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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中哲丝

修养漫笔

方 法 谈

在 2021 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

行 政 学 院）中 青 年 干 部 培 训 班 开 班 式

上，习主席明确把信念坚定、对党忠诚

作为年轻干部练好内功、提升修养的第

一位要求，强调“坚定理想信念是终身

课题，需要常修常炼，要信一辈子、守一

辈子”。这是从民族复兴伟业战略高度

出发，着眼党和国家事业薪火相传，对

中青年干部队伍的殷切嘱托，是广大年

轻干部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

之才的根本遵循。

理想信念照亮百年征程。中国共

产党成立一百年来，始终是有崇高理想

和坚定信念的党。这个理想信念，就是

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石可破

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

赤。”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中国共产

党 这 样 ，虽 然 遭 遇 过 如 此 多 的 艰 难 险

阻，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考验，付出过

如此多的惨烈牺牲，却始终不忘初心、

不移其志，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

磨 难 而 生 生 不 息 。 长 征 路 上 ，血 战 湘

江 、四渡赤水 、回旋乌蒙山 、强渡大渡

河、爬雪山、过草地……舍生忘死的红

军将士之所以能够创造气吞山河的人

间奇迹，靠的就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历

史和实践反复证明，党员干部有了坚定

的理想信念，就能经得住各种考验，走

得稳、走得远；没有理想信念，或者理想

信念不坚定，就经不起风吹浪打，关键

时 刻 就 会 私 心 杂 念 丛 生 ，甚 至 临 阵 脱

逃。因此，对于年轻干部来说，必须做

到坚定理想信念。如此，方能做到“风

雨不动安如山”，不断把为崇高理想奋

斗的实践推向前进。

以 对 党 忠 诚 诠 释 坚 定 理 想 信 念 。

理想信念坚定和对党忠诚是紧密联系

的。理想信念坚定才能对党忠诚，对党

忠 诚 是 对 理 想 信 念 坚 定 的 最 好 诠 释 。

为了响应党中央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

决策部署，黄文秀硕士研究生毕业后，

自愿回到百色革命老区工作，主动请缨

到贫困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困难虽

然比她想象中要大，但她毅然决然选择

为理想信念而奋斗的人生。她说：“只

有把个人的追求融入党的理想之中，理

想才会更远大。一个人要活得有意义，

生存得有价值，就不能光为自己而活，

要用自己的力量为国家、为民族、为社

会作出贡献。”黄文秀是年轻共产党员

的优秀代表，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她用

拼搏奉献的青春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

心使命。年轻干部是党和国家发展的

未来和希望，做到信念坚定、对党忠诚，

就 应 当 像 黄 文 秀 那 样 ，忠 诚 于 党 的 领

导、忠诚于党的信仰、忠诚于党和人民

的事业，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富强、民

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伟业之中，真正将

忠诚之心转化成为党分忧、为党尽职、

为民造福的自觉行动。忠诚和信仰是

具体的、实践的。一方面，年轻干部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

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

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做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在基层的宣传者、贯彻者和执行

