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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员的党性，不是外力
的而是自觉的；共产党员的党性，
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共产党员
的党性，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与时
俱进的

1937 年，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

重，为促成国共合作，将红军改编为国

民革命军。在改编中，许多高级将领被

降级使用，有的从军长降为旅长、副旅

长，有的从师长降为团长、副团长，有的

由 指 挥 员 降 为 战 士 ，大 家 对 此 毫 无 怨

言，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其中，李先

念同志从军级降到营级。上级领导问，

组织决定你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当营

长，你有什么意见吗？李先念毫不犹豫

地回答：“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

“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反映的是

一种清醒的党员意识和坚定的政治立

场，彰显的是共产党人坚强的党性。党

性强，就能始终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

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做到忠

诚于组织，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

共产党员的党性，不是外力的而是

自觉的。1934 年，陈昌离开中央特科总

部机关，被派往敌人心脏作隐蔽战线斗

争 ，他 把 敌 人 每 月 发 给 的 工 资 20% 自

用、80%作为党费上缴党中央，始终保持

了出淤泥而不染，不仅完美地完成了情

报工作，还想方设法筹集资金为党、为

军 队 购 买 枪 支 弹 药 等 供 抗 日 前 线 急

需。1935 年，由于斗争环境恶劣，东北

抗日联军与党中央失去联系。艰难岁

月里，冯仲云坚持给中央写信请示汇报

工作；杨靖宇冒着重重危险，两次率部

西征，试图打通与党中央的联系；周保

中更是发自肺腑地说：“听不到党中央

的声音，接不到党的指示。在最艰难的

日子里，想念延安真像孩子想娘一样。”

