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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现在的我”，须将立
志、有识、有恒统一起来，将个人
理想与国家需要、人民利益融为
一体，“立鸿鹄志，做奋斗者”

寻淮洲是红军历史上最年轻的军

团长，以英勇善战而著称。他少年时

就有远大抱负，在13岁进入湖南省浏

阳县莲溪乡立高等小学就读时，就写

了一篇题为《现在的我》的文章。文中

写道：“我们生在世界上……由幼而

壮，由壮而老，由老而死，空空过此一

生，岂不是太无意识了吗？……对于

学业上应该猛力前进，求一些丰富的

知识；对于身体上，应该竭力锻炼，求

一个强健的身体；对于办事方面，更应

该随时练习，养成很好的才干，预备将

来与国家做些大事业……”这是一位

乡村少年的内心独白，也是一份充满

理想抱负的青春宣言。

新时代中国青年也应认真思考如

何做好“现在的我”。其努力方向首在

立志。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对

于志向的重要性，王阳明《示弟立志

说》中的论述堪称经典：“夫志，气之帅

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

源不浚则流息，根不植则木枯，命不续

则人死，志不立则气昏。”这一连串的

比喻，把人生立志的重要性表达得淋

漓尽致。志向决定人生方向，确定方

向才能有所作为。青年毛泽东就有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的远大抱负；周恩来年轻时就立下“为

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宏大志向；寻淮

洲少年时就立志“预备将来与国家做

些大事业”，后来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

贵生命。

做好“现在的我”，须将立志、有

识、有恒统一起来，将个人理想与国家

需要、人民利益融为一体，“立鸿鹄志，

做奋斗者”，涵养堪当大任的精神气质

和能力素质。

在立志上，胸怀高远、脚踏实

地。先辈有言，“要立志做大事，不要

做大官”。“做大事”与“做大官”是两

种不同的追求，反映两种不同的境

界。前者专注于事业，只要是对国家

和人民有利的事，都会认真对待、竭

力而为；后者则沉湎于自我，一味追

求个人名利，最终难免蹈入“唯我主

义”的泥淖。雷锋少年时就立下当个

好农民、当个好工人、当个好士兵的

人生志向，并且不遗余力地去践行，

把理想抱负与脚踏实地完美结合起

来，从而实现了从平凡到伟大的升

华。立志做大事就要学会从小事做

起，从平凡的事做起，一步步走好人

生道路，夯实干事基础。如此才能在

平凡中铸就伟大，为实现中国梦强军

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有识上，勤于学习、苦练本领。

欲担强国强军使命，须有过硬本领。

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

把学习摆在首位。认真学习党的创新

理论，把握好人生的正确方向；努力掌

握科学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增强做

好工作的本领；既要读好有字之书，还

要读好无字之书，不仅能把学到的知

识运用于实践，而且要学会在实践中

增长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本领。要

特别重视去广阔基层锻炼、在关键岗

位历练的机会，通过实践掌握真才实

学，“曾益其所不能”，努力成为可堪大

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材。

在有恒上，严格要求、砥砺前行。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许多有志青

年闻令而动、挺身而出，经受了严峻斗

争的考验，交出了合格答卷。勇于担

当、乐于奉献，是当代青年普遍具有的

品质。然而不可否认，也有一些人在

利益诱惑和多元价值观的冲击下精神

空虚、迷失自我，在奋斗与安逸、吃苦

与享受的选择中放弃前者、选择后者，

过早让人生之舟驶入了醉心于安逸舒

适的港湾。“没有人能给你一座玫瑰

园”，当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前

人流血流汗甚至拼命换来的，今天的

年轻人应该从中汲取奋斗的力量。“青

年不可一日无觉醒”，只有每个人都抓

住当下，做好“现在的我”，才能成就更

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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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治形式主义，一个不可忽
视的环节就是端正对形式的认识和
态度，在思想上深刻认识和把握形
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牢牢把形式
的作用和功能定位于推动工作落
实，避免落入形式主义

