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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研究

工作中，说到某事某人时，经常

听到有的同志说着说着就来一句“常

言道……”。所谓常言，是指习惯上

说的谚语或格言之类的话。既然是人

们常说且又认同的话，在很多人看来

自然就是正确的话。那么，这些话是

不是就一定正确呢？未必，有些还是

值得思考和辨析的，否则，很有可能

把我们带入思维的误区。

“离开了谁，地球都照样转”。某

科研单位精简机构人员，以“一刀

切”的方式将部分业务骨干安排离

岗。有人提出异议，个别领导不以为

然：“常言道，离开了谁，地球都照

样转”。一时让人语塞。

没错，地球转动不会因为某个人

而停止。可要知道，地球转动和人类

本来就没有任何关系，早在人类出现

的150亿年前，地球就已诞生并开始

转动。也许有人会说，这其实不过是

一种比喻。然而，以这种比喻的方式

轻视人才和重要人物的观念也是错误

的，重要人物在关键时期，无疑起着

一般人不能起或起不到的关键作用。

对于中国革命，邓小平同志曾这样评

价毛泽东同志，“如果没有毛泽东

同志的领导，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

黑暗中摸索很多年才能取得胜利。”

这就是重要人物的关键作用，如果

“离开了”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唯

物史观也一再告诉我们，既要充分认

识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也要

充分认识到杰出人物的巨大作用和不

可或缺性。他们往往比一般人站得

高、看得远，知识渊博，思想敏锐，

化解矛盾能力更强。地球转动是自然

现象，事业发展需要人才是社会现

象，用地球转动与否来比喻对人才价

值的认定显然是欠妥的。

“一个巴掌拍不响”。当战士之间

发生矛盾或冲突时，有的领导干部会

说：“这还用想吗？常言道，‘一个巴掌

拍不响’”。意思是，冲突的双方都有

问题，如果处理都要处理。于是乎，不

分青红皂白，“各打五十大板”。

现实中确实没有人能将一个巴掌

拍响。可应知道，矛盾和冲突毕竟不

是拍巴掌。拍巴掌是由一个人的主观

意识支配的行为，两个人或多人形成

矛盾和冲突，既非一人之意识，亦非

共同的主观故意，有的可能完全出于

被动甚至无辜“中招”。我们知道对

汽车相撞事故的处理，事故责任分担

会出现多种情况，有承担全部责任

的，有不承担责任的，还有各担一半

责任或少部分责任的。一定程度上

讲，承担全部责任者，就是“一个巴

掌”拍响的。遇事动辄就是“一个巴

掌拍不响”，其实是一种懒人思维，

以简单粗暴的方式将问题处理了事。

这种缺乏公平公正的做法，只能引发

新的矛盾和冲突。

“先小人，后君子”。此语源自

《醒世姻缘传》：“凡事先小人后君子

就好，先君子后小人就不好了。”意

思是办事之前先说好条件，之后怎么

讲情谊讲宽让都行。这句话也常常被

引申到工作中，如上级向下级交代工

作任务，有的会来一句：“咱们先小

人、后君子啊”。这固然是私下里说

的话，但细分析，亦有问题。所谓的

“先小人”无非是一切工作都按原则

来办、按规矩来办，按标准来衡量，

要点滴计较、不得马虎。可是，开展

工作本来不就应该如此吗？正可谓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不讲高标准就

不可能有高质量。可坚持这样做，怎

么就“小人”了呢？莫非不讲原则、

不讲规矩、不重标准、不强调责任担

当才是君子？这句话在私人交往中也

许不失积极意义，但用于工作则不

当。干工作时时处处都能够讲原则、

讲法规、讲标准、重质量，那才是君

子；反之，毫无原则、讲人情、重面

子、欺公罔法，才是伪君子。即使将

这句“常言”当谦词用，也应当

“谦”则“谦”，不可滥用。

“浪子回头金不换”。某单位一名

年轻干部一直处于后进状态，长期教

育收效甚微，后来因其家庭出了事，

部队帮助得以解决，受到感动之后，

这名干部思想起了很大变化，工作大

有进步。为此，单位主官不断对其进

行表扬，甚至提出立功嘉奖。对此，

有的同志持不同看法，主官立马反

驳：“不是常言说‘浪子回头金不

换’嘛”。

浪子回头，确实是令人欣喜的

事，用“金不换”比喻也不为过，适

时给予褒奖，也是鼓励其继续向好的

