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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自信，当然不是盲目自
信，而是建立在对道路选择清醒认
识基础之上的。这其实是一种对
信仰的忠诚，对理想的坚定追求

有一篇教科书中的课文至今令我记

忆深刻，它就是叶挺同志写在被囚禁的

重庆渣滓洞集中营楼下二号牢房墙壁上

的《囚歌》：“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

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

来呵，给尔自由！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

知道——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爬

出！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

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我应该在

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这首诗以凛然的正气回答了“狗洞

外面的高叫声”，声明了自己的选择，表明

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崇高气节和无畏

气概。同时，以激昂的语气表达了自己对

革命终会取得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心，为此

不惜献出自己的热血和生命，让自己在血

与火的斗争中体现生命的真正价值。

朗读这首诗，我们仿佛看到了在熊

熊燃烧的烈火中，一个顶天立地的共产

党人形象巍然屹立，光耀千秋。叶挺同

志早年投身革命，率领的独立团在北伐

中作战英勇，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

被誉为“铁军”。后在皖南事变中，时任

新四军军长的叶挺被国民党当局扣押，

他拒绝蒋介石的威逼利诱，写下了这首

著名的《囚歌》。

由叶挺的《囚歌》，不禁想起了一大代

表王尽美的遗嘱。王尽美是山东党组织

早期组织者和领导者，长期在艰苦岁月中

忘我工作，患了肺病没能得到及时治疗，

1925年8月，倒在了为之奋斗的革命征途

中，年仅27岁。弥留之际，他在病床上口

述，请党组织负责人记录其遗嘱：“全体同

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

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

王尽美的遗嘱话虽不多，但却充满了对

“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

一定会“彻底实现”的坚定信心。

何谓自信？自信就是一种发自内

心的自我肯定与相信，深信一定能做成

某件事，实现所追求的目标。作为革命

者，就是始终保持革命必胜的信心，无

论生活多艰难、环境多险恶，都始终对

革命事业抱有必胜信念，笑对一切困难

与敌人。叶挺和王尽美用壮丽的一生，

诠释了这种自信的力量。夏明翰面对

敌人的屠刀英勇不屈，在写给母亲的信

中，他预言“相信你会看到我们举过的

红旗飘扬在祖国的蓝天”，同样诠释了

共产党人坚定革命自信的力量。

自信是力量之源。有了自信，任何

艰难险阻都阻挡不住前行的脚步。井冈

山时期，弱小的工农红军之所以在“敌军

围困万千重”的围剿中，保持“我自岿然

不动”，就因为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

原”，用革命信心筑起了“森严壁垒”，保

持了“众志成城”，取得了“黄洋界上炮声

隆，报道敌军宵遁”的胜利。二万五千里

长征中，面对天上飞机的侦察轰炸，地上

敌军的围追堵截，面对“平均每300米就

有一名红军牺牲，平均每天都有一场遭

遇战”的困境，疲惫不堪、缺衣少粮的红

军指战员之所以选择迎难而上，最终胜

利到达延安，关键就在于树立了“只要听

从党中央的指挥，红军就能打胜仗”的必

胜信念。小到一个人、一个集体，大到一

个政党、一支军队，只要有信仰、信念和

信心，就会愈挫愈奋、愈战愈勇。

自信是成功的保证。人只要有自

信，就能产生勇气和力量，就永远不会被

打垮。20世纪初，美国美孚石油公司曾

在中国西部打井找油，毫无所获。于是以

布莱克威尔教授为首的一批西方学者，断

言中国地下无油，是一个“贫油的国家”。

地质学家李四光偏偏不信这个邪：美孚的

失败不能断定中国地下无油。他说：“我

就不信，油，难道只生在西方的地下？”在

这种强烈的自信心支配下，他开始了30

年找油生涯。李四光通过运用地质沉降

理论，相继发现了大庆油田、大港油田、胜

利油田、华北油田和江汉油田，彻底粉碎

了“中国贫油论”，也以事实证明了“笃行

信道，自强不息”的古训。

自信的本质是一种对选择的坚定，

正如《正道沧桑——社会主义500年》主

题歌中唱的那样：“走对了路就别彷徨。”

