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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法 谈

忆传统话修养

影中哲丝

●新时代大力弘扬奋斗精神，
营造干事创业氛围，让任劳者少任
怨，让多劳者多受益，不仅十分必
要，而且是理应做到的

不辞辛劳、埋头苦干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在当代中国，各个岗位上都
有甘愿吃苦耐劳、默默奉献的人。他们
“小车不倒只管推”，无论怎样苦累难
耐，都无怨无悔。然而，这些本该受到
大家尊敬和褒扬的人，有时也会遭受各
种埋怨、嘲讽乃至指责、训斥，任劳还要
任怨，令人感慨，引人思考。

任劳任怨，意指做事能够经受劳
苦、忍受别人埋怨。一般来说，任劳者
工作忙、做事多，出错的概率相对就大；
同时，他们专注于本职工作，难免会在
沟通方面出现一些疏忽，做事有时欠周
全，会由此引发各种批评甚至指责。对
此，任劳者当心胸宽阔、襟怀坦白、泰然
面对；倘若真的有错，则要虚心接受、努
力改正。作为领导和同事，应当多理解
和体谅他们，不应不问缘由地随意批
评、动辄指责，更不应吹毛求疵、求全责
备，让他们在任劳的同时还要任怨，陷
入身心俱疲的境地。

少让任劳者任怨，是对任劳者工
作积极性的保护。从现实情况看，那

些埋头苦干、默默奉献的人，大多是一
些不图名利、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老实
人。对这些老实人，领导和同事理应
给予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对他们多褒
扬，让他们得到与其付出相匹配的精
神鼓励和物质奖励，帮他们排忧解难，
使他们能够轻松愉快地工作、心无旁
骛地做事。相反，如果让任劳者再任
怨，不但可能挫伤任劳者的积极性，还
会给更多人带来消极影响，难以形成
干事创业的环境氛围。

如果让任劳者任怨，更大的隐患是
会冲击人们的价值观念。任劳者干工作
本来已经付出大量心血和汗水，如果还
要遭受各种不应有的冷嘲热讽、责怪埋
怨，不仅对任劳者不公平，而且还容易使
人们认同“吃力者不讨好”的观点——事
做得越多受责备越多，苦吃得越多受屈
越多；多干不如少干，少干不如不干；与
其任劳任怨，不如少劳少怨、不劳无
怨。这就会使勤勤恳恳干事、默默无闻
奉献的正能量难以得到弘扬，让不愿吃
苦耐劳、不敢担当作为的现象在一些人
中滋生蔓延。久而久之，必然会影响单
位建设发展，害莫大焉。

有人说，自己干工作“不怕苦干就
怕白干，不怕任劳就怕任怨，不怕自己
吃苦就怕别人挖苦”。这话具有一定代
表性。新时代大力弘扬奋斗精神，营造
干事创业氛围，让任劳者少任怨，让多
劳者多受益，不仅十分必要，而且是理
应做到的。

少让任劳者任怨
■胡建新

谈 心 录

●“怕”源于对初心的坚守，对
权力的敬畏。“不怕”源于无私，无
私者无畏

谷文昌在福建省东山县工作 14

年，任过10年县委书记。这位党的好

干部不怕艰苦，就“怕脱离群众”“怕给

公家浪费”；不怕磨难，却怕工作干不

好，怕党的形象受损。

谷文昌怕脱离群众。他一年四季

大部分时间都在基层，在田间地头，与

农民席地而坐谈生产，卷着土烟拉家

常，全县400多位生产队长，他大都能

叫出名字来；谷文昌怕工作干不好。立

下“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的

誓言，率领东山人民苦战十几载，让东

山岛上3万多亩荒沙滩基本完成绿化，

194公里的海岸线筑起了“绿色长城”；

谷文昌怕党的形象受损。他调到福州

任林业厅副厅长时，有关部门提出要将

他的大女儿谷哲慧由临时工转为正式

工，随谷文昌一起去省城。谷文昌坚决

不同意，他说：“组织上调的是我，不是

我女儿。”

