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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边随笔

谈 心 录

●秉着一股“蠢劲”多下笨功
夫，扎扎实实打好基础，一点一滴
地磨练，日复一日地坚持，终有守
得云开见月明的一天

作家刘震云认为：“我们的社会最
不缺的就是聪明人，最缺的是笨人。”刘
震云有个做木匠的舅舅，人称刘麻子，
他打的箱子在方圆数十里是最受欢迎
的。现代社会对传统木匠的需求越来
越少，由于刘麻子的箱子受欢迎，周边
的其他木匠渐渐地失去了活计。失去
活计的木匠都说，这个刘麻子太“毒”
了。刘麻子“毒”在哪里？面对外甥的
提问，刘麻子回答：“别人打一个箱子花
三天时间，我花六天时间，所以就比他
们做得更好。”

同样打一个箱子比人家多花一倍
的时间，在有些人看来，这不是“蠢”是
什么？但正是这样的“蠢”让刘麻子赢
得了激烈的竞争。在军事上是否也这
样呢？有一名将军概括优秀军官应具
备的素质，其中有这样一条：“愚蠢，只
知刻苦工作，从不懈怠，从不抱怨，也从
不争报酬。”其实许多时候，貌似“愚蠢”

的苦功夫、笨功夫往往最牢靠。解放战
争中，解放军攻打济南时，面对敌军在
装备和火力上的优势，靠的就是地道爆
破炸开城墙而破城的。解放战争中最
难攻打的省城太原，攻城时间长达半年
之久，最后破城靠的也是坑道爆破。信
息化时代的战争中，“天眼”“地眼”不知
有多少，高技术手段对战场进行无缝隙
侦察、监视，没有伪装的目标基本没有
生存机会。但是，用工事特别是山洞、
地道掩护的目标，生存概率仍然可达
80%以上。

作家冯骥才曾说：“一个民族冒傻
气的时候，往往是有希望的时候；一个
过于精、灵、鬼的民族，往往没有希望。”
对于一个民族是这样，对于一个人也是
这样，笨功夫是任何巧办法都不能取代
的。《士兵突击》里的许三多，出身平民
之家，文化程度不高，为什么最终能够
脱颖而出？他身上具有的一股肯下笨
功夫的劲头非常关键。连队的图书室
不大，但他采用图书编目顺序阅读这种
笨办法，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连队的藏书
来实现自己的知识积累。这是最笨的
办法，然而也是最有效、最扎实的办
法。万丈高楼平地起。秉着一股“蠢
劲”多下笨功夫，扎扎实实打好基础，一
点一滴地磨练，日复一日地坚持，终有
守得云开见月明的一天。

笨功夫是
扎实有效的功夫

■吴敏文

●对于一个人来说，最宝贵的
莫过于气节，失去了气节，无异于
行尸走肉

评书大师单田芳从艺60余年，传

世的各类评书作品达100余部。有人

曾问他，说书应该怎么说？他没有正面

回答，而是讲了一个梅兰芳与杨小楼的

故事。1937年，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北

平，梅兰芳送杨小楼回乡。到运河畔，

杨小楼问梅兰芳还唱戏吗？梅兰芳说

不唱了。杨小楼说我也不唱了，演了一

辈子忠臣孝子，不能临了失节。说完这

番话，二人在码头上最后演了一出《霸

王别姬》。一年后，杨小楼病故，而梅兰

芳也蓄须明志。

中华民族历来重气节，不仅留下许

多脍炙人口的诗文，而且涌现出许多讲

品行、重气节的仁人志士和民族英雄。

屈原的“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

可凌”、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

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

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名句有口皆

碑；“不为五斗米折腰”“不吃嗟来之食”

