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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中哲丝

●新时代我们仍需弘扬白求
恩精神，像他那样“对工作的极端
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
热忱”，努力为强军兴军贡献力量

谈起道德建设这个话题，我不禁想

起毛泽东同志的《纪念白求恩》。重温

这篇光辉著作，学习白求恩同志的伟大

精神，更加深刻感悟到做“一个高尚的

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

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

民的人”的时代价值。共产党员无论能

力大小，也不管处于何种岗位，都应该

自觉以白求恩为榜样，努力使自己成为

“一个有道德的人”。

白求恩是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

士。是什么让他毅然抛弃优越的工

作和生活环境，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

生命？白求恩的回答是：“我是一名

医生，一个外科医生。我的职责是维

护人类的优美无比、精力充沛的生

命。”大医有魂。这个魂，就是崇高的

信仰。“信仰是个报晓的鸟儿，黎明还

是黝黑时，就触着曙光而讴歌了”。

漫漫人生路上，信仰是照亮我们前行

的指路灯，是抵御各种利诱考验的压

舱石。以白求恩为榜样，就要像他那

样，坚守信仰的纯粹，受命忘其“难”，

临阵忘其“惧”，受惑忘其“私”，把信

仰体现在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奋

斗的实际行动中，于奉献与拼搏中勃

发自己的青春和生命。

“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

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是毛泽东同志

对白求恩的高度评价。1938年6月，白

求恩从延安转赴晋察冀解放区，见到聂

荣臻的第一句话就是：“告诉我，司令员

同志，我的战斗岗位在哪里？”第二天，

他就奔赴前线。一个星期内，就为500

多名伤员做了诊治，第一个月就为157

名伤员做了手术。平均每天做5台手

术，对于一个年近半百的医生来说，需

要多大的毅力啊！白求恩不仅对工作

充满激情，而且极端负责任。一次，白

求恩发现一个护士换药，瓶里的药和瓶

签不一致，他立即把瓶签予以更正，并

对护士提出了严厉批评。随后，他带领

大家用两个晚上的时间，对所有药品和

标签进行核对，直到全部确认无误。白

求恩“两个极端”精神的背后，是对生命

的敬畏，是对崇高职业道德的坚守。一

个人立足于社会，总会从事这样那样的

职业，担负这样那样的工作。是把工作

当事业，还是当职业，抑或是当副业？

检验的不只是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更

是有没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有没有忘

我的境界。只有像白求恩那样，把职业

当事业来追求，把“小我”融入“大我”，

才能在为他人带来幸福的同时也让自

己的人生收获更多快乐。

白求恩不仅医术高明，而且还具

备超常的管理水平和创新能力。他组

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志愿战地医疗

队、第一支志愿输血队；编写了第一本

游击医疗手册，带领晋察冀军民仅用5

个星期就建起一所正规医院；在极其

艰苦的环境下，他为中国培养了一批

具有科学素养和职业精神的医护人

员，后来成为新中国医疗事业的中坚

力量。毛泽东同志在谈到白求恩的医

术和医德时感慨道：“这对于一班见异

思迁的人，对于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

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

极好的教训。”对照白求恩这面明镜，

我们应该扪心自问：对待本职工作，自

己还有哪些能力短板？是不是做到了

精益求精？这样问一问、想一想，能够

使我们增强“本领恐慌”意识和奋起直

追的紧迫感，下决心弥补不足，做到精

通本职业务，苦练过硬本领，以对工作

认真负责、精益求精的态度，展示新作

为，创造新业绩。

一个英雄，会为人民所长久怀念；一

种精神，能够在时间淘洗下更增其光亮，

不仅因为它牢牢印在历史深处，更因为

其融入时代脉动。新时代我们仍需弘扬

白求恩精神，像他那样“对工作的极端的

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

努力为强军兴军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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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看问题还是处理事
情，都应多从自身找原因，先把自己
调节好

“开车莫怨车堵路，自己也是堵路
人”。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往往习惯从自
己的角度看问题，甚至形成了思维定势，
常忘记顾及他人。缺了换位思考意识，
就容易滋生冷漠、偏见与矛盾。无论是
看问题还是处理事情，都应多从自身找
原因，先把自己调节好。

