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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

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习主席在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

话中，回顾了 100 年来为了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

人民，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

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并将“践行初心、

担当使命”作为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内

容提出。

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同中国人

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

一起，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

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我们党

的历史就是一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

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

从 革 命 战 争 年 代 ，党 领 导 的 革 命 队 伍

中，人人坚持“为人民扛枪 、为人民打

仗”“为了人民，愿作胜利前的最后一批

牺牲者”，带领人民打碎旧世界、建立新

中国；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焦裕禄、王进

喜 等 一 个 个 优 秀 共 产 党 员 ，发 奋 图 强

搞建设，一心一意为人民，各条战线、每

一寸土地上，都呈现出艰苦创业的热火

朝天景象；从改革开放时期，一批共产

党人以“杀出一条血路来”“摸着石头过

河”的勇气 、担当，带领人民群众闯新

路、奔小康；到奋进新时代，无数共产党

人为了“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在改革发展、脱贫攻坚、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的一个个考场战场，接连交出

合格答卷……每一个历史时期的追求，

每一个关键时刻的选择，共产党人鲜明

的政治品格都跃然纸上、熠熠生辉，那

就是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

同舟、同甘共苦。

刘伯承同志曾这样追问：老百姓不

是命中注定要跟我们走的，为什么不跟

别人走呢？那是因为一代代共产党人

实实在在为人民谋幸福、不遗余力为人

民干实事，真正做到了“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事实也充分证明：我们的国

家 越 来 越 强 盛 ，我 们 的 事 业 越 来 越 兴

旺，我们的人民越来越幸福，就在于有

千千万万个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

民的好党员、好同志、好战士，自觉把爱

党之情、强国之志、为民之心和奋斗之

行统一起来，在许党报国、不负人民的

接续奋斗中，“可爱的中国”才会越来越

好！今天，我们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迈进，更加需要牢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