等故事家喻户晓。

所谓气节，指的就是为了理想信

念，为了正义，在敌人或困难面前不屈

不挠的品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一个人的气节，既表

现于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慷慨赴死、

在所不辞，也表现在对自己内心秉持原

则的坚守。历史上，著名书法家颜真卿

留下的作品《乞米帖》，其实是一个借

条。当时，唐朝社会受安史之乱重创，

又恰逢关中大旱，江南涝灾，加之宰相

元载推行“厚外官而薄京官”的俸薪政

策，导致为官清廉、拙于生事的颜真卿

生活异常拮据。他带头一日三餐以粥

度日，数月之后，罄竭瓢空，遂决定借

米。向谁借呢？他不向朝廷申要，不向

奸佞求要，不向显贵索要，而是向为人

耿直、忠厚孝悌的好友李太保乞告。宁

愿举家食粥，向挚友借米，也绝不愿失

掉清白为官的气节。

泰戈尔说过，一个民族在其发展过

程中，必须展示自身之中最上乘的东

西，那就是这个民族的财富——高洁的

灵魂。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

时期，一批又一批有风骨、有气节、有操

守、有胆魄的共产党人，为了民族复兴

和人民幸福，面对敌人无所畏惧、敢于

亮剑，面对困难迎难而上、冲锋陷阵，面

对诱惑心有戒尺、不为所动，面对名利

心如止水、视若浮云。当成千上万的个

人气节组成一个民族的气节时，它挺起

的就是民族的脊梁，光耀的就是高洁的

灵魂，创造的就是人间的奇迹。

毛泽东对岳飞的“文臣不爱钱，武

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的名言做过精

彩的点评：“是呀，过去岳飞讲文官不要

钱，武将不怕死，天下太平矣！这句话

有片面性，因为它缺了一面，好像文官

不要钱，但是可以怕死；武将不怕死，却

可以要钱。我们解放军则是文官既不

要钱，也不怕死，武官既不怕死，也不要

钱，这样岂不更好，天下岂不更太平！”

不怕死是气节，不贪财也是气节。军人

既要做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又要做

到正气凛然、一尘不染。守住了这两

条，军人就有了“主心骨”“定盘星”，在

履行职责和使命中，就能够心存定力、

心有所依，时刻警惕来自各方面的诱

惑，永葆军人本色和革命气节。

对于一只蚌来说，最宝贵的莫过于

珍珠，失去了珍珠，蚌就失去了意义；对

于一个人来说，最宝贵的莫过于气节，失

去了气节，无异于行尸走肉。气节犹如

蚌之珍珠，不能不倍加呵护和恒久坚守。

气节犹如蚌之珍珠
■乐 其 一碗米，看似很不起眼，但是不

同的使用方法就会创造不同的价值。
加点水蒸一蒸，半个小时就可以让一
家人饱餐一顿；把米好好泡一泡，加
一些红枣、花生或一些肉类，包成美
味可口的粽子，价值就可以翻倍；如
果把它适当地发酵、加温，酿成美
酒，那么它的价值会更高。每个岗位
的工作都可以被看作“一碗米”，岗
位价值的高低，做出成绩的大小，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待工作的态度
和行动。

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
状元。这告诉我们，工作没有高低
贵贱之分，成功却会因人而异。任
何一个职业、任何一个岗位都需要
我们肯干、实干，才能成为佼佼
者。朝三暮四的人是很难成功的，

因为他想的不是扎扎实实在脚下打
出一口“深井”，而总是这山望着那
山高。总想处处占便宜而不踏实肯
干者，注定根基不牢、行难致远。
成功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认真
对待自己的工作，尽心尽力做好每
一件事。我们都应把自己从事的工
作当成“一碗米”，通过自己的辛勤
付出，努力把它酿成一壶美酒，在
平凡岗位创造出不平凡业绩。

态度决定一切。勇立潮头，离
不开扬帆前的风平浪静；成就事
业，离不开平凡岗位的默默坚守与
付出。倘若干事创业不从点滴入
手，步步踩实，难免会陷入虎头蛇
尾的境地。立足本职岗位，脚踏实
地工作，高标准做好每一件平凡
事，终能成就不平凡的人生。

用好“一碗米”
■林兵磊

人生取得成就，不在能知，乃在能
行。只有行动起来，才会让自己在实
践中最终“能行”。

知之非难，行之惟艰。不行动，
再宏伟的计划、再美妙的设想，也是
空中楼阁、纸上谈兵。“想要知道梨子
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每个人
的成长都是在行动中实现的，只有以
务实态度扎实行动，经历了荆棘坎
坷，解决了矛盾问题，才会提高能力，
积累经验，厚积实力，从而破茧成
蝶。没有谁生来就是天才，“所谓天
才，就是努力的力量”。

世上从来少有康庄大道。人的
成长进步需要在行动中磨砺，任何
一项伟大事业的推进，也都会遇到

荆棘，需要踏平坎坷。只有无惧风
浪、无畏险阻、勇往直前，方能压倒
一切敌人，战胜一切困难，夺取新的
胜利。当前，强军事业正处在滚石
上山的关键阶段，摆在我们面前的
任务艰巨、挑战严峻。越是这个时
候，我们越要坚持深学细照笃行，增
强迎难而上的意识，树立敢打必胜
的自信，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
劲，“而今迈步从头越”的魄力，“越
是艰险越向前”的担当，勇挑重担。
以攻坚克难的实际行动，毫不畏惧
地面对一切艰难险阻，在披荆斩棘
中开辟新天地，创造新业绩，不辜负
组织的重托，做一个干事“能行”、攻
坚“能行”的奋进者。

