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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法 谈

知行论坛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笔谈

●在人的生命中，除了“胜过
别人”“超越别人”之外，还有一种
美德叫做成就别人

某海关没收了一批脚踏车，在公告

后决定拍卖。拍卖会上，每次叫价，总

有一个10岁出头的男孩喊“5元”开始

出价，然后又眼睁睁地看着脚踏车被别

人用数十元买去。拍卖暂停休息时，拍

卖员问那个男孩为什么不出较高的价

格来买。男孩说，他只有5元钱。

拍卖会又开始了，男孩还是每次

都以5元起价，当然最后车还是被别

人竞拍走。慢慢地，周围的人开始注

意到这个总是首先出价的男孩，越来

越多的人对男孩竞价的结果产生了兴

趣。拍卖会快结束的时候，只剩下一

辆车身光亮如新、有多种排挡的最棒

的脚踏车。

拍卖员问：“有谁出价？”站在最前

面、几乎已经放弃希望的那个男孩还是

站了起来，坚定地说：“5元。”顿时，拍卖

会现场一片寂静，所有在场的人都看着

这个男孩，没有人出声，也没有人举手

抬价。直到拍卖员唱价三次，大声宣布

这辆脚踏车卖给这个男孩后，全场响起

热烈掌声。男孩欢呼着举起那张皱巴

巴的钞票，得到了那辆漂亮的脚踏车，

脸上露出了灿烂笑容。

这个故事让人很受感动，它告诉

我们，在人的生命中，除了“胜过别人”

“超越别人”之外，还有一种美德叫做

成就别人。

由此我想到了社会生活中许多

“成就别人”的事。人民教师的主要任

务是教育培养学生，使他们成长为对

社会有用的人才；解放军的职责是保

卫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守护和平；人

民警察奋不顾身与犯罪分子作斗争，

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民群众

的生命财产安全，等等。可以说，他们

都是“成就别人”的人，是构建稳定和

谐社会的重要因素，因而受到全社会

的尊重和关爱。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成就别

人”的人，最终也会成就自己。100多

年前的一天下午，在英国乡间的田野

上，一位贫困的农民正在劳作。忽然，

他听到远处传来了呼救声，一名少年

不幸落水了。这位农民奋不顾身地跳

入水中，把少年救了上来。几天后，少

年的父亲、一位贵族带着礼物登门道

谢，但农民拒绝了这份厚礼。在他看

来，救人只是出于良心和责任，自己不

能贪恋别人的财物。贵族敬佩这位农

民的善良与高尚，感念他的恩德，于是

决定资助农民的儿子到伦敦去接受高

等教育。多年后，这位农民的儿子从

伦敦圣玛丽医学院毕业了，他品学兼

优，后来获得 1945年的诺贝尔医学

奖。他就是亚历山大·弗莱明，青霉素

的发明者。那名贵族少年长大后携笔

从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患上了

严重的肺炎，但幸运的是，依靠青霉素

的治疗而痊愈。他就是英国首相丘吉

尔。

成就别人为什么也能成就自己？

因为它的出发点是真诚友善的，所以

在这个过程中，自己的思想境界能够

提高、能力素质能够增强、所干事业能

够获得更多支持。并且，发展机会也

会在成就别人中出现，让自己的人生

路越走越宽。

有
一
种
美
德
叫
成
就
别
人

■
严
国
强

●读书是增知益智最好的途
径。治心养性、涵养气质靠什么？
靠读书

读书，是一种门槛最低的高贵举
动。世上有很多散发芬芳的事物，唯有
书香最醉人。人人都可以通过读书启
迪心灵、提升气质。被书香滋养的人，
由内而外散发出的书卷气质，皮囊是包
裹不住的。

人于幼时，自然天性并无明显区
分。岁月渐长，便分出高下，成大器
者 气 质 芳 馨 、不 学 无 术 者 鄙 俚 浅
陋。原因就在于，“人心如良苗，得
养乃滋长”。乾隆皇帝曾说：“果能
读书，沉浸酝酿而有书气，更集义以
充之，便是浩然之气。人无书气，即
为粗俗气、市井气。”一个人要想举
止高雅，就要坚持长期读书。孔子
曾 问 儿 子 孔 鲤 有 没 有 读《诗 经》和