尤其是在革命出现逆境的情况下，更须

做到不为干扰所惑、不为风险所惧，始终

朝着既定目标前进。毛泽东同志在《为

人民服务》一文中指出：“在困难的时候，

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

勇气。”从这个意义上解读中国共产党从

苦难走向辉煌的百年历史，其实就是一

部在革命必胜信念支配下的奋斗史。

革命自信，当然不是盲目自信，而是

建立在对道路选择清醒认识基础之上

的。这其实是一种对信仰的忠诚，对理

想的坚定追求。党章开宗明义指出：“党

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

义。”因而，构成共产党员精神谱系的核

心，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

坚定追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

不懈坚持，对党和人民伟大事业的无限

忠诚。这种忠诚，是自觉的、能动的、实

践的，风雨如磐，历久弥坚。

实践一再证明，自信只有建立在崇

实和自强不息的基础上，才能到达理想

的彼岸，才有价值意义。我们今天“学

史增信”，就是要从一代代共产党人的

接力传承中，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凝心聚力

奋斗取得的成就，做到坚持党的基本路

线不动摇，自觉把“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融入血液、注

于行动，一以贯之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推向前进。这是学史增信的目标，

也应是检验成效的基点。

由《囚歌》谈保持革命自信
■于永军

●强调抓落实，根本在“抓”、重
点在“落”、关键在“实”，必须实打实
地干、硬碰硬地抓，实干为要，干出
实效

抓落实是习主席一贯倡导的重要思
想和工作方式。实践证明，落实是建设
之本，不落实是隐患之源。部队建设发
展的过程实质就是全面搞建设、反复抓
落实的过程。强调抓落实，根本在“抓”、
重点在“落”、关键在“实”，必须实打实地
干、硬碰硬地抓，实干为要，干出实效。

抬升起点抓落实。站得高才能看得
远，看得远方可谋得深。这就要求我们
必须从政治上看，读懂政策法规的具体
要求、摸清单位建设实际需求、瞄准基层
官兵现实诉求，在弄通“是什么”中强化
政治判断力、理解“为什么”中强化政治
领悟力、明白“怎么办”中强化政治执行
力。坚持从全局上看，善于做“桅杆上的
瞭望者”，自觉立足“两个大局”思考，着
眼“两个一百年”谋划，在把牢方向中强
“识势”之明、提“布局”之能、悟“干事”之
道。注重从长远发展看，注重理发展脉
络、析建设规律，处理好当下与长远、局
部与整体、守正与创新的关系，树立新理
念，实现新发展。

扭住重点抓落实。部队建设千丝万
缕、头绪繁杂，抓好落实，关键在找准重
点。要善于从纷杂事务中理出头绪、从
普遍现象中发现要害，既抓重要领域、重
要任务、重要试点，又盯关键主体、关键
环节、关键节点，明确主攻方向，扭住重

点发力；善于瞄准全局性工作想办法、出
实招、下狠劲，扭住关键性的、盯准难落
实的、防住易反复的，抓铁有痕、踏石留
印，确保落底到边；既拎重点，也统全局，
找准二者连接点，审大小而图之、酌缓急
而布之、连上下而通之、权衡内外而施
之，着力增强工作的系统性。

把准节点抓落实。单位建设是一个
环环相扣的完整链路，节点把不准，就可
能出现“断点”，甚至产生“险点”。要保
持连续性，坚持经常抓、抓经常，不贪大
求快，不急于求成，聚沙成塔，积尺寸之
功，收滴水穿石之效；注重贯通性，坚持
全程抓、抓全程，防止“有计划无行动”的
虚漂、“有部署无检查”的空转、“有检查
无反馈”的梗阻、“有进步不巩固”的损
耗，切实形成闭合回路；增强扎实性，坚
持反复抓、抓反复，尤其是对那些打基
础、见效慢、周期长的“地平线以下”工
作，要发扬“掘井见水”精神，咬住青山不
放松，不见成效不收兵。

紧盯落点抓落实。任何工作必须在
末端见效，这是抓落实的根本落脚点。
作风要求实，不空喊口号、不出花点子、
不报虚经验、不做门面事，多到训练场、
多吃大锅饭、多睡硬板床，能够与官兵坐
在一条板凳上倾听呼声、摸准实情、探寻
良策。举措要务实，尊重官兵主体地位，
激励干部当好事业“带头人”，结合具体
深入的责任驱动、传压追责的督查推动、
奖惩容错的制度调动，确保工作层层落
实。导向要严实，坚持“基层至上、士兵
第一”，让基层官兵当“阅卷人”，做到“基
层有期盼，机关立即办”，努力做问题的
终结者，当发展的推动者，在务实重行中
推动单位建设全面过硬。

