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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新闻说修养

谈 心 录

●大事难事看担当。困难重重
的地方最需要担当精神，也最检验
党员干部对党忠诚的硬度和纯度

上世纪 50 年代，贵州北部山区的草

王 坝 村 缺 水 严 重 ，村 民 既 缺 少 生 活 用

水，又缺少耕种用水。时年 23 岁的黄大

发被推选为大队长，主动挑起解决群众

用水难的担子。36 年间，他带领村民埋

头苦干、攻克道道难关，在悬崖绝壁上

开凿出一条主渠长 7200 米、支渠长 2200

米的水渠，兑现了“水过不去，拿命来

铺”的誓言。

黄大发最初提出在绝壁上凿水渠

时，村民都说他是“疯子”。但黄大发坚

持要干，第一次大规模修渠失败、缺少

技术资金等难题都没能把他压垮。在

他的人生信条中，共产党员就要挑最重

的担子。他说：“如果我们共产党员没

有党性，不敢担当，不愿奉献，今天你这

个共产党员就是没用的。”“做别人想干

又不敢干的事、做让群众真正得实惠的

事、做功在千秋利在长远的事”，黄大发

身上所折射出的正是共产党员敢于担

当的精神品质。

敢 于 担 当 是 我 们 党 的 优 良 传 统 。

因为敢于担当，上世纪 20 年代一群觉醒

的青年怀抱理想、秘密建党，开启了由

一叶红船到巍巍巨轮的壮阔航程；因为

敢 于 担 当 ，在 风 雨 如 磐 的 革 命 战 争 年

代，无数革命先辈年纪轻轻就投身革命

干大事，南北转战、浴血奋战，推翻“三

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因为敢于担当，

钱学森、邓稼先等老一辈科学家，艰苦

创业、献身使命，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

埋名人，撑起了民族的不屈脊梁……一

百年来，正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人敢于

担当的优良作风和过硬品质，才使得我

们党克服各种艰难险阻，赢得人民信任

支持，不断发展壮大，引领中华民族走

向伟大复兴。

在革命战争年代，“担当”二字的分

量尤为厚重。它往往与未知危险相连，

挺身而出就可能遭遇劫难。“于乱世探

索真理，在至暗时刻寻找光明”，革命先

辈毅然“铁肩担道义”，是因为他们有着

坚定的理想信念。被称为“农民运动大

王”的彭湃本是地主的儿子。当他成为

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后，开始为农民的

利益奔走，果断烧毁自家地契，开办农

民 运 动 讲 习 所 ，领 导 了 海 陆 丰 农 民 运

动。彭湃牺牲后，一位与他同时代的学

者在撰写的纪念文章中讲道：“他靠理

想活着、工作着，最后也为理想欣然死

去。”共产党人敢于担当、不畏牺牲，离

不开坚定的理想信念作支撑。党员干

部须把理想信念这个“总开关”拧紧把

牢，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

观，想清楚入党为什么、在党干什么、为

党留什么，自然能主动担当作为、履职

尽责，该向前的时候决不含糊、该攻坚

的时候决不退缩，在锐意进取中不辱使

命。

敢于担当就要“敢”字当头。任何

领域、任何工作，都有其难点棘手问题，

面对这些“拦路虎”，是知重负重还是推

诿躲避，是对党员干部担当精神的集中

检验。在这一方面，老一辈革命家为我

们作出了表率。1949 年，张爱萍受命筹

建人民海军。张爱萍没有海军经历，所

属官兵绝大多数甚至都没见过大海和

军舰。面对一穷二白的现实状况，张爱

萍 展 现 了 共 产 党 人 强 烈 的 担 当 品 格 。

他想方设法调拨修理舰船、招罗人才，

人民海军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就拥有了

上百艘舰艇。大事难事看担当。困难

重重的地方最需要担当精神，也最检验

党员干部对党忠诚的硬度和纯度。“东

方红一号”卫星研制过程中，刘华清冒

着风险毅然拍板，告诉科研人员“技术

问题你们负责，其他问题我来负责”。