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

更为艰苦的努力”，在践行初心、担当使

命的新征程中，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

大光荣！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当立场坚定、

矢志不渝。《共产党宣言》鲜明地指出：

“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

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

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从瞿秋白“为

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的孜孜求索，到王

进喜“宁可少活 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

田”的拼搏奋进；从焦裕禄“心中装着全

体人民”的为民担当，到黄大年“呼啸加

入献身者的滚滚洪流”的矢志报国……

100 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人民立场、

永葆为民情怀，以生命赴使命、以真心换

民心，在时代洪流中书写出无愧于人民、

无愧于历史的精彩答卷。“事业发展永无

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

今天，不论在哪个岗位、从事什么工作，

我们都应答好“我是谁、为了谁”“从哪里

来、往哪里走”“为什么出发、为什么奋

斗”等基本命题，怀着赤子之情、公仆之

心，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

实实践者，共同把我们国家建设好，把党

和人民的事业发展好。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应知重负重、

攻坚克难。“越是伟大的事业，越是充满

挑战，越需要知重负重。”今年“七一”前

夕被授予“七一勋章”的共产党员们，一

个共同特点就是事不避难、知难而进。

在渡江战役中，年仅 14 岁的马毛姐，不

畏枪林弹雨、毅然 6 次横渡长江，运送 3

批解放军成功登岸；在抗美援朝金城战

役中，王占山带领战友坚守阵地 4 天 4

夜，打退敌人 38 次进攻，歼敌 400 余人；

在治沙造林的事业中，石光银与荒沙碱

滩不屈抗争 40 多年……可以说，正是千

千万万共产党员一次次在大项任务中

冲锋在前、在关键时刻顶得上去，党和

人民的事业才得以成就。“没有一点闯

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

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

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今

天，面对前进路上“船到中流 、人到半

山”的考验，我们当“常思奋不顾身，而

殉国家之急”，鼓起“闯”的勇气，拿出

“拼”的劲头，铆足劲真抓实干，“咬定青

山不放松”“越是艰险越向前”，朝着一

个又一个目标勇毅笃行。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要砥砺作风、

锤炼本领。回溯党的历史，从焦裕禄到

沈浩，从谷文昌到廖俊波，人民群众之

所以称赞、铭记这些共产党员，不仅因

为他们作风正派，更重要的是他们遇事

“有办法”、为群众办实事。谷文昌在东

山岛带领群众植树造林时，访专家、带

头干，8 次与风沙搏斗过后，从 9 株成活

的木麻黄中，找到了大面积植树造林成

功的“金钥匙”。廷·巴特尔凭着“让牧

民过上好日子”的信念，扎根牧区建设

40 多年，探索出保护生态、发展经济、促

进增收的新路子，使当地牧民生产生活

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打铁还

需自身硬”，硬就硬在作风和本领上。

一方面，我们需要自觉认识到“党的作

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

党的生死存亡”，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

都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以永远在路

上的恒心，牢牢守住思想防线、行为底

线，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另一方面，

应当积极从书本和实践中学习提高，以

能干事、干成事的真本领，展现作为、不

辱使命，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践行初心 担当使命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锤炼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品格②

■杨思聪

●看重党的声誉，在于心中有
党、爱党护党；看重党员称号，在于
倾尽全力、奉献所有，“虽九死其犹
未悔”

在“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张桂梅

步履蹒跚上台，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

发言。她讲述了大山里孩子们的今天，

“远方有灯、脚下有路、眼前有光”；讲述

了她一路走来坚守的信念：“有人问我，

为什么做这些？其中有我对这片土地

的感恩和感情，更多的则是一名共产党

员的初心和使命。”她说了两个看重：

“受革命先烈影响，受党教育多年，我把

党的声誉看得很重，把共产党员这个称

号看得很重。”深邃的体会，深刻的感

悟，令人感动深思。

把党的声誉和共产党员的称号“看

得很重”，意味着爱党深沉，信念坚定，看

齐追随，体现了共产党员的初心本质。

党的声誉是党的形象、党的生命，“看重”

