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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简意赅

影中哲丝

书边随笔

生活寄语

知行论坛

●把理想信念作为终身课题
常抓不懈，就要坚持学思用贯通、
知信行统一，以科学理论为本，以
先辈先烈为镜，以反面典型为戒，
不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
钙、把稳思想之舵

“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

‘钙’，共产党人如果没有理想信念，精

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必

然导致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

上堕落、生活上腐化。”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

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以下简称《决议》），以深邃厚重的历

史洞察、居安思危的政治清醒，科学阐

释了坚定理想信念的重要性、必要性

和紧迫性，标定了我们党永葆先进性

和纯洁性、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根本

途径，必将激励广大党员常修理想信

念这个终身课题，努力做到爱党尽责、

爱国奉献、爱军精武、爱岗敬业。

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

巨大的精神力量。百年奋斗历程中，我

们党历经挫折不断奋起，历尽苦难淬火

成钢，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坚定理想

信念，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坚强革命意

志。从背着金条乞讨数年、千辛万苦寻

找党组织的刘启耀，到吃着草根棉絮、孤

身奋战至死不变节的杨靖宇，再到竹签

钉入指头、意志坚如钢铁而宁死不屈的

江竹筠……中国共产党人坚守理想、坚

定信念，勇往奋进以赴之、断头流血以从

之、瘅精瘁力以成之，绘就了一幅幅激越

沉雄的画卷，树起一座座永远不朽的丰

碑。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一名共产党

员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才能铸就“风雨不

动安如山”的定力、“惊涛骇浪不低头”的

脊梁、“石破不可夺其坚”的刚强，在各种

考验面前知行知止、知所趋赴；没有坚定

的理想信念，就会在复杂环境中迷失方

向、在巨大压力下退缩逃避、在糖衣炮弹

的轮番轰炸下缴械投降。

现在，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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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明确要求“我们一定

