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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得

群 言 集

刘少奇同志说过，“人对错误的

态度有三种：改正得快，改正得慢，

死而不改。改得慢不好，死而不改更

不好”。无论是过错、过失还是缺

点、不足，抑或是缺陷、短板等，皆

可称之为“过”。由于工作和生活中

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各种意外情

况、偶然因素、突发事件也可能不期

而遇，所以党员干部有“过”在所难

免，实属情理之中，但闻过的态度却

不尽相同，也彰显不同的党性修养和

格局境界。乐意闻过、善于省过、勇

于改过，既是一种气度、胸襟，更是

新时代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进

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

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必然要求。

“闻过则喜”见智慧。孟子以

“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来教

育弟子们要正确对待批评，“闻过则

喜”便由此而来。孔子说过，“丘也

幸，苟有过，人必知之”，把别人能

够指出自己的过错看作一件大幸事。

《资治通鉴·晋纪》说：“闻其过者，

过日消而福臻；闻其誉者，誉日损而

祸至。”喜欢闻过，过错就会日渐消

除而福分增加；喜欢听赞美之词，声

誉就会日渐损伤而祸患降临。“闻喜

则喜”是人的一种本性，要做到像孔

子、孟子般面对批评是难能可贵的。

这就必须和本能较劲，在长期磨炼

中，从“闻过不怒”到“闻过不

责”，然后才能渐渐达到“闻过则

喜”的境界。要有一颗宽容的心，体

谅别人的善意，拓宽自己的“心

量”，真正把批评听到心里去。要有

一颗为公的心，把为党做事、为民分

忧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相信组织、相

信群众、相信真理。要有一颗进取的

心，把批评当作鞭策、激励，站在提

升自我能力素质的角度接受批评，不

断补齐短板。要有一颗谦虚的心，诚

恳接受上级批评、虚心接纳同事意

见、善于倾听官兵心声，主动放低姿

态，不断拓展格局、提升境界。

“闻过则省”严修身。《庄子·人

间世》有一则寓言故事：颜回向孔子

请教游说之法，孔子叫他先做到“心

斋”。所谓“心斋”，就是一种内省。

孔子还补充道，“无听之以耳，而听

之以心”，即要时常保持戒惧心态，

对照高尚道德信念、健康情趣品行审

视自己，这样才能练就“百毒不侵”

之身。闻过之后做到自省，是为了更

好地认识自己，不能把毛病当成特

点，更不能把缺点看成优点。“闻过

则省”既是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更

是一种重要的修身方法。从“君子博

学而日参省乎己”到“三省吾身，谓

予无愆”，自省一直以来备受推崇。

然而，真正做到自省并非易事，对照

是非标准知道过错不难，但坦荡面对

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诚如孔子感

慨：“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

自讼者也。”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

要经常做到与错误的思想意识作原则

上坚决的斗争，常思是否忠诚坦荡、

是否知恩图报、是否履职尽责、是否

廉洁自律、是否精神懈怠、是否情系

官兵。只有“日日知非，日日改

过”，摒弃各种思想“毒素”，才能保

持思想“常青”。

“闻过则改”促成长。《周易》有

云：“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

《论语》指出：“君子之过也，如日月

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

皆仰之。”知错必改是闻过的落脚点

和目的所在。歌德说：“最大的幸福

在于我们的缺点得到纠正和我们的错

误得到补救。”人，最难战胜的敌人

是自己，知过而改诠释的是严以责

己、宽以待人、善待权力，升华的是

道德品行，提升的是能力素质。曾经

有一位领导，错误处理了一名同志。

他认识到过错后，建议按规定撤销

了处理，并公开向这名同志做了检

讨，甚至还将检讨书在广播里连续

播了20天。这种高洁的品质、过硬

的党性，令人感慨不已，非常值得

我们学习。伤口见光易好、捂着易

烂。要闻过即改不迟疑，坚定改的

决心，不回避、不遮掩，即使遇到

再大再多困难也奋然改之，不达目

的誓不休。要行动有力不空谈，从

点滴细节改起，用实实在在的行动

改正过错过失。要持之以恒不懈

怠，以燕子垒窝的恒劲、蚂蚁啃骨

的韧劲，经常查漏补缺，在坚持中

确保毛病问题清仓见底、整改归零。

在进行社会革命的同时不断进

行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

政党最显著的标志，也是我们党不

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关键所在。莎

士比亚说：“一个人知道了自己的短

处，能够改过自新，就是有福的。”

