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影中哲丝
雄赳赳，头顶祖国之名；气昂昂，手

擎五星红旗。新疆阿勒泰军分区塔克

什肯边防连国门前哨班官兵常态担负

着边界管控任务，官兵们坚守在巡边护

边第一线。飘扬的五星红旗背后，跃动

着边防官兵至真至纯、炽热如火的赤子

之心，蕴藏着无私忘我、真挚深厚的家

国情怀。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有五星红

旗的地方，就有信念的灯塔。军人的信

念，永远与中国红相伴；军人的使命，始

终与祖国相连。此时此刻，在大漠高

原、在海岛城市，到处都有警惕的目光、

巡逻的脚步。官兵们衣不解甲、箭不离

弦，守护着万家灯火，守望着如画江山。

如果说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

红；倘若问军人家何在，那一定是国为

家。

边境巡逻——

中国红 家国心
■肖国涛/摄影 谭志伟/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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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主席对年轻干部练好内功、提升修养

提出明确要求，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

“坚持原则、敢于斗争”。习主席强调，

“坚持原则是共产党人的重要品格，是衡

量一个干部是否称职的重要标准”“对共

产党人来说，‘好好先生’并不是真正的

好人。奉行好人主义的人，没有公心、只

有私心，没有正气、只有俗气，好的是自

己，坏的是风气、是事业”。年轻干部要

牢记习主席的谆谆告诫，坚决不当“好好

先生”，砥砺坚持原则、敢于斗争的品格，

切实练好内功、提升修养。

“好好先生”自古有之。据史料记载，

东汉有个名士叫司马徽，他不谈论别人的

短处，跟人说话时不管好和坏都说“好”。

有人问他，平安吗？他回答：“好！”有人说

自己的儿子死了，他回答：“很好！”他的妻

子责备他说：“别人认为你是讲道德的人，

所以才把事情告诉你，为什么听见人家的

儿子死了，反而说好呢？”司马徽不紧不慢

地说：“好！你的话太好了！”他的妻子哭

笑不得。司马徽由此被称为“好好先生”，

后来，人们常用这个词形容那些不分是

非、不敢得罪人、只求平安无事的人。党

员干部如果当“好好先生”，就是没有原

则、不敢斗争的表现，与党的性质是格格

不入的，与党的作风是背道而驰的。

“共产党人讲党性、讲原则，就要讲

斗争。”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就天然注入

了坚持原则、敢于斗争的鲜明特质，坚持

讲真话、道实情，坚决反对好人主义和

“ 好 好 先 生 ”。 一 百 年 来 ，无 论 是 纠 正

“左”倾错误，还是反对单纯军事观点，无

论是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是突破“姓

社姓资”思想禁区，党的每次重大关头和

重要转折，都是在坚持原则、敢于斗争中

进行的。假如革命队伍中人人都当“好

好先生”，我们党怎么能战胜一个又一个

敌人，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一个又

一个胜利？

“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能含糊、决不能

退让，否则就是对党和人民不负责任，甚

至是犯罪。”我们党历来提倡团结，但团

结是通过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达成的，

不是无原则的一团和气。年轻干部是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力军，更要从一开

始就养公心、去私心，在胸怀大局、立足

本职中，坚持讲党性、讲原则、讲斗争，如

此 ，党 和 人 民 的 事 业 才 能 不 断 向 前 推

进。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从严治

党、从严治军不断深入，正风肃纪、纠风

除弊持续加强，当“老好人”、做“和事佬”

现象得到有效纠治，较真碰硬、“红脸”