谷文昌不怕艰苦、不怕磨难。当年

他带领东山干部群众在千亩飞沙滩上种

下数十万棵木麻黄，一场倒春寒过后只

成活了九棵，很多人想打“退堂鼓”。谷

文昌说：“能活九棵，那就一定能活九千

棵、九万棵。”谷文昌下乡总要带上一把

剪刀，一把铁铲，看见歪倒的小树就亲

手扶起来，看到该剪的枝杈就随手剪

掉。他带领东山岛军民“上战秃头山，

下战飞沙滩，绿化全海岛，建设新东

山”，艰苦奋斗了多年，终于扼住了肆虐

的“沙虎”，制服了“神仙都难治”的风

沙。有了谷文昌当年带领群众艰苦奋

斗，才有了现在成片木麻黄，有了如今

“花木四时秀，庭院满眼春”的幸福生活。

古人云，“凡善怕者，必身有所正，

言有所规，行有所止”。对党员干部特

别是领导干部而言，“怕”源于对初心的

坚守，对权力的敬畏。谷文昌二女儿结

婚，想让父亲批点木材做家具。谷文昌

严词拒绝：“我管林业，如果我做一张桌

子，下面就会做几十张、几百张，我犯小

错误，下面就会犯大错误。”陈毅元帅有

诗云：“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与人民

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陈毅任上海

市市长期间，经常要接待各色商人和实

业家，有人给他送古玩字画，他总是婉

言谢绝。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们

共产党最讲纪律，在这方面胆子大了不

行，胆子大一点都不行。”党的好干部郑

培民要求自己和家人对待身外之物要

有铁石心肠，他为女儿举办婚事定下原

则，不收礼不铺张秘密举行，为的是“不

给别人一点送礼的由头，不让自己有半

点腐败的念头”。

人们常说，心底无私天地宽。“不

怕”源于无私，无私者无畏。然而现实

中也有这样一些人，干工作不怕群众不

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不怕集体利益

受损害，就怕个人利益受损失；遇事不

敢担当负责，怕得罪人，怕丢选票……

表面上是因为“怕”，实际上是“私”字作

祟，甚至以权谋私、假公济私，最终身败

名裂、害人害己……从根本上说，还是

人生观、权力观、政绩观出了问题。

“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垮；

给人民作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谷

文昌被当地群众尊称为“谷公”，东山人

民每逢节日祭祖都“先祭谷公，后祭祖

宗”。焦裕禄为改变兰考贫穷落后的面

貌，立下“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

的誓言，带领全县人民战天斗地，治理

“三害”，兰考人民至今“看到泡桐树，就

想起他们的焦书记”。杨善洲退休后，

带领群众把荒山变成了绿洲。家乡人

民感激他为子孙后代造福，编了首歌谣

送给他：“家乡有个小石匠，当官退休福

不享，栽树20年，荒山披绿装，造福子

孙千万代，为民服务永不忘。”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党

员干部都应对照谷文昌这面镜子，把

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

绩，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

中有责、心中有戒”，在“怕”与“不怕”

中找到立身做人的根本，立起干事创

业的担当。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西

安校区）

谷文昌的“怕”与“不怕”
■刘国贤

某次野外训练中，担负潜伏狙杀任

务的狙击手正聚精会神地瞄准目标。此

时，一只爬虫悄悄蠕动到了他的脸上，他

仍镇定自若，纹丝不动，最终顺利完成狙

击任务。

人生中难免会遇到类似专心致志时

虫子却爬到脸上的意外情况，考验人们

的应变能力和意志品格。面对不期而至

的急事、难事、险事，如果不能处变不惊，

沉着应对，就难以挺过风雨，攻克险阻。

保持“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的从

容，心怀“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的气

度，拥有“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

动”的定力，才能凝神细思，攻坚克难，于

处变不惊中沉稳地把事情做成功。

狙击训练——

处变不惊 稳中求胜
■余海洋/摄影 慕佩洲/撰文

俗话说：“听话听声，锣鼓听音。”在
日常交往中，由于说话场合和谈话对象
不同，往往存在着两种类型的表达，一种
是有话直说，另一种是委婉表达。说话
直抒胸臆，可以让人不用揣摩就能明白
其中含义；而委婉表达则多有言外之意，
蕴含着弦外之音，是一个人想要表达的
真实意图。作为带兵人，要把准战士的
思想脉搏，开展好思想政治工作，尤须善
听委婉表达中的弦外之音。

在军营，也许战友间说的玩笑话、牢
骚怪话或者谈心交流时的闪烁其词，虽
是只言片语，却可能透露出他们真实的
想法。这时，干部骨干如果能细心捕捉

到弦外之音，听懂弦外之意，有时候甚至
比精心准备的思想调查来得更有效。在
某项工作苦于打不开局面时，不经意间
“关键的一两句话”，也许就能为带兵人
提供思路，进而顺藤摸瓜，有所收获。对
于一线带兵人来说，要善听弦外之音，明
白战士话里的真正含义，从中听到困难
和诉求，尽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如今的战士大都思想活跃、个性鲜
明，处在血气方刚的年龄。工作生活中
遇到看不惯的现象或者想不开的问题
时，有的难免会说气话、发牢骚。遇到
这种情况，带兵人当有容人雅量，善于
捕捉情绪背后的信息，听出其中的弦外

