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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 过 抗 疫 话 修 养 ③

影中哲丝

知行论坛

生活寄语

谈 心 录

方 法 谈

书边随笔

●作为党员干部，应始终把
党性挺在前面，坚持真理、敢于较
真，让讲真话成为一种思维方式
和行为习惯

习主席指出：“讲实话、干实事最

能检验和锤炼党性。”一名党员干部如

果能够始终站稳群众立场，真心实意、

实事求是为群众说话做事，那么，他的

党性观念就是强的。我们党历来高度

重视和鼓励讲真话，早在党的七大上，

毛泽东同志在口头政治报告中，就提

出“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指出

“偷、装、吹”实质是党的作风问题，危

害不小，必须引起警惕。作为党员干

部，应始终把党性挺在前面，坚持真

理、敢于较真，让讲真话成为一种思维

方式和行为习惯。

敢讲真话需要情怀。情怀是共产

党员初心的延续。列宁曾说：“我们应

当说真话，因为这是我们的力量所

在。”敢讲真话，是革命前辈追求真理

的真实写照，也是一种质朴情怀的反

映。新的形势和挑战面前，也有少数

党员干部缺乏担当，组织生活红不起

脸、出不了汗，提意见浮光掠影、不痛

不痒，对一些顽症痼疾见怪不怪、习以

为常，对官兵的诉求熟视无睹、漠不关

心。邓小平同志指出：“不讲党性，不

讲原则，说话做事看来头、看风向，满

以为这样不会犯错误。其实随风倒本

身就是一个违反共产党员党性的大错

误。”敢不敢讲真话，是检验党员干部

政治立场和政治品质的“试金石”。正

所谓“举刺不避乎权势，犯颜不畏乎逆

鳞”，有信仰信念、有风骨胆魄，才能发

自内心地讲出对组织有益、对群众有

利的真话实话。

包容真话需要胸怀。“夫将拒谏，

则英雄散。策不从，则谋士叛。”个别

干部听到逆耳之言总是“这只耳朵进、

那只耳朵出”，或者“面露愠色”，对官

兵反映的真实问题不给回音，对官兵

提出的合理建议不予采纳，甚至给当

事人扣“帽子”、穿“小鞋”，让提意见、

讲真话者从此退避三舍。周恩来同志

讲：“要大家讲真话，首先，领导喜欢听

真话，反对讲假话。领导喜欢听真话、

讲真话，群众才敢讲真话。”党员干部

应有听取和包容不同意见的胸襟，不

要动辄把不同意见说成噪音、杂音，而

应善于从不同声音特别是批评意见中

汲取智慧。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真

话有时虽刺耳，却能使人头脑更加清

醒，更加重视那些容易被忽视的问

题。“言能听，道乃进”，只有拿出听真

话的勇气和胸怀，乐听真言，做到兼听

则明，才能赢得群众的心。

能讲真话需要关怀。贤路当广而

不当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讲真话

是人的本能，人们大都有讲真话的愿

望。但是如果说真话、讲实情的人总

“因言获罪”，而常说假话的人却屡屡

得好处，久而久之，也就少有人说真话

了。想要听到来自基层的真话实话，

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就应以身作

则，实事求是，乐听真话，常讲真话，主

动营造鼓励讲真话的氛围，搭建讲真

话的平台，对讲真话的人给予关怀和

支持，让官兵畅所欲言，鼓励官兵把心

里话说出来。这也是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的重要途径。讲真话不是最终目

的，让讲出的真话有回音、官兵的期盼

能落实才最重要。否则，真话讲了没

人听，讲和不讲没区别，那么讲真话还

能有什么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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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难之中见真情。回顾这场
“没有硝烟的战争”，人间大爱，情义
无价，触动人心，弥足珍贵