他 们 的 事 例 表 明 ，共 产 党 人 的 坚 强 党

性，体现的是内心深处对信仰的执着坚

守，形成行动上的自觉，如此锤炼党性，

才能有跟党走的坚定不移、有不怕困难

的顽强勇毅、有危难关头的不惧牺牲。

共产党员的党性，不是抽象的而是

具体的。1950 年初，中央决定进藏，邓

小平找到 18 军军长张国华，开门见山地

说：“今天谈话凭党性。”张国华回答：

“一切听从党安排。”同年，李狄三也奉

命率部入藏。当五星红旗在噶大克飘

扬时，包括李狄三在内的 63 名官兵倒下

了。在遗言中，李狄三说：“共产党员就

是党让干啥就干啥，在最困难的时候，

向党要副担子挑在肩上的人。”1955 年，

张富清退役转业时面临多个选择：留在

大城市，海阔天空；回陕西老家，可以方

便赡养老母。当组织找他谈话时，他当

即决定响应党的号召，去偏远、艰苦的

来凤县工作。他说：“我是一名党员，党

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战场上死

都不怕，苦点怕什么？”他们的故事昭示

我们，共产党员也有个人利益，但坚强

的党性，使得共产党员成为“特殊材料

制成的人”，敢于为人民的利益、党的事

业，奉献一切、牺牲一切。

共产党员的党性，不是一劳永逸的

而是与时俱进的。新中国成立之初，兼

任华东军政大学校长的陈毅出席学校的

开学典礼。当时的华东军政大学从备战

需要出发，要求所有男学员剃光头，一些

学员怕影响自己的形象不肯剃。为了疏

通学员思想，陈毅对大家说：“小同志们，

你们今天当兵，就是决心参加革命，而为

人民服务是终生的，可不是一时一事的，

今天想起就革命一下，哪件事愿意就服

务一次。我是老革命了，仍在时时事事

提醒自己。小战友们，我们在这件事上

一样：既然下了决心，终生不渝，那就常

要从头开始！”他把帽子摘下来，指着自

己的头大声复述：“从头开始！”一语双

关，讲出了“革命永远在路上”的真谛。

革命胜利后，凡有老战友来探望，徐海东

大将必问：“政治上犯错误没有？经济上

多吃多占没有？生活上和老婆离婚没

有？”这三问，问出了徐海东自己和身边

同志的思想清醒。锤炼党性，本质上是

一个纯洁自我、提升思想境界的过程。

彭德怀每月“反省自查一遍”，严格要求

自己；董必武 90 岁高龄仍赋诗抒怀“彻

底革心兼革面”，注意以身作则，服从组

织，遵守纪律；谢觉哉经常“跟自己打官

司”，省察一言一行。老一辈革命家的生

动实践，验证了一个道理：锤炼党性不是

一阵子的事，而是一辈子的事。永葆党

性之树长青，必须“在思想政治上不断进

行检视、剖析、反思，不断去杂质、除病

毒、防污染”。

“我们只有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

统，才能应对‘四大考验’、克服‘四种危

险’，才能正确处理公私关系、破除‘四

风’顽疾。”这是一种党性要求，也是对共

产党人精神家园的呵护。今天，我们传

承红色基因、赓续老一辈革命家锤炼党

性的优良传统，更须矢志自我净化、自我

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才能更好地

坚守初心、砥砺恒心，以更加坚实有力的

步伐，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进。

由“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谈锤炼党性
■王 涛

●一场春雨和着微风，轻柔地
吻着大地，不就如同战友间的倾心
畅谈吗？思想教育能不能奏效，最
终要看能否“润物”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

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

船 火 独 明 。 晓 看 红 湿 处 ，花 重 锦 官

城。”杜甫这首名为《春夜喜雨》的诗，

全诗不露一个“喜”字，却又始终充满喜

意。它喜就喜在“知时节”“细无声”。

春天是万物萌生的季节，正需要下雨时

雨就在夜幕下潜入，不造一点声势，细

细 密 密 地 渗 入 大 地 ，滋 润 万 物 茁 壮 成

长，怎能不让人心生欢喜？而疾风暴雨

则往往会冲走种子、毁坏庄稼，“山城过

雨百花尽，榕叶满庭莺乱啼”，不免令人

心生抵触。

由此想到，思想教育亦是如此。一

场春雨和着微风，轻柔地吻着大地，不

就如同战友间的倾心畅谈吗？

思 想 教 育 说 到 底 是 心 与 心 的 沟

通。一句“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曾

动 员 千 百 万 贫 苦 大 众 投 身 革 命 ；一 场

“诉苦三查”运动，被称为解放战争西北

大捷中“最值得注意”的经验。其中的

奥秘就是教育方法行之有效，教育内容

深 入 人 心 。 反 之 ，如 果 讲 话 方 式 不 得

体、交流内容不投机，不但达不到良好

愿望，还可能结下仇怨。

思想教育贵在和风细雨。法国作

家拉封丹写过一个《南风与北风》的寓

言，说北风和南风比威力，看谁能让行

人把身上的大衣脱掉。北风首先施威，

结果行人为抵御风寒，把大衣裹得越发

紧 。 而 南 风 则 徐 徐 吹 动 ，顿 时 和 风 日

丽，行人倍感温热，纷纷脱掉大衣。北

风 与 南 风 行 事 风 格 不 同 ，结 果 大 相 径

庭。荀子也讲过这样的道理：“木直中

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

复挺者，輮使之然也。”说的是木材本来

直得像拉直的墨绳，用温火慢慢加热才

使它弯曲制成车轮，进而合乎圆规的标

准，即使晒干也不会再挺直。思想教育

如同“刮风”，需要更多的是和风，而不

是狂风；如同“煣木成弯”，妙在温火烤

制，使不得急火烧炽。做事都要动机与

效果相符，那种急风暴雨式的训斥，面

孔板得凶，嗓音吼得响，态度粗暴，出口

伤人，就算你本意再好，讲的内容没错，

效果也不一定好。

有人说，长此和颜悦色，会不会变成

“和事佬”，抹杀思想教育的原则性？其

实，是“成事”还是“和事”，取决于如何

“做事”。刘邦攻进咸阳后，看到皇宫金

碧辉煌，美女花枝招展，执意要留下来不

走。手下猛将樊哙气冲冲责问，刘邦却

置之不理；而张良则循循善诱，从秦朝灭

亡的教训，到天下百姓的期盼，从樊哙劝

说的好意，到刘邦本人的优势，入情入理

地劝说，很快就使刘邦改变主意，迅速移

师城外。二人所说都是“良药”，为什么

只有张良使刘邦幡然醒悟？原来“良药”

