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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论坛 ●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提高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重要论述⑤

言简意赅

事非经过不知难。经历大事难
事，更有利于增长才干。多岗位历练，
多任务锻炼，是一个人成长所需。一
般情况下，一个人经历越丰富，就会越
成熟，越富有经验，也就越具备堪当大
任的素质。有个形象比喻称，一个人
放到盐水里泡三年、热水里烫三年、糖
水里浸三年、冰水里冻三年，也就成熟
了。但是，只有经历而不经事，多半也
经不起考验。如果这个经历是“走马
灯”似的刷履历，没有经过急难险重任

务的历练，没有直面新情况新问题的
锻炼，看似经历丰富，但成绩平平，终
将经不起风吹浪打。

刀在石上磨，人在事上练。多经
事，才成器。经急事，必有所获；干难
事，必有所得；历险事，必练胆识；担重
事，必壮筋骨；履新事，必积经验。干
事创业，敢于直面矛盾问题，勇于涉
“险滩”，接“烫手山芋”，多当几回“热
锅上的蚂蚁”，在经风雨、见世面中强
筋壮骨，才能提高担当大任的能力。

多经事，才成器
■武警河南总队 韩会岳

人们常说：“一分耕耘，一分收
获。”许多人之所以杰出，多是由于肯
付出。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致力于杂

交水稻研究，数十年如一日，为我国粮
食生产和农业科学的发展作出重大贡
献；以钟南山院士为代表的抗疫勇士
们，不畏艰险、勇于承担、无私奉献，奋
战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一线，为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立下汗马功劳。纵
观这些取得杰出成就的人们，无不怀有
远大理想，以建功立业为追求，以家国
天下为己任，凭借着超乎常人的付出和
努力，得到了祖国和人民的认可。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
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作为新时
代的青年官兵，要想让自己变得杰出，就
当加倍付出。常怀“人十己千”的实干精
神，时刻保持殚精竭虑、夙夜在公的干
劲，保持“宁可身受苦、不让脸发烫”的工
作态度，通过努力付出，增强能力素质，
锤炼过硬本领，达到“人无我有、人有我
新、人新我优”的精品标准，使自己成为
奋斗在强军征程上的“杰出”一员。

当然，讲付出有一个重要前提，就
是努力的方向正确、方法对路，如果方
向不正、方法不对，最终只能徒做“无
用功”，与成功南辕北辙。

多付出，才杰出
■66381部队 尚佳伟 杨大蒿

●慎独，作为一种高度自律的
状态，既是个人修为的重要体现，
也是对党员干部坚持党性原则的
有效检验

慎独是我国古代儒家倡导的修身方
法，见于《礼记·中庸》：“君子戒慎乎其所
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
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有君子之德的
人，即便在独处时，也会慎重行事，检点
行为，不会因没人注意而做有违道德之
事。慎独是中国人的千年修行，是一种
至高的人生境界。

历史上，东汉名臣杨震的“天知，神
知，我知，子知”，元代学者许衡的“梨无
主，吾心独无主乎”，清代官员叶存仁的
“不畏人知畏己知”，都是由慎独而留下
的千古佳话。一个人的灵魂因慎独而
高尚。“慎独”不是简单的清心寡欲、不
闻世事，也不是为了逃避责任懈怠不
为，而是一个人在喧嚣繁华的现实中，
为了追求灵魂高尚、避免底线失守而采
取的修身养性之道。

慎独，作为一种高度自律的状态，既
是个人修为的重要体现，也是对党员干
部坚持党性原则的有效检验。刘少奇同
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将“慎独”
作为党性修养的有效形式加以提倡，认
为“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
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
独’，不做任何坏事”。在我们党内，有许

多优秀的党员干部，如焦裕禄、孔繁森、
杨善洲等，他们都注重培养和强化自我
约束、自我控制、自我修行的意识，自觉
做到了慎独。大量事实表明，一个品德
高尚的人，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也是谨
慎的，在没有人监督的时候也是有所戒
惧的。慎独作为自我修养的方法，不仅
在古代的道德实践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对今天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仍具有十分
重要的现实意义。

