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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干部在群众眼里，应成
为“石敢当”，做到“干事创业敢担
当”。这既是“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需要精准指向的一个
具体目标，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干事
创业的客观要求

在东岳泰山，常见山脚下、路店旁

乃至老百姓的屋舍前，摆着一些大小不

一的石头，其中不少用红漆书写着“泰

山石敢当”字样。“石敢当”是谁，何以令

人们如此感念？其中说法不一，有说是

泰山特产的一种具有镇恶祛邪功能的

灵石，有说是一位所向无敌“以捍居民”

的古代勇士，也有说是民间传颂的一位

专为穷苦人打抱不平的青年英雄。总

之，“石敢当”寄托着人们对正义力量的

一种冀望和崇拜。

传说是否真实无关宏旨，却给我们

一个重要启示：党员干部在群众眼里，应

成为“石敢当”，做到“干事创业敢担

当”。这既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需要精准指向的一个具体目标，也

是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客观要求。

石敢当，“石”字为本，自身要像石

头一样坚硬。自身硬，方有战斗力，方

能赢得群众信赖。就像盖房子要用钢

筋混凝土，为什么要用它们？就是因为

它们有硬度，这种硬度保证了其足以承

载房子重量。党员干部干事创业，骨子

里必须多一点钢筋混凝土的品质，保证

自身过硬，否则就成了“豆腐渣”工程。

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在各种现实考验

面前，要敢喊“看我的”“照着我的样子

做”，有“跟我上”“跟我冲”的豪迈。这

是一种底气，也是一种形象，出自于自

身过硬，发自于心底无私，经得起众目

睽睽审视。试想，自身豆芽菜式的身

板，不堪风雨磨砺，如何做得出“跟我

上”“跟我冲”的示范？自身皮袍下面藏

着个“小”、怀里揣着“小九九”，如何喊

得出“看我的”“照着我的样子做”？“为

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

之。”自身过硬，是一种榜样的力量，也

是一种凝聚人的力量。

石敢当，“敢”字为先，要敢于负责、

敢于担当。作为党和人民事业的中坚，

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在矛盾和问题

面前的态度及作为，是群众观察和认识

其品质的重要窗口。有的人遇到难题绕

道走，或者拈轻怕重、推卸责任。如此即

使口号喊得再响，在群众眼里也不过是

个唱功好、做功差的“嘴巴干部”。相反，

挺身而出、扛起责任、拿出担当，求得问

题的突破，群众就会为你叫好，打心眼里

信服你。党员领导干部就应该这样：哪

里有困难，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哪里工

作较劲，哪里就有他们担当“顶梁柱”；哪

里群众思想有困惑，哪里就有他们当“定

盘星”。“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越是

群众关注、需要解决的难题，党员干部越

要拿出破解的办法。党员干部“石敢当”

的地位和作用，或者说是领导威信、领导

魅力，不是靠行政手段实现的，也不是在

唱高调、喊口号的过程中确立的，而是在

建设和发展遇到难题甚至危机，大家普

遍感到束手无策的时候，靠展现使命担

当而赢得的。

石敢当，“当”字为重，既敢于担

事，又要能扛事。践行党的宗旨，需要

努力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赢得人民

群众支持拥护，让人民群众发自内心

“说党好”；但同时，还要敢于管坏事，

面对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人和事，敢

于亮剑，敢于较真碰硬，就像捉鬼的钟

馗那样，使鬼魅一看见就吓得魂飞魄

散，成为正义力量的化身和歪风邪气的

克星，做到为官一任、保一方“海晏河

清”。应当说，这是党员领导干部一种

难能可贵的品格——既不容邪、又能镇

邪。现实中常见一种情形：对破坏公共

秩序的不良风气，有的明明心里知道，

公开场合却当好好先生，不敢批评，不

敢斗争，漠视其存在。这表现在一般人

身上尚可理解，但对于党员干部尤其是

领导干部来说，就是不负责任、耍滑头，

是决不允许的。从本质上讲，这是“怕”