形式主义严重脱离人民群众，妨碍

工作落实，贻害党的事业，我们党历来态

度鲜明予以反对。但毋庸讳言，眼下困

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仍时常闪现，甚

至在一些地方成了影响工作末端落实的

一大顽症。“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纠治

形式主义必须驰而不息。

形式主义为什么会久治不愈呢？不

可否认，这其中有私欲作怪，有官僚主义

作祟，也有不善于科学统筹的问题，但对

待形式的态度不科学，亦即不懂得“形式

为内容服务”的道理，错把形式当根本、

当成绩，沦入为形式而形式，甚至揣着明

白装糊涂、假落实之名搞形式主义，也是

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根治形式主义，一

个不可忽视的环节就是端正对形式的认

识和态度，在思想上深刻认识和把握形

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牢牢把形式的作

用和功能定位于推动工作落实，避免落

入形式主义。

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具有一定

的内容和形式。好的表现形式，对事

物的内容具有促进作用；差的表现形

式，则对事物的内容有着阻碍作用，正

如马克思所说，“如果形式不是内容的

形式，那么它就没有任何价值了”。因

此，选择推进工作落实的形式，必须高

度重视形式的反作用，决不能像“剜到

篮子里就是菜”那样不加选择，而必须

借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望远镜”和

“显微镜”进行科学考量，自觉将干扰

落实、危害落实的形式主义的东西从

工作落实中剔除出去，确保有效落

实。这也告诉我们，反对形式主义，要

祛除的是脱离内容的形式、自我服务

的形式，并不意味着一概否定形式。

只讲内容对形式的决定作用，否认形

式对内容的反作用是错误的；而反对

形式主义，将必要的形式一起去掉也

是不正确的。对形式的科学态度，就

是要剔除阻碍落实、干扰落实的形式

主义，让形式更加有效地推进落实，更

好地为落实服务。

让形式更好地为落实服务，关键要

明确衡量好形式的价值标准。形式与

内容的关系，理论上并不难理解，但实

践中哪些是必要的形式、哪些是形式主

义，却由于辨别不清很容易困惑于其

中，一些形式主义正是利用了人们认识

上的缝隙，得以滋长蔓延。比如，假工

作之名，把开会当落实、把下发文件当

落实；假成绩之名，满足于事事搞台账、

事事上平台、事事限期催报；把形式当

成绩、把过程当政绩，等等。而其结果

无一不是干扰和影响工作落实。因此，

纠治形式主义，必须用科学的价值观审

视我们各项工作的外在形式，牢牢将工

作形式的价值标准定位于推动工作落

实。凡是对推动落实有益的形式就坚

持，凡是对推动落实有阻碍和破坏作用

的就坚决祛除，自觉摈弃把形式当成工

作、当作成绩的思维，坚决避免搞花里

胡哨、热热闹闹的虚假现象。作为各级

领导和机关，既要理解和体谅基层辛

苦，持续为基层真减负、减真负，让基层

干部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又要坚持正

确导向，在纠治形式主义上下大决心、

用大力气，引领基层在落实上出实招、

用真功，扎扎实实抓落实、心无旁骛求

实效。这样就会在克服形式主义中推

动工作落实，在推动工作落实中克服形

式主义。

让形式更好地为落实服务，最根本

的是要用末端显示的运行模式祛除形

式主义。形式主义从实质危害上讲，无

一不是束缚干事创业的手脚，占用和耗

费末端落地的成本。解决这一问题的

出路，就是要走出“拍脑袋决策”“闭门

筹划”等惯性思维和领导方式，切实确

立起末端看显示的工作运行模式，像战

争年代打仗那样“问问战士”，多听听基

层的意见，多看看官兵满意不满意、赞

成不赞成。要善于从基层实际运行模

式中找问题症结，以末端显示的成效为

检验工作成绩的重要标准。“春江水暖

鸭先知”。事实证明，哪些是必要的形

式、有助于推动落实，哪些是形式主义

的东西、影响工作落实，基层的感觉最

真实、最有发言权。多听一听基层的呼

声，多看一看末端的显示，既可以精准

立起纠治形式主义的靶向，把住从数量

上、质量上开刀和突破的关节点，也可

以在推进工作落实上更加有效地把对

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结合起来，上下拧成

一股绳、形成一股劲，齐心协力取得更

加扎实的落实绩效。

让形式更好地为落实服务
■于永军

●有什么样的心态，就会产生
什么样的状态。良好的精神状态，
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

一位领导干部在与部属谈心时说：
“不管形势环境怎样变化，无论风险挑战
如何增多，我们都要用好心态保持好状
态，把事业干好。”这番话让我回味良久，
引发了我对心态与状态的思考。

一个人无论身处何种环境，都要保
持好心态。心态是一种心理品质，体现
的是修养和能力。心态虽是内心的变
化情况，但会对一个人外在的精神状
态、言谈举止、干事成事等产生影响。
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心态，就会产生什
么样的状态。

