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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简意赅

方 法 谈

影中哲丝

知行论坛

书边随笔

没有量的积累，就没有质的飞
跃。而量的积累缓慢又艰难，唯有迎
难而上，把“深功”下到底，方能从量
变跨越到质变。
“深功”到底可胜天，历史和现实

中不乏其例。孔子读《易经》，“韦编
三绝”足见其用功；左思十年废寝忘
食终成《三都赋》，一时“洛阳纸贵”；
塞罕坝林场的建设者们用双手造出
百万亩人工防护林，创造了荒原变林
海的奇观；河南林县人民用钢钎铁
锤，在太行悬崖上凿出一条“人工天
河”。可见，成功离不开“深功”，功夫
下到底，终能见成效。

相反，现实中有些人做事不愿下
长功夫、细功夫、慢功夫：有的总想
“一锄头挖出个金娃娃”，不愿下功夫
学习调研；有的思想懒惰，不愿迎难
而上，事到临头被动应对；有的做事
浅尝辄止，结果“猴子掰苞米，掰一个
丢一个”，最终一事无成。

一切伟大的成就都是艰苦奋斗
的结果，一切伟大的事业都需要在艰
苦奋斗中推进。做到“深功”到底，就
要克服浮躁气，保持平和心，甘坐“冷
板凳”，沉下心攻坚克难，日拱一卒，
以恒心毅力专注于一事，不见成效不
撒手，终能有所建树。

“深功”下到底
■李恒剑 韩翰墨

●要想不虚度此生，不在光阴
流逝后追悔莫及，就要用好平常的
“闲时”，争取让每分每秒都发挥作
用，创造效益

谁把握住时间，谁就能赢得未来。
当前，各部队驻训、演习等任务重，官兵
忙于练兵备战，“闲时”越来越成为“奢侈
品”。“闲时”宝贵，所以更加需要好好利
用，不能将空闲下来的宝贵时间用在聊
天、打游戏、刷手机等获得一时快感却没
有太多实际意义的事情上，让时光白白
流逝。

近代教育家黄炎培说：“事闲勿荒，
事繁勿慌。”把握住“闲时”，能避免陷入
“闲愁”的状态。所谓“闲愁”，是说人一
旦闲下来，就容易胡思乱想，生出各种愁
绪，或感慨生活不易，或唏嘘命运不公。

反过来，一旦忙起来，就没时间顾影自
怜，感慨忧愁了。从心理学上讲，人总需
要做点事情，才不至于让内心产生荒芜
的感觉。

把握住“闲时”，关键在于让自己成
为时间的主人。不管是学识也好，技能
也罢，如果不注重提升，可能就会“逆水
行舟，不进则退”。所以，要注意利用“闲
时”获取更多学识，提升个人技能，毕竟
“薄技在身胜过千言万语”。人们常说，
人的一生只有一次，不可重来。要想不
虚度此生，不在光阴流逝后追悔莫及，就
要用好平常的“闲时”，争取让每分每秒

都发挥作用，创造效益。
把握住“闲时”，需要做“磨刀不误砍

柴工”的努力。古语云：“聚沙成塔，集腋
成裘。”持续性努力的效果远远超过间歇
性发力，只有坚持去做，才能到达心中渴
望的彼岸。利用好“闲时”，踱一踱方步，
沉一沉心境，抬头看一看来路，反思一下
自己，总结过去的经验，汲取遭遇的教
训，方能“不贰过”，做到“前事不忘，后事
之师”。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时代

在不断发展进步，新生事物层出不穷，
未来战争形态也在发生变化，这对每名

官兵的素质要求也会“水涨船高”。只
有平时过得硬，才能战场打得赢，而过
硬的本领不是说说就能有的，它来自于
不断的学习和日复一日的苦练。青年
官兵不妨多利用“闲时”琢磨未来战争
所需所用的学识技能，厚植未来作战的
胜战因素。
“闲时办得忙时用，莫待忙时忙煞

人”。做“闲时”的主人还是奴隶，取决于
广大官兵能否高效管理好自己的业余时
间、有效管控自己。唯有认清点滴光阴
的价值，把握住“闲时”，方能成就最好的
自己，不辱军旅使命，不负青春年华。

把握住“闲时”
■赵艳斌

●能否“知止”，不仅取决于智
慧、经验，更取决于品德、境界。真
正的智者“知止”而能止、善止

知止，即知道停止。翻史书，谈论

“知止”的文字屡见不鲜。《礼记·大学》

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

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道德

经》云：“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

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墨子讲：“知

止，则日进无疆，反者，道之动。”柳宗元

说：“味道怜知止，遗名得自求。”