正是这份担当，鼓舞着科研人员不断突

破研发难题。担当大小，体现着党员干

部的胸襟、气度和格局。当前，面对前

进路上的困难和挑战，我们须有直面矛

盾 困 难 的 勇 气 ，敢 于 担 当 而 不 推 脱 责

任，勤于担当而不消极懈怠，把担当精

神体现到攻坚克难的行动上。

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拍板负责，

不只靠一腔热情，更重要的是有能担重

任的“铁肩膀”。1954年一江山岛战役打

响前夕，一些指挥员在关于是否按计划

进行作战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毛泽东

授权由彭德怀下决心，彭德怀在仔细考

虑后决定：同意战斗按原计划进行。这

才有了我军首次三军联合渡海登陆作战

的胜利。彭德怀能够在关键时刻定下正

确决心，源于对整体态势的客观研判，离

不开其在军事理论和实践上的长期积

累。事实证明，没有过硬的素质本领，敢

于担当就无从谈起。一方面，广大党员

干部在平时工作中须注重向书本学习，

广泛涉猎军事、哲学、历史等各方面知

识，不断开阔视野，完善知识结构，厚实

担当任事的底蕴；另一方面，广大党员干

部应注重在实践中提高能力素质，主动

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在急难

险重任务中经受磨砺，用敢于担当的魄

力和行动，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

民、无愧于历史的业绩。

（作者单位：66336部队）

由“水过不去，拿命来铺”谈敢于担当
■邹谋学

●在锤炼战斗精神、提高制
胜本领上下功夫，争当本领过硬、
用我必胜的“刀尖子”

“刀尖子”，是对军人过硬素质的

形象比喻。一支部队有没有战斗力，

与每名军人的素质本领息息相关。军

人首先是战斗员，主责主业是备战打

仗，当兵就应精武强能、能打胜仗。革

命军人要牢固树立胜战追求，在锤炼

战斗精神、提高制胜本领上下功夫，争

当本领过硬、用我必胜的“刀尖子”。

每名官兵都练就过硬本领，才能把“硬

指头”攥成“铁拳头”，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支撑。

当“刀尖子”，首先须筑牢忠诚的

根 基 ，做 到“ 枪 听 我 的 话 ，我 听 党 的

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

队的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这也决定了

每名官兵必须对党绝对忠诚，无论任

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不管遇到什么风

浪 考 验 ，都 毫 不 动 摇 地 听 党 话 跟 党

走。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就要筑牢信

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维护党的团结

统一，在听党指挥、执行命令上不打折

扣不搞变通，把党中央、中央军委和

习主席的战略决策部署真正落到实处。

当“刀尖子”，血性不可缺。血性

是 军 人 的 底 色 ，也 是 重 要 的 胜 战 基

因。在我军历史上，“大渡河十七勇

士”飞夺泸定桥、进藏先遣连官兵徒步

进军阿里、排雷英雄战士杜富国面对

危险“让我来”……那些在关键时刻能

当“刀尖子”的军人，都是无惧生死、血

性十足的军人。“狭路相逢勇者胜”，有

血性，才会有钢铁意志和必胜信念，才

能做到处变不惊、临危不惧、遇挫不

馁、百折不挠、全力争胜。锤炼血性，

就要把“军人生来为战胜”“时刻准备

上战场”等观念融入灵魂，将大无畏的

英雄气概和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注入

血脉，磨砺善打大仗、敢打恶仗、能打

硬仗的血性胆气。

当“刀尖子”，要努力练就“一

剑封喉”的过硬本领。关键时刻不辱

使命，有赖于素质本领过硬。我军特

等射手赵连权为了练就“百步穿杨”

