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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 心 录

生活寄语

●对于军人来说，迎难而上、自
强不息、永不言败是血性的精髓

前段时间，南疆军区某部一名排长

在比武竞赛中夺冠，赢得了战友们的鲜

花和掌声。这本来没什么，但赛后大家

异口同声地评价却给笔者留下深刻印

象：“他终于找回自己了！”

“找回自己”，与之对应的状态正是

“失去自我”。原来几个月前，这名排长

刚参加完上级组织的比武竞赛，由于发

挥失常没能取得名次，归队后的他像变

了个人。话变少了，就连脸上经常洋溢

着的笑容也不见了。一时间，战友眼中

的优秀干部、训练尖子竟成为情绪低落、

魂不守舍的那个人。究其原因，是这名

排长在面对挫折时，没能及时调整好心

态、控制好情绪，沦为了情绪的“奴隶”。

人一旦“失去自我”，就只会看到消极的

一面，轻易地进行自我否定，最终导致迷

失方向。

每个人在成长的道路上，都会遇到

各种各样的挫折，这在一定意义上并不

是坏事。因为困难挫折可以磨炼意志、

锤炼心智、提升境界，诚如杨绛所说：“一

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

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

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

回想当年，笔者刚开始学习写作时，

面对投稿的石沉大海和一些战友怀疑的

目光，寡言少语的我更加孤僻和自卑，一

种挫败感也悄悄占据了心头。后来，就

在我心灰意冷之际，领导的一句话醍醐

灌顶，使我顿时释然。他说：“面对别人

不客观的评价和写作路上的困难，如何

调整状态保持自我，这也是一种成长的

过程。”

放眼现在的一些年轻官兵，有的遇

到点挫折就把“郁闷”常挂嘴边，遇到些

困难就抱怨“太难了”；更有甚者，面对暂

时的失败，竟变得一蹶不振、自暴自弃，

最终在沉沦中“失去自我”。遇到挫折和

失败时，出现负面情绪是正常的，但若不

能及时调整好心态，沮丧和泪水只会使

你在消沉的泥沼里越陷越深；害怕面对，

被挫折所囿的我们就难以冲出自设的牢

笼。其实，凡事都有两面性，我们要用辩

证的眼光去看待挫折。只要我们善于从

挫折中总结经验教训，挫折也可以成为

通往成功的垫脚石。

再看看这名排长，在战友帮助下，他

经过情绪调控，把压力转化为动力，顺利

从阴霾中走了出来，找回了曾经积极向

上、乐观豁达的自己。从“失去自我”中

“走出来”，实际上就已经是一种成长。

对于军人来说，迎难而上、自强不息、永

不言败是血性的精髓。在面对困难挫折

时，我们可以允许暂时的“失去状态”，但

不能一味地“失去自我”。要学会静下

心、沉住气，在承受压力、知难而进中成

就更好的自己。

从“找回自己”说开去
■郭天恩

●有话放到桌面上来讲，才
能心无芥蒂，搞好团结，才能心往
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催生出强大
战斗力