多忍让克制。把车开好不易，驾驭
好自己更难。高尔基说过：“每一次克制
自己，就意味着比以前更强大。”能够克
制自己的情绪，说明自己的内心比以前
抗压能力更强，能接受更大的磨练。生
活中难免会有这样那样不顺心的事情，
面对各种压力，产生一些负面情绪在所
难免，关键是怎么控制、怎么释放、在哪
里释放。要明白“冲动是魔鬼”，人活着
不是要“斗气”，而是要“斗志”，不是要
“争一时”，而是要“争千秋”。

多自我反省。保持“君子检身，常若
有过”的态度，实事求是地认识自己。老
子有言：“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早在几
千年前，古希腊德尔斐神殿就写有“认识

你自己”的名言。认识自己，就要对自己
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拿破仑
翻越阿尔卑斯山时，曾说“我比阿尔卑斯
山还要高”，鲁迅讽刺说：“这何等英伟，
然而不要忘记他后面跟着许多兵；倘没
有兵，那只有被山那面的敌人捉住或者
赶回。”一个人只有经常反思自己，适时
沉淀自己、剖析自己，才能不断完善自
己、提高自己，才能够淡然、冷静地面对
身边的一切。

少指责抱怨。“不抱怨是使人获得尊
严的一种方式”。遇事不问缘由，动辄抱
怨，有百害而无一益。人生当追求有所
作为，而抱怨是逃避责任、放弃义务的表
现，一味指责抱怨，非但于事无补，也会
导致无所作为。“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
长宜放眼量”。抱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与其抱怨，不如改变。多怨无益，“躬自
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雪崩的时候，没有一朵雪花觉得自
己有责任。正是每一朵觉得“责任不在
我”的雪花，最终承受的是“灾难落于我”
的后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
我有关。”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个细胞，
我们不妨从改变每一个“我”开始，通过
一个个“我”的改变，推动人与人之间关
系的改善以及社会环境的向上向善。正
如一首歌中唱的那样：“只要人人都献出
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作者单位：中央军委政法委）