当清风卷带着花香袭来，不输往年

的盛大春景绽放在武汉。从 1月 23日

武汉“封城”，到4月8日江城“重启”，在

这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一方

有难、八方支援，中国人民有情有义，向

世界展示了中华儿女“众志成城”的伟

大力量。

患难之中见真情，守望相助的深情

大义自古便蕴藏于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中。在这场与“看不见的魔鬼”的较量

中，中华儿女有情有义有担当：当疫情告

急之时，“请战书”刷屏网络，全国各地的

医护力量在第一时间编组成队，驰援湖

北，“一省包一市”的壮举为身陷疫情中

心的湖北人民带去了希望与勇气；在“封

城”之后，武汉一度按下了“暂停键”，而

其他地方一些行业却几乎同时按下“快

进键”，来自全国各地的支援物资源源不

断地运向武汉，以解武汉人民的燃眉之

急；在许多人“宅”家的那段日子里，党员

干部、志愿者们不惧被病毒感染的危险，

冲锋在前、挑起重担，维持秩序、发放物

资……众志成城，团结战斗，中国人民不

仅守住了疫情防线，更以真挚的情义对

“守望相助”这个词作了最生动的诠释。

义在肩头，不“以利为利”而“以义

为利”的行为准则永远镌刻在中华民

族的美德之中。在驰援湖北的医疗队

中，有年过半百的专家学者，有正值壮

年的中坚力量，也有“90后”“00后”的

年轻医护人员，虽然他们成长背景不

同，人生阅历不同，但当他们站在抗疫

战场上时，“不计得失，全力以赴”成为

他们的共同选择。白衣执甲的他们弃

利取义、不畏艰险，主动请缨、义无反

顾奔赴抗疫一线，将危险挡在身前，把

安全留给人民，以浸透衣衫的汗水和

面庞上深深的勒痕镌刻了为民奉献、

为国征战的深情大义。危难关头诠释

义利观的不仅是医护人员，全国各地

抗疫的人们同样用实际行动表达守望

相助之情：多地商家无偿捐助的支援

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向“封城”后的武

汉；物流从业者迎难而上，不计成本，

为疫情中的湖北打通了供应保障的

“大动脉”；在“封城”之后，武汉市内交

通一度“停摆”，众多私家车主早出晚

归，无偿接送一线医护人员往返，他们

以这样的义举为骄傲……回顾抗疫斗

争，中华儿女用无价的大情大爱写就

了疫情防控时期最温暖人心的篇章。

一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亦是一次

对新时代军民鱼水情的生动展现。当

人民群众身陷危难时，总会有人民子

弟兵向险而行的身影。从1998年抗洪

抢险，到2003年抗击非典，从2008年汶

川抗震救灾，到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人民子弟兵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全力守护。他们始终怀着

对党的忠诚和对人民的深情当先锋打

头阵，战斗到最后一刻，不计报酬、不论

生死，为人民踏平坎坷，扫除危困。出

征时坚定的脚步，逆行时昂扬的身姿，

疲劳时坚守的神情，无不彰显着人民子

弟兵为人民的赤胆忠诚。在解放军支

援湖北医疗队中，有多次临危受命的

老兵，也有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新人，他

们穿上防护服，戴上护目镜和口罩，便

将使命职责扛起，将个人安危放下，以

最具斗志的身姿坚守在各自战位，拼

搏于抗疫一线，在全国人民的关注和

期盼下，以军人的英勇无畏让那句耳

熟能详的歌词再次回响在每个人的心

底——“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

为了谁”。人民军队对人民群众的深

情大义，自这支军队诞生之日起便蕴

含于血脉基因之中，每当人民发出呼

唤，必然会得到他们全力的回应。这

种对人民的情义就像是埋在中国军人

心灵土壤中的一粒种子，栉风沐雨，拔

节生长，虽经历时代变迁和多元价值

观的冲击，但军民之情依然保持着最

为质朴本真的样子：人民军队人民爱，

人民军队爱人民。

回顾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人间

大爱，情义无价，触动人心，弥足珍贵。

情在心底，大义在肩，经过这次抗疫斗争

的洗礼，相信我们中的更多人会在本职

岗位上更加无私地付出、忘我地工作，满

怀对党和人民的深情大义，担当起时代

赋予的使命。

经历抗疫，更知情义
■陈俣林

●凭借坚韧、顽强和智慧走过
失败这座桥，就一定能到达成功的
彼岸，写就人生新篇章

永无成功的奋斗是难以想象的，永
无失败的奋斗也是不大可能的。有道
是“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在期待成
功、收获喜悦的同时，注定也要品尝失
败这枚青橄榄，跨过失败这道坎。

失败是一座桥，可以引领我们锻
造顽强意志。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
是败而自哀、败而自弃，对自己失去信
心。败而不馁、败而再战才是强者之
举、英雄本色。春秋战国时期，越国被
吴国打败，作为一国之君，越王勾践不
得已身陷敌国，受尽磨难屈辱，历经千
辛万苦，终于得以归国。为了报仇雪
耻，勾践晚上睡到柴草上，并在坐卧的
地方悬一枚苦胆，吃饭、睡觉前都要先
尝一尝，借此警醒激励自己。经过卧
薪尝胆，勾践带领越国走向强盛，终于
打败吴国。越王勾践没有在失败的痛
苦中气馁堕落，而是在忍耐中铭记耻
辱，磨炼意志，积蓄力量，终于抓住机
会战胜敌人，才有了后人“苦心人，天
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的
赞许和感叹。

失败是一座桥，可以引领我们不断
超越自我。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
现实生活中，谁都不希望自己失败，但
我们中许多人还是不可避免地会遭遇