先哲们这些思想如出一辙，无不表

达了“知止”对于为人处世的重要性。

的确，人生旅途上“知止”，往往是规避

各种风险、把握安全节奏的“刹车板”，

也是防止意外冲击、加强自我保护的

“保险杠”。

能否“知止”，不仅取决于智慧、经

验，更取决于品德、境界。《晏子春秋》中

有一个晏子推让待遇的故事。晏子出使

外域时，官府为他配备了一套好马好车，

却被他推辞了，他说自己有马有车，无非

是马老了一点、车旧了一点；后来官府又

给他提高俸禄以养家亲，他又推辞了，觉

得自己原有报酬养家已绰绰有余。他

说：“凡有血气者，皆有争心。怨利生孽，

维义可以为长存。且分争者不胜其祸，

辞让者不失其福。”在他看来，生活享受

没有止境，“知止”即福，不“知止”即祸。

祸福之差，尽在是否“知止”。

类似事例不胜枚举。音乐大师贺

绿汀主政上海音乐学院时，他的外孙女

没能考上该学院的附中，家人便想通过

他的关系入校就读。然而，贺绿汀没有

答应，而是讲了老院长萧友梅的故事：

1929年，俄籍教授查哈罗夫觉得一位女

生音乐素质差，不愿再教她，而这位女

生正是萧友梅的侄女。萧友梅二话没

说，马上决定让侄女转学。这里，且不

说萧友梅和贺绿汀秉公办事、不以权谋

私的品格，仅就他们表现出的“知止”的

大度和勇气，就很值得称道。举凡现实

生活中的腐败分子，他们从开始的利欲

熏心、铤而走险，到后来的利令智昏、迷

途忘返，到最后的利害缠身、不由自主，

在贪婪的欲壑中越陷越深，在贪腐的邪

路上越走越远，皆是由不“知止”造成的

后果。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凡事物极必

反，过度的行为只能招致失败和祸患。

真正的智者“知止”而能止、善止，尤其

在关键时刻勇于断然而止，绝不在事业

顺利和鼎盛之时因为多走一步而转向

失败或跌入低谷，也绝不在失败之后不

知悔改一意孤行而使失败越来越惨、祸

害愈演愈烈。赌徒之所以输多赢少乃

至大都以输得精光而告终，关键就在于

不“知止”，输了想扳回，赢了还想赢，心

存侥幸，迷途不返，其结果也就可想而

知了。

常言道，知足常乐。从某种意义上

说，“知止”也常乐。成功的时候不被胜

利冲昏头脑，懂得适可而止，就能巩固胜

果，从容前进；失利的时候断然而止，就

会避免更大的失利乃至惨败，反思教训，

重整旗鼓，以利再战。因此，当收获成功

和惬意时，要见好就收、适可而止；当遭

遇失败和失意时，要当机立断、及时停

止，避免走向更大的失意和失败。

“行于可行，止于当止”，应该成为我

们为人处世都应谨记的格言。

“知止”者常乐
■胡建新

一棵杨树被虫蛀了一个大洞，路

过的人看都不看它一眼；花园里长了

许多矮牵牛，行人也懒得瞅一下。但

是，有人把地上盛开着的一丛矮牵牛

花移栽到那个杨树洞里，就变成了一

道引人注目的风景。

弱者与弱者的联合，可能产生“1+

1﹥2”的强势效果。河北有两个残疾

人，一个双目失明，一个没有双臂。他

们合作开发山林，你是我的手，我是你

的眼，为一座荒山披上了绿装，收获了

无数人点赞。

历史上，弱小国家联合起来对

抗强大国家的入侵，是其克敌制胜

的法宝。在军事领域，谁懂得扬长

避短，更好地整合资源，谁就能拥有

更多胜算。

杨树洞里的矮牵牛——

弱弱联合呈强势
■朱金平/摄影并撰文

●只有正视差距，并下决心改
正问题、缩小差距乃至消除差距，
才是革命军人永葆纯洁、坚定初心
应有的态度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

总要求，“找差距”是重要一项。习主席

强调：“找差距，就是要对照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对照党章党规，对照人民群众新期待，