在平常生活中，性格阳光、心底敞

亮、有话放到桌面上来讲的人，往往更

容易被他人接受、欣赏和尊重。因为

只有你把自己的心扉打开了，才能与

别人真诚地交流。在一个集体里，大

家能否做到有话放到桌面上来讲，一

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个集体民主集中制

执 行 的 好 与 差 ，乃 至 影 响 到 政 治 生

态。在工作实践中，有话放到桌面上

来讲，才能心无芥蒂，搞好团结，才能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催生出强大

战斗力。

有话放到桌面上来讲，是我们党

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也是党内政

治生活的准则。毛泽东同志在《反对

自由主义》中对“当面不说，背后乱说；

开会不说，会后乱说”等自由主义倾向

提出了严肃批评，实际上就是对有话

放到桌面上讲的提倡和鼓励。习主席

也曾明确指出，“作为共产党人，有话

要放到桌面上来讲”。人非圣贤，孰能

无过。出现缺点、错误是难免的，在一

个 集 体 里 ，大 家 有 不 同 意 见 也 很 正

常。关键是要讲出来，放到桌面上来

讲。这既是领导班子解决内部矛盾、

加强内部监督、维护团结的重要方法，

也是同志之间形成共识、消除误会、化

解矛盾的有效办法。真诚批评，当面

讲明，错误思想排除了，心里疙瘩解开

了，力量也就凝聚起来了。反之，就容

易形成“内耗”，消解干事业的合力。

有话放到桌面上来讲，更是党性

的体现。共产党人没有私利，其所作

所为根本目的都是谋求国家利益、百

姓福祉，而非个人的荣辱得失。共产

党人追求的是建立在党性原则上的掏

心见胆、并肩奋斗的真正团结，而非表

面上的一团和气。有话放到桌面上来

讲，是自身人品的反映，更是群众的期

盼；有问题藏在桌面下，则会导致思想

和队伍混乱。话说在明处，事干在实

处，群众与领导齐心做好工作，这种氛

围正是群众所期盼的。

有话放到桌面上来讲，首先要出

以公心，摒弃私心杂念，绝不能从个人

恩怨、得失、亲疏出发看事待人；其次，

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要做好榜样

带好头，有容人容事的气量、敢于直言

的 担 当 ；最 后 ，被 批 评 者 也 应 端 正 态

度，涵养直面批评的雅量、闻过则喜的

胸怀。大家都能做到把党的原则和人

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就自有公道是

非 ，就 不 怕“ 得 罪 人 ”，也 不 必 担 心 被

“穿小鞋”。

有话放到桌面上来讲，是共产党

人应有的高尚品格和操守。当党内同

志 出 现 倾 向 性 、苗 头 性 问 题 时 ，及 时

“拉拉袖”、提个醒，就可能将这些问题

制止在萌芽状态；在问题比较严重时，

能够大喝一声、猛击一掌，就有可能起

到猛然警醒、悬崖勒马的作用。这是

对同志、对自己的真正爱护，也有利于

党员加强党性修养，实现团结共进。

“有话要放到桌面上来讲”
■陈银健

●只有把练兵备战放在工作中
的“置顶”位置，才是对单位负责、对
自己负责

微信界面有一个聊天置顶设置，就

是把最关注的工作群、通讯录好友放在

最顶端的位置，方便有了新消息能及时

看到。微信里有“置顶”的群和好友，工

作中也应有“置顶”的重要内容。对于每

一名军人来说，无疑应当把练兵备战放

在工作的“置顶”位置。

军人生来为打仗，练兵备战是部队

的主责主业，是军人的本职本分。按道

理说，任何单位、任何官兵都应在工作中

把练兵备战“置顶”，但实际上做到这一

点并不容易。有的人经常家务事缠身，

影响了工作进展；还有的人过度专注于

个人发展，抓主责主业的精力不足……

这种将私事琐事“置顶”、练兵备战“下

移”的做法有悖军人职责要求。对于军

人而言，只有把练兵备战放在工作中的

“置顶”位置，才是对单位负责、对自己

负责。

东汉班固曾说：“上为之，下效之。”

把练兵备战“置顶”，各级机关和领导干

部应当作好表率。各级机关谋打仗、思

打赢，领导干部真正下一线、上考场，部

队官兵就会闻令而动、见贤思齐。部队

工作尽管千头万绪，但只要心里想着打

胜仗，一切工作自然就会以提高战斗力

为中心展开。比如，以宣传鼓励激发战

斗精神，以培养骨干锻造精兵强将，以

熟练业务提高保障能力，这些工作看似

不是真刀真枪的沙场练兵，但同样是为

了能打仗、打胜仗，同样是把练兵备战

“置顶”。

把练兵备战“置顶”，也是政治上的

一个重要考验。人民军队要做到对党绝

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就必须熟

练掌握军事技能。听党指挥不是口头上

喊一喊，也不是纸张上写一写，而是要用

过硬的军事素质在战场上拼一拼。对于

军人来说，应当努力提高自身军事素养，

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依法治训、按

纲施训，不断厚植胜战底气。

把练兵备战“置顶”，让能打仗、打胜

仗成为各部队和广大官兵最关注的事，

既是提高思想认识的现实需求，也是强

军兴军的迫切需要。把练兵备战放在一

个极端重要的位置抓好落实，是每一名

军人的不二选择，也是每一名军人的庄

重承诺。

把练兵备战“置顶”
■韩卫旭 张凤波

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根基在

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

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

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

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

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生

动诠释了党与人民的鱼水深情、血肉联

系，值得每名党员干部牢记。

休戚与共，指的是有福共享、有难

同当；生死相依，说的是同命运 、共存

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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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

