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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简意赅

在绘画中，灰色属于浊色，指的
是纯度偏低、色彩倾向不突出、色感
比较微妙的颜色。如果把白与黑比
作是与非，“灰色”就是混淆是非，“灰
色心态”则意味着对是非问题采取软
弱、逃避、妥协的态度。这种心态的
存在，是对斗争精神的严重侵蚀。

头脑清醒，才能立场坚定。对党
员干部而言，摈弃“灰色心态”，最要
紧的是筑牢思想防线。在大是大非
问题面前做到旗帜鲜明，在似是而非
问题面前做到头脑清醒，面对“乱花
渐欲迷人眼”能够“咬定青山不放
松”。这就需要加强理论学习，用理
论武装头脑，领悟斗争精神的实质、

意义，把握斗争精神的内涵、方向，夯
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思想根基。

斗争必然会遇到阻力和挑战，
处理不好还有一定的风险，个别党
员干部软弱妥协的“灰色心态”多由
此而滋生。为官避事平生耻。“事不
关己，高高挂起”心态是要不得的，
在歪风与浊流面前，党员干部应该
当战士不当“绅士”，旗帜鲜明地开
展斗争。党员干部还要认识到，斗
争需要本领的支撑，只有善于从政
治因素上研判斗争形势、从法理依
据中找准斗争策略，练就斗争的真
本领，才能牢牢掌握斗争主动权，激
浊扬清，正本清源，赢得斗争胜利。

“灰色心态”当摈弃
■张永华

工作中爱琢磨的人，工作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都比较强，遇到问题不
会手足无措、畏惧退缩，而是主动想
办法解决，久而久之，这些人的工作
能力就会在一次次琢磨中得到检验
和提高。

琢磨是思想勤奋的表现。现实
工作中，一些人思想懒惰不愿动脑思
考，干工作因循守旧，结果工作能力
一直原地打转，低层次徘徊。遇事向
别人请教当然好，请教既是谦虚好学
的体现，也是一种直接的学习方式。
然而请教与琢磨并不矛盾，关键是要
动脑子，不能养成懒惰的习惯。如果
只知请教不知琢磨，就失去了请教的

意义，当无人请教时就会束手无策，
工作能力就得不到提高。

问题检验一个人的思维方式，考
验一个人的工作能力。面对工作中的
各种问题，只有老老实实地勤思考多
琢磨，才能改进思维方式，提高思维水
平。聪明人在工作中遇到问题，首先
是自己琢磨，琢磨问题症结所在，琢磨
破解之道，这样可以逼迫自己思考更
多的东西，想出更好的办法。如果自
己实在解决不了，带着琢磨的成果去
请教别人，这是对工作也是对自己负
责的态度，这样的请教更有意义，效果
也更好。经过琢磨与请教解决了问
题，必定会促进自己工作能力提高。