对照先进典型、身边榜样，坚持高标准、

严要求，有的放矢进行整改。”应该说，

能否做到认真找差距是对主题教育的

一个基本态度，也是检验主题教育落实

成效的一项重要标准。

差距就是思想上和工作中的问题

和不足，只有解决了问题和不足，才能

缩小或消除与先进之间的距离。在有

的党员干部那里，“差距”是不愿过多触

及的一个字眼。但是，树不一般高，苗

不一般齐，任何单位、任何个人身上都

会存在一定问题，这是事物发展过程中

的必然现象，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现实中

的反映。认清思想上工作中存在的差

距不是自我抹黑、自我矮化，而是党员

干部以辩证眼光看待不足、鼓起勇气自

我改进自我完善的一种担当精神。东

汉王充在《论衡》中说：“不学不成，不问

不知。”通过查找差距、发现问题，并用

发展的眼光分析差距、解决问题，才会

向典型靠近，与榜样比肩。

在思想上“找差距”。思想是行动

的先导，没有思想上的统一，就不会形

成认识上的统一、行动上的统一，就没

有干事业、抢险滩的能力和毅力。就军

队建设来说，广大官兵在思想上能不能

时刻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保持

高度一致，能不能时刻想打仗、谋打赢，

能不能始终保持一颗学先进、当先进的

进取之心，这些都取决于思想上的统

一。只有思想上的差距消除了，才会有

工作上的进步和事业上的成功。

在担当上“找差距”。担当就要勇

于负责、主动作为，对军人这个职业而

言，担当精神尤为可贵。古之成大事

者，无不具备担当的精神，拥有担当的

本领。“志不求易，事不避难”。当群众

遇到巨大灾情时，那些身边榜样冒着生

命危险施救；当改革需要探出新路时，

那些先进典型勇于迎接挑战……当前

部队练兵备战如火如荼，我们有没有适

应新岗位、战胜新困难、打赢未来战争

的能力素质和担当本领，党和人民在看

着我们，使命任务在考验着我们。

在奉献上“找差距”。林俊德在生

命最后时刻坚持坐起来整理宝贵资料，

医生和家人劝他躺下休息，他却说，我

不能躺下，躺下，就起不来了。老英雄

张富清屡立战功不自傲，手握权力不谋

私，在贫困地区一干就是数十年，真正

做到了纯粹崇高。杜富国在扫雷战场

上，明知危险重重仍挺身而上，“你退

后，让我来”，彰显了革命军人的牺牲奉

献精神。对于革命军人来说，奉献是一

种早已融为习惯的“日常动作”。戍边

演训、海外维和、抢险救灾等战场处处

都有军人奉献的身影。军人只有心里

始终装着使命、装着任务、装着人民，才

能把奉献情怀牢扎心中，立起新时代革

命军人的好样子。

在作风上“找差距”。作风像风一

样，无时不在、无孔不入，好的作风是开

展工作的一剂“良药”，坏的作风是工作

中的一颗“毒瘤”。党的十八大以来，通

过大力纠治“四风”正作风，部队面貌发

生了深刻变化。但是，纠治“四风”不能

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党员干部

的作风好不好，基层官兵最有发言权，

只有群众满意了，党员干部在作风方面

才能得高分。

面对差距，要发扬刀刃向内的自我

革命精神，有的放矢抓好整改。一是严

格标准，自觉同“四个对照”对表，自觉同

“胜战之问”对标，勇于自曝“家丑”、敢于

自我“开刀”，掸去思想上的灰尘、纠正行

为上的偏差，擦亮革命军人的本色；二是

突出重点，党员干部应经常检视自己的

思想和行动，努力做到为人表率、立起标

杆，有针对性地多到部队调研，多听取官

兵意见，对基层反映的突出问题一件一

件整改，以实际行动回应基层关切；三是

贯穿始终，抓整改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

永逸，而应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当

下能改的应立查立改，限期改正，对一时

解决不了的应盯住不放，持续整改。整

改中，既要解决老问题，更要防范新问

题，树立长期抓整改的决心和毅力，问题

冒出一个消灭一个。

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

之。周恩来同志说：“天下没有完人，觉

悟程度是逐步提高的，认识也是不断发

展的，因此要经常进行自我改造。”工作

中有了差距不可怕，可怕的是发现不了

差距，或者不愿意承认差距。只有正视

差距，并下决心改正问题、缩小差距乃

至消除差距，才是革命军人永葆纯洁、

坚定初心应有的态度。

找准差距促整改
■张凤波

●要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筑
梦新时代、履行新使命，必须以敢
于担当的勇气和魄力扛起抓落实
的责任