字当头、私心作怪，怕承担责任，怕影响

自己。这种人看起来精明，实则愚蠢。

道理很简单：党员干部的价值是担当，

职责是维护正义秩序。不敢担当，让正

义秩序失范，就是失职渎职、尸位素餐，

就会丧失群众信任。一名党员干部失

去了群众信任，何谈价值意义？更遑论

群众威信。从这个意义上讲，党员干部

做“石敢当”，既会让部属有一种“靠得

住”的归属感，还会给群众一种“信得

过”的安全感。如此，带领广大群众干

事创业才会有说服力和凝聚力。

党员干部要做“石敢当”
■于永军

●桅杆不是船的全部，但事物
的发展总是有迹可循的，而“桅杆”
的出现就是最明显的信号

桅杆，是指帆船上用来悬挂风帆
和旗帜的柱杆。帆船时代航海，远眺
地平线，人们总是先看到桅杆，再看到
船，而有经验的船长们往往能够通过
观察远方帆船的桅杆，进而判断船的
类型和方位。从这个意义上说，桅杆
即是大船显现的先兆，引申开来，指事
物发展的苗头。

毛泽东同志在《星星之火，可以
燎原》中，就曾用“桅杆”作比喻，预言
革命高潮的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
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

航船。他也曾将“桅杆”和“领导力”
作类比：“只有当还没有出现大量的
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
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
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
这才叫领导。”

桅杆不是船的全部，但事物的发
展总是有迹可循的，而“桅杆”的出现
就是最明显的信号。作为领导干部，
如果能够第一时间敏锐地捕捉到“桅
杆”，无疑会为之后的决策提供及时有
效支撑。若“桅杆”反映的是问题的苗

头，则可以快刀斩乱麻，消除所有潜在
的问题，或是提前制订好应对措施；若
“桅杆”反映的是好的潮流或者趋势，
则可以抓住机遇顺势而为，最大程度
扩大战果。

知之非难，可想要真正把握住“桅
杆”却非易事。当前面对改革大势，我
们能否看见“桅杆”，思想上坚决抛弃不
合时宜的思维定势、固有模式、路径依
赖，避免穿新鞋走老路；能否看清“桅
杆”，当政策制度涉及个人利益时，主动
站在改革发展的高位看问题，认识到深

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时代发展所需；能
否看懂“桅杆”，将改革看作“爬楼梯”而
不是“自动扶梯”，在位更在状态，有位
更有作为。这些都考验着每一个人的
眼界和胸襟。

要想把握住“桅杆”，关键是提高自
身能力。时代在淘汰人，时代也在挑选
人，面对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大考”，
我们唯有不断锤炼自身能力素质，凭素
质立身，凭实绩立足，才能真正做到乘势
而上、顺势而为，在火热军营实现自己的
价值追求。