能行则“能行”
■杜泳波 尚佳伟

影中哲丝

为了减轻患者的不适，她动作

轻柔；为了保证检测结果，她精准

取样。

咽拭子的采集需要直面患者，因

而被称为战“疫”前线的第一关卡。

一个张嘴的动作，意味着有可能产生

携带病毒的飞沫。医护人员直面被

感染的风险，近距离战“疫”，用生命

护卫生命，只因坚信生命至上、人民

至上！

生命至上，所以无畏无惧；人民

至上，所以勇毅逆行。与疫魔搏斗，

白衣天使都是勇敢战士，这勇敢源

自救死扶伤的使命担当，落于敬业

奉献的执着坚守，见诸医者仁心的

无疆大爱。这勇敢就像逆境中的光

芒，汇聚成攻坚克难的力量。“世间

没有天生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

普通人”。无数普通人的勇敢，正是

我们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底气所

在、信心所在。

精准取样—

勇敢，逆境中的光芒
■周明政/摄影 张 密/撰文

●充分尊重官兵的主体地位和
首创精神，发挥官兵“先悟者明，先
算者胜”的特殊优势，会对部队战斗
力提升产生巨大的效能

基层是活力的源泉，官兵是强军的

基础。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议

上强调，“要坚持基层至上、士兵第一，充

分尊重官兵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带着

对官兵的深厚感情做工作，坚决克服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当前，各级正在全

面展开新年度工作，作为基层部队的党

员领导干部，在谋划抓建基层的各项具

体实践中，必须清醒认识到，落实“尊重”