不“苦口”乃是思想教育的高超艺术。相

反，例如作家赵树理笔下的王聚海，看起

来做事用功，实际上成效甚微。面对落

后妇女“小腿疼”偷奸耍滑、好逸恶劳，以

及有的人好吃懒做、拨弄是非，王聚海作

为干部没有少开展思想教育，但他“和事

不表理”，结果自然是“涛声依旧”。

谈到教育的有效性，不禁想到斯大

林评论列宁演说的一段话：“使我佩服的

是列宁演说中那种不可战胜的逻辑力

量，这种逻辑力量虽然有些枯燥，但是紧

紧抓住听众，一步一步地感动听众，然后

就把听众俘虏得一个不剩。”一些现场听

过列宁演讲的人更是感慨，列宁演说中

的逻辑好像万能的触手，用钳子从各方

面把你钳住，使你无法脱身，你不是投

降，就是完全失败。列宁的演说打动人

心的关键是因为他是伟大的思想家，正

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而那些胸无点

墨、理屈词穷之人，即便声色俱厉也毫无

意义。形式与内容就是这样一而二、二

而一，强调讲话的艺术，就是追求这二者

统一，教育者有了好的态度又能言之有

物，才能娓娓道来，令人心悦诚服。

古人早有“劝善规过”之说，但是，

思 想 教 育 能 不 能 奏 效 ，最 终 要 看 能 否

“润物”。我们有些思想教育不动人，根

子就在交心不够。有的好为人师，习惯

于我讲你听，我打你通；有的要求他人

“全抛一片心”，自己却“只说三分话”。

这样的教育，即使是真理在握，也会使

听者敬而远之。战友朝夕相处，只有真

心相待，敞开心扉，“道义相砥，过失相

规”，才能“推赤心置人腹中”。

润物细无声
■谭 然

为人处世，做到坦诚至关重要。人

与人之间交往，只有以诚相待、坦诚相

见，才能赢得信任、立得长远，才能培养

出纯洁友谊。

瞿秋白与鲁迅的深厚情谊世人皆

知，有人称这种友谊是“生死之交”。瞿

秋白与鲁迅的交往，没有一点虚伪，是极

为坦率，开诚布公的。瞿秋白对鲁迅直

言不讳，有啥说啥，经常毫不客气地指出

鲁迅在创作和翻译上字句不当的地方。

这份坦诚相待，不仅没有影响二人的关

系，反而增进了彼此间的信任，结下了深

厚友谊，而且他们的信任经历了生死考

验。白色恐怖下，瞿秋白夫妇多次到鲁

迅住所避难。瞿秋白被捕后，鲁迅也努

力设法营救，但事情未果就传来瞿秋白

就义的消息，鲁迅悲愤交加，决心为瞿秋

白集资编校出版遗著。

坦诚的人，会在与人交往中表达自

己的真情实感，这是获得他人信任的一

张通行证。相反，那些虚情假意、曲意逢

迎的人，则会令人心生防备，信任便无从

谈起。

坦诚是一种为人品质，也是一种人

格力量。真诚坦荡的人，会让人感到轻

松自在、有安全感，从而赢得别人的亲近

和信赖。做人和做事是相辅相成的，现

实中，那些襟怀坦荡、光明磊落的人，做

事更让人放心，自然有更多的人愿意与

之交往、合作，因而开展工作往往顺风顺

水，事业上更易有所成就。

做人坦诚得信任
■中部战区某部 李永胜

影中哲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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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 谧 的 山 谷 中 ，小 溪 默 默 地 流