“出汗”的多了起来，敢抓敢管、实查实纠

的多了起来。但也要看到，奉行好人主

义的“好好先生”并未绝迹，仍然值得注

意和警惕。比如，有的信奉多栽花、少栽

刺的市侩哲学，不讲原则讲关系，不看制

度看面子，一味讲“宽容”、讲“和气”；有

的抱着只避事、不担事的圆滑态度，看到

问题往后退，遇到矛盾绕道走，在歪风邪

气面前不敢坚决斗争，对政治原则问题

含含糊糊，对大是大非问题做“开明绅

士”；还有的八面玲珑、左右逢源，说话办

事看来头、看风向，随波漂、随风倒。这

同党性原则是背道而驰的，对事业发展

贻害无穷，必须坚决纠正。

“好好先生”表面上是“好”，实质是

“怕”。怕生事、怕惹事、怕出事，怕引发

冲 突 、出 现 意 外 ，怕 牵 扯 自 己 、影 响 选

票。对于这种现象，邓小平同志曾一针

见血地指出：“如果现在还是东怕西怕，

还是怕讲心里话，我们党的老传统就恢

复不起来。”毫无疑问，“怕”的背后是自

私观念、懒散作风和软弱秉性作祟，说到

底是党性不纯、作风不正。当“好好先

生”，看似保护了自己，实则失去了自我；

看似好的是自己，实则坏的是风气、是事

业。这样的干部，怎能相信他会认真履

职尽责、干事创业，积极攻坚克难、抓难

治弱？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

和。”这里的“和”指的是与周围环境、与周

围人的关系相“和谐”，同时，提倡对事物

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不能为了讨好他人

而人云亦云、盲目附和。在这一方面，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我们作出了表

率。百团大战后，毛泽东与周恩来、彭德

怀坐在一起，讨论关于百团大战成败得失

时，约法三章：“咱们定下个君子协定：第

一，把话讲透。第二，可以骂娘。第三，各

自检讨，不准记仇，不得影响工作。”广大

年轻干部必须本着对党和人民事业极端

负责的精神，不断加强党性锻炼、端正思

想作风，就像习主席要求的那样，“大是大

非面前要讲原则，小事小节中也有讲原则

的问题。党的干部都要有秉公办事、铁面

无私的精神，讲原则不讲面子、讲党性不

徇私情。”唯有如此，才能与“好好先生”划

清界限，让好人主义没有市场。

部队是要打仗的，最注重实打实、硬

碰硬，最容不得奉行好人主义的“好好先

生”。除了每名军队年轻干部坚持原则、

敢于斗争外，还需要各级党委和领导干

部持续纯正部队风气、纯净政治生态，通

过领导带头、以上率下，通过选贤任能、

奖优罚劣，通过强化执纪、严肃问责，切

实让讲党性、讲原则、讲斗争的人脱颖而

出，让不担当、不作为、不上进的人难以

立身，让不当“好好先生”成为风尚。

不当“好好先生”
—“年轻干部如何练好内功、提升修养”系列谈⑤

■周东滨

●没有蹲苗的专注与投入，就
没有拔节般的成长。只要真正“扎”
下去、“伏”下去，就不愁不能“冒”出
来、“飞”起来

古语云，伏久者，飞必高。意思是

说，借助长久的潜伏，将内涵历练充实饱

满，那么不飞则已，一飞必将冲天。联想

到刚从“校门”走进“营门”的年轻干部，

笔者认为，要想过好第一任职关，不仅需

要奔赴一线的勇气和激情，更要抱有扎

根基层的决心和信念。

作 为 部 队 建 设 的 中 坚 力 量 ，年 轻

干 部 需 要 沉 心 静 气 铆 在 基 层 岗 位 ，把

书 本 知 识 与 岗 位 实 践 结 合 起 来 ，努 力

做到在干中学、在学中干，把思想根基

搞扎实、打仗本领练过硬、群众基础打

牢 固 ，从 而 为 以 后 在 更 高 平 台 和 岗 位

上建功立业打下坚实基础。然而实际

工作中，由于认知片面或急功近利，一

些 年 轻 干 部 到 基 层 工 作 没 多 久 ，就 觉

得基层工作忙累，难以被上级关注，尚

未 打 牢 基 础 便 想 着 调 离 ；有 的 还 没 熟

悉 情 况 就 琢 磨 着 考 学 ，急 于“ 升 级 ”文

凭 给 自 己“ 镀 金 ”；还 有 的 没 等 在 基 层

站 稳 脚 跟 ，便 急 于 出 成 绩 ，导 致“ 头 三

脚”踢了个空……

没有蹲苗的专注与投入，就没有拔

节般的成长。能力不会凭空而来，成才

亦没有捷径可走，所有的成长都是一个

循序渐进的过程，稳扎稳打急不得。在

自然界中，慢生材成材虽慢，但堪做栋

梁。年轻干部想要“一飞冲天”，必然离

不开在基层锻炼，当有这样“不飞则已”