《礼记》，孔鲤回答“没有”。孔子说，
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
为什么一些人言语粗鄙，一些人谈
吐高雅呢？答案仍在于读与不读、
学与不学。“一日不读书，尘生其中，
两日不读书，言语乏味”。

人的知识，部分来自实践，部分来
自书本。然而，时光如流水，盛年不再
来，实践终归是有限的。书录百世人，
记载千年事，广博而浩瀚。读书是增
知益智最好的途径。颜之推教子读书
甚严，孩子们心生疑问：难道我们非要
读书吗？那些不读书的人不照样锦衣
玉食吗？颜之推说，确实有些人“家世
余绪”，靠着祖上的福荫过上了好日子，
但是他们无事倒还罢了，“及有吉凶大

事，议论得失，蒙然张口，如坐云雾”。
北宋名相赵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处
理政务力不从心。晚上回家后，“阖户
启箧取书，读之竟日”。第二天上朝，
“处决如流”。他去世后，家人才知道
他每天苦读的是《论语》。1940 年，党
中央决定把每年 5 月 5 日马克思诞辰
日作为学习节，就是要通过读书学习
缓解干部队伍的本领恐慌。正如习主席
所说，只有加强学习，才能克服本领不
足、本领恐慌、本领落后的问题。

涵泳工夫兴味长。古人讲，治天
下者先治己，治己者先治心。治心养
性、涵养气质靠什么？靠读书。唯读
书可改变气质。毛主席曾说，饭可以
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

一日不读。正因如此，他观寰宇论古
今，纵横捭阖、信手拈来，那种大家风
范、领袖风采让世界折服、令世人称
道。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洵 20多岁才
觉出读书的重要，于是“苏老泉，二十
七，始发愤，读书籍”。所幸他终究没
有放弃，“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
一点尘”，闭门苦读数年，终于达到“读
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境界，著有
《权书》《衡论》等佳作，立意高深、见识
高远，“士大夫争传之”。

腹有诗书气自华。你想使自己博
古通今、出口成章、气质非凡吗？那么，
来读书吧！
（作者单位：火箭军政治工作部宣

传文化中心）

唯有书香最醉人
■汪志新

●青年官兵应该像杜富国那
样，不怕事，不避难，闻战则喜，愈
挫愈奋，越是艰险越向前，勇于承
受压力，接受挑战

上过雷场的人都知道，脚步与雷

的距离，就是生与死的距离。在雷场

执行任务，走错一步就会有生命危

险。在这样高危的情况下，杜富国能

够对战友说出“你退后，让我来”这六

个字，就是一种置生死于度外的担

当。其实，有如此担当精神的不止杜

富国一人，在扫雷大队组建之初，计划

抽组400多人，收到的请战书却有1400

多份，成百上千个像杜富国一样的官

兵勇敢请缨，充分彰显出我军官兵舍

身忘我的大无畏气概，让我们看到的

是革命军人的英雄本色。

雷场就是战场，在边境扫雷，地形

复杂，多数情况下只能人工摸排，雷场

内雷障密度极高，雷弹性能不稳定，极

易发生爆炸。深知其难其险的杜富

国，每一次训练都认真对待，因为他知

道，一次失败就意味着将有战友流血

牺牲。为了熟悉掌握理论知识，他随

身携带知识要点卡片，一有空闲就拿

出来学习，加班到深夜是常态；强化技

能训练，别人练习一个小时，他就练习

两三个小时，失败一次，就再来两次。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很快从一个扫雷

专业的“门外汉”成长为“专业通”。正

是面对失败不气馁的精神，让他愈挫

愈奋。他的英雄壮举和精神品质，代

表了新时代革命军人投身强军实践的

价值追求，生动反映了一线任务官兵

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担当精神。

成长道路上，遭遇挫折、承受压力

在所难免。一时遭遇挫折和压力看似

不利，但从长远看对年轻人的成长是

有益的。习主席寄语青年：“强者，总

是从挫折中不断奋起、永不气馁。”杜

富国就努力在工作生活中做这样的强

者，他用行动生动诠释了面对艰难困

苦永不言败，抗挫抗压、愈挫愈奋的

精神。受伤后，杜富国在医生的帮助

下进行复健治疗，每天坚持练体能、

练写字，依旧精神昂扬，积极面对生

活。对未来，杜富国同样充满信心。

有人问他：“如果给你一次机会，你还

会选择加入扫雷大队吗？”他坚定地

回答：“假如再给我机会，哪怕一千

次，一万次，我也会坚守初心，继续作

出这样的选择。”