要继续考出好成绩，在新时代新征程上

展现新气象新作为”。越是目标宏伟、

挑战严峻，每名党员越需要保持崇高的

理想、如磐的信念，正确处理公私、义

利、是非、情法、亲清、俭奢、苦乐、得失

的关系，以自我革命精神不断改造自

己、提高自己、完善自己，在大是大非面

前做到旗帜鲜明、敢于亮剑，在大风大

浪和急难险重任务面前勇于挺身而出，

让理想信念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革命战争年代，检验一名共产党员

信念坚定不坚定，就看他能不能为党和

人民的事业舍生忘死，能不能冲锋号一

响立即冲上去。今天，衡量一名共产党

员的理想信念坚定不坚定，虽然很少遇

到血与火的考验了，但也有明确的标

准，就是要看他是否在重大政治考验面

前有政治定力，是否树立牢固的宗旨意

识，是否对工作认真负责，做到吃苦在

前、享受在后，是否在急难险重任务面

前勇挑重担，是否经得起权力、金钱、美

色的诱惑。这样的考验是长期的，很多

时候也是严酷的，是其一生都要面对

的。每名共产党员只有把日常工作的

表现当作理想信念的“磨刀石”，把关键

时刻的考验当作“试金石”，才能永葆政

治本色、党性纯色、共产党人底色。

理想信念的确立，是一种理性的

选择，而不是一时的冲动，光有朴素的

感情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深厚的理论

功底作支撑。对新时代的共产党员而

言，把理想信念作为终身课题常抓不

懈，就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

一，以科学理论为本，以先辈先烈为

镜，以反面典型为戒，不断筑牢信仰之

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既要

自觉学习党的创新理论特别是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使理

想信念建立在对科学理论的理性认同

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正确认识上；

又要主动对照党章党规党纪，用好批

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锐利武器，经常检

视自己的思想、行为和举止，及时掸去

思想上的灰尘、淬炼过硬的政治能力，

坚决守住做人、做事、用权、交友的底

线，做到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改

其心、不移其志、不毁其节。

理想信念只有见诸行动才有感召

力和说服力。陈云同志在《怎样做一个

共产党员》一文中提出，要“终其一生，

为他的信仰的实现而奋斗到底”。军队

广大党员是奋斗强军的主力军，尤须立

足本职岗位，把坚定的理想信念植入心

灵、融入岗位、嵌入实践，聚焦备战打仗

这个第一要务，紧盯制约转型建设重难

点问题，在研判形势、研究敌情中强化

使命忧患，在实战化训练中提升实战能

力，聚力攻坚克难，主动担当作为，持续

锤炼能打胜仗的本领，激扬为强军兴军

不懈奋斗的精气神，以实际行动诠释对

崇高理想的坚守、对如磐信念的践行。

（作者单位：91208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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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准备走大路、小路、直路

和弯路。”“走过白天是黑夜路，走过黑夜

是白天路，走过天涯还有路！”“走上坡

路、下坡路、岔路和斜路，还要准备走绝

路！”“走完绝路，我们再赶路！”近日，笔

者品读毛泽东同志在长征途中写下的

《行军告示》，除了为一代伟人挥斥方遒、

激情澎湃的定力魄力所震撼，也为红军

将士们坚定执着、视死如归、绝处逢生的

“行军”所折服，他们在漫漫征途中所展

现的克服困难、挑战极限、战胜强敌的精

神力量，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

人前赴后继，接续奋斗。

我们党从成立那天起，就踏上了惊

心动魄、荡气回肠的“行军”之旅，在革

命、建设、改革的一个个历史考场上，一

次次把紧航舵、拨正航向，向历史和人民

交出了一份份优异的答卷。进入新时

代，习主席郑重告诫全党，“‘考试’仍在

继续，所有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

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

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

好，努力交出优异的答卷。”百年栉风沐

雨，我们党赶考之心未变、答卷之笔未

停，“行军”之志也从未消减。当前，在向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新的赶

考之路上，我们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

为指引，立起踏平坎坷成大道、千锤百炼

亦坚韧的“行军”之志，向着实现中国梦

强军梦奋勇前进。

红军跨越重重险阻、踏破道道难关，

最终取得胜利，靠的是过硬的素质本领，有

“行军”之能。当前，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全面开启，我们比历史上任何

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我军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

信心和能力实现强军梦。在向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的伟大“行军”中，不可避免地会