遇到问题多“琢磨”
■汪天玄

知行论坛 谈 心 录

影中哲丝

●从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中汲取力量②

●在困难面前，真正的勇士不
仅具有抗压能力，敢于迎难而上，
而且具有抗挫折能力，不惧怕失
败，敢于从失败和挫折中奋起

在为理想信仰而奋斗的漫漫征程

中，必然会经历各种艰难险阻和失败挫

折。战胜前进中的困难，于挫折和失败

中奋起，既需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

勇无畏，也需要“千磨万击还坚劲”的顽

强斗志。最近，习主席勉励年轻干部

“必须立志做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的忠实传人，不断增强意志力、坚忍力、

自制力”。其中的坚忍力，既是党的光

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重要体现，也是党

员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攻坚克难的必

备素质。

坚忍力，往往呈现于遇到困难和

挫折之时，衡量着对理想、目标的坚

持程度，体现出抗压抗挫的精神状

态。邓小平同志曾说：“共产党员的

特点是越困难越有劲、越团结。”越是

困难意志越坚、越是遭遇坎坷抗击能

力越强，在攻坚克难中成长、在淬炼

磨砺中前行，是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

政治品格，也是战胜困难、开创新局

的光荣传统。过去，革命先辈之所以

能在险象环生的斗争中不断从胜利走

向胜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具有百折

不挠、永不屈服的坚忍力，即便前路

艰难也敢阔步前进，明知危机重重也

能毫无惧色。

“物质的原因和结果不过是刀柄，

精 神 的 原 因 和 结 果 才 是 锋 利 的 刀

刃。”对于一支军队来说，坚忍，就是

迎难而上、无坚不摧的战斗精神，就

是不屈不挠、愈挫愈勇的刚强意志。

在艰苦卓绝的长征中，红军面对的敌

人之凶残、行路之艰难、环境之险恶、

补给之困难世所罕见。然而这支艰难

行军、随时会付出流血和牺牲的队

伍，无一人向困难低头、无一人对艰

难屈服。红军将士穿着褴褛的衣衫、

迈着艰难的步履，一路向前，书写了

一首荡气回肠的英雄壮歌，淬炼出伟

大的长征精神。对此，聂荣臻元帅曾

感叹：“碰到了困难，人们就想起长

征，想想长征，就感到没有克服不了

的困难。”

对于一名军人来说，坚忍，既是锻

造精神、砥砺意志的“磨刀石”，也是军

人气质的“闪亮名片”。只有把汗水挥

洒在实现强军梦的伟大实践之中，才能

在军营这个大熔炉里淬炼成钢，书写绚

烂、无悔的青春年华。“淬炼成钢”并非

易事，钢比铁更加坚韧，由铁到钢，是一

个反复锻打、反复淬炼的过程。从董存

瑞、黄继光、邱少云到雷锋、李向群、杜

富国，哪一个不是在千锤百炼中壮筋

骨、强心志的？哪一个不是在各种挑战

和考验中成长成才的？

不经风雨，不成大树；不受百炼，难

以成钢。古往今来，那些成就辉煌人生

的人，几乎都拥有一番与苦难顽强抗争

的经历；那些战胜困难的经验，最终都

化为了人生的宝贵财富。“铁人”王进喜

为了拿下大油田，困难面前毫不退缩，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

上”；战斗英雄韦昌进在边境作战中全

身22处负伤仍顽强战斗，引导炮兵打退

敌人 8次反扑，独自坚守战位 11个小

时；优秀村支部书记黄大发以“水过不

去，拿命来铺”的实干，硬是凭着一双手

和简陋的工具，带领乡亲们在绝壁上凿

出一条生命之渠……这些优秀共产党

员身上所体现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

山行”的拼劲、“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韧

劲，正是战胜艰难困苦的利器，正是事

业成功的秘诀。

在困难面前，真正的勇士不仅具

有抗压能力，敢于迎难而上，而且具

有抗挫折能力，不惧怕失败，敢于从

失败和挫折中奋起。因为他们懂得失

败的价值，能打起精神重新来，总结

经验继续干。为提取青蒿素，屠呦呦

经历了 190次失败。在科学界，这并

不是罕有的特例，而是普遍的现象。

事实上，无论是谁，要想获得事业上

的成功，就要准备经历失败、不怕失

败、抗击失败。认输但又不服输，承

认失败但又不甘于失败，咬紧牙关坚

持下去，方能变被动为主动，用坚忍

之犁开辟前行之路。

坚忍力是一种内生的气质，也是

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然而它不是与

生俱来的，也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够得

到的。增强坚忍力，须在事上磨练，多

在基层“墩墩苗”，在从严从难的要求

中加强锻炼，在遂行多样化任务中反

复淬炼，努力练强筋骨、练硬本领；须

与困难交锋，多当几回“热锅上的蚂

蚁”，在直面血与火的挑战中锤炼意

志，不断提高自己的抗压能力，使自己

由软弱变得坚强、由稚嫩变得成熟、由

徘徊变得坚定；须与挫折过招，学会在

逆境中吸取教训、总结不足，为走出

“山重水复”的困境积蓄力量；须有良

好心态，无论面对怎样的对手，遭遇多

大的挑战，都能把敢吃苦、能耐劳、不

惧难、不怕险的精气神注入血脉，永葆

“战苦军犹乐”的战斗豪情、“万水千山

只等闲”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如此才

能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坚忍力战胜

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书写铁

血荣光，创造辉煌业绩。

不断增强坚忍力
■向贤彪

功劳是干事创业的成果体现，
“苦劳”是为事业辛苦劳动的过程。
功劳与“苦劳”相互联系，有功劳必
有“苦劳”，而有“苦劳”却不一定有
功劳。脚踏实地、勤恳付出尽管值
得肯定，但如果干不出实绩，功劳就
无从谈起。

