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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简意赅

影中哲丝

我生长在一个军医家庭，受父母的

影响，长大后也如愿成为一名人民军

医。参军后，我跟随部队上了前线，担

负卫勤保障任务。那一年，经过战火的

洗礼，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

前线，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坝子上不时

召开医疗队党员动员大会，每每听到

“共产党员带头，冲锋陷阵我先上”的誓

言，我总会心潮澎湃，渴望有一天也能

像他们一样冲锋在前。

在部队基层医院工作期间，科室领

导和学科骨干全部是共产党员，他们的

言传身教，带给我的是一丝不苟的严谨

作风，传递给我的是积极向上的能量。

后来，在学历教育和临床培训过程中，

新桥医院呼吸科老一代知名专家毛宝

龄、郭先健、钱桂生等人，在事业追求和

思想作风上都为我树立了榜样。尤其

是“红色军医”肖颖彬教授对医术精益

求精、对事业高度负责、对患者关怀备

至的先进事迹深深感染了我，成为我事

业上学习的楷模。

2003年春天，非典悄然肆虐。作

为擅长呼吸与危重症医学、急慢性呼

吸衰竭、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多器官

功能障碍综合征救治的专家，我受命

赴京担任全军抗击非典专家组成员，

多次前往小汤山医院和多地临床一线

参与对非典患者的救治工作。数十天

的紧张战斗，一方面让我对呼吸道恶

性传染病的临床救治积累了经验；另

一方面也让我深切感受到了在党的坚

强领导下，我们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救治的强大力量。

17年后的2020年，一场新冠肺炎

疫情又突然到来。除夕那天，当得知

医院要抽组人员赴武汉执行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任务时，我立即向院领导请

战：“我是老党员，我有抗击非典的经

验，这事该我上！”17年前我是这样做

的，17年后我更是责无旁贷！抽组医

疗队时，党员骨干们纷纷报名，一份份

请求奔赴一线的请战书，一个个饱含

责任担当的红指印，为“共产党员”四

个字作出了生动注脚。

一切准备就绪，战斗立即打响。“报

告主任，有47名病人即将收治入院。”

听到这个数字，个别年轻队员心里有些

不安。与患者密切接触会不会感染？

自身的防护能不能支撑？我站出来说：

“我是主任、党员，又是老兵，我有经验

我先上！”话音刚落，身后全副武装的13

名突击队员主动跟上，毫不犹豫进入

“红区”。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大家密

切协作，展开初始治疗，不知不觉5个

小时过去了，我们顺利完成了首次大批

量患者收治任务。这件事也让大家深

切感受到，有党组织团结凝聚，有党员

模范带头，就能迸发出攻坚克难的巨大

力量。

记得那天进入病房前，我特意在胸

前的防护服上写了“主任”两个大字，不

是为了出名挂号，而是希望患者能看见

我的职务，知道党和国家派来了精锐的

救治力量和优质的医疗资源，在不惜一

切代价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有战友问

我，你都这把年纪了，为什么还要冲在

前面？我说，不是我一个人冲在前面，

是许许多多共产党员都冲在前面。

关键时刻，党员都“向前冲”，医疗

队里的年轻队员也积极向组织靠拢。

一份份入党申请书，就是“不破楼兰终

不还”的请战书。经过医疗队临时党委

研究决定，第一批12名年轻队员在武

汉抗疫前线火线入党。老党员在抗疫

斗争中挺身而出，新党员在大战大考中

历练成长，展现的是一代代共产党员践

行初心使命的接续传承，彰显的是我们

党历经百年依然风华正茂的生机活力。

从小汤山到火神山，我也算是有

了赴“汤”蹈“火”的战斗经历。回归正

常的工作生活后，我时常问自己：党和

人民的信任重托意味着什么？践行初

心使命的现实要求是什么？关键时刻

军人的血性胆气是什么？

我的答案是：当党和人民需要的

时候，挺起胸膛站排头！

（作者现任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中心主任，兼任全军

呼吸内科专委会副主任委员、感染学组

组长。驰援武汉抗疫期间，担任火神山

医院感染一科一病区主任，被表彰为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文字协助整理：曾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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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和使命就像罗盘，指引
着前进方向

前段时间，一位网友分享的故事冲
上微博热搜。故事的主人公是她的父
亲。父女俩在去亲戚家回来的路上，偶
遇路边麦秸秆着火，而不远处就是树
林。父亲见状，拿起车上的铁锹冲了上
去，一铁锹一铁锹铲土灭火。半小时
后，火被扑灭了。女儿说：“这一定得给
你颁个奖。”父亲回答：“我是党员，需要
什么奖。”