党 自 成 立 以 来 ，就 紧 紧 与 人 民 站 在 一

起，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

从革命战争年代革命队伍中人人坚持

“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到新中国

成 立 初 期 党 员 干 部“ 心 里 装 着 全 体 人

民，唯独没有他自己”；从改革开放时期

广大党员干部带领群众“杀出一条血路

来”，到进入新时代无数共产党人用实

干“ 不 断 实 现 人 民 对 美 好 生 活 的 向

往”……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

史，也是一部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

依的历史。

对于共产党人而言，与人民休戚与

共、生死相依，体现为坚定的人民立场、深

厚的人民情怀。这种立场和情怀，迸发着

信仰力量，彰显着宗旨意识。为什么过去

无数革命先烈，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不

惜抛头颅、洒热血，做到了无私无畏？就

是因为他们拥有让人民翻身得解放的崇

高信仰。为什么当今无数时代楷模，为了

党和人民的利益，一直肯付出、愿奉献，做

到了无怨无悔？就是因为他们不忘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既要

一切为了人民，也要一切依靠人民。回

望党的百年征程，人民群众始终是我们

党最坚实最强大的依靠。淮海战役的

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渡江

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

的 …… 实 践 证 明 ，人 民 是 历 史 的 创 造

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

量。对于党员干部来说，必须紧紧依靠

人民群众，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

众 路 线 ，践 行 以 人 民 为 中 心 的 发 展 思

想，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只有牢

记“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理念，凝聚

“一切力量源于人民”的共识，践行“一

切工作利于人民”的使命，接受“一切政

绩归于人民”的检验，始终与人民同甘

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让人民生活更

加幸福、更有尊严，才能不断赢得群众

的信赖和支持。

党的初心和使命，需要每名党员去

坚守、去践行。作为一名党员干部，与

革命先烈相比，或许没有惊天地、泣鬼

神的壮举；和时代楷模相比，也许没有

昭日月、耀乾坤的功绩。但“与人民休

戚与共、生死相依”，却是一条需要笃实

践行的政治标准。过去一百年，中国共

产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

答卷。现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

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新的赶考之路，全体党员干部必须响

应党中央号召，“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

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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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

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

努力，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

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既是

一个思想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解

答好这个问题，关键是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和实践要求，增强宗旨意

识，做到“人民至上”。

一方面，为人民富足作出贡献。“我

们 发 展 的 目 的 是 人 民 富 裕 、国 家 强

盛”。经过 70 余年的接续奋斗，特别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脱贫攻坚，我国现行

标准下 9899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这项巨大成就凝结了无数共产党员的

心血。当前，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

品质生活，仍需要广大党员干部不懈努

力，常怀爱民之心、厚植忧民之情、恪守

为民之责，始终想人民之所想、思人民

之所思、急人民之所急，为了人民生活

更富足、更美满，坚持吃苦在先、享乐在

后。另一方面，为人民安宁付诸行动。

人民军队爱人民，人民军队人民爱。无

论是 1998 年抗击洪水 、2003 年抗击非

典 ，还 是 2008 年 汶 川 地 震 灾 害 救 援 、

2020 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人民子弟兵

都义无反顾、冲锋在前。如今，国家建

设和社会发展仍面临着各种风险和挑

战，广大官兵尤其是党员干部不但要在

平常时候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还要在

关键时刻为了人民生活更安宁、更稳定

冲得上去、豁得出来。

我们从事的工作是平凡的，然而献

身的事业是伟大的。作为军队党员干

部，无论身处哪个岗位、担任什么职务，

都应始终牢记共产党人的信仰和宗旨，

为了保卫国家、守护人民不惜奉献自己

的青春、热血乃至生命。能否践行这一

点，是为公为私的分水岭，是为人为己

的试金石。只要“解决好‘我是谁、为了

谁、依靠谁’的问题，不断追求‘我将无

我，不负人民’的精神境界”，始终胸怀

大局、立足本职，不懈奋斗、攻坚克难，

就一定能书写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

民、无愧于历史的精彩答卷。

始终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
■周东滨

●当严峻形势和斗争任务
摆在面前时，我们必须发扬斗争
精神，“骨头要硬，敢于出击，敢
战能胜”

1985 年，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渔

民王书茂，被委任为潭门海上民兵连副

连长。从那时起，王书茂就始终秉持

“为祖国守好南大门”的信念，带领渔民

和大自然斗争，先后组织大家抗击台

风、开展生产自救 120 多次，救援渔民

600多人次；多次在南海维权斗争中冲

锋在前、不怕牺牲、寸步不让，坚决捍卫

我国领海主权和海洋权益。王书茂始

终认为，“尽管危险，但我们从来没有放

弃过守护和耕耘南海”“就是把命丢了，

也要把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完成好”。

王书茂身上这种“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的精神，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斗争精神是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