举措。但是，所谓的“金不换”主要

是相对于其自身而言，至于其该获得

什么样的奖励，还是要适度，总体上

要一碗水端平，坚持和其他同志同一

标准衡量。有的同志一直以来就表现

优秀，任劳任怨，成绩突出，如果因

为没有“浪子回头”这一经历，反而

得不到应有的奖励，岂不有失公允？

或因于此，在有的单位就有个别人向

年轻同志“传经”：“工作刚开始别那

么积极，先消极点，以后再积极点，

显得进步快。”这大概就是个别领导

干部因为对“浪子回头金不换”这句

话的曲解而产生的负效应吧？所以，

对于“浪子回头”我们要积极肯定、

充分鼓励，比如将“好消息”传递给

其家人等，但不能在奖励上丧失应有

的公平，以致挫伤一向表现优秀的同

志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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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的本质是社会或组织对某些
人做出功绩和具有模范道德行为的肯
定和褒奖，是为了激励他人学有榜样、
行有示范，同时也是让荣誉获得者再
接再厉，取得更大的成绩。在本单位、
本系统以及更大范围内营造一种积极
向上、争先创优的良好氛围，这是荣誉
的主要价值所在，也是公信力所在。

然而在有的单位，荣誉却变了
味，偏离了本质。有的变成了“流动
红旗”，搞平均主义，荣誉在集体和个
人之间，论资排辈，轮流坐庄，人人有
份。有的变成了“慰问品”，荣誉往往
颁给了那些功劳成绩并不大，但吃苦
较多而又没有被提拔重用的人，怕一
些人觉得不公闹情绪、撂挑子。还有
个别的用于精神贿赂，荣誉向权力倾
斜、向资历倾斜，不管他们要不要，在
荣誉面前都尽可能让他们优先，使得
有的同志工作业绩未必突出但获得
荣誉却并不少。与之相反，那些拼搏
在第一线的同志反倒得到不多，等
等。荣誉是否适得其所，是其公信力
的关键所在，荣誉的公信力树立起
来，就能最直接、最有效地引导人们
的精力投向和投放，成为激发人们工
作热情的内动力。朱德同志曾经形
象地说：部队中人人精神振奋，你也

想立功，我也想立功，这样就会打胜
仗。无疑，其前提是每个人立功、立
什么功，都是公平公正的，是凭战绩
说话的。

倘若荣誉使用不当，就会失去公
信力，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影响了人们
工作积极性。“荣誉人人有，早晚轮到
我”，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
样，这样，有人就会觉得没有必要吃那
么多苦、受那么多累。如果“先进模
范”的荣誉仅仅是一个单位的花瓶、摆
设，仅仅用来撑门面，或仅仅因为“不
闹情绪”而得之。那么荣誉的分量在
其心中就显得很轻，成了食之无味、弃
之可惜的鸡肋。还有，如果一旦走上
领导岗位就很容易获得荣誉，那么，在
一个单位或系统内踏踏实实钻研业务
和技术的人就会少，为弄一官半职而
投机钻营的人就会多，无疑会影响业
务的开展和创新。

荣誉认定标准的公正性是其公信
力的前提。古人说：“君子务本，本立
而道生”。倡导的就是君子应专心致
力于根本的事务，只要根本的事务做
好了，做人做事的原则确立了，人们
就必然对其肯定，荣誉也就有了。一
位学者说得很直白：“荣誉属于真正
在竞技场上拼搏的人，属于脸庞沾满

灰尘、汗水和鲜血的人，属于顽强奋
斗的人，属于屡败屡战但还拥有巨大
热情和奉献精神的人，因为没有努力
是没有缺点或错误的；荣誉属于投身
于有价值的事业的人，属于敢于追求
伟大梦想的人，最终获得伟大成就或
者虽败犹荣的人。”这就是荣誉的真
正归属，也可以说是事物的基本规律
和本来面目。如果我们人为地破坏
了这个基本规律和本来面目，那么荣
誉就会在人们心中贬值，就会失去公
信力。

提升荣誉的公信力还需要维护荣
誉的价值，努力使之产生后续效应。
有的单位表彰先进时，简单地念一念
表彰通报，随之将荣誉证书一发了之，
热闹一阵子后，荣誉几近成为空头支
票，所谓的先进典型也被束之高阁。
这样做，不仅会使荣誉获得者失去其
应有的榜样效应，而且也会使人们丧
失对先进人物的敬重。论功行赏是自
古就有的激励人们建功立业的有力举
措，也是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只有把
荣誉获得者所形成的效应充分地利用
起来，展示和发挥好其价值作用，才能
发挥其引领社会和带动他人的作用，
使对荣誉的崇尚真正成为人们奋发向
上的驱动力。