积极健康心态是好状态的重要支
撑，不具备良好的心态往往会让人“不
在状态”。有的人心态好，状态经常是
“满格”的，工作标准总是合格的，事业
发展趋势是进步的；而有的人心态消
极，状态常常处于“待充电模式”，随时
有“断电”“停机”的危险。现实工作生
活中，心态往往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
化。当进步受挫、利益受损、个人或家
庭出现困难矛盾时，人们的心态很容
易发生变化，一些人会因此而丧失信
心、牢骚满腹、颓废倦怠。随之而来的
则是个人状态出现落差，干工作心不
在焉，不愿担当，对事业缺乏激情、失
去斗志。越是这个时候，越考验一个
人的意志品格、精神境界，越需要调整
心态、振奋状态。

决定人生成功的，绝不仅仅是才能
和技巧，还有人们面对生活和工作的心
态与状态。人与人之间最明显的区别，
往往在于状态的差异，有什么样的状态
就会创造什么样的人生风景。留心现实
不难发现，凡是状态佳、精神饱满、积极
奋进的人，往往能量满满，终能一步步走
向成功，实现理想、成就事业，成就不平
凡的未来；相反，那些常常“不在状态”的
人，往往浮躁焦虑，患得患失，工作事业
难有起色，甚至因此而自暴自弃，又何谈
人生理想的实现。

良好的精神状态，是做好一切工作
的前提。在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伟大征
程上，我们应以淡定的心态专注做事，面
对生活中的变化、变故，应对工作中的变
局、危局和险局，能保持宠辱不惊、从容
不迫的状态；以阳光的心态对待挫折，面
对生活中的不如意哪怕是逆境，都始终
保持积极向上、笑对坎坷的状态；以奋进
的心态干事创业，面对前进道路上的各
种困难和阻力，不惧挑战、迎难而上、敢
于胜利，始终保持激情“满格”、奋勇向前
的状态，稳扎稳打走好人生每一步，创造
出不平凡的业绩。
（作者单位：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

涵养好心态
始终“在状态”

■易建军

影中哲丝

方 法 谈

知行论坛

心灵和谐

生活寄语

阳光下的百合花，色泽鲜艳、芬芳

四溢，使室内洋溢着一片温馨。随着光

线的移动，百合花的影子虽然被拉长

了，也变歪斜了，但花还是那枝花，它的

一切都没有变。这使人想到一句俗语：

身正不怕影斜。

在社会中，对同一个人、同一件事，不

同的人往往有着不同的评价。这首先缘于

人们认识事物的能力和水平有高低之别，

其次是因为有的人对人对事的了解不全

面，会如盲人摸象那样得出片面结论，此外

也不排除有的人习惯带着“有色眼镜”看人

待事。甚至还有一些人，怀着不可告人的

目的故意造谣诬蔑，抹黑他人。

世界是复杂的，什么样的人都有。

哪怕事情做得再对，也免不了有人说长

道短、恶意攻击。但只要我们行得正、

走得端，就不怕他人说是非，因为公道

自在人心。

斜阳下的花朵——

身正不怕影斜
■朱金平 摄影并撰文

●其实，“抵抗力最大的路径”
可能就是许多人苦苦追求的“最近
的路”

现实中常有这样的现象，有的人做
事之前，总会想“以前别人是怎么干
的”，总要看有没有现成的“模板”可套
用。这种“复制粘贴”式的工作模式和
工作方法，看似追求工作的高效率，把
事情做得更加稳妥，而实际上多是为了
图省事、抄近道，一定程度上是惰性思
维和取巧心态的反映。

成功不复，知变为大。别人的做法可
以学习借鉴，但不能简单克隆。以惰性思
维干工作，没有真正开动脑筋去思考，工
作的创新性从哪里来？“踩着别人脚步走
路的人，永远不会留下自己的脚印”，“复
制”别人的做法，怎么会有工作的成就感？

世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也

没有随随便便得来的成功。成功之路
都是靠结合自身实际踏踏实实走出来
的。搞科研，就要老老实实地遵循客观
规律，像袁隆平那样，靠“不在稻田就在
去稻田的路上”的执着与坚韧，一步一
个脚印，一门心思造福人类；搞创作，就
要扎扎实实地到基层一线体验生活，像
柳青扎根皇甫村 14年那样，把自己“变
成农民”，写出有温度的传世精品；当公
仆，就要为人民踏踏实实做事，像焦裕
禄、沈浩那样，从一件件具体事抓起，实
打实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才能在人民
群众心中树起一座丰碑。

速生的木材打不了扁担。在实际
工作和生活中，那些急功冒进之人往往
欲速不达，走向了愿望的反面。欲争其
利，反受其害；欲图其快，反变为慢。正
如老话所说，“一口吃不成个胖子”，只
有把基础搞扎实了，后面的路才能走得
更稳更远。