如果不是女儿的分享，这位父亲的
举动或许无人知晓。其实，不论过去还
是现在，都有很多“无名”的人，用默默
奉献践行着初心和使命。黄旭华扎根
荒岛 30年，“誓干惊天动地事，甘做隐姓
埋名人”；王继才守护开山岛 32年，“守
到守不动为止”；张桂梅坚守滇西深贫
山区教育事业数十年，以实际行动兑现
“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就要站在讲台上”
的诺言……很多时候，他们面前并没有
鲜花和掌声，更多的要面对常人难以忍
受的困难、难以忍耐的寂寞，却能始终
保持进取状态、奋斗姿态，就在于他们
心中始终有一团燃烧的火焰。

有人按对待事业的态度把人分为三
类：自己就能熊熊燃烧的“自燃型”，点火
也烧不起来的“不燃型”，介于两者之间

的“可燃型”。做一个“自燃型”的人，让
生命为事业而燃烧，应该成为每名共产
党员的不懈追求。无论在哪个行业什么
岗位，始终清醒认识“共产党员”意味着
什么、肩负着什么，坚守入党时的誓言，
践行在党的那份责任，履行为党的那份
使命。

环境的变动、境遇的变化、成长的迷
茫，都会成为干事业的干扰因素，也都是
成长道路上、工作过程中会遇到的阻碍。
但是，这些不能成为不担当作为的借口。
倘若因为无名可求、无利可图而碌碌无
为、得过且过，抑或只是进步受阻、工作受
挫就心态消极、意志消沉，都与党员身份
不相符，与党员职责不相称。一个纯粹的
共产党员，应当在迷茫时找准自己的定
位，在困惑中找到自己的“燃点”，始终保
持积极心态和“满格”状态。
“有理想的人，生活总是火热的。”

对于每名共产党员来说，有的理想是
探索科技领域的“无人区”，有的理想
是带领乡亲们拔穷根，有的只为给更
多患者带去光明，有的则是一心守护
那一片绿水青山，但都源于共产党人
的初心和使命。初心和使命就像罗
盘，指引着前进方向。深知从哪里来，
才会更加清晰地明白要到哪里去，即
便风吹浪打、烈火焚身，也会岿然不
动、坚如磐石。

每名共产党员都以初心为圆心，以使
命为半径，不待扬鞭自奋蹄，在平凡的岗
位上燃烧自己、奉献自己，就一定能作出
更大的贡献，成就更有意义的人生。

让生命为事业而燃烧
■梁 芳 陈大昊

●常问自己“工作为什么、在
职干什么、身后留什么”，坦坦荡荡
做人、兢兢业业做事，以博大胸襟
和无私品格做一名合格共产党员

在党的历史上，有许多共产党员
用实际行动为我们怎样对待名利地
位，作出了表率。1955 年秋，许光达
得知自己被提名授予大将军衔，深感
不安，连夜写下“降衔申请”：“我扪心
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戴四星，心
安神静吗？”“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
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最终
“降衔申请”未被采纳，许光达被授予
大将军衔。“让衔”不成，许光达又打报
告，要求降低行政级别。这一次他得
偿所愿，行政级别由四级降为五级。

许光达的一让再让，让我们看到一
名共产党员、一名革命军人面对荣誉利
益时的清醒、谦逊和敬畏。事实上，还有
许多党员都曾“让”出过一段佳话。让出
岗位、房子、车子的“将军农民”甘祖昌，
“在荣誉上不伸手、在待遇上不伸手、在
物质上不伸手”的战士王杰，等等。这些
共产党员在“你多我少”的抉择之际，在
“你大我小”的权衡之际，在“你上我下”
的进退之际，让出了境界觉悟，立起了标
杆榜样。

同时，我们也不妨想想，作为共产
党员，又该去“争”什么呢？

全军挂像英模林俊德用行动告诉
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积极争取为党和人
民作贡献的时间和机会。林俊德一生
为国铸核盾，在被确诊为胆管癌晚期到
去世的最后 20多天里，他以病房为战
场，和时间赛跑：生命的最后8天，整理
移交了毕生积累的科研试验技术资料；

最后 1天，强忍剧痛，坚持伏案工作长
达74分钟……这种舍身报国的“大我”
姿态，无疑是每名党员学习的楷模。

科学家钱学森用工作实绩告诉我
们：共产党员应该争“一口气”。1955
年，陈赓将军在和钱学森见面时问：
“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钱学森答：
“为什么不能搞！外国人能搞，我们中
国人就不能搞？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
矮一截？！”此后，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
家咬紧牙关、自力更生，先后实现了中
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爆炸成
功，以及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这种舍我其谁的担当进取，至今影响
着一代又一代科研人员。