善于把握住“桅杆”
■王成滨 杨希圆

●一起致力于解决形式主义突
出问题，形成层层有责、人人有份的
良好风气，把减负工作与练兵备战
最大限度结合融合、相互促进

做过饭的人都知道，煮粥时不管多

着急，都不能一直开大火。如果因为急

躁求快而开大火，那么煮的粥不但不好

吃，甚至有可能糊掉不能吃，这个常识看

似普通，却引人思考。“欲速则不达”。急

躁是我们内心强烈愿望的情绪体现，过

度急躁会让人急于求成、冲动冒进，进而

产生种种不良后果。

然而当前工作中，急躁情绪在我们

身边一些人身上或多或少地有所体现。

自从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解决形

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以

来，各级都在围绕为基层减负聚焦用力，

举措频出，成效明显。但也不可否认，有

的单位负担尚未明显减轻，有的进度阻

滞，个别的甚至陷入“反弹怪圈”。部分

同志由此便产生急躁情绪，有的对阶段

性减负效果要求过高，稍遇挫折便认为

减负无望，于是心灰意冷、意志消沉；有

的则是对减负速度要求过高，发现进度

稍缓，便开始盲目减负，甚至简单粗暴地

做“减法”。如此种种，不仅会辐射开来

影响官兵士气，也是在变相损耗战斗力

建设，不可不警惕。

出现急躁情绪，一方面是社会上的

浮躁风气在一些官兵身上的体现和蔓

延，一方面也反映出官兵们对争分夺秒

聚力练兵备战的迫切愿望，以及对形式

主义等不良风气的极端厌恶。但是要

明白，越是愿望强烈，越要蹄疾步稳。

任何问题的解决都需要过程和时间，减

负工作也是如此。它不是一场闪击战、

速歼战，而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涉及

到部队建设发展的各系统、各方面，不

能单纯地急于限定时间、急于追求效

果。面对形式主义这样一个顽瘴痼疾，

可以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以，

融冰三尺，也非一时之功，绝不能一时

未达预期便灰心丧气、急躁冒进，若是

因此而自乱阵脚，就会顾此失彼、左支

右绌。

干事业常成于坚忍、毁于急躁。历

史上，因为急躁冒进而遭受挫折的例子

不胜枚举。凡此种种，都在给我们敲响

警钟。减负是一场攻坚战，很难在短时

间内把所有问题都解决掉，需要持续发

力，久久为功。

防止急躁情绪，首先要析事明理、

激发信心，向官兵讲清楚减负工作是人

心所向、大势所趋，同时也要讲清楚矛

盾问题的彻底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引

导官兵自信冷静地看待减负工作；其次

是标本兼治、注重实效，注重研究在减

负工作中出现的新矛盾、新特点，坚持

防源治表，既着力解决深层次问题，又

要让官兵看得见实实在在的减负成效；

最后是要上下联动、齐抓共管，坚持还

权基层、相信基层，引导广大官兵摒弃

“看客思维”，一起致力于解决形式主义

突出问题，形成层层有责、人人有份的

良好风气，把减负工作与练兵备战最大

限度结合融合、相互促进。

（作者单位：94600部队）

减负莫染急躁情绪
■张宇辰

“原则上虽然是这样，但是……”
这样的话，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常能飘
进耳中。这里所说的“原则上”看似
在遵守原则，而实际上已经变通，把
原则变成了“圆则”。

陈云同志说：“要提倡坚持原则，
提倡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精神。”原
则应该像山上的石头，棱角分明，而
不能像河里的鹅卵石，圆润平滑。在
坚持原则的过程中，每降低一次标
准、放宽一次尺度，就是对原则的一
次放弃，时间久了、次数多了，原则就
变成了“松紧绳”，搀杂进了圆滑世
故。
“原则上虽然是这样，但是……”

是给违反原则行为穿上一件遮羞的外

衣，是假原则之名，行违反原则之实。
事实上，这件外衣不但不能遮羞，反而
让违反原则的行为映入群众的眼帘。

人间万象，世事繁杂。面对诱
惑，如果不能坚守原则，而是想着把
原则变为“圆则”，随意降低标准、放
宽要求，终会酿成大错、自食恶果。
一个不能坚持原则的人，就像一艘无
舵之船，风吹到哪儿，船就只能漂到
哪儿。相反，把原则当铁律，严格要
求自己，公正待人，公道做事，坚守底
线、不越“红线”、不碰“高压线”，做一
个时时处处能够坚持原则的人，才能
够得到组织的信任和大家的认可。
如此，身居领导岗位就是一位好领
导，身处平常岗位就是一名好干部。

莫让原则变“圆则”
■王文海

明朝张瀚《松窗梦语》里有一个故
事：张瀚初任御史时，去参见都台长官
王延相，王延相给张瀚讲了一则乘轿
见闻。有一次，他乘轿进城遇雨，其中
一名轿夫穿了双新鞋子。开始时，轿
夫小心翼翼地循着干净的路面走，“择
地而蹈”，后来不小心踩进泥水里，由
此便“不复顾惜”了。这个故事告诉我
们“慎始”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对于
人生的许多“第一次”，要慎重把握，步
子一开始就要迈对。

古语有云：“君子慎始，差若毫厘，
谬以千里。”然而，慎一时易，慎永久
难。工作伊始，许多人往往劲头十足、
细致认真，对每件事都尽心尽力，但随
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同志工作责任心

和自我约束力开始下降，没有了刚开
始工作时的“慎始之心”，面对身边的各
种诱惑，冒出了“仅此一次”“影响不大”
的侥幸心理，防线开始动摇，随之一而
再、再而三，逐步滑向不可收拾的境
地。近年来落马的贪腐分子，大都是
在溢美之词、权力欲望中迷失了“慎始
之心”，被诱惑打开了欲望的阀门，从此
堕向了深渊。

初之不慎，后患无穷。唯有常思
“慎始”，方能善终。我们应常怀一颗
“慎始之心”，谨慎迈好工作生活中的
“第一步”，始终“择地而蹈”，坚守初
心。唯有这样才能干净做事，清白做
人，让人生价值在规矩用权、服务人
民中得到彰显。