我们在向中国梦、强军梦奋进的征

程中，应勇于直面自身存在的问

题，以刮骨疗毒的决心和意志，在

强国强军实践中不断完善自己、提

升自己。

（作者单位：96721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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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
提出了“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
格”的要求。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
领导干部，必须适应新时代新使命新要
求，更加自觉地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
治品格，在强国强军新征程中展现奋发
有为的崭新风貌。

锤炼忠诚干净担当

的政治品格是党的使命

所系、事业所需

政治品格是共产党人党性和人格
的集中体现。忠诚干净担当是对新时
代共产党人政治品格的高度概括，是党
员干部立德、立身、立业的核心素养。
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是对新
时代党员干部根本性的要求。

从党担负的使命看，既对共产党人

政治品格有着内在规定，又为塑造和锤

炼政治品格提供了广阔的实践舞台。

从李大钊“铁肩担道义”到夏明翰“砍头
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从方志敏狱中写
下《清贫》到赵一曼“一世忠贞兴故国”，
正是党的使命在共产党人政治品格上
的生动写照。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
实践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英勇
奋斗、攻坚克难、顽强拼搏，用鲜血和汗
水诠释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
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新时代党的
历史使命，召唤当代共产党人自觉锤炼
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以确保在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经受
住各种风浪考验、征服各种风险挑战、
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担起党和人民赋予
的时代重任。

从干部队伍建设看，既把政治品格

作为选人用人标准，又把培育和锤炼政

治品格当作培根固本的重要任务。干
部队伍强不强，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
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始终保持强大
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团结带领人

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中不断从胜
利走向胜利，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高度
重视培养造就政治品格过硬的干部队
伍。尽管各个历史时期党对干部德才
的具体要求有所不同，但忠诚干净担当
是一贯坚持的选人用人标准和导向，始
终是培育政治品格的核心要求。面对
改革攻坚、转型发展的艰巨繁重任务，
着力锻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
干部队伍，让更多信念坚定、为民服务、
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
部源源不断涌现出来，才能为党的事业
提供坚实的组织保证。

从党员干部成长看，既要有对政治

品格要求的深刻认知，又要不断强化政

治品格的自我完善、自我修炼。我们党
历来强调，党员干部的成长，一靠自身
努力、二靠组织培养。就党员干部自身
来说，必须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加强党
性修养和品格陶冶。刘少奇在《论共产
党员的修养》中强调，要把自己锻炼成
为一个忠诚纯洁的进步的模范党员和
干部。忠诚干净担当，明确了共产党人
应有的政治立场、价值追求、道德操守，
体现了做人做事做官的行为规范，应当
成为每个党员干部修德正身的定盘星、
成长成才的座右铭。只有自觉锤炼忠
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使党性修养、
道德水平、本领才干不断有新的提升，
才能不负党的培养、不负组织重托、不
辱历史使命，真正成长为政治上靠得
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
群众信得过的好党员、好干部。

把握锤炼忠诚干净

担当的政治品格的时代

要求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忠诚是
为政之魂，干净是立身之本，担当是成
事之要，三者相辅相成、有机统一，共同
铸就新时代党员干部的崇高品格和精
神风范。

锤炼忠诚的政治品格，始终做到

对党绝对忠诚。忠诚是共产党人第一
位的政治品格，是融入血脉、融入灵魂
的本质要求。做到对党忠诚是具体的
实践的，必须体现到坚定理想信念、对
党的理想信仰的忠诚上，体现到与党
同心同德、对党组织的忠诚上，体现到
坚决听党的话、对党的理论和路线方
针政策的忠诚上，体现到践行党的宗

