累起来的强大能量今天充分爆发出来

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

势不可挡的磅礴力量；有我们党的领

导力——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

是中华民族复兴使命的合格担当者，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团结带领人民

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梦想；有我们党的

思想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

新成果，具有强大的真理力量、独特

的思想魅力、巨大的实践伟力，是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有

中国人民的创造力——习主席指出：

“中国人民的创造精神正在前所未有

地迸发出来”“只要13亿多中国人民

始终发扬这种伟大创造精神，我们就

一定能够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人间奇

迹。”

这些力，相互支撑融合，形成了

巨大的合力。当代中国欣欣向荣，

“风景这边独好”，无不得益于这些

力。这些力构成了“中国力量”，正

在给力新时代，孕育新辉煌。

强国需要力。同样，强军也需要

力。不言而喻，一个国家的国防和军

队现代化水平是国家实力的象征，是

国家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习主席特

别强调：“人民军队永远是战斗队，

人民军队的生命力在于战斗力。”党

的十八大以来，我军把战斗力作为唯

一的根本的标准，在全军牢固树立起

来。人民军队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

迈出了坚定步伐，国防和军队建设进

入新时代，战斗力水平稳步提高，今

天的人民军队更加有力量。军队有力

量，国家更坚强。

“江河之所以能冲开绝壁夺隘而

出，是因其积聚了千里奔涌、万壑归

流的洪荒伟力。”大江大河也是我们

的精神源泉。作为个体，我们没有

江河那样的洪荒伟力，但是，每个人

的力量也是不能小视的。因为，没

有一项惊天动地的伟业，不是由人

来创造的。

惟奋斗者进，惟奋斗者强，惟奋

斗者胜。在新时代，奋斗就是要积极

投身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

业、伟大梦想。在实现中国梦强军梦

的过程中，实现个人梦想。换言之，

新时代正是我们以奋斗精神发力之时。

要发力，必先蓄力。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要蓄力，就得有耐力，有

定力，有毅力。既要在心上下功夫，

更要在事上下功夫，踏石留印、抓铁

有痕。蔡一清烈士生前曾是中国潜艇

部队最优秀的年轻艇长之一，他留下

的40多本训练笔记、1500多幅作战

图表，足以见证他的“事上功夫”下

得有多深！

要发力，自当奋力。艰难困苦，

玉汝于成。鲁迅先生说：“我是把别

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的。”

数学家陈景润撞树的故事广为人知，

他对数学的钻研和热爱到了痴迷的程

度。在强军兴军的进程中，我们需要

千千万万个这样痴迷于事业的“奋楫

者”。

我们正在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

大事业，这就需要我们一步一个脚印

地把它推向前进。时代已经为我们搭

建起创造非凡业绩的平台，只有奉献

出个人的聪明才智，奋起发力，才能

无愧于这个时代，实现与时代同频共

振的个人梦想。

新
时
代
，发
力
正
当
时

■
董
国
政

●作为领导干部，应该把培塑
士气作为一种重要治军能力，呵护
官兵进取之心，激发官兵担当之
责，消除官兵后顾之忧，激励广大
官兵在新时代有新担当新作为

书边随笔

●不听民议无以知民生，不懂
民意不能入民心

●“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系列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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