的本领，潜心摸索，刻苦训练，付出

大量心血和汗水，终于达到“我就是

枪，枪就是我”的境界。广大官兵都

应像赵连权那样，心无旁骛抓训练，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多设危局、险

局、难局，锤炼经得起各种挑战和考

验的过硬本领，努力把自己锻炼成技

术精、战术活、作风硬的尖子型骨干

人才。指挥员要提高带兵打仗能力，

努力把自己培养成精战术、会指挥、

懂技术、善管理的复合型指挥人才，

勇于担当作为，厚积胜战底气，真正

做到“首战用我，用我必胜”。

（作者单位：91439部队）

当兵争当“刀尖子”
■陆 越

●越是难事，越攒本事；越是
难干，越长才干

陆羽在《茶经》中将茶树生长的土壤

分为三类，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

者生黄土。百年老茶树之所以能长出高

品质的茶，是因为长期扎根烂石、饱受风

霜的历练。其实，人的成长与茶树一样，

在“烂石”中生长，在艰苦中磨砺，才能成

为“好茶”、散发芬芳。

所谓“烂石”，可比拟为条件艰苦、环

境艰难的岗位，需要吃大苦、受大累。这

样的岗位往往面临的矛盾多、情况复杂、

工作开展难度大，需要本事、也最攒本

事。现实中，一些年轻干部之所以对这

些地方避而远之，说到底是缺乏“烂石生

好茶”的见识和担当。事实证明，过硬本

领不是与生俱来的，锤炼本领也无捷径

可走。要想具备“好茶”的品质，必须多

嚼“烂石”中的苦、多忍“烂石”中的烦、多

受“烂石”中的难，才能做到吃苦不怕苦、

能“耐”变能耐、难干长才干。

俗 话 说 ，吃 苦 就 是 吃 补 。 处“ 烂

石”之中虽然苦多，但钙质足。革命

战争年代，我军将士在艰苦卓绝的环

境下，正是凭借“风雨侵衣骨更硬，

野菜充饥志越坚”的精神，打败了敌

人、夺取了胜利。许多事实表明，吃

过的苦，往往会铺成通往成功的路。

任何成就事业的人，都是尝遍心志之

苦、受尽筋骨之劳的人。青年官兵要

想强本领、长才干，就要敢于自讨苦

吃、以苦为乐、苦中作乐，主动到艰

苦复杂环境、形势严峻一线、吃劲要

紧岗位接受考验、经受历练，在经风

雨、见世面中练就担当干事的“大心

脏”“铁肩膀”。

有人说，吃一件事的苦容易，忍多件

事的烦才难。诚然，“烂石”中有苦，但更

多的是烦。山中竹，有的做成了晾衣竿，

有的做成了笛子。同为竹子，两者价值

却完全不同，原因就在于笛子耐住了刀

劈斧凿和精雕细刻，而晾衣竿仅挨了一

两刀的简单修剪。这启示我们，能耐成

于能“耐”。屠呦呦为提炼青蒿素，经过

40多年的漫长坚守，经历了 190次失败，

在一次次能“耐”中收获了诺贝尔奖。实

践证明，无论是单调枯燥中的坚守，还是

重重困难中的坚韧，都需要沉下去、耐得

住、不放弃。青年官兵须有“咬定青山不

放松”的意志和定力，稳住神、沉住气、耐

得烦，一步一个脚印地扎实向前，努力写

就精彩的军旅人生。

越是难事，越攒本事；越是难干，

越长才干。金一南说，“做难事必有所

得”，坦言自己一生中干的最多的事情

就是“做难事”。事非经过不知难。难

事分很多种，但突发性、偶然性的事，

往往难度最大，最考验人的心理承受

力、局面把控力、统筹协调力。一些人

之所以讲起来头头是道、做起来处处碰

壁，就是因为缺乏在“吃劲”环境下磨

练、在“热锅”状态下历练的经验。天

道酬勤，功不唐捐。每经受一次“热

锅”上的煎熬，个人的阅历和能力就能

上一个台阶。青年官兵应多做几回“热

锅上的蚂蚁”、多接几次“烫手山芋”，

争当“破风手”、抢开“顶风船”，多经

历急事难事的考验、危局险局的磨练，

才能早日具备挑大梁、担大任、干大事

的本领，担当起时代赋予的重任。

有感于“烂石生好茶”
■周 辉 朱峻龙

●从做事的角度讲，结果是重
要的。但从人的成长角度来说，做
事的过程比取得的结果更重要

“把过程做好，结果自然不会差”，

是东京奥运会射击女子 10米气步枪、10

米气步枪混合团体项目双料冠军杨倩，

前不久在接受采访时讲到的一句话。朴

实真挚的言语中蕴藏着她走向成功的

“密码”。

10米气步枪的比赛用靶一度引起网

友热议：10 环只有针眼大小，这种比赛

堪比在头发丝上绣花。射击教练虞利华

曾这样回忆杨倩训练时的情景：“卧姿，

一练就是一个多小时，趴着举枪，非常

苦；跪姿，跪到腿麻站不起来……”即

使再苦再累，她都咬牙坚持了下来。正

是得益于备赛过程中日复一日的稳扎稳

打、精进突破，杨倩才能在高手如云的

奥运赛场，写就中国体坛首位“00 后”