同样的条件，有的人能取得显
著的成绩，有的人却一事无成，有能
力素质上的差距，也有方式方法上
的问题。如果闷头蛮干，干不到点
子上，缘木求鱼，就会越干越错，白
辛苦一场。面对日常工作中的矛盾
困难，尤其是影响战斗力生成的“拦
路虎”“绊脚石”，我们既要撸起袖子
实干苦干，又要积极想办法，善于开

拓创新、勇于闯关夺隘，在接“烫手
山芋”中学习总结，不断提升自己善
谋良策的能力、善抓落实的功夫，用
科学高效的工作方法代替缺乏效益
的“苦劳”，善作善成，取得实绩。

把“苦劳”变成功劳，就要始终
保持脚踏实地的作风和常抓不懈的
韧劲。“八一勋章”获得者程开甲在
每次核试验任务中都要到艰苦危险
的一线检查指导技术工作，在为国
铸剑的道路上耕耘不止，从而取得
非凡成就。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
功，只有日日为继、久久为功，一锤
接着一锤敲，不达目的不罢休，才能
积小胜为大胜，变“苦劳”为功劳，赢
得荣誉，收获成长。

莫视“苦劳”为功劳
■赵焕斌

●作为党员干部，应牢记“党员
姓党”“公权姓公”，修身做人牢记一
心为公之念，干事创业不丢克己奉公
之心，为官从政常怀夙夜在公之责，
真正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
移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

公私一杆秤，称出清与浊；公私一把
尺，量出廉与贪。公私之间如何取舍，最
能检验一个人的品质。
《竹坡诗话》中讲述了一位官员点着

蜡烛办理政务，仆人送来家书，他马上吹
灭公家蜡烛，点燃自家蜡烛展阅，留下了
“公烛之下不展家书”的佳话。《围炉夜
话》中则讲：“见小利，不能立大功，存私
心，不能谋公事。”这种公私分明、严格自

律的处事态度令人深思。
历史上，还有“一钱太守”刘宠、“二

不尚书”范景文、“三汤道台”汤斌、“四知
先生”杨震、“五代清郎”袁聿修等人的嘉
德懿行，都在处理公私问题上展现出了
“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境
界。而在中国共产党人心中，公与私的
界线则更加清晰。翻开《中国共产党廉
洁自律准则》，第一条便是“坚持公私分
明，先公后私，克己奉公”。

在处理公与私的问题上，老一辈革
命家一向泾渭分明。周恩来同志以身
作则，严格治家，定下“不谋私利、不搞
特殊化”的十条家规；朱德同志要求子
孙辈“生活上你们要自力更生，不要依
靠我，也不要靠我去当官”；陈云同志得
知吴江县政府以照顾革命家属的名义
给予姐姐陈星接济后，致信吴江县县
长，请其停止对陈星的接济……他们用
实际行动为领导干部加强自律、自觉抵

制特殊化作出了表率，为今天的党员干
部树立了榜样。

作为党员干部，应牢记“党员姓党”
“公权姓公”，修身做人牢记一心为公之
念，干事创业不丢克己奉公之心，为官从
政常怀夙夜在公之责，真正做到立身不
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权不
谋一己之私。

做到公私分明，当有“不拘小节败
名节”的清醒。唐代名相陆贽清廉刚
正，但也有人反映他不近人情。唐德宗
得知后劝他：“卿清慎太过，诸道馈遗，
一皆拒绝，恐事情不通，如鞭靴之类，受
亦无伤。”陆贽对此不以为然，进谏道：
“贿道一开，展转滋甚。鞭靴不已，必及
金玉。目见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在陆
贽看来，“涓流不绝”，发展下去必然是
“溪壑成灾”。

做到公私分明，当有“恪守法度戒贪
欲”的自律。明太祖朱元璋曾告诫群臣，

老老实实当官，守着自己的薪俸过日子，
就像守着“一口井”，井水虽然不满，但可
天天汲取，用之不竭。换言之，如果不愿
做“守井”之人，一心追求“井外”财物，就
如投身肆虐的洪流，虽可暴饮狂欢，但好
景不长，终会遭灭顶之灾。

古人说，不矜细行，终累大德。那
些因贪腐犯罪而锒铛入狱的官员，都
是缺乏自省和自律，模糊了公私界限，
放任了贪欲滋长，在一次次小节不检
中渐渐迷失方向的。作为党员干部，
慎微律己须时时铭记、事事坚持、处处
上心，多积尺寸之功，经常防微杜渐，
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
惑。以公私分明为律己之尺，不断增
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
腐定力，才能经受住各种诱惑考验，树
起共产党员应有的形象和风范，做到
行稳致远。