（作者单位：武警北京总队）

从“点”到面抓落实
■王天辉

我们党从浙江嘉兴南湖的红船启

航，即将走过整整一个世纪波澜壮阔

的奋斗征程。喜迎党的百年华诞，心

中的确有许多“感党恩、听党话、跟党

走”的真情实感想抒发。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

国共产党……”《毛主席语录》中这个

著名论断，在我幼小的心底播下了信

仰的种子。60多载人生旅程，一路沐

浴着党的阳光雨露，对党那种天然的

亲切感、特殊的信赖感，早已植入骨

髓、融入血脉。

40年前，面对党旗，我庄严宣誓：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

领，遵守党的章程……”从那时起，我

对党的信仰就牢固地凝结在了胸前那

枚熠熠生辉的党徽上。“进了党的门，

就是党的人”“一辈子听党话，永远跟

党走”成为我心中铁一般的信念。几

十年来，关注党的事业，学习党的理

论，践行党的号召，成为贯穿我学习工

作生活的主旋律。

从团、师、军区到原总政机关，我

一直从事党的理论武装和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养成了学习党的理论的浓厚

兴趣和习惯。创新理论深入学，经典

著作重点学，大政方针及时学，党史军

史日常学。在“红军师”和国防科技大

学工作期间，每逢“七一”，我都要参加

单位组织的瞻仰党的一大会址、浙江

嘉兴南湖红船、遵义会议旧址等活动，

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缅怀革

命先辈，感悟初心使命。通过反复领

悟，长期熏染，我不断深化着对党的认

知，不断夯实信仰根基。

近几年来，国际国内发生的一系

列大事，成为教育我们爱党信党跟党

走的生动教材。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这场大考中，我们党奉行人民至上、全

力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健康的壮

举，全世界为之瞩目。我国脱贫攻坚

战，在党的坚强领导和全国各族人民

的共同努力下取得全面胜利，中国人

民摆脱贫困的千年梦想今朝梦圆，创

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一个

个史诗般的重大事件，再次印证了我

们党的伟大、光荣、正确，更加激起了

我们对党的敬仰信赖和爱戴之情。

回望几十年来走过的路，最感自

豪的，是始终听党话跟党走；最大的荣

耀，是经历、参与、见证了党领导民族

复兴伟业的壮阔进程。有过激情澎湃

的奋斗，有过热血沸腾的拼搏，有过吃

苦在前的奉献，有过不计得失的付出，

为党的事业顺利推进而欢欣，为党遇

到的艰难险阻而忧虑，为党取得的巨

大成就而鼓舞……这些汇聚凝练成为

我更加坚定的政治信仰，成为不可动

摇的精神力量。

一辈子听党话跟党走，对于我们

老干部来说，是需要终生锤炼的课

题。具体说，就要加强理论学习，坚持

用党的创新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深

刻领悟，自觉践行，做到“活到老、学到

老、改造到老”，不断筑牢信仰之基；就

要加强党性修养，坚持用党章要求规

范言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自我提

高，敢于同错误思想作斗争，不断砥砺

对党的赤诚忠心；就要加强思想锤炼，

坚决用党中央决策部署统一思想，保

持清醒头脑，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形势、

分析问题、判断是非、认识事物，不断

强化对党忠诚的政治品质。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作为

一名老党员、老军人、老干部，“退休不

褪色，离职不离党”，在党言党，在党为

党，在党护党，是我的铿锵誓言。在新

时代新征程上，我将始终与党心心相

印，努力为党发光发热，自觉讲好党的

故事，竭力传承好红色基因，传播好党

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赓续共产党

人精神血脉，永葆共产党人的赤子之

心和忠诚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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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干部应选择与身份相
配、与职责相符的情趣爱好，以高
雅情趣涵养浩然正气、提高精神
品位

美学上讲，情趣是“人类对精神生
活的一种追求，对生命之乐的一种感
知，是审美感觉上的自足”。因此，情趣
不仅是一种生活格调和个人爱好，更是
一个人审美品位、价值取向和思想境界
的折射。情趣有高雅低俗之分，高雅情
趣有助于陶冶情操、广博见识、升华境
界，低俗情趣则会耗神损志、使人堕落。

情趣爱好本是无可厚非的个人选
择，但党员干部身份职责特殊，一言一
行都代表党组织形象，不能单纯把情
趣追求看作个人私事，而要看成关乎
党员干部形象和党风政风的大事。
“风成于上，俗化于下。”党员干部

在选择和培养情趣爱好时，应考虑“上
行下效”的示范效应。现实中，党员干
部爱理论学习，部队学习氛围就会浓；
爱钻研打仗，官兵练兵备战的劲头就
会足；喜欢研究训练，官兵训练热情就
会高。相反，党员干部倘若沉迷于低
级趣味，不仅有损品行，更容易立起错
误导向，影响周围，带坏风气。
“不矜细行，终累大德。”那些犯错误

栽跟头的党员干部蜕化变质，往往是从
生活作风不检点、生活情趣不健康开始
的。对党员干部来说，把好“情趣关”也
是把好“政治关”。倘若情趣低俗，就会
在庸俗思想的侵蚀和灯红酒绿的诱惑
中动摇信念、纵欲丧志，甚至腐化堕落，
触碰法纪的“红线”。一些党员干部正
是因为在情趣爱好上不懂自省自律，利
用手中权力满足所好，导致私欲膨胀，
逐渐走上了贪腐之路。党员干部唯有
严于律己、慎其所好，把兴趣爱好与理想
信念、党性观念、官德修养结合起来，才
能洁身自好，避免陷入欲望的泥潭。