失败。品味失败，总结教训，给自己一
个准确定位，可以让我们不断地超越自
我、追求卓越。爱迪生在 1877 年开始
改弧光灯为白光灯的试验，这项试验必
须找到一种能燃烧到白热状态的物质
做灯丝，而且这种灯丝要能够经受 1000
小时以上的持续高热度。为了选择做
这种灯丝用的材料，他夜以继日地进行
试验，仅植物类的炭化试验就试了 6000
多种材料，试验笔记记了 200多本。经
过三年左右的努力，他终于发明了最早
的白热电灯——竹丝电灯。失败在强
者眼里，只是现实中的一时挫折、生活
中的一段插曲，失败后仍会坚持下去。
坚持是成功的基石，面对失败百折不
挠、奋斗到底，最终必能有所作为。

失败是一座桥，可以让我们变得更
加成熟。失败这座桥，一头连着既往，
一头通向未来。越过它，你会更加懂得
世事无常，并不是所有的天都蓝，所有
的云都白，要保持平常心；越过它，你会
发现自己的潜能有待挖掘，人生大有可
为；越过它，你会收获自信和激情，对追
求更加执着。“排雷英雄战士”杜富国入
伍时只有初中文化，第一次专业理论考
试在全队垫底。“不做就不做，做了就做
好”。杜富国深知自己并无天赋，只能

依靠自己的扎实用功、勤恳做事。他凭
着一股执着劲，下苦功夫多学多记，常
常在走廊灯下学到深夜。功夫不负有
心人。他的成绩从 32分到 70分，再到
90分，甚至有时候能考满分。这背后是
他坚持不懈的刻苦钻研，几本扫雷教材
被他翻得卷了边。在临战训练中，为练
强探雷针的操作手感，杜富国每天练上
万针，像绣花一样将草皮翻个遍，常练
到胳膊都酸得抬不起来。武艺练得精，
才是合格兵。入伍以来，杜富国多次获
嘉奖，被表彰为优秀士兵、优秀士官，成
为名副其实的扫雷英雄。负伤后，他自
强不息，用实际行动书写了新时代革命
军人的使命担当，为我们坚强面对挫折
和困难树立了榜样。

事实上，许多时候失败和成功只是
瞬间的差别，这一刻可能山穷水尽，下
一刻也许就会柳暗花明。没有永远的
顺境，也没有永远的逆境。失败只是为
成功按下的“暂停键”，为了远大理想和
美好未来，不要害怕人生中遇到的任何
困难、任何挫折、任何险阻，义无反顾地
向着既定目标而奋斗，勇往直前。要始
终坚信，凭借坚韧、顽强和智慧走过失
败这座桥，就一定能到达成功的彼岸，
写就人生新篇章。

失败是一座桥
■李永胜

在柴可夫斯基《天鹅湖》的优美旋

律中，4个“小天鹅”踩着同一个节拍翩

翩起舞。这些芭蕾舞演员手拉着手、肩

并着肩，腿部动作整齐划一，弹跳旋转

协调一致，给人以美的享受。

假如每个“小天鹅”为了凸显自

己，各行其是，就不会有这样的艺术效

果了。这就说明一个道理：合作才能

共赢。

在一个集体里，我们每个人的分工

不同，但只要相互合作、步调一致，心往

一处想、力往一处用，就能产生巨大的

合力，进而成就一番事业。而我们每个

人的价值，也会在集体价值的升华中得

到提升。

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国家之间也需

要合作而不是对抗，才能促进各自经济

社会的发展，实现共赢。

翩翩起舞——

合作才能共赢
■朱金平 摄影并撰文

●威信不是通过职务任命而来
的，而是在实践中通过一点一滴积
累、做好一件件事情树立起来的

对部队指挥员而言，威信是一种无
声的命令、无言的号召，是官兵对指挥
员综合素质的认可，也是指挥员领导艺
术的综合反映。威信不是通过职务任命
而来的，而是在实践中通过一点一滴积
累、做好一件件事情树立起来的。可以
说，威信维于“微”与“为”。

和平时期少有血与火的考验，影响
指挥员威信高低的因素，往往在和官兵
朝夕相处之时，在日常工作之中，在言
谈举止的细微之处。平时工作生活中，
带一个好头，就收获一分尊敬；解决一
个难题，就取得一分信任。反之，搞一
次特殊，就降低一分认可；破一次规
矩，就留下一个污点；谋一次私利，就
失去一片人心。指挥员无时无刻不被官
兵关注和监督，是不断取得尊敬、信任
和支持，还是渐渐显露缺点、留下污
点、惹出“槽点”，直接决定了指挥员
的威信高低。