品格。一路走来，从井冈山上“下斗争

的决心，有耐战的勇气”，以梭镖加土枪

一次又一次粉碎敌人的军事“围剿”，到

长征路上面对党内张国焘右倾分裂主

义的严重错误挑战，红军将士坚决维护

党中央的权威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毅

然决然地同敌人和分裂主义作斗争；从

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把党和国

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到面

对新冠肺炎疫情时，广大共产党员在抗

疫一线叫响“疫情不退我不退”……在

一次次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中，我们党

团结带领人民赢得了革命胜利、战胜了

各类挑战。今天，我们所处的是一个

“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

时候，面临的重大斗争越来越复杂，唯

有继续发扬斗争精神，在大是大非面前

敢于亮剑，在矛盾冲突面前迎难而上，在

危机困难面前挺身而出，在歪风邪气面

前坚决斗争，才能在新时代不断创造新

的更大奇迹。

“我们共产党人的斗争，从来都是

奔着矛盾问题、风险挑战去的。”因而，

当严峻形势和斗争任务摆在面前时，

我们必须发扬斗争精神，“骨头要硬，

敢于出击，敢战能胜”。1932 年底，在

国民党军重兵围攻下，琼崖红军第二

次反“围剿”斗争遭受失败，中共琼崖

特委书记冯白驹等人，带领党政干部

和红军指战员 100 多人转战母瑞山。

除了要对付敌人的包围封锁，还要面

对缺衣少食、疾病折磨等困难，但在 8

个多月的艰苦岁月里，没有一个人逃

跑和叛变。最终，冯白驹带领大家冲

破敌人重重封锁，重开革命新局面。

今天，面对前进道路上纷繁复杂的矛

盾问题、各种重大的斗争考验，我们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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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

都以“不信邪、不怕鬼、不当软骨头的

风骨、气节、胆魄”，永不懈怠、斗争到

底，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

斗争精神不仅是干事成事的重要

保证，也是巩固团结、纯洁队伍的传家

宝。正是因为一直以来，在坚持原则

的问题上从不妥协，在是非对错面前

毫不含糊，党的队伍才得以始终坚强

有力。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之初，公

务人员不遵守法令的现象时有发生，

边区高等法院院长谢觉哉便在《解放

日报》上发文痛批：“应罚的罚，应拘的

拘。任何人的威胁，不屈；任何大头子

的说情，不理。”正因有像谢觉哉这样

一批不怕得罪人的领导干部，陕甘宁

边区方能成为“全国最进步的地方”。

作为共产党员，当牢记党内不是“好人

主义”的俱乐部，应自觉同一切歪风邪

气和不正之风作斗争，敢敲当面锣、敢

擂对面鼓，敢于较真碰硬、敢于红脸出

汗，决不能搞“多栽花少栽刺”“爱惜羽

毛”那一套。

发扬斗争精神，还离不开一份刀

口向内的清醒自觉。回顾党的历史，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一个好传

统，那就是十分注重在思想政治上不

断对自己进行检视、剖析、反思，不断

去杂质、除病毒、防污染。周恩来同志

45 岁生日那天，没有为自己庆生，而

是结合整风学习，写下了一份《我的修

养要则》，其中 3 次提到要进行自我批

评，即“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与自己

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

则上坚决的斗争”“适当的发扬自己的

长处，具体的纠正自己的短处”。金无

足赤，人无完人。作为共产党员，须以

“检身若不及”的高度自觉，勇于“自我

斗争”，敢于刀口向内，经常进行自我

反省、自我批评，深挖问题根源，不断

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提高。如

此，方能使能力素质得到提升，党性修

养得到锤炼，思想境界得到升华，从而

更好地履行初心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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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

棉花进入了采收期。只见棉农们驾驶

着采棉机正在棉田里采摘棉花，一行

行洁白的棉花从采棉机的采棉头进入

了棉箱中，只留下了青褐色的棉秆。

俗 话 说 ，一 分 耕 耘 ，一 分 收 获 。

雪白的棉花是棉农们用辛勤汗水浇

灌出的收获，丰收的果实是不懈耕耘

呵护换来的收获……世间的收获和

成功有千万种，但每一分收获都来自

辛勤的付出，每一种成功都源于汗水

的积累。我们必须摒弃好高骛远，坚

持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才能在平凡

岗位上有所收获、取得成功，从而实

现人生价值。

秋日采棉—

收获源于付出
■马光元/摄影 刘国辉/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