（作者单位：解放军仪仗大队）

以公私分明为律己之尺
■朱威明

举目眺望，重庆黄桷湾立交桥的匝道像

一条条丝带，看似杂乱无章，实则井然有序。

要将原本平面交叉的道路，在垂直

空间内进行合理分离，让车辆在不同的

道路上各行其道、互不干扰，离不开设计

师的合理规划。

工作生活中，我们难免会同时遇到

如这些匝道一般的事情，如果不能作出

合理规划，就很容易把自己困在纷繁复

杂的事物中，理不清主次，看不清方向，

羁绊住前进的脚步。

事情再多再杂，只要学会合理规划、

科学统筹，就能做到有条不紊，扎实推

进，获得成功。

立交桥变奏曲——

规划孕育成功
■康敬萱/摄影 张钰浩/撰文

●认真做好具体事，用心处理
麻烦事，勇于面对困难事

习主席在和基层代表座谈时指出，

要“踏踏实实把正在做的事情做好，靠勤

劳双手成就属于自己的人生精彩，共同

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殷

殷嘱托催人奋进，谆谆教诲直抵人心。

每名党员干部都应自觉躬身践行，脚踏

实地干好当下工作、尽好自身职责。

认真做好具体事。成果不是一蹴

而就的，是靠做好每一件具体事、完成

好每一项任务，一点一滴积累起来

的。具体事往往是一件一件小事。如

果好高骛远，只想着做大事，不屑于做

小事，再远大的理想抱负也只能是空

中楼阁。小事之中最能见态度、见能

力、见党性。我们党的宗旨决定了“有

利于百姓的事再小也要做”，党员干部

应时刻关注群众所需所盼，在做好小

事中切实让群众体会到党的温暖。其

实，很多看起来是小事的事，对群众来

说却是最需要迫切解决的事，也是最

需要我们办好的事。如果解决不好，

就会失去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小事之

中有大局，小事之中有政治。党员干

部无论在什么岗位，都须用好点滴之

功，做好每件小事。哪怕再小再平凡

的事情，只要用心去做，成就非凡的业

绩就不是难事。

用心处理麻烦事。麻烦事，通常是

指那些一次难以解决而要耗费大量时

间精力去做的事。对待麻烦事的态度，

体现着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毛泽东

同志曾说：“不要怕麻烦。要革命就会

有麻烦，而且有时非常麻烦。”不怕麻烦

体现的是一种责任、一种担当。现实

中，有个别党员干部一遇到麻烦事，就

东推西躲，导致问题越积越多，事情越

推越难办，最终给事业发展带来更大的

麻烦。不想做一件事，总能找到借口；

想做成一件事，总能找到方法。只有不

怕麻烦，工作推进起来才会少麻烦。党

员干部是人民公仆，手中握着人民赋予

的权力，就是为群众解决麻烦事的。不

怕麻烦，“用心”最重要，党员干部须把

关乎群众利益的事情时刻放在心上、扛

在肩上，真正急群众之所急、忧群众之

所忧，真正用心把群众关心的事情做

实、做深、做细、做透。

勇于面对困难事。面对困难，态度

不同结果不同：如果唉声叹气、消极应

付，结果只会越应付越被动；而主动出

击、迎难而上，往往能在战胜困难中赢

得主动。现实中，总有少数党员干部缺

乏主动作为的勇气和精神，“遇到问题

绕着走，碰到困难就掉头”，不像共产党

员的样子。“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

境，看襟度”，不敢面对困难事，缺乏斗

争精神、不担当不作为，不仅成不了事，

而且注定做不好事，甚至会贻误大事。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

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哪里有困难，

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共产党员。遇到

困难事，党员干部应当甩开膀子、迈开

步子，以永不懈怠的劲头、永不言弃的

韧劲，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争当先

锋、迎难而上、敢拼善战，挑最重的担

子，啃最硬的骨头，在攻坚克难中成长，

在不断锤炼中前行。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新征程

的进军号已经吹响。每名党员干部都应

鼓足干劲，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真抓实

干，把一件一件事情做扎实，把一项一项

任务完成好，把一个一个难关攻下来，以

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为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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