是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的具体

体现；共产党员称号是每名共产党员一

生的头衔、一世的光荣，它意味着信仰、

责任和力量，意味着牺牲、奉献和忘我，

“看重”是党性强的表现。看重党的声

誉，在于心中有党、爱党护党；看重党员

称号，在于倾尽全力、奉献所有，“虽九死

其犹未悔”。两者知行合一，便能永葆共

产党员先进性和纯洁性。

因为“看得很重”，所以铭记心头、念

念不忘。把党的声誉举过头顶，把党员

称号铭记心中，念兹在兹，是每名党员对

誓言的一生坚守、对信仰的毕生追求。

张桂梅说：“办学初期，条件艰苦，之所以

能坚持下来，就是在于党的精神感召，学

校党员向着党旗保证‘一定要把女子高

中办好’。”张桂梅牢记习主席“教育是国

之大计、党之大计”的谆谆教导，坚持为

党育人、为国育才，引导学生们感党恩、

听党话、跟党走。张桂梅用实际行动维

护了党的声誉，无愧于共产党员这一光

荣称号。每一名共产党员都应牢记自己

的“第一身份”，尽好自己的“第一职责”，

做到忠诚于党，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

德，始终以共产党员应有的标准严格要

求自己，时时处处维护党的形象。

因为“看得很重”，所以知重负重、

勇于担当。为了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张桂梅坚守滇西深贫山区教育事业数

十年。她身患绝症，却拖着病体坚守讲

台，迄今帮助 1800 多名贫困女孩圆了

大学梦。她说：“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

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九

死亦无悔！”同张桂梅一样，吴天一院

士投身高原医学研究 50 余年，数次经

历车祸，九死一生，但他说：“作为高原

医学人，没有献身精神，哪能获取一线

科研资料？”共产党员的称号光荣而神

圣，意味着责任担当。作为共产党员，

应当做到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

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充分发

挥先锋模范作用，真正成为群众的主心

骨。要敢于担当，以不怕苦、不怕累的

精神，多干工作、多做贡献、多出业绩。

要不计名利、不求回报，干在实处、走在

前列，用自己的真心和汗水真情服务群

众、赢得事业发展，干出共产党员的好

样子。

因为“看得很重”，所以脚踏实地、

勇毅笃行。“看得很重”不是简单的表

态，也不是空洞的口号，而要拿出扎扎

实实的行动，时时擦亮共产党员的名

片。脚踏实地、勇毅笃行，就是王兰花

把解决社区居民的操心事、烦心事、揪

心事作为毕生事业，10 多年如一日坚

持志愿服务；就是石光银与荒沙碱滩不

屈抗争 40 多年，在毛乌素沙漠南缘营

造出一条“绿色长城”；就是 91 岁的音

乐人吕其明白发苍苍依旧笔耕不辍，谱

写出一曲曲歌颂新时代的新作品……

作为共产党员，就是要把党的宗旨牢记

心间，从本职岗位做起，爱岗敬业，甘于

奉献，脚踏实地不虚浮，努力在平凡岗

位上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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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新闻说修养