之音，抱着解决问题的目的，耐住性子
让他们把话说完，把心中的怨气出一
出，解开他们思想上的“疙瘩”，从而化
解矛盾、消除隐患、增进感情、融洽关
系、赢得支持。

善听弦外之音，有耐心还要更细
心。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往往需要察于
微末，且经常稍纵即逝。这就需要带兵
人见微知著、明察秋毫，耐心引导，精准
发问，循序渐进，让战士讲出心中不愿轻
易说出的话。认真去倾听、用心去思考，
真正把有益的意见建议加工运用到实际
工作中去。

善听弦外之音，是为了更好地解决

问题、干好工作，这就需要带兵人对获
取的情况及时应对、积极作为，坚决杜
绝听归听、做归做，听时满脸真诚、听后
若无其事的不良作风。同时，还应自觉
把战士的弦外之音当成检验各项工作
的“晴雨表”。一些战士之所以说话会
有弦外之音，而不是“当面锣，对面鼓”，
说明他们对于说真话有所顾虑，也说明
有些工作做得尚不到位。带兵人应以
此对照检查自身工作，改进方式方法，
主动与战士建立互信，鼓励他们畅所欲
言，努力针对问题不足抓整改，努力帮
战士办实事、解难题，不断提高为兵服
务质量。

善 听 弦 外 之 音
■牛承猛 姜留稳

●心中的“珠峰”，是我们为之
奋斗的目标。生活有了目标，如同
航行有了罗盘；生命有了梦想，犹如
春天有了色彩

近日，2020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8

名攻顶队员克服重重困难，成功登顶世

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完成了峰顶测量

任务。面对山高坡陡、氧气稀薄、冰缝密

布、狂风雪崩等常人难以想象的恶劣环

境，登山队队员们不惧挑战、勇于攀登、

顽强拼搏的精神震撼人心、催人奋进。

对于现实中绝大多数人来说，虽然不需

要去挑战攀登珠峰，却需要不断突破自

己的极限，攀登自己心中的“珠峰”，从而

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作家刘墉说：“你可以一辈子不登

山，但你心中一定要有座山。它使你总

往高处爬，它使你总有个奋斗的方向，它

使你任何一刻抬起头，都能看到自己的

希望。”心中的“珠峰”，是我们为之奋斗

的目标。生活有了目标，如同航行有了

罗盘；生命有了梦想，犹如春天有了色

彩。只要“珠峰”常驻心间，我们便有源

源不断的前行动力，我们体验的是积极

乐观的人生，看到的是别样的风景，回首

往事的时候，就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

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排雷英

雄战士”杜富国深知自己并无天赋，要实

现心中目标，唯有执着前行、刻苦钻研。

在挑灯夜读中，数本扫雷教材被他翻得卷

了边。为了练强探雷针的操作手感，他每

天像绣花一样将草皮翻个遍，上万针练习

下来，胳膊经常酸得抬不起来。负伤后，

他自强不息，勇敢面对挫折挑战，立起了

新时代革命军人的好样子。事实证明，困

难并不可怕，只要有藐视困难的勇气、战

胜困难的决心，终会把困难踩在脚下，走

向成功。这正是，“山再高，往上攀，总能

登顶；路再长，走下去，定能到达”。

活着，就要攀登；攀登，才能活得更

精彩。《士兵突击》里许三多有一句话：

“人不能过得太舒服，太舒服就会出问

题。”法国作家雨果有言：“所谓活着的

人，就是不断挑战的人，就是不断攀登命

运险峰的人。”真实的人生没有不难的，

实现奋斗目标没有不经历荆棘坎坷的。

艰难险阻是一种客观存在，在前进的道

路上绕不过、躲不开，迎难而上、风雨无

阻才是正确的应对态度。生理学家巴甫

洛夫说得好：“向下滑溜的人很快就活得

累了，他们一般都过早地退出了人生舞

台。而向上攀登的人却可以一直往前，

他们甚至到了九十岁依然精神饱满、神

采奕奕。”向上攀登，高峰永远在更高处，

美好的风景也永远在更远处。生命不

息、攀登不止，即使自己不再年轻，也一

样会葆有一颗年轻的心。

“困难与折磨对于人来说，是一把打

向坯料的锤，打掉的应是脆弱的铁屑，锻

成的将是锋利的钢刀”。千锤百炼的钢

最硬，风吹雨打的松最挺。军旅生涯从

来就是苦累与付出常伴，牺牲和奉献相

随。面对强军事业这座巍峨的青山，我

们当咬定青山不放松，越是艰险越向前，

发扬永不止步的攀登精神，以攀登者的

姿态奋勇向前，舍得出力气，敢啃硬骨

头、敢于涉险滩，不因困难挫折轻言放

弃，不因路途遥远动摇初心，最终一定会

让自己更加强大，实现人生境界的升华，

成为强军事业需要的栋梁之材。

攀登自己心中的“珠峰”
■徐建昌

●认真去倾听、用心去思考，真
正把有益的意见建议加工运用到实
际工作中去

生活寄语

●“胜利不会走向我们，而
我们必须走向胜利”，只有始终
保持艰苦奋斗的前进姿态，沉下
心来苦干实干，滴水穿石、久久
为功，胜利才会在前方等着我们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一代代

中华儿女用自己的行动，培育出艰苦