慎独能让人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坚
定意志，让人看到自身的渺小，认清自
己的不足，如此自能不囿于得失，不为
浮名所迷、不被虚利所惑。慎独，根本
的是慎心，要诚其意，在各种物欲诱惑
面前，靠“心”把持住自己、坚守住底线，
不溺于酒色财气，做到“吾心有主”。慎
独，重要的是慎始，做任何事情都有独
立思考能力，从开头就十分谨慎，如果
开始时就不慎重，往往不可能有好的结
局。慎独，关键是慎终，慎终如始，则无
败事。这是悬挂在心头的一记警钟，也
是防止滑入深渊的一道屏障。作为党
员领导干部，应始终牢记，权力是党和
人民赋予的，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用的，
要自觉把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
权作为原则和底线，时刻保持对权力的
敬畏，敬畏之上再加一把慎独之“锁”，
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处理好公与私、情
与法、义与利的关系，自觉弘扬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道德修养、
追求健康情趣，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
净做事，进而更好地将个人理想抱负融
入到强国强军的伟大实践之中。

（作者单位：中部战区某部）

慎独是内心深处的修行
■李永胜

●思想政治教育能不能产生
实效、能产生多大实效，关键在于
能不能让受教育者信服

信服，《现代汉语词典》里释义为
“相信并佩服”。它包含相信、认同、接
受三个层面内涵，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思
想、行为、价值认同和心理自觉，一种积
极的、主动的、自发的、愉悦的认知思维
状态，一种心悦诚服、欣赏赞叹、完全赞
成的具体情绪反映。对一种认识、一种
理念只有由衷信服，才会自觉接受并付
诸行动。思想政治教育能不能产生实
效、能产生多大实效，关键在于能不能
让受教育者信服。

做到让人信服，教育者必先受教
育。讲理想的首先要有理想；讲马列的
首先要信马列；要求别人信的，自己首先
信；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如
此才能把真理的力量与人格的力量统一
起来，让受教育者接受并信服自己所讲
的，让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实效。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施教者在
自身信服的同时，更要考虑让受教者也
跟着信服。做到这一点，首先是以理服
人，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

法，紧密联系实际讲好大道理、正道理，
把道理讲到人的心坎上，让人信服；其
次是以情感人，以真诚平等的态度，设
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倾听对方心声，建
立良好感情基础，以真心换真情，以真
情赢得信任；第三是注重身教，喊破嗓
子不如做出样子，师者不仅传道授业解
惑，更要为人师表、以身作则；第四是讲
清事实，很多时候事实要比说教更有力
量，坚持实事求是，才能有效引导受教
育者透过现象看本质、拨开迷雾见真
相；第五是以德化人，拥有正知正念、大
德大爱的人格魅力，往往能对人产生感
化作用，使人见贤思齐；最后是注重方
法，坚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做好耐
心细致深入的思想政治工作，在解决实
际问题中做到让受教育者信服。
“说一千道一万，两横一竖是关

键”。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
就是让受教育者信服之后，落实于行
动。读书明理，求学悟道，教书育人，传
道授业，最终都要知行合一，落到身体
力行上。只有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付
诸行动，才能从根本上避免说一套做一
套、光说不练的“纸上谈兵”现象，打破
“大道理谁都懂，就是没人去执行”的说
教瓶颈。这样才能最终把思想政治教
育成果贯彻运用到实践中去，指导实
践、推动实践，让思想政治教育真正落
到实处、产生实效。

思想政治教育关键在让人信服
■王思利

方 法 谈

“由抗美援朝作战说指挥员素养”系列谈③

关于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范佛里

特弹药量”，相信很多人耳熟能详；但

对“范佛里特花招”，也许知道的人就

不多了。

1951年 12月，中国人民志愿军

和朝鲜人民军接连粉碎“联合国军”