党员干部应选择与身份相配、与职
责相符的情趣爱好，以高雅情趣涵养浩
然正气、提高精神品位。尤其应把个人
爱好与基层官兵的兴趣点对接，多参加
基层官兵的文体比赛等娱乐活动，与士
兵同欢乐，拉近与士兵的距离。
“欲多则心散，心散则志衰，志衰

则思不达。”党员干部培养高雅情趣是
一种生活调节，但不可消耗过多时间
精力。凡事皆有度，过犹不及。即便
情趣品位不俗，但如果不加节制，把爱
好发展成了嗜好，就容易给别有用心
者以可乘之机，为腐败提供滋生土
壤。部队是要准备打仗的，军人的时
间精力应更多投入到主责主业上。党
员干部要身先士卒在部队建设和军事
斗争准备中勇担重任，聚精会神在强
军兴军的伟大实践中建功立业。

情趣高雅立形象
■黄 强

谈 心 录

●做人不能只想着一己私利，
应当多替别人着想，如此人与人之
间才会充满友爱与温暖，社会才会
更加和谐

近日读到一则“甄宇分羊”的故事，

深受启发：东汉时期，京城洛阳太学是

传授儒家经典的最高学府。学府里个

个都是饱学之士，其官职被称为博士。

一年春节前夕，皇帝派人赐给博士们每

人一只羊。可是等羊牵了回来，太学府

的长官们犯了难：因为这些羊大小不

等、肥瘦不一，该如何分呢？

有人主张把羊杀掉分肉，肥瘦搭配，

每人一份；有人提出抓阄，大小肥瘦全凭

运气；又有人觉得这两种方法也不尽合

理……就在大家举棋不定时，一向少言

寡语的博士甄宇站起来说：“还是一人牵

一只吧，也不用抓阄，我先牵一只。”有人

心想，甄宇肯定要挑一只又大又肥的，要

是大家都争着把大羊牵走，剩下的小羊

给谁？可是甄宇瞅了一会儿，径直走到

一只又小又瘦的羊跟前，牵了就走。这

样一来，那些不爱计较的博士们也像甄

宇一样，牵了只小羊就走。想计较的博

士看到如此场景，也不好意思再争了，反

而是你谦我让，每个人都高高兴兴地牵

着一只羊回家了。这件事情后来传遍了

洛阳，人们纷纷赞扬甄宇，还给他起了个

外号，叫“瘦羊博士”。

古人说：“肯替别人想，是第一等学

问。”然而现实中，总有一些人只关心自

己的利益得失，他们的人生追求往往是

对他人尽量少奉献，甚至只讲索取，不讲

奉献，一心为着自己，不关心他人，只要

对自己有利的事就抢着干，对自己没利

的事就靠后站。人们对这种人往往嗤之

以鼻。古代孔融让梨的故事妇孺皆知，

孔融让梨与甄宇牵羊行为的本质是一样

的，他们都有着先人后己、替别人着想的

高尚品德。革命先辈陶铸曾写过一篇名

为《松树的风格》的散文，热烈地赞美松

树那种“要求于人的甚少，给予人的甚

多”的风格。著名文学家茅盾也说过：

“在生活中，每个人都应该是春晖，给别

人以温暖。”这些都告诉我们，做人不能

只想着一己私利，应当多替别人着想，如

此人与人之间才会充满友爱与温暖，社

会才会更加和谐。

努力涵养“第一等学问”，其一应学

会换位思考，多站在他人的角度去考虑

问题，设身处地想他人之所想，急他人

之所急；其二要从点滴小事入手，于细

微之处见精神，在生活中主动做到谦

让，在工作中主动做到协助，大事讲原

则，小事讲风格。这样才能不断净化自

己的灵魂，在同志间形成团结向上的氛

围，培养出为人所必备、为人所敬佩的

“第一等学问”。

“甄宇分羊”的启示
■李 轩 门建新

在极限训练中，刚刚完成捕歼战斗

的特战队员们顾不上休息，又立即投入

到下一场执行警戒封控的任务中。任

凭汗水布满脸颊，队员们神情坚毅，岿

然不动。

坚毅的外表下，是内心的刚强。军

人之所以能够困难面前意志坚定，在于

内心责任使命的驱动，也得益于勇毅刚

强的品格。然而这种品格不是与生俱

来的，靠的是急难险重任务的磨炼、挫折

坎坷的淬炼。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

花扑鼻香。青年官兵唯有勇于吃苦、甘

于吃苦，主动经受困局、难局、险局的考

验，方能在一次次克服困难、完成任务中

提升能力素质，不断成长进步。

岿然不动——

艰难方显勇毅
■胡 港/摄影 王成滨/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