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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实
人，决不做政治麻木、办事糊涂的
昏官；做新时代的“疾风劲草”“烈
火真金”，决不做饱食终日、无所用
心的懒官，推诿扯皮、不思进取的
庸官；把干净和担当、勤政和廉政
统一起来，决不做以权谋私、蜕化
变质的贪官

习主席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

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无论什么时候，

该做的事，知重负重、攻坚克难，顶着

压力也要干；该负的责，挺身而出、冲

锋在前，冒着风险也要担。这一重要

论述，为党员干部提纯政治品格、砥砺

责任担当指明了努力方向。在国家由

大向强发展的关键阶段，前进道路上

必然会面临各种风险和挑战，甚至会

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党员干部

要带头迎难而上、担当任事，敢于顶压

力冒风险，在强国强军的新征程上创

造新的更大奇迹。

“风雨袭来时，党的坚强领导、党

中央的权威是最坚实的靠山。”担当任

事，首要的是准确把握中央精神，与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心完完全全交

给党和人民。一些党员干部之所以在

实践中闪了腰甚至摔了跟头，一个很重

要的原因是没有真正吃透中央精神，尚

未学懂弄通岂能落细落实？更有甚者，

内心缺失绝对忠诚，政治灵魂还没有得

到完全净化，怀着一定程度的亚忠诚甚

至伪忠诚来学习贯彻中央精神，心中有

“鬼”自然就没有老老实实、坦坦荡荡贯

彻中央精神的朝气，实践中难免走上

“歪门邪道”。对于中央精神，党员干部

应当坚持完整、准确、全面地贯彻落实，

结合实际创造性地贯彻落实，运用锐利

的思想武器解决实践中出现的矛盾问

题。坚决反对不深入学习、仅凭感觉贯

彻落实中央精神的做法，坚决反对打着

中央旗号自行其是甚至胡作非为的做

法，坚决反对在贯彻落实中央精神时塞

私货、存二心的做法，真正做政治上的

明白人、老实人，决不做政治麻木、办事

糊涂的昏官。

“路不险则无以知马之良，任不重

则无以知人之德。”越是重大任务，越能

检验党员干部的政治品格和实际能

力。对于领导干部来讲，前进道路上的

各种风险和挑战，有的是缘于所承担的

任务本身带有一定难度；有的则是在全

面从严治党的时代条件下，担心自己

“洗碗越多，摔碗越多”，为了不出事，宁

可不干事。党员干部应清醒认识到，在

新时代，“严”的主基调不可能变风转

向，权力必须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同

时，随着“三个区分开来”要求的落实，

容错纠错机制的建立，大环境正在向着

有利于干事创业的方向发展。那种用

所谓的“政治正确”做“护身符”“挡箭

牌”，不担当不作为的做法是行不通的；

那些机械教条地照抄照搬，有了问题不

去创造性地解决，而是用“上面就是这

么说的”来推卸责任的做法也是不可取

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自觉

“做起而行之的行动者、不做坐而论道

的清谈客，当攻坚克难的奋斗者、不当

怕见风雨的泥菩萨”，面对大是大非敢

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

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

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勇

于挑重担子、啃硬骨头、接烫手山芋，做

新时代的“疾风劲草”“烈火真金”，决不

做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懒官，推诿扯

皮、不思进取的庸官。

党员干部自身两袖清风、一身正

气，才有豁出去甩开膀子加油干的豪

气；自身有洗不掉的污点，做起事来自

然就会畏首畏尾、瞻前顾后。因此，只

有做到自身正、自身净、自身硬，才能确

保既想干事、能干事，又干成事、不出

事。党员干部要认识到，法规制度中蕴

含着干事创业的经验和规律，严格执行

法规制度往往能少走弯路；法规制度里

浸润着党和人民的关爱，严格执行法规

制度是对每一个正直的人的保护；法规

制度把各种“围猎”“陷阱”“雷区”阻隔

开来，严格执行法规制度才有担当任事

的自由。在工作实践中，有的党员干部

总觉得法规制度是干工作的“镣铐”，碍

手碍脚，老想打“擦边球”、扔掉“紧箍

咒”；有的自认为权比法大，为了干好工

作就可以“自由”使用权力，不知不觉越

过了法纪底线。事实上，任何以方便完