旨、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上。尤其是
领导干部，要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
治规矩，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
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
高度一致，时刻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
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锤炼干净的政治品格，始终做到清

正廉洁自律。个人干净，做人才有骨气、
干事才有底气，才能行得稳、走得正。现
实深刻警示我们，干净是政治生命的“护
身符”，一些党员干部之所以蜕化变质甚
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直接原因是没
有守住廉洁从政关。作为党员干部必须
把好人生“总开关”，严格按党章标准要
求自己，守住道德底线、不踩行为准则红
线、不碰党纪国法高压线，做到清清白白
为官、干干净净做事、老老实实做人。尤
其是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
位观、利益观，坚持公正用权、依法用权、
为民用权、廉洁用权，自觉同特权思想和
特权现象作斗争，坚决预防和反对腐败，
做到任何时候都能稳得住心神、管得住
行为、守得住清白。

锤炼担当的政治品格，始终做到主

动担当作为。担当是检验党员干部忠
诚度、使命感和事业心的“试金石”。有
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
才会有多大成就。新时代是奋斗者的
时代，面对新考验，更需要有舍我其
谁、愈难愈奋的担当精神。党员干部
必须有责任重于泰山的意识，敢于负
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把全部身心
都用在干事创业上。尤其是领导干
部，要有政治担当、责任担当、历史担
当，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
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
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
邪气敢于坚决斗争，走在前列、笃志躬
行、率先垂范，用铁的肩膀扛起担负的
责任和使命，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
民、历史检验的业绩。

增强锤炼忠诚干净

担当的政治品格的思想

和行动自觉

打铁必须自身硬。广大党员干部
奋进新时代、展现新作为，就要积极投
身强国强军伟大实践，努力把忠诚干净
担当的政治品格锤炼得更加坚强。

深化理论武装，获得思想指引的新

高度。政治上的坚定来源于理论上的

清醒。必须紧跟党的理论创新步伐，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武装头脑、全面深入学习习近平强军思
想，坚持全面系统学、及时跟进学、深入
思考学、联系实际学，读原著、学原文、
悟原理，努力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
义立场、观点、方法。在学深悟透、融会
贯通上下功夫，不断从中汲取科学智慧
和理论力量，用以指导实践、引领发展、
推动工作，用以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
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不断坚定信念、
强化担当、提升能力。

加强党性锻炼，确立政治过硬的高

标准。坚持把对党绝对忠诚作为首要
政治品格和最高政治纪律，坚决贯彻落
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思想上政治上
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
接受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勇于开展批
评和自我批评，坚决同一切影响党的先
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问题作斗争。
增强自我革命的勇气，经常对照党章党
规党纪，检视自己的思想言行，不断掸
去思想上的灰尘，保持对党的忠诚心、
对人民的感恩心、对事业的进取心、对
法纪的敬畏心。

涵养道德操守，坚守人格追求的高

境界。始终把党的初心和使命铭刻于
心，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强化自
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改造，做到心中
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
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
正廉洁的价值观，见贤思齐、自警自省，
处理好公和私、义和利、是和非、正和
邪、苦和乐的关系，不断增强政治定力、
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保持
严肃的生活作风、培养健康的生活情
趣，牢记人情里面有原则、交往之中有
纪律，增强慎独慎微的自觉性，做为政
以德、正心修身的模范。

勇担职责使命，焕发干事创业的精

气神。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始终以对党
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勤业敬业、锐
意进取，脚踏实地、真抓实干，不断增强
适应新时代新要求的能力素质和执政
本领。切实转变作风，力戒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不回避矛盾、不上交矛盾、不
推卸责任，做到改革创新谋在前、关键
时刻冲在前、勇挑重担干在前。保持只
争朝夕、奋发有为的姿态，越是艰险越
向前，敢于直面矛盾挑战，用知重负重、
攻坚克难的实际行动，担当起新时代党
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