常思“慎始”方善终
■贾 辉 王 卓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笔谈

影中哲丝

几名战士执行武装巡逻任务，对可

能发现敌情的地段进行搜索。他们采

取前三角队形协同搜索，提高了搜索效

率的同时，也起到了彼此掩护的作用。

战场上的敌情威胁有明有暗，单靠

个人不可能兼顾到全方位敌情。唯有

同战友并肩作战、协作分工、相互掩护，

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消灭敌人。

人生亦是如此，“一个篱笆三个

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人的能力

和精力是有限的，学会同他人密切合

作、优势互补，注重发挥集体力量，才

能通过集体协作，既保证任务顺利完

成，又使自己得到锻炼提高。

分工协作——

注重发挥集体力量
■陈长宏/摄影 杨茂秋/撰文

●今天，条件虽然好了，但
“红管家”的本色不能变，艰苦奋
斗、勤俭节约的思想不能丢

“吃不穷、穿不穷，计划不到一世

穷”，这句妇孺皆知的老话，告诉人们

居家过日子要讲计划、会划算。习主席

曾引用这句老话，告诫我们不论国家

发展到什么水平，不论人民生活改善

到什么地步，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思

想永远不能丢。

细水长流年年有，大手大脚难长

久。丰年想着歉年，有时想着无时，把

好日子当穷日子过，不仅体现了一种

生活智慧，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优良

品德。被周恩来称为“管家理财的行

家”的黄克诚，不但会打仗，对经济工

作也很内行，而且勤俭节约，精打细

算。当年，黄克诚被任命为新四军第

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时，苏北地区由

于敌人的残酷扫荡和经济掠夺，军民

生活极度艰难，干部战士军装用布非

常困难。黄克诚一边组织部队生产自

救，一边在节约上动脑筋。经过琢磨，

他把官兵戴的帽子的帽箍由双层改为

单层。一顶帽子一个小布条，全师两

万余人，合起来就能节省不少布料。

军帽如此，军衣也照此办理，上衣翻领

改成直领，去掉两个口袋，一套军装节

省一点，全师就能省下很可观的布

料。“他这个人我了解，你给他一万块

钱，他能当十万块钱用”。这是周恩来

对黄克诚的赞誉。

从古至今，对待生活就有两种不

同的态度：一种是“日计有余，岁计不

足”，过日子无明确目标，无周密计划，

“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

长此以往，难免寅吃卯粮，拆东墙补西

墙，把自己置于尴尬的境地，甚至使生

活难以为继。另一种是“日计不足，岁

计有余”，平时过日子精打细算，能省

一点就省一点，每天算下来没有多少，

一年累计起来就很多了。事物的发展

变化都有一个量变的积累到质变的飞

跃过程。实际上，计划过日子，生活讲

勤俭，积累的不只是物质财富，为经济

生活留下更多的回旋余地，而且也积

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古代家教家训

内容繁杂，有一条却是共同的，那就是

敬天惜物、勤俭持家。一句“一粥一

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

力维艰”，蕴含了多么厚重的生活哲

理，影响和教育了多少华夏子孙，至今

仍被人们所称道。

今天，随着生产力发展，物质财

富极大丰富，我军的供给保障也告别

了捉襟见肘的境地。面对供给标准

提高、经费相对宽裕，有的人却身在

福中不知福，淡忘了“勤是摇钱树，俭

是聚宝盆”的古训，开支用度疏于计

划，花了过头钱；有的热衷于面子工

程，把钱打了“水漂”；还有的投入见

“花”不见“果”，花了冤枉钱。结果不

仅使一些经费没有用到刀刃上，没有

产生最佳效益，而且助长了铺张浪费

之风，与我军艰苦奋斗、勤俭建军优

良传统背道而驰。

洪学智曾先后两次担任总后勤部

部长，而且都是在国家处于经济十分

困难的时期。他当家理财集中到一

点，就是办事情无论大小，都要做到计

划先行，规矩当家，勤俭办事。因此，

他被官兵们誉为“红管家”。今天，条

件虽然好了，但“红管家”的本色不能

变，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思想不能

丢，更要强化计划意识、规矩意识，立

足标准、量力而行，严格管理、堵塞漏

洞，善找市场、少花钱多办事，切实把

国家拨给我们的军费管好用好，发挥

其最大效益，从而为实现强军梦提供

坚实的物质保障。

﹃
计
划
不
到
一
世
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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