相对于“让”，“争”同样是一种鲜
明态度。“排雷英雄战士”杜富国争在
危机四伏的雷场，一句“你退后，让我
来”，感动无数国人，展现铁血风采；三
夺“金头盔”的飞行员蒋佳冀在一次高
风险课目试训时，要求第一个试飞，他
说“遗憾的是，我只能为祖国牺牲一
次”；抗疫战场上，那一声声“我是党员
我先上”，让鲜红的党旗在疫情防控一
线高高飘扬。

毛泽东同志在《为人民服务》开篇
中写道：“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
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
的。”正因如此，许多优秀共产党员在大
是大非问题上头脑清醒，在利益诱惑面
前始终保持定力，在困难挑战面前永远
冲锋在前。奋进新征程，我们都应常补
精神之钙，常思肩头之责，凡是党的事
业所需、人民利益所在，不管面临什么
样的艰难险阻，不管遇到多么大的风浪
考验，都拿出雷厉风行的作风、担当务
实的精神、改革创新的勇气，勇往直前、
攻坚克难。同时，常问自己“工作为什
么、在职干什么、身后留什么”，坦坦荡
荡做人、兢兢业业做事，以博大胸襟和
无私品格做一名合格共产党员。

共产党员的“让”与“争”
■杨思聪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空
军统计在战争中失事的战斗机和阵亡
的飞行员以及飞机失事的原因和地
点。令人费解的是，事故发生最频繁
的时段，不是在激烈交火中，也不是在
紧急撤退时，而是在完成任务归来着
陆前的几分钟。原来，在返航途中，飞
行员因为离跑道越来越近，产生了安
全感，放松了警惕。专家称这种现象
为“虚假安全”。这启示我们，越是接
近成功时，越是不能放松，否则可能功
亏一篑。

许多人的失败，往往不是在困难
的时候，而是在精神放松的时候。避
免“虚假安全”带来的失败，就要强化

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始终保持警惕，
时刻绷紧安全弦，如此才能对可能发生
的危险情况或错误倾向保持敏锐洞察
力；在工作中要全身心投入，一锤接着
一锤敲，始终如一地高标准完成工作
任务；摒弃浮躁心态，不因一时成绩而
洋洋自得，骄傲自满，做到慎终如始。

军人肩负着战场打赢重任，尤须
在实战化训练中防止“虚假安全”，眼
中始终有敌人，肩上始终有责任，特别
是在面对难局、险局、危局时，更要集
中精力全力应对，不获全胜绝不收
兵。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麻痹、
不懈怠，就不会被“虚假安全”现象所
迷惑，从而赢得成功。

安须实谨防“假”
■张腾飞 苏建国

人的一生不可能不犯错误，有了
过错并不可怕，关键是如何对待错
误。有的人怕丢面子，找借口百般掩
饰错误；也有的人怕挨板子，想方设法
捂住。他们想当然地认为，不承认错
误就是没错误，没有暴露问题就是没
问题。做人做事最怕的就是有错不
改，还想方设法掩盖。捂住一时捂不
住长久，小错不改，欲盖弥彰，大错将
至。承认错误，改正错误，亡羊补牢又
补脑，就能有效止错纠错，避免错误继
续发生，就不会酿成更大的错误。

越是掩盖错误，灰尘不擦掉，越容
易错上加错，丢更大面子，犯更大错

误，受更大损失，有时甚至无法估量、
难以弥补。有人比喻，人犯错好比受
了伤，改了错就是治好了伤，也许会留
下疤痕，看上去不美观，但身体还健
康。不知悔改，就如同讳疾忌医，看似
无碍，表面光鲜，实则疾在腠理，不及
时救治，终将病入膏肓，悔之晚矣。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
善莫大焉。聪明的人，都会选择闻过则
改；境界高的人，还会拿自己的过错出
来晒一晒，以示自警自省，同时也给他
人带来警示和教育。总之，过应改不应
“盖”，每个人都应努力修养这种气度和
胸襟，让自己不断提高、不断进步。