者；另一方面，年轻干部应当坚持党和

人民的事业高于一切，自觉把人生追求

与党和人民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与

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积极投身

到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和工作中去，

真心实意为人民群众干实事、谋福祉。

坚 定 理 想 信 念 需 要 常 修 常 炼 。

习主席提出的“信一辈子、守一辈子”的

要求，是面向年轻干部提出来的，对于

年 轻 干 部 具 有 很 强 的 针 对 性 和 指 导

性。年轻干部如同初升的朝阳，富有热

情、充满干劲，但也容易受到一时挫折

的影响，有的甚至忘却了奋斗的初心；

有的自认为年轻有时间，大不了从头再

来，导致缺乏谋长远的恒心和钉钉子的

韧劲；还有的学历高 、知识多，但阅历

浅、经历的磨难少，锤炼信仰信念还欠

缺火候。如何才能做到对理想信念信

一辈子、守一辈子，是对年轻干部的时

代大考。“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

70 多年来不论是在炮火硝烟的战场，还

是在艰苦偏远的山区，不论是在领导岗

位，还是离休之后，都初心不改，不断改

造主观世界、加强党性修养、加强品格

修炼，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事、清

清白白为官，用一生对信仰信念的坚守

砥砺赤子之心。信仰认定了，就要信上

一辈子，年轻干部应像张富清那样把坚

定理想信念作为终身课题，行而不辍、

常抓不懈。广大年轻干部要时常叩问

和守护初心，及时修枝剪叶、补钙壮骨，

不断推进自我改造、自我净化，把牢“总

开关”，确保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

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

面前立场坚定。形成坚定的理想信念，

还 须 在 斗 争 实 践 中 不 断 砥 砺 、经 受 考

验。广大年轻干部应当主动走出“舒适

区”，敢于“自找苦吃”，勇于到艰难困苦

的环境中磨砺筋骨，善于在急难险重任

务中砥砺初心，不断升华思想境界，提

升个人能力素质，努力肩负起时代赋予

的使命任务，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和

重托。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坚定理想信念是终身课题
—“年轻干部如何练好内功、提升修养”系列谈①