“开车莫怨车堵路”
■李照达

方 法 谈

忆传统话修养

●党员干部从人民群众中
来，实际工作要回到人民群众中
去，就应该善于和群众相处、善于
做群众工作，不断增强为人民服
务的本领

今天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26周年

纪念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

深切缅怀这位举世公认的人民领袖，

追忆一代伟人鲜明而深厚的人民情

怀，重温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教导，响应习主席的号召，“为人民服

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意义重大

而深远。为人民服务，短短五个字，既

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也是毛泽东同

志毕生的追求和写照。

毛泽东为劳苦大众谋解放、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历经千辛万苦，九死一

生，他既是“为人民服务”的忠实倡导

者，又是人民至上的模范践行者，更是

令人崇敬的人民领袖。

他始终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战

争年代，他所到之处都和群众打成一

片，跟群众一样吃粗粮、穿补丁衣、住

简陋的窑洞。当年美国记者斯诺访问

延安后感慨：做了十年的红军领袖，他

所有的财产仍然只是一卷铺盖、几件

随身衣物。和平时期，他始终保持着

艰苦朴素本色，衣服鞋帽补了又补，每

当工作人员要给他换新时，他总是强

调“国家还很困难，人民生活还不富

裕”。一件睡衣补丁摞补丁，一条毛巾

被补了50多个补丁，正是他心里装着

群众、始终和群众同甘共苦的有力见

证。

他见不得人民群众受苦。毛泽东

同志曾讲，他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

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听不得穷苦老

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忍不住流

泪；二是跟过他的通信员，舍不得他们

离开，有的通信员牺牲了，难过得掉

泪；三是听说妻子贺子珍负了伤，要不

行了，掉了泪。1944年，毛泽东听说侯

家沟有两个小村庄的妇女不能生孩

子，群众很着急，便把延安市委书记张

汉武找来询问，并让他请中央医院派

人去把水化验一下。张汉武说：“好是

好，这种小事只怕医院不干。”毛泽东

语重心长地说：“对于共产党人来讲，

群众的疾苦可绝不是什么小事。”后

来，经过中央医院的化验，果然是村子

里的水含有导致妇女不孕的物质，经

过改水处理，问题得以解决。作为领

袖，他在日理万机中心里依然惦记着

小村庄老百姓的生活。

如果说共产党人有什么“特长”，那

就是像毛泽东同志那样，视人民为父

母，待百姓如亲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这也是我党我军始终不变的根本宗

旨。然而，现实生活中，有的党员干部

的“特长”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自己

服务，投机钻营、作威作福甚至贪污腐

败。或“高高在上、脚不沾泥”，脱离群

众；或“鼻孔朝天、眼睛朝上”，漠视群

众；或“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欺骗群

众，甚至把群众推向对立面。毛泽东同

志早就告诫我们：为人民服务三心二意

不行，半心半意也不行，一定要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1947年，胡宗南占领延

安之后，自认最得意的举动之一，就是

在延安开设了一个“为人民服务处”。

服务的内容包括发放赈济、免费治病、

代写书信等。服务处挂牌那天异常热

闹，因为张贴的通告说，延安城内不管

男女老幼，只要来就发给救济金，或布

二尺，或米二升。“为人民服务处”门口

拥挤了几天后，胡宗南发现这样发展下

去实在难以承担，更重要的是民众还是

不说国民党的好话。历史证明，天地之

间有杆秤，那秤砣就是老百姓。三心二

意、半心半意，甚至虚情假意，是欺骗不

了人民群众的。

党员干部从人民群众中来，实际工

作要回到人民群众中去，就应该善于和

群众相处、善于做群众工作，不断增强

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只有把自己“从哪

里来、到哪里去”想明白，把“为什么人、

做什么人、靠什么人”研究透，才能准确

定位自己，保持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

系”。对军队党员干部而言，尤其要端

正对官兵的态度，“用信任的眼光、欣赏

的眼光、发展的眼光看待基层官兵”，真

正想基层之所想，急基层之所急，解基

层之所难，和基层官兵打成一片、融为

一体。唯有如此，才能在不断汲取密切

联系群众的政治营养中提升带兵能力，

激发官兵活力，带出过硬部队。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学习伟人的人民情怀
■尹义高

●与其感慨“高处不胜寒”，不
如扑下身子，多到基层走一走，多
与群众握握手，感受基层的火热，
“寒意”自能消散

常听一些领导干部感慨“高处不胜
寒”，意指身居高位，阿谀奉承者趋之若
鹜，诤言相见者寥寥无几，好话不绝于
耳但批评难以听到，捷报频传却实情难
察，仿佛置身高台，一种被“隔离”的孤
独感扑面而来。

客观上讲，现实中一定程度存在的
唯上不唯实、报喜不报忧等现象，会导致
信息失真、决策失误、落实失准。领导干
部也深受其害，从其口中说出“高处不胜
寒”有时是无奈的感慨；但更多情况下，
出现“高处不胜寒”，还是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作祟。一些领导干部随着职位的升
高，逐渐疏离群众，习惯于高高在上，他
们说的“高处不胜寒”，看似是对“寒”的
感慨，实则是对“高”的认可。

习主席指出：“我们永远是劳动人民
的普通一员，必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
肉联系。”之所以有“高处不胜寒”的感
慨，无外乎把自己抬得高了，离基层群众
远了，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能从

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县委书记的榜
样”焦裕禄 470多天里走遍了 1000多平
方公里的兰考大地，为了探求治沙办法，
足迹遍布 1600多个沙丘。零下十几摄
氏度的盐碱地上，焦裕禄始终与人民群
众一道战风沙、斗严寒，在他的心里，怎
么会有“高处不胜寒”的感慨呢？

毛泽东同志曾告诫共产党员，应该
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
上。与其感慨“高处不胜寒”，不如扑下
身子，多到基层走一走，多与群众握握
手，感受基层的火热，“寒意”自能消
散。当然，也要区分“走心”与“走秀”，
如果放不下架子，下基层走马观花、蜻
蜓点水，变成了以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
义的自欺欺人，无异于宝山空回。站在
群众之中，首先要“心到”，不仅把群众
挂在嘴上，更要放在心里。捧着一颗真
心去，以真心换真情，多与群众掏掏心
窝子，自然听得到真话实话；其次要“身
入”，“身入”才能“深入”。“百闻不如一
见”，领导干部应常怀贴近群众的自觉，
多坐坐群众的“小板凳”，多闻闻基层的
“烟火气”，深入基层搞好调查研究，掌
握真实情况，决策才能有底气。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