的政治要求，不仅是制度规范的要事，更

是事关部队战斗力建设的大事，务必抓

实抓到位。

回顾历史，相信官兵、尊重官兵、依

靠官兵，始终是我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

一大“法宝”。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

“十六字诀”、抗日战争时期的麻雀战，到

抗美援朝时期的坑道战，再到新中国成

立初期著名的郭兴福教学法等，都源于

官兵的群众智慧，并成功应用于军事实

践。基层官兵身处备战一线，在实践中

最有发言权，充分尊重官兵的主体地位

和首创精神，发挥官兵“先悟者明，先算

者胜”的特殊优势，会对部队战斗力提升

产生巨大的效能。

以担当精神体现尊重。有多大担当

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

大成就。基层是战斗力生成的“主战

场”，同时也是矛盾问题相对集中的地

方。面对基层的矛盾问题，面对官兵的

挫折失误，是明哲保身还是主动为官兵

担当，直接考验着每名党员领导干部的

胸怀、勇气和格局。“为官避事平生耻”。

党员领导干部正是由于在多年的岗位实

践中，锤炼了一副“铁肩膀”，才被组织赋

予了重任，因而要把对组织负责、对官兵

负责的政治信念铭记于心，真正在官兵

前进受阻有困难的时候，敢于主动上前

当主攻；在官兵创新失利“栽跟头”的时

候，能够科学研判、容错纠错，为担当者

担当，用实际行动为官兵解难、为基层解

围、为战斗力加油，不负官兵重托，不负

组织信任。

以务实作风诠释尊重。作风是促进

工作高效落实的重要基础，没有好的作

风作保证，尊重官兵主体地位和首创精

神就是一句空话，无益于战斗力的生

成。所以在具体实践中，在筹划各项工

作时，应坚持从工作实际、基层实际出

发，以《军队基层建设纲要》为遵循，多想

一想法规允不允许、官兵能不能承受、练

兵需不需要，坚决克服图“面子”不图“里

子”、图出彩不图成事的不良思想，坚决

杜绝看似热热闹闹，实则伤基层“元气”、

断发展“后路”的内容设计。正确处理好

“自己满意”与“官兵满意”的关系，在落

实一项工作时，始终把广大官兵满意不

满意、高兴不高兴、拥护不拥护作为检验

工作的“尺子”，并主动畅通民主监督渠

道，多到官兵中间寻方问策，真诚征求官

兵意见建议，切实让自己抓建的工作惠

及官兵、惠及战斗力，产生最大效益；正

确处理好“利当前”与“利长远”的关系，

特别是对事关部队长远发展的工作，要

发扬“工匠精神”，以“燕子垒窝”的细功、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的韧劲，不厌其

烦，不厌其苦，不厌其细，持之以恒、锲而

不舍、久久为功，努力使战斗力水平有一

个大的提高。

尊重官兵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

还需要对官兵付以真情。古人云：“视卒

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

故可与之俱死。”党员领导干部作为基层

官兵的领头雁、带头人，唯有真心实意解

兵难、化兵忧，切实让官兵辛苦不心寒、

受累不受气、流汗不流泪，才会有效激励

官兵甩开膀子、撸起袖子加油干，才会让

官兵把练兵备战真正视为己任、主动献

计献策，进而汇聚起练兵备战的强大凝

聚力、向心力，有效提升战斗力。

尊重官兵才能激发战斗力
■纪春鹏

知行论坛

●由表象探究本质，见微知
著，明察秋毫，把各项工作想在
先、谋在前、落在细，防微杜渐、
未雨绸缪

见一叶而知秋，窥一斑而知全

豹。2月23日，习主席在统筹推进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

作部署会议上强调，“要时刻保持如

履薄冰的谨慎、见叶知秋的敏锐，既

要高度警惕和防范自己所负责领域

内的重大风险，也要密切关注全局性

重大风险，第一时间提出意见和建

议。”这不仅给疫情防控进一步指明

了方向，也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

部开展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国外有句谚语：“太阳底下无新

事。”抓住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就能

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其变化发展的大

致方向。见叶知秋的敏锐不是未卜

先知，而是基于对事物的客观认知、

科学分析，作出正确的预知研判。

见叶知秋的敏锐源自坚强的思

想定力。《墨子·修身》中说：“志不强

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意思是

说，信念不坚定的人，智慧也不会通

达；说话不诚实的人，做事也不会有

结果。实践证明，一个信念坚定的

人，才会有“主心骨”“定盘星”。此次

新型冠状病毒极其“狡猾”，我们迄今

对它的了解，依然是未知大于已知。

面对未知和不确定的事物，会产生各

种说法甚至是谣言，更加需要心有定

见。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广大党员

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应在乱云飞渡

中保持定力，坚决支持拥护、贯彻落

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在工作中冷静

沉着，综合分析思考，对疫情作出准

确的研判，紧密团结依靠广大群众，

打赢这场抗疫的人民战争。

见叶知秋的敏锐源自过硬的专业

知识。有道是，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

攻。就某一领域而言，专业知识往往起

着决定性的作用。比如，很多能征善战

的将领之所以能从瞬息万变的战场捕

捉到战机，往往是依靠丰富的军事知识

和军事实践；许多科学家的重大发现，

靠的也是对某一领域孜孜不倦的深入

研究。此次抗疫斗争亦是如此。第一

位上报疫情的医生张继先能够敏锐察

觉疫情并非偶然，当年参与抗击非典

的经历和医生所具备的过硬职业素

养，让她具备了这种敏锐的职业能

力。事实证明，没有过硬的专业知识，

无法从海量信息中筛选出有价值信

息，也很难从蛛丝马迹中发现端倪，研

判出变化规律与发展趋势。党员干部

应边投身防疫抗疫，边学习掌握相关

知识，做到科学防控，精准施策，有的

放矢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见叶知秋的敏锐源自强烈的责任

担当。面对疫情，党中央迅速作出部

署，采取行动，除夕夜各地医疗队驰援

武汉，火速建设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

院，19个省份对口支援湖北，设立“方

舱医院”等一系列重大举措，背后是党

中央对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的高度负责。紧要关头，一大批共产

党员挺身而出，冲锋在前，让党旗在疫

情防控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强烈的

责任担当是战胜疫情的基础和前提，

在疫情防控中，党员干部更应强化责

任担当，积极主动作为，敢于直面困难

而不回避推诿，努力攻坚克难而不消

极懈怠，敏锐查找疫情防控工作漏洞，

把各项工作抓细抓实抓到位，千方百

计为战胜疫情贡献自己的力量。

当前，抗疫斗争仍处于关键阶段，

各种情况错综复杂，更加考验毅力与

能力。毛泽东同志曾说：“坐在指挥台

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

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

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

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

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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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

干部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作决策，特

殊时期所作出的重大决定往往事关全

局成败，所以更要善于研判形势，着眼

全局，由表象探究本质，见微知著，明

察秋毫，把各项工作想在先、谋在前、

落在细，防微杜渐、未雨绸缪，从而确

保全面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作者单位：郑州联勤保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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