学习杜富国，尤其要学习他身上

这种不惧挫折压力，勇敢面对挑战、自

信迎接未来的精神品质。有一句古话

叫“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对于年

轻同志来说，不经历矛盾困难和复杂

局面的磨练，难以成熟和进步。年轻

同志主动经受“事上磨”的历练，经风

雨、见世面，才能壮筋骨、长才干。置

身强军兴军征程，前进道路上难免会

遭遇挫折坎坷。使命在肩，唯有以时

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磨砺抗挫抗

压能力，砥砺意志和本领，才能不辜负

党和人民的重托和期望。青年官兵应

该像杜富国那样，不怕事，不避难，闻

战则喜，愈挫愈奋，越是艰险越向前，

勇于承受压力，接受挑战，主动谋事，

大胆干事，努力成事，在经风历雨中练

就铁肩膀、硬翅膀，担起强军重任，实

现人生价值。

抗挫抗压 愈挫愈奋
——“时代楷模”杜富国的成长启示④

■陆 轶

●对于不了解实际情况，习
惯于讲“正确的废话”者，改进方
法就是四个字：调查研究

所谓“正确的废话”，就是“一点都
没错但也没有用”的话，既无反映客观
现实的实际信息量，也无独立思考的
思想含金量。这样的话，说起来顺嘴，
听起来顺耳，逻辑上也不错，但对认识
问题、推进工作、落实政策、解决问题，
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即便如此，为什
么在一些地方“正确的废话”还颇有
“顽强的生命力”呢？

“正确的废话”虽对工作无益、对
他人无助，但因为它总是“正确”，所以
具有“自保”功能，也就是说，它虽然没
有建设性、创造性和可操作性，但它不
会让说话者承担犯错误的风险。因
此，一些人在这种心态支配下选择说
“正确的废话”明哲保身。

“正确的废话”是一种不良文风
话风的反映。毛泽东同志早在 1942
年就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把“空话

连篇，言之无物”作为“党八股的第一
条罪状”，称这样的讲话或文章是“懒
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其效果“就
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文风话风反
映作风。毛泽东同志一针见血地把
“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成因归结为
缺乏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
言权。讲“正确的废话”，就是因为没
有深入实际、缺乏与群众的深入交流
和对情况的深切了解；不掌握第一手
资料，分析问题就只能空对空，梳理
不出问题的要点，也谈不出解决问题
的思路和办法。

对于不了解实际情况，习惯于讲
“正确的废话”者，改进方法就是四个
字：调查研究。少坐办公室，多到现场
去，做到对业务熟、对情况底数清，解
决问题才有思路、有办法；即使对于一
时解决不了的问题，至少也可以做到
心中有数。

有位领导同志说过：“要求干部说
真话，前提是允许干部说错话。”所以，
杜绝讲“正确的废话”，充分调动广大
干部讲真话干实事的积极性，一方面
在考察干部时要重实绩，另一方面也
要营造鼓励讲真话的氛围和环境，让
“言者无罪”真正落到实处。

摒弃“正确的废话”
■吴敏文

●努力养成自问自省的习
惯，勇敢地省察自己、“敲打”自
己，经常自问前行的动力强不
强、奋斗的勇气够不够，始终保
持冲锋的姿态和奔跑的状态，赢
得更加开阔壮丽的人生

习主席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

体学习时强调，越是长期执政，越不

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

我革命精神，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带

头深入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带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带头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头运用批评