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后，展开连以下

分队战术反击行动。翌年2月10日

至16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

一反“磁性战术”紧贴的常态，前沿全

线突然沉寂，步兵停止动作、炮兵停

止射击、空军不临空活动，并在一些

地方拆除了铁丝网，炸毁地堡，汽车

停运，坦克回撤。久经沙场的彭德怀

当即判断，这“可能系给我方造成一

种错觉，达到其军事阴谋”，指示部队

“务须百倍地提高警惕”“严阵以待，

切勿冒昧出击或暴露我前线弱点”。

美军指挥员范佛里特企图用暂缓军

事行动的假象迷惑我军的伎俩被识

破，美军最终也没能跳出地面“打不

赢、守不住”的被动境地。

这一事例启示我们，两军对垒，

谁料敌在先，谁就能用充分的准备换

来快速的反应，抢抓战机、把握主动，

为最后胜利创造条件。从这个意义

上讲，一叶知秋的洞察力，是指挥员

必备的核心素质之一。

然而，战争这一特殊社会现象又

是“不确定性的王国”。面对纷繁复

杂、瞬息万变的战场信息，指挥员眼

前很可能是“乱花渐欲迷人眼”。有

的指挥员主观臆断，缺乏对客观现实

的准确深刻洞察，造成指挥上的重大

失误。1950年10月，越来越多中朝

边境发现中国军队的消息被汇集起

来送往美军远东司令部，但麦克阿瑟

就是不相信。美国中央情报局虽然

发现“中国人在鸭绿江上修渡口”“中

国正在向中立国家大量购买麻醉品

和药品”，得出的结论也是“没有令人

信服的迹象表明中国共产党打算全

面介入朝鲜”，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共

产党人毫无疑问害怕与美国交战的

后果”。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1962

年10月，尽管中方已经发出严厉警

告，但印度总理尼赫鲁仍公然下令，

“全面清除边境上的中国军队”。在

战斗中被俘的印军达尔维准将，在后

来的回忆中感叹，“从没想过中国军

队会真正反击”。一些关键细节虽不

断从面前闪过，但一厢情愿的主观偏

见遮蔽了这些指挥员的双眼，让他们

误判形势，最终导致失败。

求胜先求实。无论孙子的“知己

知彼”，还是克劳塞维茨的“经常面对

实际”，其实都在说明同一个问题：指

挥员只有一切从实际而不是从主观

臆断出发，才能见人所未见，“致人而

不致于人”。可世上的事总是知易行

难，很多时候，难就难在“实际”不仅

不会主动在自己脑门贴上一眼就能

认得出的标签，而且往往以截然相反

的面目出现。上甘岭一役，敌人只看

到“双方间隔只有200米”，自己拥有

200多架飞机和16个炮兵营的280多

门大炮，再加上充足的弹药库存以及

空中力量的近战支援，认为只需动用

两个营就能达到目的。而志愿军指

挥员们看到的则深刻得多。在上甘

岭战役最困难的时候，志愿军第3兵

团首长王近山、杜义德、王蕴瑞认为，

“如果我们能把美七师打残，迫使美

四十师接替其防务”，敌人在朝鲜战

场上的二线机动部队就只有三个遭

我严重打击进行整补的师，“同时也

给伪二师以惨重打击，那就再没有部

队来接替它了”，就会使敌人逐步转

入被动，因此认为“这一战对朝鲜战

局意义很大”，要求部队必须准备长

期打下去。战争年代，面对凶残强大

的敌人，我军之所以屡屡以弱胜强，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指挥员有着

敏锐深刻的洞察力，从“雪片似的战

报”中看清重要细节的历史意义，科

学把握战争态势演进的必然走向，牢

牢抓住战争主动权，从而乘势而上，

从胜利走向胜利。

现代战争更加错综复杂，一个细

节情况可能隐藏着敌方重大图谋，一

个细微发现能给指挥员带来意外收

获。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军指

挥官从一只波斯猫连续多天在阵地

上出现的现象，判断此处地下可能是

法军一个高级指挥所，从而摧毁了法

军一个旅指挥所。指挥员肩上有千

钧重担，身后是千军万马，洞察风云

变幻、正确指挥判断，责任重大。历

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指挥员只

有熟练运用唯物辩证法这个“最锐利

的武器”，“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

取精、去伪存真”地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才能发现事物间内在本质的联

系，练就拨开迷雾的慧眼和思维敏

捷、善于捕捉重要信息的头脑，才能

在看清细节中把握大势，在把握大势

中抓住细节，做到先敌一步、高敌一

招，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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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边随笔