成任务为由越过法纪底线的做法都不

是真正的担当，反而会导致工作偏向走

形，很可能让自己承受不堪承受之重，

这是万万要不得的。党员干部应持之

以恒加强党性修养，保持为民务实清廉

的政治本色，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

清清白白为官、干干净净做事、老老实

实做人，把干净和担当、勤政和廉政统

一起来，决不做以权谋私、蜕化变质的

贪官。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担当任事要敢于顶压力冒风险
■刘光明

知行论坛

国学大师饶宗颐说：“一个人在世

上，如何正确安顿好自己，这是十分要

紧的。”任何人都有心灵安顿处，每个人

的心灵安顿处都不尽相同。将心灵安

顿于何处，折射出的是不同的人生追求

和精神状态，进而也决定了一个人的人

生轨迹和成败得失。生命有限，事业无

限，只有将心灵安顿在事业中，与历史

同向、与祖国同行、与人民同在，才能通

过不懈奋斗来拓展生命的宽度、定义人

生的高度。

把心灵安顿在事业中，人生才充

实。恩格斯认为，劳动创造了人本

身。劳动过程中，人的才能得到最大

限度发挥，人生价值得到最大限度实

现。人们在劳动创造过程中，提升了

自己的能力，充实了自己的生活，获得

了真正的幸福。正如敦煌研究院名誉

院长樊锦诗所说：“有人问我，人生的

幸福在哪里？我觉得就在人的本性要

求他所做的事情里。”把一颗心托付给

事业、将工作干成了事业的人，往往心

无杂念、专一纯粹，在“不教一日闲过”

中收获充实，品尝到幸福。马克思“选

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创造

了“属于千百万人”的幸福；“中国肝胆

外科之父”吴孟超 96岁高龄依然坚持

每周至少完成3台手术，他说“如果有

一天倒在手术台上，那就是我最大的

幸福”；半个多世纪来巡逻在祖国西陲

边境线上的“人民楷模”布茹玛汗·毛

勒朵，在帕米尔高原上刻了 10多万块

“中国石”，这是她一辈子的幸福。干

事创业的过程虽然艰苦，然而只要心

怀事业、心向往之，就能初心不改、矢

志不渝，把困难当成磨砺，身在苦中不

言苦，实现人生目的、人生价值、人生

幸福相统一。

把心灵安顿在事业中，芳华才永

驻。生理学家巴甫洛夫这样描述奋斗

中的人们，“他们甚至到了90岁依然精

神饱满、神采奕奕”。徐特立 57岁时

“拽着马尾巴”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

征；老红军王定国年过百岁，依然坚持

深入老区为群众脱贫致富而奔走；李

桓英95岁入党，她说：“我觉得自己现

在可能合格了，但还不能放松，还要继

续奋斗。”一首经典老歌的歌词这样写

道：“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好比大松

树冬夏常青，他不怕风吹雨打，他不怕

天寒地冻，他不摇，也不动，永远挺立

在山顶！”无数事实启示我们，革命人

保持“年轻”状态的秘诀就在于把心灵

安顿于事业中，以枕戈待旦的干劲、舍

我其谁的冲劲为了事业全力以赴，从

而激情满格、斗志永在。如此，人生便

不老，芳华就永驻。

把心灵安顿在事业中，事业才有

成。“心心在一艺，其艺必工；心心在

一职，其职必举。”爱一行方能精一

行，安心者方可成大艺。把心灵安顿

在事业中，才有如火激情和不竭动

力，才能甘于坚守，直到事业有成。

收获累累硕果的人，往往是倾注热情

干事业的人，哪怕是再平凡的岗位，

他们都一心扑在上面，把工作爱到骨

子里，对事业极其认真，就算经受风

霜雪雨仍然坚如磐石，纵使经历千难

万险依然步履铿锵。陈俊武倾心于石

油炼制科学研究，攻克了一个又一个

技术难题，取得了一项又一项科技成

果；曾治中醉心于灌溉管理，总结出

“七字经”被广泛应用；许振超痴心于

集装箱装卸，练就了“一钩准”“一钩

净”的绝活；王忠心投身强军事业，刻

苦学习、严格训练，成为了名副其实

的“兵王”。他们之所以能攀登上事

业的高峰，正是得益于从心底激荡起

的蓬勃向上的干事力量，因而忘我工

作，创造出不平凡业绩。

“律回春晖渐，万象始更新。”开局

起步之年，干事创业的机遇无处不有，

大显身手的舞台无处不在。韶华可贵，

光阴易逝，我们都应把心灵安顿在事业

中，让每一个工作岗位都成为一份割舍

不下的牵挂，为之“不待扬鞭自奋蹄”，

为之“衣带渐宽终不悔”，耕耘出强国强

军更加明媚的春天。

把心灵安顿在事业中
■徐建昌

修养漫笔

影中哲丝

言简意赅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
代人的成长境遇。当代青年官兵躬逢新
时代，肩负强军的神圣使命，必然要在投
身强军事业中成长进步。能否让青春在
军营绽放光彩，关键是要让个人成长与强
军事业紧密相连，在为强军兴军贡献力量
中努力有所作为，实现人生价值。