提升荣誉的公信力
■范景鹏

生活中有一些东西可以代替使用，
比如苏打粉可以代替清洁剂用，雨伞可
以代替拐杖登山时用。

然而，用一物代替另一物，只能是
权宜之计、临时手段，是不能当作该物
体本身的。由此推及，解决思想问题、
校正认识偏差、纠正错误做法，就更不
能以其他任何形式来“代替”，只能一
是一、二是二，一档归一档、一类归一
类，是什么问题就老老实实地面对什
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能偷梁换

柱、走偏跑题。
修正错误要防止以上级指出的问

题代替自身查找的问题、以班子问题
代替个人问题、以他人问题代替自身
问题、以工作业务问题代替思想政治
问题、以旧问题代替新问题。这五个
方面应当防止的“代替”，可以说十分
具体地指出了一些同志在思想政治教
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要害，具有很强
的现实针对性和深刻警示意义。指望
问题被“代替”，说到底还是不敢正视
问题，设法逃避问题，避重就轻、避实
就虚，打算敷衍应付、轻松过关。这种
做法只能是一害组织、二害自己。党
的组织是由党员个体组成的集体，一

个组织在开展主题教育过程中大家检
视和反思自己的问题如果不认真、不
较真，还能保证组织教育的质量效果
吗？不能保证质量效果，又怎能为今
后开展工作提供政治保证、思想保证、
组织保证、作风保证？作为党员个体
来说，每一次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为自
己的思想行为作一次全面体检并针对
问题进行治疗。

因此，在主题教育过程中，必须打
消各种思想顾虑、摒弃私心杂念，既敢
于直面问题，又善于查摆和剖析问题，
使问题得到彻彻底底、利利索索的解
决。

（作者单位：31690部队70分队）

既敢于直面问题，又善于查摆和剖析问题

问题不能被“代替”
■张少松 张大鹏

2019 年第 12 期《求是》杂志发表
习主席的重要文章《坚定文化自信，建
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在文章中，
习主席指出：“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
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
独立性的大问题。”文化自信与国家命
运休戚与共，文化自信则民族自信，文
化兴盛则国运兴盛。我们应当充分认
识文化自信与国运兴衰的重要关系。

文化自信与国家命

运休戚与共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史上，自信
是厚重的文化底色。基辛格在《论中
国》一书中写道：“在过去的 2000年里，
有 1800年中国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
所占的比例要超过任何一个欧洲国
家。直到 1820年，中国在世界国内生产
总值的比例仍大于 30%，超过了西欧、
东欧和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发
达的农业文明不仅赋予中华文化以独
特的价值，也赋予其坚定的文化自信品
格。正如习主席所指出的：“在每一个
历史时期，中华民族都留下了无数不朽
作品。从诗经、楚辞、汉赋，到唐诗、宋
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共同铸就了灿烂
的中国文艺历史星河。中华民族文艺
创造力是如此强大、创造的成就是如此
辉煌，中华民族素有文化自信的气度，
我们应该为此感到无比自豪，也应该为
此感到无比自信。”

鸦片战争是中华民族也是中华文
化发展的一道分水岭。此后，清政府在
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割地赔款，备受
屈辱。一页页不平等条约，卷走了中国
人民数以亿计的财富，也羞辱了一个泱
泱大国的尊严。文化自信遭遇前所未
有的冲击，陷入历史的低谷。曾经引以
为傲的中华文化自然也成为人们反思
的重要对象，而一些人反思的结果是：
中国不仅器物不如人、制度不如人，文
化亦不如人，欲救中国，只能“改弦更
张”“驰骋欧美”。但这一时期的文化自
省，为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奠定了思想基
础和群众基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不
仅掀开了中国革命的崭新一页，也掀开
了中华文化发展的崭新一页。毛泽东
同志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
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
入主动。伴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风
起云涌，中华文化也开启了全新的发展
历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
人民群众创立的革命文化，犹如涓涓细
流不断汇入中华文化之中，不仅为其增
添了“新鲜血液”，更升华了境界。

历史表明：国家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是任何国家、任何民族推动文化发展、
树立文化自信的前提条件，没有这个条
件，再美妙的文化蓝图都只能是海市蜃
楼。新中国成立后，获得彻底解放的中
华民族，不仅实现了主权的独立，更获
得了精神上的独立。“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在砥砺奋进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中
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
结合，锤炼出既反映时代潮流、又有鲜
明中国特色的文化精神，创造了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
去粗取精和时代重塑。这一过程，也
是文化自信的再造过程。我们党把这
一过程积聚的精神力量释放于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迅速建立起了独立而
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全
新的国家、全新的制度、全新的文化相
互支撑，共同照亮了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光明前途。