淌。它时而被乱石阻截，时而被泥沙

搅浑，时而被枯叶覆盖，却始终不停息

地向前流。

溪流看似无力，但充满了韧劲，它

不惧坎坷波折，始终保持着一往无前

的姿态，也因此而生机勃勃。

人生道路上，也会像溪流一样经历

坎坷波折。跨越坎坷，才能走更长的路；

经历波折，才能更勇毅地前行。溪流看

似弱小，汇入江河，就能汹涌澎湃；流入

大海，就能波澜壮阔。人也一样，个人力

量虽然微弱，但敢于挑战困难、勇于面对

挫折，坚持不懈向着目标砥砺前行，终能

把涓涓细流汇成波澜壮阔的图景。

山谷溪流——

坚韧前行终致远
■雷 辙/摄影 王翔宇/撰文

言简意赅

●节约不仅是一种生活习惯，
也是一种品德修养，同时还是一
个社会的文明标志，更是推动社
会风气向上向好的强大力量

毛泽东同志终生保持着艰苦朴素

的 生 活 习 惯 ，一 日 两 餐 或 三 餐 都 是 粗

茶 淡 饭 ，甚 至 连 吃 饭 时 不 小 心 掉 到 桌

上 的 饭 粒 ，都 一 粒 粒 夹 起 ，送 到 口 中 。

一 顿 饭 下 来 ，他 的 饭 碗 里 总 是 不 剩 一

粒米。

“ 不 剩 一 粒 米 ”，体 现 了 毛 泽 东 等

老 一 辈 无 产 阶 级 革 命 家 珍 惜 粮 食 、厉

行 节 约 的 品 德 与 作 风 ，是 对 劳 动 人 民

劳 动 成 果 的 尊 重 ，也 是 对 勤 俭 节 约 社

会 风 气 身 体 力 行 的 倡 导 。 毛 泽 东 曾

说：“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革命

战争年代，他带头厉行节约，并告诫党

员 干 部 ，为 人 民 服 务 和 贪 污 浪 费 水 火

不 能 相 容 。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对 于 一 些

餐饮浪费现象，他痛心地指出，这些都

是人民的血汗，并问身边工作人员，你

们可知道种一株稻子要经过多少时间

才 能 结 稻 谷 ，几 株 稻 子 才 能 做 一 碗 米

饭？种一棵麦子要经过多少时间才能

长 出 麦 穗 ，几 棵 麦 子 才 能 做 一 个 馒

头？有谁算过这笔账？

毛 泽 东 同 志 的 这 个 发 问 令 人 深

省 。 节 约 不 仅 是 一 种 生 活 习 惯 ，也 是

一 种 品 德 修 养 ，同 时 还 是 一 个 社 会 的

文 明 标 志 ，更 是 推 动 社 会 风 气 向 上 向

好 的 强 大 力 量 。 相 反 ，浪 费 则 是 一 种

陋习，是一种“犯罪”，与社会文明背道

而驰，不但损耗社会资源，败坏社会风

气，还会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危害，不

可 等 闲 视 之 。 现 在 ，经 过 多 年 不 懈 奋

斗，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们物质

生活越来越富裕，但毛泽东同志“不剩

一 粒 米 ”的 勤 俭 作 风 仍 需 我 们 学 习 和

继承，厉行节约的传统、艰苦奋斗的精

神仍需我们保持和发扬。“常将有日思

无 日 ，莫 待 无 时 思 有 时 ”，只 有 倡 导 一

种 适 度 、节 用 、合 理 的 生 活 和 发 展 方

式，杜绝“舌尖上的浪费”，节约每一粒

粮食，珍惜每一点资源，我们才能聚沙

成 塔 ，同 时 也 拥 有 战 胜 各 种 困 难 和 挑

战的强大力量。

“俭则约，约则百善俱兴；侈则肆，肆

则百恶俱纵。”当前，我们决胜全面小康、

决战脱贫攻坚已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

全国人民正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前

行。但是，不论我们国家发展到什么水

平，不论人民生活改善到什么地步，艰苦

奋斗、勤俭节约的思想和作风永远不能

丢。在厉行节约问题上，有些认识偏差

需要矫正，要懂得厉行节约不是否定合

理、适度的消费，也不是“吝啬、抠门”，而

是该花则花、当省则省，做到物尽其用。

作为革命军人，更应牢固树立“浪费可

耻、节约为荣”理念，模范践行“光盘行

动”，从节约一粒粮、一滴水、一度电做

起，把厉行节约的理念转化为自己的行

为准则，齐心协力构建节约型军营，让勤

俭节约、艰苦奋斗精神在我们这一代革

命军人身上继续释放光芒。

（作者单位：91439部队）

“不剩一粒米”
■沈 珂

忆传统话修养

看新闻说修养

●生命的刻度有限，精神的力
量无穷。对袁隆平同志最好的纪
念，就是学习他的崇高风范，使他
的精神在我们身上得到传承发扬

5 月 22 日，“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被称为“杂交水稻之父”的中国工程院