的蛰伏。

现 实 中 ，一 些 年 轻 干 部 讲 起 道 理

头头是道，工作实践却处处碰壁，究其

原因，主要在于所懂非所用，所需非所

有 。 年 轻 干 部 成 长 成 才 ，关 键 在 于 做

好 学 习 和 实 践 的 有 机 结 合 ，把 书 本 知

识 转 化 成 能 力 素 质 。 当 然 ，这 个 转 化

不 是 立 竿 见 影 的 ，需 要 年 轻 干 部 沉 下

身、稳住心、使长劲。年轻干部既要善

于 学 习 南 方 盛 产 的 一 种 毛 竹 ，种 下 之

后 五 年 里 不 见 抽 枝 长 叶 ，但 根 系 却 在

不 断 向 四 周 蔓 延 ；也 要 勇 于 学 习 庄 稼

人 ，潜 心 蹲 苗 、压 土 ，耐 心 等 待 拔 节 生

长。只有全身心投入到基层这个练兵

备战的主战场、转型建设的第一线、服

务 官 兵 的 最 前 沿 ，经 过 一 番 实 干 、苦

干，才可能锻炼出真本领、积累出真经

验，关键时刻才能站得出来，危急关头

才能顶得上去。

俗话说，人有满腹才，不怕运不来。

只要真正“扎”下去、“伏”下去，就不愁不

能“冒”出来、“飞”起来。同时，各级组织

和领导，也应对渴望成长、崭露头角的干

部给予充分信任，有意识地给他们交任

务、压担子，科学规划“成长路线图”，让

这些“幼苗”在经历风雨中变得更加壮

实，长成栋梁。

伏久者飞必高
■廖国全

●“热爱”二字，爱是感情，热
是真挚。感情有多深，对事业的投
入就会有多真

在 前 不 久 闭 幕 的 全 运 会 赛 场 上 ，

无 论 是 身 经 百 战 的 老 将 还 是 初 出 茅

庐的少年，他们都用全力以赴的拼搏

诠 释 着 对 体 育 事 业 的 无 限 热 爱 。 因

为热爱，已经功成名就的马龙继续在

赛场征战，率领北京男乒挺进全运会

乒乓球男团决赛。他说，还是想继续

打，在自己热爱的舞台上尽量延长职

业生涯。因为热爱，女子铅球选手巩

立姣实现了全运会四连冠，她的职业

生涯有过起伏 、遭遇过挫折，她说，是

心 中 对 铅 球 不 灭 的 热 爱 支 撑 自 己 挺

了 过 来 …… 他 们 的 成 功 经 历 启 示 我

们 ，一 个 人 只 有 聚 精 会 神 于 所 热 爱

的 ，全 神 贯 注 于 所 认 定 的 ，才 能 干 有

所成，收获精彩。

热爱是一种从内心深处迸发出的

真挚情感，它既是一种生活态度，更是

一种价值追求。品读一名名运动健儿

的人生故事，我们会发现，正是出于对

体育事业的热爱，他们才能毫不懈怠地

驰骋赛场。现实中，因为热爱，有人甘

于寂寞、乐于清贫；因为热爱，有人开拓

进取、超越自我；因为热爱，有人不惧艰

险、迎难而上。

因为热爱，就会把职业当事业干。

热爱本职的人，事业心责任感强，即使

面对烦闷、枯燥的工作，也能从中感受

到价值，用真心真情去干好每一件事。

相反，如果只把职业当成谋生手段，投

入总想着产出，对工作被动应付，何谈

创造精彩？

热 爱 和 专 一 是 相 辅 相 成 的 ，热 爱

事业就要专注执着做事，专注于事业

就是对热爱最好的阐释。黄旭华秉持

着“从一开始参与研制核潜艇，我就知

道这将是一辈子的事业”的专注，攻坚

克难铸就大国重器；屠呦呦埋首于深

爱的事业中，潜心致力于青蒿素的研

究，历经 190 次失败，最终获得了享誉

世界的成就。专注于事业的人能够时

刻管好内心，涵养平和心态，不受外界

影响，不被杂念干扰，往往能够持之以

恒、坚持到底。如果四处打井、浅尝辄

止，什么都想学 、什么都想干，往往会

一 事 无 成 。 青 年 官 兵 要 实 现 理 想 抱

负，关键在于“心心在一艺”，专注做好