野”。激发担当使命的一腔热血，厚积
强军兴军的磅礴力量，坚持从群众中
来，到群众中去，深入群众，扎根群众，
何“寒”之有？

何来“高处不胜寒”
■陆有明 易淼淼

谈 心 录

训练场上，一名战士竭力向上攀登，

在战友们的加油声中努力突破自我。

人生也是一个负重攀登的过程。

要站得高看得远，必须付出更多努力，

流下更多汗水。一些人只看到成功者

登顶的辉煌，却没有看到他们为了实

现奋斗目标所承受的压力、付出的精

力、流下的汗水。

有了不断战胜困难、突破自我的

经历，人生才会变得更加精彩。不

断突破自我，人生就能不断迎来新

的高度。

奋勇攀登—

人生贵在不断突破自我
■雷 辙/摄影 周 奕/撰文

什么是国家？国家是一个神圣的

概念，内涵极其丰富。我国自古以来就

有“爱国如爱家”的优秀文化传统。古

时有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

之乐而乐”、岳飞“恢复山河日，捐躯分

亦甘”、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现代则有钱学森、邓稼先、郭永怀等“两

弹一星”元勋“党让我们去哪里，我们背

上行囊就去哪里”，还有以黄大年、李保

国、南仁东、钟扬等为代表的当代优秀

知识分子“心有大我、至诚报国”，始终

与党和国家的发展同向同行。他们的

家国情怀和奉献精神感人至深。

精神依靠像物质依赖一样，立身存

世不可缺。当国际赛场上五星红旗冉

冉升起、神州大地上中国建造横空出

世、国际会议上中国理念赢得举世认

同，身为中国人都会内心激动，感到无

比自豪。这是最自然的精神需求和最

深沉的爱国情愫。

习主席指出：“爱国，是人世间最深

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

立功之本。”70年来，我们国家从一穷二

白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温饱不

足到迈向全面小康。70年弹指一挥间，

共和国早已是山河无恙、国富兵强。对

于国家的发展进步，每个中国人都有自

己独特的体验和感悟。爱国已成为每

一名中国人蕴藏于心的真切情感，是心

之所系、情之所归。今天，中国制造、中

国创造、中国建造书写着唯勤劳、勤奋、

勤俭才能造就的人间奇迹，已让中华民

族自信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天道酬勤，奋斗必胜。伟大祖国

踩着泥泞，披荆斩棘，一路走到富强昌

盛，她的崛起、她的强大、她的历史，需

要无数个如你我一样的普通人去书

写！有人说，人生就是一个七天接着

另一个七天，那么在这周而复始的日

子里，我们为国家做了些什么？我们

或许拯救不了世界，但我们永远是自

己的英雄。对祖国最深情的告白是奋

斗。每一朵生命之花都应明媚绽放，

做好自己的事，成就我们的国。新时

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

也是一个崇尚青春理想、鼓励青春奋

斗的时代。作为新时代青年，担当“常

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的责任，

树立“祖国如有难，汝应作前锋”的气

概，饱含“祖国需要就是最高需要”的

情怀，在奋斗中释放青春激情、追逐青

春理想，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民族

复兴铺路架桥，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迸发出磅礴

伟力，是责无旁贷的使命。

有首歌叫《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

这样唱道：“这里的尊严高昂着头，这里

的深情没有尽头，这里的士兵把使命扛

在肩头，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我用生

命捍卫守候，哪怕风似刀来山如铁，祖

国山河一寸不能丢……”国家强大，有

赖于我们共同奋斗。血的历史教训告

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国要强，我们

就要担当，战旗上写满铁血荣光……”

新时代革命军人，无论是在祖国边防、

海防巡逻执勤，还是驾驶舰机执行重大

任务；无论是在训练场上摸爬滚打，还

是在工地、洞库、机房默默坚守，都应该

深刻领悟肩上的责任之重、使命之重，

忠诚履职、敢于担当，永不懈怠、永不停

滞。因为我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我

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我有光明，中国

便不黑暗；我所站立的那个地方，正是

我们的中国。

（作者单位：武警铁岭支队）

对祖国最深情的告白是奋斗
■李朝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