威信在实不在虚。空喊千百遍，
不如务实干。那种虚张声势的所谓
“威信”一旦被识破，往往会颜面扫
地，乃至沦为笑柄，失去群众信任和
拥护。邓小平同志说过，“群众对干部
总是要听其言、观其行的”。“好人主
义”哄来的、“利益许诺”换来的、
“官大声高”唬来的，都不是真正的威
信。如此种种即便看起来威风十足，
能够让人表面服从，也难以让人真正
服气，更不会长久。

习主席所著 《摆脱贫困》 一书中
指出：“领导的威信从哪里来？靠上级
封不出来，靠权力压不出来，靠耍小
聪明骗不出来，只有全心全意、尽心
竭力、坚持不懈为人民办事，才能逐
步地树立起来。”有道方令万物遂。各
级指挥员树立威信，首在修身立德。
律人先律己，正人先正己，让官兵自
觉在思想言行上向你靠拢，在作风纪
律上以你为榜样，以无形的人格魅力
让人折服。其次是重实干求实效，以
有“为”赢得官兵的信服。通过不断
抓实工作，解决现实困难，干出实在
业绩，以优良作风形象引领带动部
队。还要真心实意地和官兵交朋友，
常和官兵谈心交心，增加相互信任，
常做一些知官兵冷暖、解官兵危困的
事，增加思想共鸣，建立起良好的情
感互动。最后应注重点滴涵养增威
信。以“投豆自省”之心珍惜自己的
形象，慎始慎终、慎初慎微，通过不
断努力，使自己的人格更加完善、能
力更加过硬、作风更加务实，与官兵
的感情更加真挚，从而更好地带领官
兵开创部队建设发展新局面。

（作者单位：武警南宁支队）

威信维于
“微”与“为”

■徐 勇

●保持底线思维和忧患意识，
做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乐不忘
忧，提升草摇叶响知鹿过、松风一
起知虎来、一叶易色而知天下秋的
能力

谨慎之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
品质，它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文明的土壤
中。像《诗经》中讲的“战战兢兢，如临
深渊，如履薄冰”，《道德经》中讲的“慎
终如始，则无败事”，《论语》中讲的“多
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
慎行其余，则寡悔”，都是告诉人们做人
做事要谨慎小心。谨慎之心也是古人
的一条重要为政之道，宋朝吕本中所著
《官箴》，开头便讲：“当官之法，惟有三
事：曰清、曰慎、曰勤”，告诫为官者要时
时坚守谨慎这一重要原则。

当然，强调谨慎之心，不是让人戚
戚不安，不是畏首畏尾、消极保守，不是
自缚手脚、无所作为，而是要保持底线
思维和忧患意识，做到安不忘危、存不
忘亡、乐不忘忧，提升草摇叶响知鹿过、
松风一起知虎来、一叶易色而知天下秋
的能力。

受挫时容易变得谨慎小心，成功
时容易变得骄傲自满。我们不能因
为工作有一点成绩就骄傲自满起来，
应该时刻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一
个人如果缺少了谨慎之心，则难以预
见存在的困难和问题，难以洞察潜在
的危机和危险，很容易陷入盲目乐
观，被一时的胜利冲昏头脑，极易造
成无法挽回的损失。诸葛亮一生谨
慎，可是一时疏忽，错用了刚愎自用
的马谡，招致街亭失守，间接导致了
整个北伐事业的失败。曹操战胜袁
绍之后，志得意满，在军事上渐渐失

去谨慎之心，结果导致赤壁之战大
败。“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傲”，
历史的教训深刻，值得静心反思，认
真借鉴。

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
来。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生于忧患、成
长于忧患、壮大于忧患的政党。谨慎
之心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须臾不能
忘记。1945 年 4 月，毛泽东同志在党
的七大上致开幕词时说，“我们应该谦
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
国人民服务”；同年 5月，党的七大上，
在讲到“准备吃亏”时，毛泽东同志一
口气列举了 17条困难，强调在看到光
明的同时，更要准备困难，“要在最坏
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改革
开放以后，面对种种困难和矛盾，邓小
平同志强调，“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
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提醒全党同
志要谨慎再谨慎，万万不能掉以轻
心。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反复
告诫全党，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越是
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越是要有居安
思危的忧患，绝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
错误。这种谨慎之心，深深体现了共
产党人的责任担当和忧党、忧国、忧民
的真挚情怀。

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
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
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
退、非进不可的时候。我们正在进行
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
争。面向未来，需要不断增强谨慎之
心，发扬斗争精神，既要警惕“黑天
鹅”，也要防范“灰犀牛”；既要打好防
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
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
战，在防范化解风险上勇于担责、善
于履责、全力尽责。只有这样，我们
方能战胜一切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
走向胜利，交出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
验的合格答卷。

谨慎之心贵如金
■李照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