●青年官兵要有所作为，就应
在点滴中培养责任感，在磨砺中增强
责任感，在奋斗中展现责任感，让责
任感成为日常工作生活的一种习惯

责任是对任务或义务的一种负责和

承担。每个人对工作、对职务、对单位、

对家庭、对亲人，都负有一定责任。正因

为担负着这样那样的责任，人们才会对

自己的行为有所约束，让自己的行动有

所指向。责任感，则是一个人对自己承

担的任务和投身的事业所持的态度。一

个人责任感的强弱，决定了其对待工作

是尽心尽责还是浑浑噩噩，而这又决定

了工作成绩的好坏、人生成就的大小。

青年官兵要有所作为，就应在点滴中培

养责任感，在磨砺中增强责任感，在奋斗

中展现责任感，让责任感成为日常工作

生活的一种习惯。

在点滴中培养责任感。“不积跬步，

无以至千里”“百尺高台，起于垒土”。平

时注重点滴养成，方能实现从量变到质

变的飞跃。闻名全军的“硬骨头六连”就

是从点滴入手抓官兵养成，不断增强官

兵的责任感，使其渐渐成为一种习惯。

凭借强烈的责任感和过硬的作风，他们

不断续写连队建设的辉煌，成为全军唯

一被国防部和中央军委两次授予荣誉称

号的英雄连队。“硬骨头六连”的光荣历

史生动说明，责任感的培养和强固，重在

平时的点滴养成。在点滴中培养责任

感，就是对待每一件工作都精益求精，不

大而化之；对待每一篇文稿都反复雕琢，

不敷衍塞责；对待每一项任务都善始善

终，不疏忽大意。

在磨砺中增强责任感。温室里长不

出参天大树。青年官兵只有在最好的年

华选择吃苦，在最需要的地方经受锤炼，

才能补充营养、夯实根基，让青春在磨砺

中焕发光彩，把自己锻造成栋梁之材。

责任感的增强，多是在困难挑战的磨砺

中实现的。磨砺能够让人的筋骨更坚

实，让人的意志更坚强，从而练就知重负

重的铁肩膀，遇到挫折撑得住，关键时刻

顶得住，扛得了重活、打得了硬仗、攻得

下山头。事实证明，那些经得起困难挫

折磨砺的人，都是责任感强、勇挑重担的

人，这样的人必然能赢得组织和群众的

认可；相反，那些害怕困难、贪图安逸、不

愿经受艰苦磨砺的人，必然会逃避责任，

难以担当大任。

在奋斗中展现责任感。奋斗是新

时代一个鲜明的主题词，也应成为新时

代青年最亮丽的人生底色。美好生活、

非凡业绩都是靠奋斗得来的。我国脱

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疫情防控阻击

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都与无数新时代

青年的执着奋斗密切相关。迈步新征

程，我们的使命更光荣、责任更重大，面

临的挑战也更艰巨。推进国防和军队

现 代 化 ，青 年 官 兵 应 切 实 扛 起 肩 头 责

任，以持之以恒的坚定信念和不达目标

不罢休的拼搏进取精神，踏踏实实抓好

练兵备战，持之以恒补短板攻弱项，锤

炼与职责使命相匹配、与奋斗强军要求

相适应的胜战本领，在担当尽责中书写

无悔青春。

（作者单位：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

让责任感成为一种习惯
■王 东

书边随笔

生活寄语

谈 心 录

●俭为廉之根，廉为官之本。
自古以来，俭与廉就不可分割

清代于成龙为官清廉，淡泊节俭。

据《于清端公政书》记载，他在广西罗城

任知县时，其子从山西老家来看他，返

回时，于成龙没有路费给儿子，只有一

只舍不得吃的咸鸭，于是割下一半给儿

子用作回家路上的菜肴，因此得名“半

鸭知县”。后人有诗赞之：“半鸭知县古

来殊，为政清廉举世无。倘使官员皆若

是，黎民安泰乐斯乎！”衣食住行的小

事、形象生动的美誉，如同一面镜子，照

见了为官者应有的作风与操守。

俭为廉之根，廉为官之本。自古以

来，俭与廉就不可分割。清代张圻在

《答周仲和书》中讲：“居官之所恃者，在

廉。其所以能廉者，在俭。”革命先辈董

必武更是将“性习于俭，俭以养廉”作为

自己的座右铭。生活推崇俭朴，才能不

为物欲所惑，不为世风所染，进而培养

出廉洁作风，做到持身守正，秉公任直。

俭朴之德，见于细微。我们党的历

史上，老一辈共产党人堪称俭与廉的典

范。毛泽东一件睡衣穿了整整 20 年，

周恩来就餐时不浪费一粒米，焦裕禄一

条被子缝缝补补打有 42 个补丁，杨业

功睡床是用四个箱子拼成的……优秀

的共产党人，始终保持着勤俭节约、艰

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彰显着共产党员

的本色和高风亮节。党员干部的生活

细节就是人民群众观察党风政风的窗

口。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就是要常怀

律己之心，常修为政之德，比干劲不比