■贺 霞

知行论坛

谈 心 录

●事不过夜抓落实，强调的
就是树立“今日事今日毕”的意
识，祛除“今夜过后有明夜”的拖
沓作风，保持一种奋发向上、积极
作为的状态

如何让负责的工作、呈办的文件、

在干的事情不在自己手里积压？事不

过夜，无疑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工作精

神，体现了高效落实、担当尽责的工作

态度和工作作风。

良弓在手，贵在速发。效率是做

好工作的灵魂，作风是抓好落实的关

键。事不过夜抓落实，强调的就是树

立“今日事今日毕”的意识，祛除“今夜

过后有明夜”的拖沓作风，保持一种奋

发向上、积极作为的状态。现实中，那

些以“工作忙”为由遮盖忘事、漏事、耽

搁事的作风，那些卡着时间节点把本

该早就干完的事拖到最后的现象，都

与事不过夜精神格格不入。克服这些

现象，就当以勤勉态度、敬业精神，不

断在积极作为中催生执行力，努力追

求工作落实的质与效。事不过夜抓落

实，就要坚持一件事情上了手就不放

手、一项工作开了头就不调头，在一以

贯之推进中清除梗阻、防止脱节，脚踏

实地、真抓实干，直至探底见效。

事不过夜抓落实，最直接的体现

就是不看表态看状态，不比嗓子比样

子，拿出“今天再晚也是早、明天再早

也是晚”的劲头，真正把表态变成表

率。既要坚持问政于兵、问计于兵、问

效于兵，还要把基层的情况摸清、把存

在的问题摸准，获取在办公室看不到、

听不到的第一手材料，及时回应官兵

关切，为官兵办实事、解实难，提升官

兵归属感、幸福感。尤其要以“基层有

期盼，机关立即办”的工作作风解决好

官兵反映的操心事、烦心事、挠头事，

让官兵以更好的状态积极为部队建设

建言献策、添砖加瓦。

事不过夜抓落实，并不是说所有

事项都要不过夜地落实，而是提倡一

种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和认真负责的

工作态度。干工作应当遵循规律、遵

照程序，在科学务实的前提下做到高

效，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一事当前，是

选择敷衍了事干还是抓紧时间干，是

满足于干完还是追求干好，则检验着

党员干部的意志品格，也反映出党员

干部的境界觉悟。“百舸争流，奋楫者

先”，干事创业需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

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我们应当

把每项工作都当成锻炼自己的机会、

提升能力的平台，特别是遇到重大事、

疑难事、棘手事时，更要不绕道、不推

诿、不放弃，努力将事不过夜的工作状

态常态化，只争朝夕，奋发进取，在强

军征程上跑好自己这一棒。

事不过夜抓落实
■杨志武

●胸怀宽广，眼界开阔，才是
做人做事的大格局。人生的许多
痛苦，其实都是面对人生问题时看
不开、想不通、放不下所带来的

格局，主要指一个人的胸怀、视野

和气度。格局大的人胸怀宽广、视野开

阔、为人大气，即使偶遇不顺，也能客观

看待生活中发生的矛盾问题，平衡好错

综复杂的关系，战胜工作中遇到的挫折

困难，扫平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而格局

小的人，心胸狭窄、锱铢必较，眼界也高

不到哪里去。

心中有大格局的人，如同站在高

地 ，望 得 见 前 路 坦 荡 ，亦 深 知 歧 路 叠

嶂。清朝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老家

的房子与吴家为邻，两家院落之间有条

巷子。一次，吴家建新房想占用这条巷

子，张家见了非常生气，交涉无果，便告

到县衙，县衙考虑两家都是当地名门望

族，不敢决断。于是，张家写信给在京

城做官的张英，要他想办法出这口恶

气。张英阅信后回了四句话：“一纸书

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

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张家见书明

理，主动让出三尺；吴家见状，惭愧不

已，也主动让出三尺。这就是“六尺巷”

的由来。张英的这种谦让和豁达、坦荡

与自律，体现了一种睿智的大格局，也

因此留下一段传世佳话。

在利益面前懂得克制欲望，是一个

人活得通透潇洒的体现。胸怀宽广，眼

界开阔，才是做人做事的大格局。人生

的许多痛苦，其实都是面对人生问题时

看不开、想不通、放不下所带来的。某

单位有一名干部，平时常抱怨单位环境

不好、领导处事不公，看到很多他认为

不如自己的同事获得成长进步，而自己

始终原地踏步，便向一位老领导倾诉烦

恼。老领导对他说：“行有不得，反求诸

己。你应该查找一下自身原因。”他觉

得有道理，便静下心来反思己过。此

后，无论单位安排什么工作，他都积极

主动、模范带头，并利用自己的专业特

长指导帮带其他同志，不到半年，他在

付出中融洽了同志关系，在坚持中干出

了成绩，得到了组织认可。面对大家的

祝福，他说，困囿于狭隘心胸的时候，便

一叶障目；境界格局提升了，心境便豁

然开朗。这启示我们，懂得改变看待问

题的角度，把心态放平，把格局放大，把

事情做好，处境便会随之改变。

从某种意义上讲，思维认知的高

度，决定人生的高度。一个人无论做什

么，只有跳出狭隘的圈子，才能看到自

身的不足，从而打破思维的局限，找到

解决问题的方法，提升人生的格局。很

多人格局不够，不是智商不行、能力不

足，而是目光短浅、心胸狭窄导致的。

那些诋毁他人、背后拆台、见不得别人

比自己好的言谈举止，归根到底是在认

知和眼界上出了问题。

如何提升人生格局？首先要多读

书。多读哲学类的书，可以帮自己建立

全面完整的思维体系，教自己如何正确

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多读历

史类的书，可以汲取做人做事的经验教

训，让自己明理增智，见贤思齐；多读技

能类的书，可以使自己更好地熟悉业

务、开展工作，尽快成为本专业的行家

里手，在本职岗位作出更大贡献，提升

成就感幸福感。其次，多和优秀的人交

友，学习他们身上的长处，弥补自身的

不足，在感到困惑、产生迷茫时，还可以

得到他们的点拨和帮助。最后，要学会

换位思考。与人交往时，不先入为主，

不以己度人，不随意议论他人；与人合

作时，能宽以待人，严于律己，以身作

则；发表意见时，要出言有度、说话有

德、留有余地。无论做什么，都应设身

处地为他人着想，在利益面前不贪婪，

在得失面前不纠缠，始终以一种将心比

心的态度，解决工作生活中遇到的问

题。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肩负强军使

命，更应修炼宏大的人生格局，以一流

的工作标准、扎实的工作作风想问题、

做事情、抓管理，齐心协力把部队建设

搞好，实现共同的奋斗目标。

（作者单位：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

做
人
做
事
当
有
大
格
局

■
程
荣
贵

生活寄语

●事业是成功还是失败，往往
不是取决于困难的大小，而是取决
于我们对待困难的态度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干任何事