奋斗这种可贵的精神和品格。革命

战争年代，因为葆有艰苦奋斗精神，

许多革命者前仆后继、无畏冲锋；和

平发展时期，因为葆有艰苦奋斗精

神，许多党员干部使命在肩、奋发进

取。正因为有了他们的奋斗和牺牲，

才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进入新时

代，习主席反复告诫我们：“天上不会

掉馅饼，努力奋斗才能梦想成真”“幸

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

者的时代”……我们要把习主席的殷

殷嘱托化作不竭动力，以艰苦奋斗的

前进姿态书写强国强军的壮丽篇章。

保持艰苦奋斗的前进姿态，就要

树立远大理想。青年理想远大、信念

坚定，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无坚不摧

的前进动力。习主席指出：“新时代中

国青年要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到人民

群众中去，到新时代新天地中去，让理

想信念在创业奋斗中升华，让青春在

创新创造中闪光！”这为新时代青年指

明了奋斗方向。作为新时代革命军

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面对

繁重艰巨的使命任务，只有以崇高的

理想信念为“压舱石”“定盘星”，才能

风吹不转向，浪打不迷航，始终保持清

醒的头脑和昂扬的斗志，自觉把个人

理想融入共同理想之中，坚持与祖国

同行、为人民奉献，以实际行动为实现

中国梦强军梦作出新贡献。

保持艰苦奋斗的前进姿态，就要

锤炼过硬本领。军人“执干戈以卫社

稷”。如果把军人的追求看成一座宝

塔的话，胜利就是塔尖上那颗璀璨的

明珠，而本事则是撑起这颗明珠的塔

体。当前，我国的安全形势面临前所

未有的挑战，军人应时刻做好保家卫

国的准备，锤炼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

本领，特别注重学习掌握现代战争条

件下作战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

技能，特别注重在真刀真枪环境中、在

艰难困苦环境中磨砺意志，锤炼本领，

做到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能够像

革命前辈那样，用一腔热血和过硬本

领将胜利写在火红的军旗上。

保持艰苦奋斗的前进姿态，就要

磨砺战斗意志。没有坚强意志，就不

可能有艰苦奋斗的前进姿态。高尔

基说，人最凶恶的敌人，就是他的意

志力的薄弱和愚蠢。作为革命军人，

意志力就是“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

雄气概，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斗

争精神，就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的战斗作风。无论是当年血战湘江、

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攻克娄

山关腊子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

革开放时期应变局、战灾害、抗疫情，

都是这种斗争精神、战斗意志的生动

体现。新时代革命军人磨砺战斗意

志，既要在危机面前、关键时刻勇于

挺身而出、冲锋陷阵，也要在日常的

平凡工作中吃苦耐劳、点滴培养。唯

有保持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不在困

难面前低头，不在挑战面前退缩，才

能锻造出革命军人的“铁肩膀”“硬骨

头”。

保持艰苦奋斗的前进姿态，就要

坚持苦干实干。“九层之台，起于累

土”。要把强国强军的宏伟蓝图变为

现实，必须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一

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干好每一项

工作、做好每一件事情。要盯住目标

干，让目标成为引领方向的“路标”；盯

住问题干，让问题成为催人奋进的“酵

母”；用心用情干，把工作做新、做优、做

精；团结协作干，集众人之力、聚众人之

智攻坚克难；持之以恒干，发扬钉钉子

精神，一锤接着一锤敲，一张蓝图绘到

底。“胜利不会走向我们，而我们必须走

向胜利”，只有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前

进姿态，沉下心来苦干实干，滴水穿石、

久久为功，胜利才会在前方等着我们。

保
持
艰
苦
奋
斗
的
前
进
姿
态

■
何
东
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