和自我批评武器，带头坚持真理、修

正错误”。这为党员领导干部加强党性

修养、做人处事为政提供了基本遵

循。“初心易得，始终难守”。党员领

导干部只有志存高远，不为名利羁

绊，加强自律自省，把初心化为恒

心，把使命化作担当，方能守好共产

党人的精神高地，始终保持先进性纯

洁性，在新时代有新作为。

现实中有的党员干部，入党和工

作之初信仰坚定，能够做到清正廉

洁、干劲十足，然而随着职务的提

升、权力的增大，久而久之就慢慢放

松了对自我的要求，有的开始放弃思

想改造随波逐流，有的放纵自己任由

内心的野草疯长，有的浑浑噩噩过日

子迷失前进方向，还以“人心都是会

变的”“大环境使然”等为托词，给自

己的不作为、乱作为找借口，有的做

起了“两面人”，甚至胆大妄为，利令

智昏，刀悬头而手不停，结果受到党

纪国法的制裁。歌德说：“谁不能主宰

自己，便永远是一个奴隶。”为什么有

的人走得再远，也牢记着原点，而有

的人迈开步子不久，就忘记了为何出

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持之以恒

守初心，能否使内心始终坚实笃定。

广州石门有一泓泉水叫“贪泉”。

据说，凡是喝过“贪泉”之水的人，

都会变得贪婪。晋朝官员吴隐之对此

不以为然，赴任广州刺史途中，他专

门饮“贪泉”之水，还赋诗一首，以

表明自己的廉洁志向、干净品性。同

一泓“贪泉”，有人喝了就变贪，吴隐

之喝了却始终一尘不染，还成为一代

良吏。可见，变与不变，不在泉，而

在人；不在于口，根本在于心；不在

一时，更在于恒久的坚持。古诗云：

“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

身。”意思是说，只要自己心中不存有

任何邪恶不洁的念头，即使在最恶劣

的环境中也能从容立身。历史上的

“一钱太守”刘宠、“二不尚书”范景

文、“三汤道台”汤斌、“四知先生”

杨震、“五代清郎”袁聿修的嘉德懿

行，无不印证了“我的初心我能做

主”。始终注重锤炼高尚操守，才能保

证初心不变，将初心化作毕生坚持的

信仰信念、意志品格和处世原则。

持之以恒守初心，就要永葆一颗

淡泊名利之心。古人云：“淡泊明志，

宁静致远。”没有内心的安宁，就难免

会在名利浮华中背离初衷。王继才坚

守开山岛32年，一辈子两袖清风、一

尘不染；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

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从

他们身上，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抛

却私心杂念，淡泊名利，才能守住初

心，走向精彩。

持之以恒守初心，就要永葆一颗

廉洁自律之心。习主席指出，一个人

能否廉洁自律，最大的诱惑是自己，

最难战胜的敌人也是自己。越是位高

权重的党员领导干部，越容易成为被

拉拢腐蚀和“围猎”的对象，也越需

要时刻把欲望关进理性的笼子里。何

况，一些诱惑带有很大的隐蔽性和欺

骗性，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它们往

往以友善的面孔出现，有如童话里的

“狼外婆”或化作美女的毒蛇，以花言

巧语等种种手段诱使你进入圈套。古

罗马哲学家塞涅卡说：“只要命运女神

微笑时别上当，那么她皱眉时就不会

吃大亏。”党员干部应着力加强党性修

养，增强抵御各种诱惑考验的定力和

内功，收获内心的宁静平和，抵达

“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持之以恒守初心，就要永葆一颗

自我反省之心。“以刀刃向内的自我

革命精神，广泛听取意见，认真检视

反思”。习主席这一重要指示要求，

不仅是开展主题教育的工作方法，也

是坚守初心和成就事业的智慧。1948

年2月，彭德怀率西北野战军在瓦子

街地区打了一场歼敌两万余人的漂亮

仗，他自言自语道：“彭德怀啊，可

不敢骄傲，不敢骄傲啊！”而在遭受

战事损失的西府战役教训总结会议

上，他指着自己的额头说：“彭德怀

呀彭德怀，你学的马列主义哪里去

了？”这种自问、自责、自省的态

度，成就了“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

大将军！”的功勋与威名。“被人揭下

面具是一种失败，自己揭下面具却是

一种胜利”。党员干部应努力养成自

问自省的习惯，勇敢地省察自己、

“敲打”自己，经常自问前行的动力

强不强、奋斗的勇气够不够，始终保

持冲锋的姿态和奔跑的状态，赢得更

加开阔壮丽的人生。

（作者单位：军委后勤保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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