情都要提前做好准备，心态调整到位了

就可从容应对，工作预案完善了就会成

竹在胸，对困难准备充分了就能临危不

乱。倘若仓促上阵，则容易自乱阵脚。

当然，面临的形势不同，所处的位

置不同，准备的方向和重点也会有所不

同。越是在艰难的时候越要坚定信念，

越 是 在 光 明 的 时 候 越 要 准 备 应 对 困

难。1945 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迎

来最后胜利。然而，在人们准备欢呼之

时，毛泽东同志却在党的七大上，一口

气列出 17 条困难，告诫全党要“准备吃

亏”“准备困难”。他说：“许多事情是意

料不到的，但是一定要想到，尤其是我

们的高级负责干部要有这种精神准备，

准备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

情况。”

“人生天地间，长路有险夷。”前进道

路上不可能一帆风顺，风险挑战无处不

在，各种斗争不可避免，“黑天鹅”的突如

其来、“灰犀牛”的不期而至、传统和非传

统风险的叠加交织，都可能会成为“绊脚

石”“拦路虎”。更为现实的是，我们越发

展壮大，遇到的外部发展阻力、战略压力

就越大，面临的外部风险挑战就越多。

只有始终保持忧患意识，时刻做好应对

困难的准备，思危于未形，防患于未然，

遇事才不会慌乱，临危才不会畏惧，风狂

雨急时才能立得住。

看不到风险是最大的风险。不论对

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还是一

个集体、一个人来说，做好准备对付困难

的先手，须有识别困难和风险的先见。

有的困难和风险不加伪装直面而来，有

的则是平静之下的暗流涌动。有的困难

和风险在目光可及之处，有的则需要用

深邃的目光去洞察。准备对付困难，既

要应对“明枪”，也要警惕“暗箭”，既要把

准现实动向，也要预测未来走向。决不

能因为看不见刀光剑影而闻不到“硝烟

味”，患上“麻痹症”。否则，当危机猝不

及防地出现在眼前，当风险已成尾大不

掉之势，再行努力就会事倍功半，甚至于

事无补。

长期储备是最好的准备。居安更应

思危，有备方能无患。毛泽东同志说：“世

界上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

就来了；你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

困难和风险的复杂性、多变性、不可预知

性等特点，决定了“临时抱佛脚”的应急准

备、“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短期准备、“东

一榔头西一棒槌”的随机准备可能难以奏

效。面对各种困难和风险，唯有在长期储

备中积蓄力量、积淀能量，夯实基层、厚实

基础，才会有灵活应变的底牌、从容应对

的底气、长期应战的底蕴，才能在危机中

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事业是成功还是失败，往往不是取

决于困难的大小，而是取决于我们对待

困难的态度。有人说，人面对困难会有

三种态度：调头走、绕着走、照直走。逃

避躲闪往往会被困难控制，勇往直前才

能将困难打倒。始终保持“同困难作斗

争”的精气神，思想上做好迎接困难的准

备，行动上做足应对和破除困难的准备，

那么，任何敌人都击不倒我们，任何困难

都击不垮我们。

时刻准备与困难斗争
■简 奕

●忍住痒、管住心，才能够保
持“火眼金睛”，识别出什么是鲜
花、什么是毒草，哪里是大道、哪里
是陷阱，守住为官做人的底线

笔者家乡有句俗话：“秋后蚊子快似

刀。”意思是立秋之后的一段时间，蚊子

相比夏天会更加猖獗、狠毒，叮后奇痒难

忍，要小心防范。儿时，家乡的老人常叮

嘱，被蚊子叮后只要忍住不挠，一会儿就

不痒了。但痒之所至，很难自抑，于是越

挠越痒、越痒越挠，往往挠得皮破血流。