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
■邓一非

快乐源于人们对自身状况、周围
环境甚至整个世界的感觉，是对精神
上的愉悦和心灵上的满足的反馈。追
求快乐是人的天性，享受快乐是一种
幸福。

生活中，不时能听到身边的战友
抱怨自己不快乐、不开心。仔细考
察，这种不快乐似乎随处可见：时常
感到不满，抱怨这也不好那也不好；
看很多人和事都不顺眼，挑这个毛病
挑那个毛病；经常杞人忧天，担心这
担心那，给自己带来无形的压力；干
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做事三分钟热
度，稍有不顺就烦躁……

表面上看，不快乐的原因五花八
门，任何一件不顺心的事情都可能是导
致不快乐的诱因。但从思想上分析，不
快乐，很多时候是人们思想上对快乐的
认知出了问题。比如，有的简单地把快
乐等同于物质享受，吃穿住行上稍不如
意就不开心；对工作和生活的期望值过
高，脱离了实际，经常被不快乐的阴云

笼罩；喜欢盲目攀比，甚至看到影视剧
里的角色都想着去比一比，越比越泄
气；缺乏气度格局，没有容人的胸怀，
事事都锱铢必较。

清代文学家李渔说：“乐不在外而
在心。心以为乐，则是境皆乐；心以
为苦，则无境不苦。”作为新时代的革
命军人，我们应当时刻以饱满的精神
状态、良好的精神风貌投身到强军实
践中去。

努力在追求梦想中收获快乐。当
年曾有一群年轻人向哲学家苏格拉底
请教，如何才能获得快乐。苏格拉底
没有回答，只是让他们造一条船，这
帮年轻人找来造船的工具，用了七七
四十九天才造出一条独木船。独木船
下水时，他们一边合力荡桨，一边歌
唱，快乐极了。快乐就是这样，它往
往在你为一个明确的目标忙得无暇顾
及其他的时候突然来访。提高获得快
乐的能力，就要敢于有梦、勇于追
梦、勤于圆梦。

积极在知足满足中享受快乐。有
一位为了金钱忙得焦头烂额的父亲看
着成天乐呵呵的女儿问：“什么是快乐
呢？”女儿天真地回答说：“比如现

在，我们都吃完了晚饭，你陪我在楼
顶看星星，我感觉很快乐。”迷惑的父
亲一下子就清楚了自己为什么不快
乐。孔子称赞他的学生颜回：“贤哉！
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
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同样的环
境和际遇，有人以为乐，有人以为
苦，奥妙在于是否懂得知足。

主动在相互分享中放大快乐。有
这样一则寓言：一个人问上帝，“为
什么天堂里的人快乐，而地狱里的人
却不快乐呢？”上帝带他来到地狱，他
看到许多人围坐在一口大锅前，锅里
煮着美味的食物，可每个人都又饿又
失望，因为他们手里的勺子太长，没
法把食物送到自己口中。接着，他们
又来到天堂，这里的勺子也很长，可
是人们用勺子把食物送到了别人的嘴
里。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如果你把
快乐告诉一个朋友，你将得到两个快
乐。”学会分享是提高快乐能力的“倍
增器”，学会在工作和生活中分享自己
的快乐、感受他人的快乐，就能够在
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征程上收获更多
的快乐。
（作者单位：92403部队政治工作部）