一件事。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热爱”二字，

爱是感情，热是真挚。感情有多深，对

事业的投入就会有多真。带着真心真

情去干事创业，往往能够收获不一样的

结果。真正的热爱，不用轰轰烈烈，而

是要真情实意、脚踏实地为之付出。青

年官兵只有带着感情去干事业，不求回

报，但问耕耘，真正扑下身子埋头苦干，

才能在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而奋斗中

不断成就精彩。

因为热爱，所以精彩
■贾 乾

看新闻说修养

●谋实事、出实招、求实效，对
官兵反映的事应件件有着落、事事
有回音，切实把事办实，赢得官兵
的支持拥护

办一件实事，暖一片人心，添一分

力量。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一个重要

方面就是多为群众办实事。在部队，

要把“办实事”落到实处，党员干部就

要念好“实”字诀，谋实事、出实招、求

实效，对官兵反映的事应件件有着落、

事事有回音，切实把事办实，赢得官兵

的支持拥护。

基层有各种各样的难题，如果对这

些难题置之不理，或者推脱敷衍，就会

寒了官兵的心。“不爱征戎儿，岂可执帅

印。”只有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基层难题，

把那些不必要的包袱卸下，才能使基层

官兵集中心思精力练兵备战。“我为群

众办实事”，就是要多多聚焦官兵反映

的“急难愁盼”问题，敢啃“硬骨头”，敢

接“烫手山芋”，集中心力办好曾经“办

不成的事”。

带兵带出凝聚力战斗力，就要为

基层办实事出实招。只要用心了，用

情了，用力了，就会理清问题头绪，找

到解决办法，在办实事解难题中把基

层 建 设 得 更 加 过 硬 。 要 深 入 了 解 基

层 官 兵 需 求 ，听 兵 声 、察 兵 情 、问 兵

意 ，而 决 不 能 脱 离 基 层 实 际 ，以 高 高

在 上 的 姿 态 ，坐 在 办 公 室 里 拍 脑 瓜 、

想 当 然 决 策 。 要 通 过 调 查 研 究 回 应

“槽点”、纾解“痛点”、打通“堵点”、补

齐“断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基层

官 兵 的 烦 心 事 、揪 心 事 、操 心 事 。 要

把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同 提 升 能 力 素 质 结

合起来，在学中干、干中学，不断总结

经 验 、吸 取 教 训 、补 齐“ 短 板 ”、突 破

“ 瓶 颈 ”，以 真 才 实 学 出 实 招 ，以 过 硬

素质为官兵办实事。

把事办实，最终的检验标准就是

有没有产生实效。实际工作中，个别

党员干部干工作口号喊得响，但“雷声

大雨点小”，看似忙忙碌碌、场面轰轰

烈 烈 ，实 则 花 拳 绣 腿 ，做 的 是 表 面 文

章，耍的是嘴上功夫，是语言上的“巨

人”、行动上的“矮子”。“我为群众办实

事”，就要真抓实干、埋头苦干、不走过

场，就是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敢于

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历练求真

务实的工作作风，不断将工作重心沉

下去，努力把官兵满意度提上来，扎扎

实实把事关官兵切身利益的事一件件

办好。

“办实事”要把“事办实”
■段同创

●为党工作，就应牢记“党
把干部放在各个岗位上是要大
家担当干事，而不是做官享福”