敢于担当是衡量好干部的重要标

准，也是抓落实的关键所在。反思工

作中一些要求和任务踩不到底、落不

到位，固然有多种因素，但最突出的问

题在于有些同志缺乏担当精神。当

前，国防和军队建设遇到不少矛盾挑

战，要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筑梦新时

代、履行新使命，必须以敢于担当的勇

气和魄力扛起抓落实的责任。

担当精神是抓落实的重要保证。

有了担当精神，抓落实才会自觉自愿、

积极主动，做到尽心、尽力、尽责。担

当强军重任，我们每个人都应当以功

成不必在我、功成必须有我的胸怀境

界，以机不可失、时不我待的紧迫意

识，以箭在弦上、引而待发的冲锋姿

态，全力以赴抓好各项工作落实。面

对改革建设中的诸多困难和阻碍，要

敢于迎难而上，不畏惧退缩、绕道而

行，坚持新官理旧账、首任担新责，不

回避矛盾搞选择性落实；要敢闯敢干，

不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勇于摆脱旧思

维、老套路的束缚，充分发挥主观能动

性，竭力闯难关、蹚新路、出成果，真正

做到创造性、创新性落实；要敢于较真

碰硬，不推诿扯皮、空喊口号，坚持党

性原则，抵制歪风、弘扬正气，用强有

力的督查督导鞭策后进、惩懒治庸，坚

决纠治“表态多行动少、调门高落实

差”等问题，真正起而行之，当攻坚克

难的奋斗者。

抓落实要锤炼担当本领。抓落实

光有满腔的热情是不够的，还需要有

过硬的本领作支撑，既要敢抓更要善

抓。要锤炼科学统筹抓落实的本领，

针对部队改革与建设同步发力、各项

任务繁重的实际，学会“弹钢琴”，既全

盘统筹，全面推进，不偏科漏项，更要

突出重点，抓住要穴，以大项任务、关

键项目、重大举措等的突破带动整体

跃升；锤炼破解难题抓落实的本领，立

足部队实际，紧紧扭住制约战斗力生

成的瓶颈问题、官兵反映的棘手问题

等，厘清脉络，找准原因症结，拿出针

对性措施，拉单列表、挂账销号，确保

难题见底、问题归零；锤炼改革创新抓

落实的本领，针对改革不断深化、新情

况新问题不断涌现的实际，善于用新

的思想观念、新的思路办法和新的技

术手段研究解决问题，决不能穿新鞋、

走老路，身子进入了新时代，脑子还停

留在过去时；锤炼依法依规抓落实的

本领，积极适应新体制新常态，拿准吃

透法规制度，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理

思路、想办法、定措施，使所做工作经

得起实践、群众和历史的检验。

抓落实不仅是担当本领的比拼，

更是担当作风的较量。部队改革建设

中不少事情没有经验和模式可供借

鉴，坐等靠要只能一事无成，必须大力

发扬“不待扬鞭自奋蹄”的作风，不等

不靠，创造条件，以“摸着石头过河”的

胆气和勇气，主动把各项工作往前推、

往前赶、往前抓，力争做到先人一步、

高人一筹。对上级部署的事、看准的

事和定下的事，必须大力发扬“马上就

办”的作风，坚持立说立行、紧抓快办，

拿出案无积卷、手无陈事的劲头，第一

时间行动、第一时间落实。抓落实不

可能一步到位，必须大力发扬“钉钉

子”精神，坚持反复抓、抓反复，坚持打

井见水、善作善成，画出路线图、明确

责任人、列出时间表，一个堡垒一个堡

垒攻，一个节点一个节点破，打通“中

梗阻”，畅通“最后一公里”，以工作见

底、结果见效推动落实不断深入。

（作者单位：军委联合参谋部某

大队）

抓
落
实
关
键
在
担
当

■
许
林
印

谈 心 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笔谈

“讲得天花乱坠，不如动手实
干！”与一位老农聊天，他说，“吹牛吹
不出产量，不好好干必定颗粒无收。”
这讲出一个朴实道理：做人做事，最
怕的就是只说不做，不能眼高手低。

然而现实工作中，个别同志习惯于
做“清谈客”，空论有余，实干不足。有
的总是拿以往的成绩说事，喜欢“躺在
功劳簿上”，奋斗意志衰减；有的把守摊
子当成工作目标，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总
想绕道而行，不去想办法；还有的汇报
材料写得头头是道，但一较真碰硬，立
马“原形毕露”。说得好听不如干得漂

亮，不练出“铁肩膀”，就经不起急难险
重任务的检验，即使成长路上天降“良
机”，也只能因能力不足而望洋兴叹。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唯有克
服艰难险阻，不懈奋斗，才能有所成
就。世上最好的捷径就是真抓实
干。做任何事都要坚持学中干、干中
学、学用相长，不断经风雨受锻炼，才
能担当重任。实现中国梦强军梦，要
靠广大官兵齐心协力奋斗，不能当说
得好听、做得不行的“清谈客”，要脚
踏实地挑担子，在实干中积累经验，
“换羽高飞”，力争有一番作为。

莫做“清谈客”
■元志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