迈好成长第一步，扣好军旅人生“第
一粒扣子”，首要的是坚定理想信念。心
有所信，方能行远。一个人有了坚定的
理想信念，就能不懈努力，执着追求。青
年官兵坚定理想信念，就要铸牢一心向
党的忠诚之魂，听党话、跟党走，在践行
宗旨、履行使命中坚守初心，做到矢志不
渝为信念而奋斗，如此方能行稳致远。
能力素质的提高是最扎实的成长进步，
青年官兵应立足本职工作，加强学习，扎
实蹲苗，立志到环境艰苦、战斗力建设需
要的地方磨砺摔打，把火热的青春投入
到强军兴军的时代浪潮之中。在军营成
长，还应强化军事素质，掌握专业知识，
做到精武强能，把自己锻造成能打胜仗
的尖兵。

投身强军事业，搏击时代浪潮，青年
官兵必然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
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从干好本职工
作起步，自觉把“小我”融入“大我”，把个
人奋斗融入强军大潮，每个人的青春都
能在奉献强军事业中熠熠发光。

扣好“第一粒扣子”
■武警警官学院 张浩楠 薛振宇

生活寄语

谁说人人都爱“好听”的话？鲁迅

在《琐记》里就写了一个衍太太，她不仅

说话专拣孩子们爱听的，而且“无论闹

出什么乱子来，也决不去告诉各人的父

母”。而正是这个心怀“慈悲”的衍太

太，却遭到孩子们的鄙视，因她说话慢

慢让人感到“听去似乎很异样”，结果就

“没人再到她那里去了”。

我着实佩服孩子们的眼力。如此

说话“听去似乎很异样”的人，都有一套

取悦人、迷惑人的技巧。比如他们也知

道自己说话离谱，但为达到某种目的总

是满脸堆笑、巧舌如簧，不仅善于恭维

他人长处，甚至说人之短也令人舒爽。

他们更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不

语，举手投足间把握得“恰到好处”。

《琐记》中还写了这样的事情：冬

天，孩子们想吃水缸里结的冰。当别人

看到时，总是进行劝阻：“莫吃呀，要肚

子疼的呢！”如果这劝阻的声音过大，让

孩子父母听到，还会惹来一顿揍。而被

衍太太看到，却是这样说：“好，再吃一

块。我记着，看谁吃得多。”孩子们比赛

打旋子，她在旁边计数：“好，八十二

了！再旋一个，八十三……”正在旋着

的阿祥忽然跌倒，阿祥的婶母也恰巧过

来。她便接着说：“你看，不是跌了么？

不听我的话。我叫你不要旋，不要旋。”

鲁迅想买些东西但苦于没钱，衍太太便

说：“母亲的钱，你拿来用就是了。”鲁迅

说母亲也没钱，她就积极出主意：可以

拿首饰去变卖，“到大厨的抽屉里，角角

落落去寻去，总可以寻出一点珠子之类

东西”。此后个把月，大街上便流传开

“有人偷了家里的东西去变卖”，鲁迅当

然明白流言的来源。

像衍太太这样无底线的人也许很

少，但也不是没有。《简·爱》里有一个里

德太太，明知自己的儿子欺负简·爱，却

视而不见、纵容默许。可一到了外面，

这个一点都不喜欢外甥女的舅妈，又通

过各种花言巧语、虚情假意，极力给人

留下“喜欢”外甥女的印象。虽说伪善

之人终会被人识破，里德太太最终就留

下虚伪和狠心的骂名，但伪善之人往往

比真恶人可怕，真恶人坏在明处，即使

一时斗不过他，先躲开就是了；伪善之

人则笑里藏刀，具有迷惑性。

仔细观察不难发现，一些人察言

观色、圆滑谄媚，都有其目的。有的

是为了“生存”，靠说假话过日子。谌

容的小说《真真假假》写了一个批判

会，会上发言个个“字斟句酌”“眉飞

色舞”，但内容无非是一些空洞无物

的大话套话。巴金讲，读过这部小说

“好像撞到什么木头上，伤了自己”。

他回顾自己的经历，也有一个“起初

听别人说，后来跟着别人说，再后来

自己同别人一起说”的过程，最后变

得讲起话来“要啥有啥”，并把它当成

了“护身符”（巴金《真话集》）。有的

则是为了所谓“进步”，这些人八面玲

珑、见风使舵，个别的甚至通过踩踏

别人达到自己的目的，为此不顾廉

耻、不择手段。这正应了那句老话：

“巧言令色，鲜矣仁。”