双金得主的传奇。

从 做 事 的 角 度 讲 ， 结 果 是 重 要

的。但从人的成长角度来说，做事的

过程比取得的结果更重要。一切事业

的成功和成就的取得，都可以细分为一

个个具体步骤，经历一个个过程，其中

难免会遭遇困难与挑战，这是事物发展

的必然规律。“人在事上练，刀在石上

磨”。竭尽所能地去面对、处理每个环

节中潜藏的未知，不仅是为了铺平通往

成功的道路，更重要的是收获蕴含其中

的解难经验、破题真招，让自己得到

全面淬炼提高。

很多时候，相比看重结果，注重

过 程 的 人 往 往 更 容 易 实 现 既 定 目 标 。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一级军士长

高玉华参军 32 年，先后在 5 座大山里

坚守岗位。在外界看来，这是何其漫

长 枯 燥 的 经 历 。 就 是 在 这 个 过 程 中 ，

他时刻把岗位当战位，为更好胜任本

职工作，不断学习，用立二等功 1 次、

三等功 7 次的荣誉实现了自己军旅人生

的 价 值 。 每 个 人 的 精 力 都 是 有 限 的 ，

只 有 摒 弃 私 心 杂 念 ， 专 注 当 下 点 滴 ，

才能心无旁骛笃定前行。倘若过于看

重 最 终 的 成 败 得 失 ， 难 免 分 心 走 神 ，

最终的结果势必不会太好。

现实中，有些人并未认识到过程

与结果的辩证关系，迷信于“速成秘

诀 ”， 因 此 变 得 浮 躁 ， 不 再 专 注 于 过

程。他们过于追求结果，似乎每天都

在 被 功 利 世 俗 的 鞭 子 抽 赶 着 往 前 走 。

殊不知，有在过程中打牢的基础作支

撑，才有最后水到渠成的结果。对于

成长中的青年官兵来说，无论对待哪

项 工 作 ， 都 须 稳 扎 稳 打 、 步 步 为 营 ，

把对成功的渴望化作耐得住寂寞、坐

得住冷板凳的恒心和毅力，在干事创

业 中 不 断 固 本 强 能 ， 实 现 自 我 超 越 ，

让自己梦想成真。

古 人 云 ：“ 莫 问 收 获 ， 但 问 耕

耘。”反过来讲，只要一心耕耘，收获

总是会有的。身处强军兴军时代大潮，

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全面建

成世界一流军队而努力工作，每名官兵

都应秉持“只顾攀登莫问高”的奋斗姿

态，脚踏实地、认认真真做好每一件

事，完成好每一项任务，拼搏不息、奋

斗不止，如此定能把宏伟蓝图一步步变

为美好现实。

“把过程做好，结果自然不会差”
■吴 涛

我出生在一片红色热土，从小就

受到红色文化熏陶，革命先辈们崇高

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百折不挠的革命意

志深深影响了我。21 年前，我考取解

放军总医院研究生并参军入伍。读研

期 间 ，我 又 光 荣 地 加 入 了 中 国 共 产

党。从此，共产党员、革命军人、白衣

战士的特殊使命融入了我的生命中。

我所在的重症医学科被称为“横

跨”内、外、妇、儿的危重症病人救治集

中地。我们每天都要面对处于生死边

缘的危重病人，时时处在高强度的压

力下，加班加点是常态。我和战友们

时刻告诫自己，ICU 不是冷冰冰的，要

做温暖的 ICU。我们牢记自己的职责

使命，每天奋战在临床一线救治各种

危重症患者，使我们科室的危重病人

救治成功率保持在 95%以上，处于国内

外先进水平。

作为重症医学医生，这些年我先

后参加了汶川抗震救灾、援非抗击埃

博 拉 病 毒 、马 里 爆 炸 案 维 和 伤 员 救

治、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国内外救援

任务。说实话，面对致死率极高的埃

博拉病毒和短期内迅速肆虐全球的

新冠病毒时，我也曾有过担忧。但我

知道，作为党培养多年的军队医务工

作者，必须无条件地听从党的召唤，

风险再大也义不容辞。正是那种身

为共产党员、革命军人的使命感与责

任感，让我和战友们冒着 40 摄氏度的

高温，穿着三层厚厚的隔离服，一次

又一次从“死神”手中挽救了患者的

生命。

记 得 中 国 埃 博 拉 治 疗 病 区 收 治

的第一例确诊患者，是当地一名小

学 老 师 。 患 者 除 感 染 埃 博 拉 病 毒

外，还合并有高血压、糖尿病，病

情非常严重。面对凶险的埃博拉病

毒，我和战友们没有退缩，一次次进

入病房，一次次会诊讨论病情，终于

把患者从死亡线上抢了回来。出院那