1978 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伟大征程。改革开放不仅创
造了中华民族发展的新高度，也创造
了中华文化发展的新高度。大国崛起
的历史表明，经济发展代表的不仅是
“经济硬实力”的提升，也是“文化软实
力”的提升。伴随着中国发展成为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今天的中国不仅企
业、商品、游客遍布世界，中国文化、中
国智慧、中国价值也在影响世界。对
此，习主席深有感触地指出：“当今世
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
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
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
信的。”

在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坚定文化自信

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中，我们
能够更好地看清世界、感悟人生、认识
自己；历史也是一位智者，同历史对
话，我们能够更好地认识过去、把握当
下、面向未来。回顾近代以来特别是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不难发现，文
化自信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只有国
家强盛，文化自信才能获得最为坚强
的支撑。

习主席指出：“每到重大历史关
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近代以

来中国的历史，既是一部中华民族从
备受屈辱到站起来、富起来再到走向
强起来的发奋图强史，也是一部中华
文化从自卑到自立再到自信的文化
自强史。今天的中国前所未有地接
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
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高枕无
忧了。对于当今中国来说，现代化仍
是未竟的目标。所以，习主席反复
强调：“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
关键”，指出：“只有牢牢扭住经济建
设这个中心，毫不动摇坚持发展是硬
道理、发展应该是科学发展和高质量
发展的战略思想，推动经济社会持续
健康发展，才能全面增强我国经济实
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
才能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雄厚
物质基础”。面对浩浩荡荡的时代潮
流和正在深度调整的国际战略格局，
丝毫的自满和点滴的懈怠，都会给我
国的现代化之路增添障碍，必须再接
再厉、一往无前，继续把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推向前进。唯有
如此，才能为文化自信奠定更为厚实
的物质基础。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
个蓝图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
重要部分，这不仅在于它为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更
在于它是文化自信的根本。当今世
界，中国价值观念有许多被扭曲、被屏
蔽；当今中国，主流文化也有一些被歪
曲、被污秽。解决这些问题，既要靠政
治谋划，更要靠文化实力支撑。要通
过大力创新文化，积极发展文化产业、
文化事业，解决软实力和硬实力之间
存在的“落差”问题；通过推动中华文
化走出去、增强文化国际传播力，解决
信息流进和流出之间存在的“逆差”
问题；通过积极参与全球文化治理，
增强国际话语权；通过深化文化体制
改革，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总之，文化只有繁荣发展，才能带来
自觉自信。

以高度的文化自信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

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只有坚定文化自信，中华民族才能
汇聚起磅礴的精神力量，我国的现代化
建设才能获得最为深厚和坚强的精神
支撑。在当今中国，坚定文化自信不仅
是事关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文化
命题，更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
略命题。

今天的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
展成就，但国家始终面临着各种风险和
挑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保证中国
道路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既靠政治制
度、国家机器、法律法规的硬约束，也靠
文化认同、价值认同的软约束。坚持文
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
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
量。保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沿着正确
的道路推进，只有坚持“硬约束”为
“标”，“软约束”为“本”，标本兼备，方
能化“坎坷”为“坦途”，化“矛盾”为“动
力”。

依托改革开放所释放的巨大能
量，国际社会对中华文化的理性认知
逐步加深，人民群众对中华文化的信
心不断增强。但也要看到，当今中国
文化的基本图景可谓多元杂处、多样
共生，西方文化与民族文化、传统文化
与现代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与非马
克思主义文化相互交织，在这样的背
景下培养文化自信，不仅需要热情，更
需要理性。一是克服文化自卑心态。
文化自卑是一种文化不自信的心态，
突出表现就是“以洋为尊”“以洋为美”
“唯洋是从”，热衷于“去中国化”。须
知，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强盛的民族
是靠否定自身而崛起的，也没有任何
一个国家的崛起是靠虚无主义形成
的。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要求我们必
须具有国际比较视野，但如果在国际
比较中丢失了自己，否定了自己，那这
样的比较就失去了意义。二是克服文
化自负心态。“物无美恶，过则成灾。”
相对于文化自卑，文化自负则是一种
过度自信，它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在民
族文化的自我满足、自我陶醉中排斥
人类优秀文化成果，中华文化在近代
衰落的根源正在于此。一个妄自菲
薄、数典忘祖的民族是注定没有前途
的，但一个目光狭隘、妄自尊大的民族
也是注定不会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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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的公信力树立起来，就能成为激
发人们工作热情的内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