乐不在外而在心
■曾和好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出自《诗

经·大雅》。意思是说，凡事都会有一

个开始，但很少有人能做到善始善

终。工作中经常遇到这样的现象：每

年年初、工作之初、事业之始，往往踌

躇满志、确立目标、规划蓝图，但随着

时间流逝，热情开始降温，矛盾慢慢显

现，精力不断分散，最终工作或草草收

场，或不了了之。

“鲜克有终”的原因大致有四：不

愿干，忘记了初心使命，缺少责任担

当，敷衍了事，甚至做一天和尚撞一

天钟，庸政、怠政、懒政；不会干，干事

创业的方法路子不多，对可能出现的

矛盾困难估计不足，说起来头头是

道，干起来却不得要领；不敢干，缺乏

敢打硬仗、敢啃硬骨头的勇气决心和

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意志品质，遇

到困难矛盾就信心不足，甚至偃旗息

鼓；不实干，功利思想作祟，只为开局

争彩头，不管结局对不对头，结果“恒

力不足，中道而废”。

“善始善终”是成就事业必不可

少的条件。《道德经》 云：“慎终如

始，则无败事。”我党我军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很重要的

就在于，始终以坚定的信念、顽强的

毅力，持续奋斗、久久为功，不达目

的不罢休，进而夺取了一个又一个伟

大的胜利。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所谓初

心，就一般意义而言，是指做某件事

情的初衷。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就

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实际工作中，初心是推动事业

不断前进的力量源泉，是保证工作正

确推进的方向指引，是确保工作持之

以恒的信念坚守。“千淘万漉虽辛苦，

吹尽狂沙始到金。”不忘初心，常思既

往，常想当初，朝着既定的目标和方

向坚定地走下去，始终保持一份夜以

继日的事业心，始终保持一股锐意进

取的干劲，始终保持一种勤奋敬业的

热情，才能真正做到善始善终。

坚定信心，方有动力。信心是一

种内在的精神力量，它能鼓舞人们克

服困难、战胜逆境。高尔基说过：

“只有满怀信心的人，才能在任何地

方都把自己沉浸在生活中，并实现自

己的理想。”爱因斯坦指出：“自信是

向成功迈出的第一步。”坚定的信心

是走向成功的必要条件，是成就事业

的精神保障。拥有坚定的信心，才能

增添面对困境的勇气和韧劲，艰难困

苦面前不气馁、不灰心、不放弃。长

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钱

学森曾说：“不要失去信心，只要坚

持不懈，就终会有成果的。”增强对

实现奋斗目标的信心，增强对所从事

事业的信心，敢于攻坚克难、较真碰

硬，事业之船就能扬起风帆，乘风破

浪勇往直前。

秉持耐心，方能前行。柏拉图说

过：“耐心是一切聪明才智的基础。”

“揠苗助长”的寓言启示我们：不遵

循事物发展规律，急功近利，必然会

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法国有句谚语

说得好，耐心和持久胜过激烈和狂

热。爱迪生为了寻找灯泡内的耐热材

料，先后试用了数千种物质，花费了

大量时间，饱尝失败的滋味，最终获

得成功。他总结自己成功的秘诀就是

勤奋加耐心。只有甘于寂寞平凡，不

急不躁、稳心静气，固其根本，浚其

泉源，才能保证我们的工作不改频、

不变轨，始终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行。

保持专心，方有所得。《孟子》

云：“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一个

成就事业的人，不一定占据了好的开

始，却一定能用心做到最后，专注与

认真使其走向成功。正所谓“见异思

迁，土堆难翻；专心致志，高峰能攀”。

反思我们有些工作之所以收效不大、

落实不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专注

程度不够，往往是前紧后松、虎头蛇

尾，只满足于会议开了、文件发了、要

求提了、措施定了，至于“下篇文章”，

则往往煮了“夹生饭”。古人云：“忧懈

怠，则思慎始而敬终。”防止“鲜克有

终”，就要做到慎始善终、专心致志，沉

得住气、稳得住神、站得住脚，心无旁

骛，凝神聚力，敢抓敢管、不等不靠，主

动担责、积极作为。

坚持恒心，方能成事。《荀子》

云：“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

驾，功在不舍。”好的开始并不难，

难就难在“不舍”上。行百里者半九

十，就是告诫人们越是到最后，困难

越多阻力越大，越是容易放弃和失败

的时候，越要做到持之以恒。“锲而

不舍，金石可镂”，否则就会持之不

坚，半途而废。马克思写 《资本

论》，阅读了1500多种书，前后花了

40年时间；曹雪芹经历“披阅十载，

增删五次”之后，终于著成 《红楼

梦》。这些成功的事例揭示了一个基

本道理：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具有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的恒心毅

力。正所谓“道虽迩，不行不至；事

虽小，不为不成。”我们要发扬钉钉

子精神，以顽强的意志抓好各项工作

落实。

（作者单位：陆军指挥学院）

谨防“鲜克有终”
■纪荣庆

论苑漫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