毛泽东同志有句名言：“做什么事
情，不要老想走‘一’字，要善于走‘之’
字。”英国战略学家利德尔·哈特分析世

界上成功的战略案例后，发现 90%案例
用的都是间接路线。美学家朱光潜在
《谈修养》一书中，讲到自己的一段亲身
经历，他曾学过作诗填词，一时兴之所
至，就信笔直书，自以为写得不错，就找
了一位精于诗词的朋友来看。朋友看后
坦白地告诉他：“你的诗词未尝不能做，
只是你现在所做的还要不得。”他问朋
友：“毛病在哪里？”朋友回答：“你的诗词
都来得太容易，你没有下过力，你欢喜取
巧，显小聪明。”朱光潜深刻反思后认为，
朋友的话一语中的，自己的毛病确实在
“没有下过力”，并感悟到“不但在文艺方
面，就在立身处世的任何方面，贪懒取巧
都不会有大成就，要有大成就，必定朝抵
抗力最大的路径走”。

其实，“抵抗力最大的路径”可能就
是许多人苦苦追求的“最近的路”。培
根也曾发出忠告：“人生如同道路，最近
的捷径往往是最坏的路。”这句话值得
我们深思。
（作者单位：武警工程大学军事基

础教育学院）

“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径走”
■李旭擎

●只要不惧风雨、不畏艰难、
不怕挫折，历经磨难而百折不挠、
一往无前，面对坎坷而意志如钢、
砥砺奋进，最终定能变挑战为机
遇，风雨过后见彩虹

生活中，当我们遭遇挫折或失
败，心情沮丧、精神萎靡、意欲放弃
的时候，经常有战友鼓励我们再苦
再难都要咬牙挺住。挺住，一句简
单的话语，却经常在不经意间，使人
焕发激情斗志，让人以坚忍不拔的
意志直面困境，以跋山涉水的姿态
铿然前行，闯过激流险滩，踏平坎坷
成大道。

人生从不会笔直向前，总是会经
历曲折、起伏，遭遇困难、坎坷，这是
一种生活常态，从来不以人的意志
为转移。品味成功的喜悦，不难发
现，令人刻骨铭心、记忆犹新的并非
鲜花和掌声，而是历经千难万险、千
辛万苦，凭借百折不挠的意志和乐
观向上的精神，在满是泥泞的道路
上踩出的那一行行深深浅浅、清晰
可见的脚印。虽然奋斗的过程极为
不易，但正因为饱尝了逆境之艰险、
拼搏之艰辛，才更能体会成功果实
的弥足珍贵。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

等闲”。红军长征时期，面对极其恶
劣的生存环境和围追堵截，革命先辈
们以钢铁般的意志和大无畏的勇气，

把困境当磨刀石，把挫折当铺路石，
一路栉风沐雨、闯关夺隘，咬紧牙关
经受了无数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
一次次奇迹般地在无路之处开辟出
生路，最终取得长征的胜利。面对考
验，彰显的是一种直面困苦、笑对逆
境的昂扬心态，一种搏击风浪、中流
击水的非凡气魄。

朝鲜战场上，视纪律重于生命的
邱少云在烈火焚身之时，双手深插泥
土，强忍巨大疼痛，一动不动，直至壮
烈牺牲。他用令人不可思议的坚忍
不拔，谱写了一曲天地为之动容的英
雄赞歌。相比而言，现实中的一些年
轻官兵，虽然思维活跃，视野开阔，但
对抗风雨的能力却相对欠缺。有的
遇到风吹浪打容易患得患失、惆怅满
腹，甚至意志消沉、精神颓废，一遇困
难就给自己敲“退堂鼓”……其实人
的潜能是无限的，经历的风雨多了，
学会了咬牙挺住，年轻的脊梁就会变
得挺拔，就能够以坚韧顽强的意志踏
过千山万水。

山再高再崎岖，坚持往上攀，总
能登顶；路再长再颠簸，坚持走下去，
定能到达终点。艰难时刻能挺住，是
新时代革命军人应具备的一种优秀
精神品质。咬牙挺住，考验意志、磨
砺心志、激励斗志，让人愈挫愈勇、愈
挫愈强，在日积月累中锤炼生成笑对
困难的豪迈气和压倒困难的挑战
力。只要不惧风雨、不畏艰难、不怕
挫折，历经磨难而百折不挠、一往无
前，面对坎坷而意志如钢、砥砺奋进，
最终定能变挑战为机遇，风雨过后见
彩虹。

挺过风雨，得见风景
■张 挺 周燕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