院士袁隆平同志，因多器官功能衰竭，

在长沙逝世，享年 91 岁。得知这一消

息后，人民群众纷纷自发悼念这位杰出

科学家。习主席高度肯定袁隆平同志

为我国粮食安全、农业科技创新、世界

粮食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并要求广大

党员、干部和科技工作者向袁隆平同志

学习，强调指出，我们对袁隆平同志的

最好纪念，就是学习他热爱党、热爱祖

国、热爱人民，信念坚定、矢志不渝，勇

于创新、朴实无华的高贵品质，学习他

以祖国和人民需要为己任，以奉献祖国

和人民为目标，一辈子躬耕田野，脚踏

实地把科技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崇

高风范。

回望袁隆平同志的一生，最令人感

动的地方，便是他心中始终把党、把国

家、把人民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和民族奉献。

23 岁时的他，就立下誓言“要解决粮食

增产问题，不让老百姓挨饿”；下田时的

他，总是不怕脏、不怕累，专心致志、全

神贯注。“让大家吃饱又吃好”里有他的

为民追求；“只有下田最快乐”里有他的

为民记忆。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

自己手上。中国人的未来，也要牢牢攥

在自己手心。当前，国内外形势错综复

杂，肩负历史重任的新时代革命军人更

须学习袁隆平的精神品质，饱含对党、

对祖国和对人民的热爱之情，并把这种

热爱外化于行，一心一意投身于本职岗

位，为党的事业、国家的美好未来、人民

的幸福生活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

这 是 袁 隆 平 同 志 常 挂 在 嘴 边 的 一 句

话。他不只是说说，更一直实践于行

动之中。他曾称自己有两个梦想，一

个是禾下乘凉梦，一个是杂交水稻覆

盖全球梦。如今，水稻高产的梦想已

经变成现实，杂交水稻也走出国门，在

越南、印度、巴西、菲律宾等国家大面

积种植。为了实现梦想，他从未停止

探索的步伐，一生致力于对杂交水稻

的研究、应用与推广，把一个个“不可

能 ”变 成“ 可 能 ”。 守 住 信 念 才 有 成 。

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

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奋进

新征程的广大官兵更须学习袁隆平的

精神品质，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并矢

志不渝地坚守，无论碰到怎样的“硬骨

头”，都能勇挑重担、奋勇向前，稳扎稳

打、逐一攻关，持之以恒、不懈追求，如

此才能为人生写下最美的注脚，成就

精彩的军旅人生。

袁隆平同志在科学研究上勇于创

新，在做人做事上朴实无华。杂交水稻

研究之路是漫长且艰辛的，从研发之初

看到“鹤立鸡群”的稻株的欣喜，到寻找

“天然雄性不育水稻”的曲折，再到一代

又一代杂交水稻的研制成果，每一次小

小的成功、重大的突破，都离不开依据

事实、发现真理、不断创新。在科研道

路上，袁隆平创新不断、永不满足，却朴

实无华地生活、简单纯粹地做人。很多

人都说，袁隆平同志是“最像农民”的科

学家。他经常穿着几十块钱的衣服，走

在试验田里，顶着烈日悉心照料田里的

水稻，踩在泥泞中为在场的人耐心讲

解。无论身处什么岗位，要干出实绩，

都离不开勇于创新、朴实无华。新时代

革命军人更须学习袁隆平的精神品质，

在备战打仗中解放思想、锐意创新，不

僵化、不守旧；在作风上保持朴实无华，

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全身心扑到主责

主业上，尽心尽责为强军事业作贡献。

生命的刻度有限，精神的力量无

穷。对袁隆平同志最好的纪念，就是学

习他的崇高风范，使他的精神在我们身

上得到传承发扬。对于我们每个人来

说，要把袁隆平的高贵品质和精神风范

融入自己的血脉，靠的不是一时兴起，

而是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毅力，把精

神力量转化为攻坚克难、开拓进取的不

竭动力，在克服“本领恐慌”中提升干事

创业的能力素质，从而以爱党报国、爱

岗敬业的实际行动，在为共同事业的奋

斗中创造出人生的最大价值。

学
习
是
最
好
的
纪
念

■
林

奥

修养漫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