天，病愈患者激动地向我们竖起大拇

指，感谢来自遥远东方的中国军医，

我们也由衷地感到自豪。中国军医用

牺牲与奉献播撒的大爱，赢得了世

界人民的尊重。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

受命担任中国军队赴巴基斯坦抗疫专

家组组长。当时疫情防控形势严峻，

我们的工作时刻暴露在被感染的风险

中。困难面前，我和战友们没有后退，

毅然把使命扛在肩上。抗疫期间，巴

方请求我们安排 5 人，到疫情最严重

的卡拉奇和拉合尔两个城市指导防疫

和救治。当时，这两个城市之间仅能

通过航空往返。就在几天前，这条航

线上发生了 100 余人殒命的客机坠毁

事 故 ，大 家 的 心 里 都 蒙 上 了 一 层 阴

影。“派谁去呢？”我心里直犯愁。也许

是看出了我的纠结，战友们都来找我：

“队长，我们都是共产党员，都能去，你

安排吧，保证完成任务！”虽然我早已

过了情绪容易波动的年龄，但那一刻

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深深地为我

的战友们而感动、而骄傲。谁能想到，

在这遥远的异国他乡，有这样一群共

产党员、革命军人，他们克服自身困

难，接到命令就行动，打起背包就出

发，不讲任何条件，奋不顾身勇敢抗

疫。“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

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每名党员

都能够在民族复兴的伟业中为党和人

民建功立业”，学习习主席在“七一勋

章”颁授仪式上的重要讲话，回想起去

年的这段经历，让我对共产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的理解更加深刻。

回顾这些年的援外经历，我深深

感到，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

界，只是幸运地生在一个由中国共产

党执政的伟大国家。作为一名共产党

员、一名革命军人，必须时刻听从党的

召 唤 ，随 时 准 备 为 党 和 人 民 牺 牲 一

切。我将努力践行新时代人民军医职

责使命，自觉当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的捍卫者守护者。

（作者为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

中心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荣获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最

美援外医生、中国好医生等称号，入选

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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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
飞
虎

树枝上，一片叶子已悄然变黄，夹

杂在绿叶中分外醒目，预示着秋天即将

到来。

一叶知秋，常指从事物的某些细微

迹 象 中 预 料 到 事 物 的 发 展 趋 向 和 变

化。这是认识事物和判断事物发展的

一种常见方法。现实中，事物的变化总

是可以从一些细枝末节中找到端倪，这

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从哲学上讲，现象

与本质、局部与整体总是存在千丝万缕

的联系，善于见微知著，就是一种善于

透过现象看本质、通过局部看整体的发

现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

“草摇叶响知鹿过，松风一起知虎

来”。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我们应注重

培养见微知著的能力，这样才能使自己

视野更开阔、洞察更敏锐，对事物发展

更有预见力，因而可以下好先手棋、打

好主动仗，更有效地应对风险挑战。

一叶知秋—

善于见微知著
■薛 影 摄影并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