《现代汉语词典》里对“痒”字有两

点解释：一是皮肤或黏膜受到轻微刺激

时引起的想挠的感觉，即生理之痒；二

是想做某事的愿望强烈，难以抑制，即

心理之痒。对于生理之痒，挠之是本

能；对于心理之痒，挠之是欲望使然。

相比单纯的生理之痒，心理之痒要复杂

得多：金钱、权力、美色、名声，如此等

等，不一而足。痒而挠之，当时固然是

舒服的，但结局往往是可怕的。

晚清名臣曾国藩一生阅人无数，见

多识广。一日有客人来见，“其人衣冠

古朴，而理论甚警”。听其谈当世人物：

“胡润芝办事精明，人不能欺；左季高执

法如山，人不敢欺；公虚怀若谷，爱才如

命，而又待人以诚，感人以德，非二公可

同日语，令人不忍欺。”几句话挠到了曾

国藩的“痒处”，于是“公大悦，留之营

中，款为上宾，旋授以巨金，托其代购军

火”，结果此人得金后，“去同黄鹤”。得

知上当，曾国藩捶胸顿足，悔恨自己被

巧言迷惑，丧失了警惕。

苏轼对“痒”的认识就十分深刻，他

在《东坡志林》中写道：“人生耐贫贱易，

耐富贵难；安勤苦易，安闲散难；忍疼易，

忍痒难。能耐富贵，安闲散，忍痒者，必

有道之士也。”现实中，跌倒在“痒处”的

人并不在少数。纵观那些落马的贪腐分

子，他们大多数在年轻时也曾经历艰难

岁月，有过远大理想、凌云壮志，曾为工

作、为事业燃烧激情。然而，当他们思想

松懈下来，心态发生了变化，“痒处”就自

动找上门来，最终欲望盖过了理智，一发

而不可收拾，终致身陷囹圄。

大千世界，五光十色，“痒”无处不

在，戒“痒”首在一个“忍”字。明代有个叫

曹鼎的典吏，一次抓获一名女贼，路途遥

远，当天押解回县衙已来不及，于是便带

女贼同宿于一座破庙中。是夜，女贼为

逃避法律惩处，使出浑身解数相诱。面

对美色的“轰炸”，曹鼎不免心猿意马。为

防止自己执法犯法，情急之下，他用纸片

一次次写下“曹鼎不可”来警戒自己，如此

反复十余次，最终经受住了考验。

人非圣贤，“痒”忍得了一时，却难

保忍得了一世。治本之策，在于始终严

格自律，加强修养，不给外邪以可乘之

机。清道光年间的刑部大臣冯志圻酷

爱书画碑帖，但他从不在人前提及此

好，赴外地巡视，更是三缄其口，不吐露

丝毫心迹。一次，有人献给他一本名贵

碑帖，冯志圻原封不动地退回。有人劝

冯志圻不妨打开看看，他说：“这种古物

乃稀世珍宝，我一旦打开，就可能爱不

释手。不打开，还可想象它是赝品，封

其心眼，断其诱惑，怎奈我何？”

“ 一 念 收 敛 ，则 万 善 来 同 ；一 念 放

恣，则百邪乘衅。”对今天的领导干部来

说，忍住痒、管住心，才能够保持“火眼

金睛”，识别出什么是鲜花 、什么是毒

草，哪里是大道、哪里是陷阱，守住为官

做人的底线。

说“痒”
■李大远

收获季节，一株株饱满的稻穗透着

让人喜悦的成熟，弯着腰，低着头，静静

地等待农民的收割。

俗话说：“低头的是稻穗，昂头的是

稗子。”越是成熟饱满的稻穗，头垂得越

低，只有那些果壳空空如也的稗子，才

会显得招摇。

为人做事也是这个道理，有真才实

学的人，往往十分谦虚和低调。孔子

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他身体力

行，提倡“不耻下问”；经典力学奠基人

牛顿则称，自己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

成就，是因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那些“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人，透

出的是浅薄与无知；相反，真正有修养

有本事的人，往往不张扬、不自满，注重

内在积累，不断增加底蕴，从而取得更

大成就。

稻穗低垂——

有内涵者愈谦卑
■王凤立/摄影 刘国辉/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