影中哲丝

一名士兵紧握匕首，双目凝视着闪

闪发光的锋刃，眼神中透露着坚毅，似乎

在想：假以时日，定能像你一样锋利。

军人肩负着保家卫国的使命，能打

胜仗是最终目标。敢打必胜的自信，源

于一身过硬的本领。但铸剑谈何容易，

锋芒来自千锤百炼。

无畏的战士，都渴望成为强者。他

们在摸爬滚打中积蓄力量，在自我激励

中不断成长，只为早日练就一身“钢筋铁

骨”，让自己成为胜战的利刃。

凝视刀锋—

锋芒来自千锤百炼
■姜 顺/摄影 郭建辉/撰文

习主席在 2020年秋季学期中央党

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

班式上强调，“年轻干部要提高应急处突

能力”“要增强风险意识，下好先手棋、打

好主动仗，做好随时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的准备”。年轻干部作为强军事业的生

力军，既要“甩开膀子大胆干”，又要“稳

妥应对新挑战”，在实际工作中准确识别

风险、善于把控风险、有效应对风险，着

力提高应急处突能力，练就担当作为的

宽肩膀。

紧绷应急处突之弦。安而不忘危，存

而不忘亡。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

事物都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的，推进伟大

事业，机遇与挑战同在，发展与风险并存，

既有“风景这边独好”，又会面临未知的艰

难险阻，如果缺乏风险意识，不能预判风

险，很可能造成“岸边一阵风，海面多重

浪”，导致严重后果。只有始终怀着“如履

薄冰、如临深渊”的危机感，做到防患于未

然，才能把握风险走向，有效防范风险。

这就要求年轻干部保持“草摇叶响知鹿

过”的敏感，以强烈的风险意识下好先手

棋、打好主动仗，坚持以底线思维研究、部

署、推动工作，凡事从最坏处入手，向最好

方向努力，作任何决策多设想几种可能发

生的情况以及会引发的连锁反应，坚持未

雨绸缪、谋定而后动，切实从源头上掌握

避免危机、化解危机的主动权。

强化应急处突之能。防乱于未乱，

备急于未急，做好应急处突的关键就是

预判风险，打好提前量。做事如下棋，

如果能预知对手的落子点，就能抢占先

机，赢得棋局。丰富的知识是预判风险

的基础。肩负重任的年轻干部，应不断

加强理论学习，深刻理解、掌握习主席

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等重要

论述，不断开阔视野、优化知识结构、提

高思维层次和思想水平，夯实应急处突

的基础素质。实干和经验是预判风险

的保障。年轻干部须扑下身子干实事、

长阅历，努力成为所在工作领域的行家

里手，对自己所负责的领域做到心中有

数，摸清“管涌暗流”，把准症结所在，才

能“精准拆弹”，及时掐灭事态升级的

“导火索”；积极投身应对重大突发事件

和风险考验的一线，多经历“风吹浪

打”，多捧“烫手山芋”，多当几回“热锅

上的蚂蚁”，在应对困局险局难局的摔

打淬火中开眼界、强本领、查漏洞、补短

板，力争把各类隐患察于未萌、止于未

发。紧急突发事件一般具有破坏性、危

险性，需要干部在短时间内作出有效的

决策部署。因而干部尤其是年轻干部，

应注重涵养应急处突的见识和胆识，不

断提高果敢决断的能力，冷静分析、当

机立断，敢于担责、勇于担事，才能在临

机处置时做到游刃有余，对危急险情做

到妥善应对。

备足应急处突之策。宁可备而不

用，不可用而无备。任何事业的成功，从

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只有做足万全准

备，才能从容应对各种突发情况。应急

处突应分类施策，根据不同领域、不同类

型、不同程度的事件，尽可能全面地拿出

行之有效的防范对策，如此才能以最快

速度启动预案，以最强措施推动末端落

实；盯住重点部位、关键时段不放松，牢

牢牵住防范风险的“牛鼻子”，结合实际

情况，深入分析排查可能发生的问题；注

重多方联动，提高处置效率，坚持军地结

合、军民融合、力量整合，实现信息共享、

联防共管；强化“我的安全我负责、他人

安全我有责、单位安全我尽责”的意识，

打造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责任到人的风

险防护网，最大可能规避风险，不让苗头

拖成隐患，风险变成麻烦。

愿不愿应急而上、敢不敢攻坚克难、

能不能化险为夷，是对一名干部能力素

质的检验和锤炼。着眼新形势新任务新

挑战，肩负重大使命任务的军队年轻干

部亟需提高应急处突能力。面对各种严

峻考验，首先须从政治上考量，从全局上

统筹，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

使自己面对纷繁复杂现象保持清醒头

脑，坚定政治立场，提高政治站位，严格

政治纪律，在抓早抓小抓实抓细中掐灭

隐患苗头。注重扎根岗位锤炼本领。

备战打仗是军队的核心职能，是军人的

主责主业，未来战争中存在的风险挑战

不计其数，最有底气的应对手段就是练

就能谋善战的过硬本领，紧盯战场、扛

起使命，在吃劲岗位、在急难险重任务

中历练，锤炼能打胜仗之能，遇到紧急

突发情况，才能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

战之必胜。“危和机总是同生并存的，克

服了危即是机”。着力提高应急处突能

力，还须顺应时势，积极作为，以“越是

艰险越向前”的刚健勇毅，“不获全胜决

不收兵”的顽强意志，“一锤接着一锤

敲”的不懈努力，在积极应对风险挑战

中抓住新机，谋得发展。

（作者单位：武警北京总队）

“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
—在实际工作中着力提高应急处突能力

■赵振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