阔 气 ，为 人 民 不 为 自 己 ，做 到 尚 勤 尚

俭，清廉自守，将俭朴作风和廉洁操守

落实落细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从

小节入手，持之以恒 、久久为功，让俭

与廉成为从政做事的标准和自觉，把

主要精力投入到工作之中，以夙兴夜

寐 、只争朝夕的精神勤勤恳恳为党为

民工作。

雷锋同志有句名言：“工作上向高

标准看齐，生活上向低标准看齐。”共

产党员就应以俭为乐，甘之如饴。清

茶淡饭养身，勤劳俭朴养心。无论何

种身份，正常人每日不过三餐，起居不

过一张卧床。过分追求物质享受，无

益身心。古人讲：“甘节，吉”，意思是

能 够 甘 于 节 俭 的 带 来 吉 利 美 好 ；“ 安

节，亨”，意思是生活安于节俭的做事

能通达顺利；“苦节，贞凶，悔亡”，如果

把 节 俭 当 作 一 种 苦 事 ，则 会 有 不 虞

之患。对党员干部来说，要从思想上

把节俭当作一种乐事，以辛勤劳动为

荣 、以 好 逸 恶 劳 为 耻 ，以 艰 苦 奋 斗 为

荣、以骄奢淫逸为耻，始终保持一身正

气 、两袖清风，树立起共产党人为民 、

务实、清廉的好形象。

俭 以 养 廉
■马志勇

影中哲丝
队列训练场上，战士们整齐站成一

排，军姿挺拔、目光如炬；队列一侧，班

长正借助一根绳子，检查每一名战士挺

出的胸膛是否处于同一平面上，力求精

益求精、不差分毫。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训练场上那

种精确到厘米甚至毫米的极致追求，

目的是为了提升官兵的标准意识，锤

炼过硬的战斗作风。面对未来可能出

现的挑战，只有始终怀着“不满足”的

心态和对卓越的追求，从细节出发，严

扣细训，不断提高训练标准，将手中的

武器练到极致、将战术战法钻研到极

致，方能厚积胜战实力，在未来战场不

辱使命。

队列训练—

极致成就非凡
■胡 港/摄影 王成滨/撰文

●把握好“下沉”的力度，主
动把压力转化为拼搏进取的动力

放过风筝的人都了解，当风筝放

起来后，要想把风筝放得更高，就得

把风筝线向下拉。这是因为风筝在

“下沉”的过程中，受空气的托举，会

获 得 向 上 的 力 量 ，这 时 再 松 开 风 筝

线，风筝就会越飞越高。

风 筝“ 下 沉 ”才 能 高 飞 ，也 给 人

生以启示。“下沉”所受到的压力，恰

能转化成高飞的助力。就如人们所

常 说 的 ，“ 井 无 压 力 不 出 油 ，人 无 压

力轻飘飘”，压力对于一个人的成长

进 步 ，是 一 种 鞭 策 、一 种 动 力 ，能 激

发 潜 能 ，励 人 向 上 。 如 果 不 给 自 己

一些压力，就很容易被惰性支配，精

神萎靡、得过且过。事实一再证明，

只 有 勇 于 直 面 压 力 的 人 ，才 能 提 升

自己、战胜自己、成就事业。“宝剑锋

从 磨 砺 出 ，梅 花 香 自 苦 寒 来 ”，说 的

就是这个道理。

然而我们也要知道，凡事过犹不

及。竞技赛场上因为压力过大而发

挥失常的人不在少数。美国射击名

将 马 修·埃 蒙 斯 在 2008 年 北 京 奥 运

会 男 子 50 米 步 枪 三 姿 决 赛 中 ，在 领

先近 4 环的优势下，最后由于压力过

大、发挥失常而痛失金牌。就像风筝

“下沉”需要把握力度一样，人们所承

受的压力也要适度，不能过重，否则

压力就会变成沉重的包袱，使人不堪

重负、心力交瘁，阻碍进步甚至会击

垮一个人。

当身处顺境时，我们应心存忧患

意 识 ，适 当 自 我 加 压 。 压 力 是 成 长

的助推器，只有勇于走出“舒适区”，

主 动 到 艰 难 的 环 境 、艰 苦 的 一 线 历

练自己，以更高的要求、更严的标准

磨 砺 自 己 ，才 能 在 啃“ 硬 骨 头 ”的 过

程中，锤炼出能挑重担的铁肩膀、真

本 领 。 而 当 压 力 过 大 时 ，我 们 则 应

调整心态，学会排解压力，静下心来

找 准 自 己 的 方 向 ，制 定 阶 段 性 小 目

标 ，一 步 一 个 脚 印 ，从 容 做 事 ，干 出

成 绩 。 人 生 没 有 迈 不 过 的 坎 ，只 要

善 于 应 对 压 力 ，就 能 从 压 力 中 获 得

实现目标的正能量。

基层干部任务多、责任重，更须

保持适度压力，学会自我调节，把握

好“ 下 沉 ”的 力 度 ，主 动 把 压 力 转 化

为拼搏进取的动力。在压力中保持

激 情 工 作 的 状 态 ，才 能 在 基 层 这 片

沃 土 中 不 断 成 长 ，创 造 出 非 凡 的 业

绩。

（作者单位：61769部队）

由风筝“下沉”谈起
■刘光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