从本质上说，靠阿谀逢迎博人欢颜

是“一种邪恶的机智”（培根语），在人性

上属于“恶”的范畴。其特点，一是见风

使舵。今天张三有势就讨好张三，明天

李四有势就讨好李四，是地道的“变色

龙”。二是两面三刀。当面一套、背后

一套，人前一副嘴脸，人后又是另一副

嘴脸。三是薄情寡义。表面看似友善，

骨子里却一点不能吃亏，一旦个人目的

不能实现，就翻脸不认人。路遥知马

力，日久见人心。这种人的真实面目一

旦被人看清，就如衍太太般“没人再到

她那里去了”，连“生存”都难，哪里还谈

什么“进步”。

“修辞立其诚”。孔子在《论语·季

氏》中说“君子有九思”，提出从九个方

面提高个人修养。其中“言思忠”，强调

为人要坚持讲真话、重承诺；反之，空谈

浮言、心口不一，就是不忠。这和他倡

导的“民无信不立”的思想一以贯之。

这种诚真质朴的精神长期影响着后人，

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我们党更是

靠求真务实、言行一致取信于民，夺取

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个个胜利，优良

传统当代代相传。

人立于世，惟挚言历久弥新，忠信

繁花似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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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

然

●将底线思维化作一种习惯，
常态运用到筹划工作、履行职责的
方方面面，确保各项决策更加科学
有效、积极稳妥

底线思维，是一种思考谋划的方法，
概括讲就是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
好的结果。其实不论一个党委集体筹划
工作，还是个人思考问题，都或多或少会用
到底线思维，只不过有的用得少、用得浅，
有的不会系统运用，甚至有的缺乏底线意
识，导致筹划工作要么过于简单，要么缺乏
贯彻力，常常把握不住主动权。

坚持底线思维才能把工作想透想
全。评价一项工作筹划质量的高与低，
一个关键指标就是看有没有把涉及到的
信息、关联的事件、掣肘的因素和所有可
能产生的最差后果等考虑周全。哪一点
没有想到和研究透彻，这一点就可能在
后续推进中逐渐衍生放大，影响工作质
量及进度，甚至制约全局发展。有了底
线思维才能知晓利害，所以不敢敷衍了
事，以求思维多向触及、思考纵向到底，
以无微不至的筹划和力度堵塞所有漏
洞，做到心里托底。

坚持底线思维才能目光长远。历史
总是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前进，一个单位
的建设发展同样如此。一张蓝图能管用
多久，在于能解决多少问题。如何尽可
能多地预知未来的问题，只有在把握一
般性规律基础上，立足当下、趋势察势进

行研判预判。把住底线，把“坏处”想得
更充分，把问题分析得更透彻，才能一个
一个解决，一步一步推进，不踩虚空，以
脚步的踏实稳健，蓄得更足底气，进而求
得更长远发展。

坚持底线思维才能遇事不慌。慌时
易忙乱，乱中易出错。同样一个问题，预
先想到才能掌握主动，想得越多，铺垫做
得越充分，才能做到有备无患；如果骤然
面对，缺乏准备，则难免仓猝应对，思考
欠周全，以致决策失误，给工作带来被
动。对于问题，应当用积极态度面对，古
时的拾遗、补阙等谏官，就是专职在朝堂
上“提问题”“挑刺”的人。党委集体议
事，从一定意义上讲，听的就是“问题”，
多多益善，早知道总比晚知道好。

坚持底线思维才能确保决策韧性。
任何一项决策执行过程中，必然要不断接
受新情况新问题的挑战，能不能经得起考
验，化解不同情况带来的摇摆势能和冲击
动能，保证决策的方向不变、意图不改、指
导力无衰减，检验着决策的韧性。研究充
分，让各种情况都进入决策、融入决策、充
实决策，才能做到机动灵活、随机应变，反
之则容易陷入僵化，甚至失去动态调整策
略的基础和可能。

当前，我军正朝着建军百年奋斗目
标前进，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需要
我们牢固树立底线意识，将底线思维化
作一种习惯，常态运用到筹划工作、履行
职责的方方面面，确保各项决策更加科
学有效、积极稳妥。
（作者单位：内蒙古军区兴安军分

区）

坚持用底线思维筹划工作
■吴 益

方 法 谈

●人立于世，惟挚言历久弥
新，忠信繁花似锦

这是我站在海拔 3000多米的峨

眉山金顶拍摄到的画面。历经千辛

万苦登上山峦之巅，本以为站在了

最高点，突然发现眼前还有更高的

山峰，有比自己攀登得更高的人，

不由想起了那句老话：“山外有山，

人外有人。”

“山外有山”呈现的是一种层峦叠

嶂的壮美景致，“人外有人”体现的则是

一种为人处世的谦逊品质。俗话说，强

中更有强中手。即使你已经足够优秀，

也不要骄傲自满，因为还有比你更强的

人。我们应正确定位自己，既不妄自菲

薄，也不妄自尊大，谦虚躬行才能不断

进步。

冬日峨眉山—

山外有山，人外有人
■刘国辉 摄影并撰文

●让每一个工作岗位都成为一
份割舍不下的牵挂，为之“不待扬鞭
自奋蹄”，为之“衣带渐宽终不悔”，
耕耘出强国强军更加明媚的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