过应改不应“盖”
■宋 涛

野外战术训练场上，某部正在开展

实战化课目训练。只见两名战士纵身一

跳，顺利跨越沟壑。

前进道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

沟壑。克服心理上的惧怕，勇敢跨过去，

就能继续前行；面对沟壑的阻挡畏葸不

前，注定品尝不到成功的喜悦。

跨越沟壑，没有逢山开路的气概不

行，缺乏履险如夷的本领也做不到。敢

于挑战艰难险阻，不惧怕失败，不动摇意

志，就能“踏平坎坷成大道”。

跨越沟壑—

踏平坎坷成大道
■李兆鑫/摄影 刘国辉/撰文

忆传统话修养

●要通过党史学习教育，加强
党性锤炼，砥砺政治品格，践履知
行合一，不断增强实际工作水平，
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办实事、开新局
的强大动力和智慧经验

学习党史，重在力行。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是为了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

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

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

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

学以致用，方为学。学得深、悟得

透，干工作才有底气；结合所学抓实工

作，才能检验学的成效、巩固学的成果，

进而推动学习教育往深里走，往实里

走。学习教育效果如何，关键在用，学党

史最终要落到办实事、开新局上。要通

过党史学习教育，加强党性锤炼，砥砺政

治品格，践履知行合一，不断增强实际工

作水平，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办实事、开新

局的强大动力和智慧经验。

加强党性锤炼。学习党史可以发

现，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总是主

动自觉地加强党性修养和锤炼，让自己

的理想信念更加坚定、作风修养更加过

硬。周恩来经常以《我的修养要则》对

照言行，吴玉章一辈子坚守“自省座右

铭”，谢觉哉常与自己“打官司”。广大

党员学习党史，须像革命先辈那样坚持

锤炼党性，补足精神之钙，强固思想之

基，守好共产党人的精神高地；坚持“吾

日三省吾身”，对照党章党规、先辈先烈

查找自身不足，不断掸去思想上的灰

尘；坚持人民立场，深刻认识“江山就是

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始终把人民放在

心中最高位置，努力践行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宗旨，保持对党的忠诚心、对

人民的感恩心、对事业的进取心、对法

纪的敬畏心。

砥砺政治品格。从李大钊“铁肩担

道义”到夏明翰“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

真”，从方志敏狱中写下《清贫》到赵一曼

“一世忠贞兴故国”，这些共产党人优秀

的政治品格，激励一代代共产党人前赴

后继、砥砺前行。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

兴业路到复兴路，我们党带领中国人民

迎来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

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经历了无数艰

难险阻，没被任何困难压垮，没被任何敌

人打倒，正是因为千千万万共产党人具

有过硬政治品格，始终凝聚在党的旗帜

下，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牺牲奉献、拼搏奋

斗。广大党员学习党史，须从革命先辈

身上汲取前进动力，强化对党忠诚的品

质，坚定不移向党中央看齐，不断提高政

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

蕴含在党史中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转

化为砥砺政治品格的自觉行动。要严守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时刻保持清醒政治

头脑，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要清清白白为

官、干干净净做事、老老实实做人；面对困

难，要发扬舍我其谁、事不避难的担当精

神，用铁肩膀扛起使命责任，创造出经得

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业绩。

践履知行合一。习主席强调，要把

学习党史同总结经验、观照现实、推动工

作结合起来，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

来。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

行。广大党员学习党史，须注重践履知

行合一，以知促行，以行践知，把学习成

效转化为工作动力和成效，在实践中摔

打磨练，在为群众办实事中增长才干。

只有经受实践检验与苦累考验，肩膀才

能越磨越硬，才能扛起重担子，在实践的

土壤中得到最扎实的历练成长。

我们党一步步走过来，很重要的一

条就是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本领，不断提

高应对风险、迎接挑战、化险为夷的能力

水平。从历史走向未来，立志于中华民族

千秋伟业，百年大党恰是风华正茂。面对

复杂形势和艰巨任务，开启新征程、向着

奋斗目标进军，亟须广大党员提高实际工

作水平。广大党员学习党史，就要以党的

创新理论滋养初心、引领使命，从党的百

年历史中寻根溯源，让初心和使命成为锐

意进取、真抓实干的内生动力，在实践中

不断提高把握大局大势、应对风险挑战、

解决实际问题、推进实际工作的能力。

新长征路上，我们还有一个个“娄

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只有加强党

史学习，才能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

好现实工作、更好地走向未来。在庆祝

我们党成立100周年的重大时刻，在“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

点，广大党员更要学好党史这门必修

课，感悟初心使命、激发奋斗动力，以昂

扬姿态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在为

强国强军事业奋斗的行动中建立新功。

相关阅读：

《学史明理》（刊于2月25日《解放

军报》）

《学史增信》（刊于3月2日《解放

军报》）

《学史崇德》（刊于3月4日《解放

军报》）

学史力行
─学习领会习主席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④

■夏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