本世纪初，安徽省委组织部、省

财政厅选派机关干部沈浩，到小岗村

担任村党委第一书记。为了改变小

岗村“一夜跨过温饱线，二十年没进

富裕门”的情况，沈浩在这里一干就

是 6 年。这 6 年，村里的人均收入大

幅增长，112 户村民搬进了小区，引

进项目 13 个，到位资金 2.3 亿元……

被 称 为 是“ 小 岗 村 发 展 最 快 的 6

年”。期间，村民们为了把沈浩留下，

一 共 按 下 过 三 次 、共 计 351 个 红 手

印，正如沈浩的接力者、选派干部张

行宇感慨：“个个红手印都是群众对

他的深情呐。”

一枚枚红手印，见证了沈浩从机

关到基层，从选调到留任一路走来，

为党工作时的无私付出、辛勤奉献。

恰如群众对他的朴素评价：“他是我

们的亲人呐。”“他不图一点私利，是

难得的好干部。”沈浩身上集中体现

的共产党人一心为民、牺牲奉献、担

当作为等宝贵品质和作风，值得我们

思考和学习。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为什么人

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

性质的试金石。在中宣部前不久发

布的文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

行动价值》中，从“把人民放在心中最

高位置”“依靠人民不断取得胜利”

“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让人民过上好

日子”等 4 个方面，深入阐述了一百

年来我们党的发展逻辑和制胜密码，

那就是坚持“来自人民、依靠人民、为

了人民”。为党工作，首要的便是要

牢记“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

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作为奋斗目标”。“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

是人民的心”，每名共产党员都应站

稳人民立场，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

人民利益而奋斗，如此，工作就会有

目标，前进就会有方向。

不论身处哪个岗位，为党工作，

就应牢记“党把干部放在各个岗位上

是要大家担当干事，而不是做官享

福”，牢记“凡是有利于党和人民的

事，我们就要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大

胆地干、坚决地干”，以担当成就使

命，用实干托起梦想。我国核潜艇首

任总设计师彭士禄有两个外号，一个

叫“彭大胆”，一个叫“彭拍板”。在工

作中，常有许多问题需要他来决断、

拍板，他回忆说：“当时各种争论实在

太多。我就说，不要吵，做实验，用数

据讲话，最后我来签字。对了，成就

归大家；错了，我来负责。”他先后主

持、负责和参与指挥了我国第一代核

潜艇的调试和试航，我国第一座百万

千瓦级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的

引进、总体设计等大项任务，为我国

核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担

当和作为是一体的，不作为就是不担

当，有作为就要有担当。我们须锻造

一 副 事 不 避 难 、义 不 逃 责 的“ 宽 肩

膀 ”，一 身 能 干 事 、干 成 事 的“ 硬 本

领”，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

做到敢担当、善作为，不断成就无愧

于党和人民的新业绩。

为 党 工 作 、为 人 民 服 务 的 途 径

其实有很多，只要是党交办的任务，

只要是对人民有利的，哪怕只是做

一些普普通通的小事，哪怕只是在

平凡的岗位上工作，也值得我们专

心 致 志 、勤 恳 努 力 ，去 奉 献 、去 坚

守。新中国成立后，时传祥从曾经

受人压迫剥削的“粪花子”，变成了

首都环卫战线的一名清洁工人。在

此后的近 20 年时间里，他不分冬夏

地走街串巷，挨家挨户掏粪扫污，以

实际行动践行了“宁愿一人脏，换来

万家净”的诺言，为我们树立了“工

作无贵贱、行业无尊卑”的榜样。临

终前，他对子女们说：“我唯一的一

个愿望是你们接好我的班，这个班

不是我个人的班，这是党和国家的

班！”在他的感召下，他的 4 个子女全

部进入环卫战线工作。党和人民的

事业，正因为有着千千万万的共产

党员，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奋斗、协

作推进，才能蒸蒸日上、成其巍峨。

恰如雷锋同志所说：“一个人的作用，

对于革命事业来说，就如一架机器上

的一颗螺丝钉……螺丝钉虽小，其作

用是不可估量的。”只要我们怀揣一

颗为国为民、干事创业之心，再平凡

的岗位也是干事的舞台，再小的地方

也能有大作为，这是共产党人应有的

人生理想和事业追求。

由
群
众
的
﹃
红
手
印
﹄
谈
为
党
工
作

■
杨
思
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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