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有许多“娄

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必须传承发扬我

军的优良传统，把红军将士的“行军”之能

学到手，把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压

倒、征服一切困难而不被困难所征服的战

斗本领磨砺好，以直面强敌的战略清醒保

持忧患之心，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意识补足

能力之短，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品质扛起神

圣之责，立足最困难最复杂情况备足后手，

确保在关键时刻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与

重托。

《行军告示》展现的红军将士在“行

军”中排除万难的胆量、百折不挠的胆

气、破釜沉舟的胆魄，是血性之勇、英雄

之气、钢铁之汉最形象化的体现，生动诠

释了“置之死地而后生”“踏平坎坷成大

道”“无限风光在险峰”的深刻内涵。逐

梦之路无坦途，破浪前行离不开破旧立

新、与时俱进，然而变革图强并不容易，

需要巨大的勇气和魄力。在新的赶考之

路上，我们须学习红军前辈“行军”中那

股敢于迎难而上的胆气，坚定“知其难为

而为之”的革命意志，树牢“虽九死其犹

未悔”的坚定决心和必胜信念，才能在遭

遇困境时突破重围、在濒临险境时绝处

逢生，始终斗志昂扬、豪情满怀、砥砺前

行，始终鼓起新时代革命军人逢敌亮剑、

勇往直前、不怕牺牲的血性胆气。

（作者单位：32182部队）

由《行军告示》说开去
■段君奉

海南黄花梨是制作家具的上佳材

料，而带有“鬼脸”者更加难得。“鬼脸”是

一个形象叫法，因树干历经风雨侵蚀后

留下的节疤横切面形似鬼脸，故得名。

这些疤痕处木质细密坚硬，让黄花梨树

干更加遒劲，得以成就极品木材。

树如此，人亦如此。人生不会一帆

风顺，免不了要遭遇磨难、遭受挫折。面

对磨难挫折，一些人之所以很难跨过去，

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自身能力素质

的局限。只要我们不断加强自我修炼，

多向自己发难，同弱项较劲，缩小差距、

弥补不足，成功的天平自然会向我们倾

斜。挫伤的背后往往暗藏着成功的机

遇。我们须善于学习他人长处，反省自

身不足，始终不抛弃、不放弃，及时总结

经验教训、不断改进提升，从而厚积成长

的养分、实现人生的超越。

结过疤的树干更遒劲，搏过风浪的

帆更坚韧。新时代革命军人只有永远

保持遇挫不折、愈挫愈强的顽强意志，

以自强不息、拼搏进取的姿态对待每一

次失意、克服每一次困难，才能不断锤

炼过硬素质、砥砺过硬作风，真正做到

“肩兹砥柱中流之责任”，成为强军兴军

的栋梁之材。

结过疤的树干更遒劲
■张顺利 靳盛皓

●实践出真知，实践长真才，
官兵只有经过实践历练特别是艰
苦复杂环境的锻炼、急难险重任务
的摔打、岗位实践经验的积累，才
能成为堪当强军重任的栋梁之材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人才工作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加强实践历

练，鼓励引导官兵在火热军事实践中

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为

我们指明了人才培养的路径方法。实

践出真知，实践长才干，官兵只有经过

实 践 历 练 特 别 是 艰 苦 复 杂 环 境 的 锻

炼、急难险重任务的摔打、岗位实践经

验的积累，才能成为堪当强军重任的

栋梁之材。

“人才自古要养成，放使干霄战风

雨。”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风吹雨打，唯

有多磨、勤练，捧过“烫手山芋”，参加过

军事斗争准备实践，应对过各种复杂局

面，才能培养出真正优秀的军事人才。

要在多岗位上历练。一个人长期

在一个岗位上工作，很容易产生思维定

势，缺乏开拓创新意识与魄力，造成技

能单一、能力退化；很容易产生职业倦

怠，失去激情，变得不思进取。人在面

临一个陌生的环境时，大都会产生紧张

焦虑的心理，想尽快适应新环境。轮岗

换岗锻炼，能让官兵在新岗位上感受新

情况、新压力，催生提高本领的紧迫感，

自觉加强学习；能让官兵突破条条框框

的羁绊，增长见识、积累经验、丰富阅

历；能让官兵在换岗中看到问题和不

足，防止问题积累，同时进行自我修正

完善，进而提高综合能力。培养军事人

才，更加需要让官兵多经历几个吃劲岗

位的历练，丰富工作经验，培养综合全

面素质。

要在艰苦环境中历练。艰难困苦，

玉汝于成。环境越是艰苦，越能磨练人

的品质；环境越是复杂，越能考验人的

能力。一个人如果不经历必要的磨难，

就没有能力抵抗风吹浪打，更难以在关

键时刻经受住考验。军事领域是竞争

和对抗最为激烈的领域之一，更加需要

应对挑战的意志和战胜困难的能力。

一名干部要想扛得了重活、打得了硬

仗、担得起重任，就必须不断“苦其心

志”，经历千锤百炼，真正锻造出能打胜

仗的高强本领。

要在解决矛盾问题中历练。刀在

石上磨，人在事上练。在实践中解决矛

盾问题是一个人成长成才的必由之路，

越是条件艰苦、困难大、矛盾多的地方，

越能磨练人、成就人。官兵成长要不怕

挑担子，多到一线去摔打，在承担任务

中接地气；多当几回“热锅上的蚂蚁”，

在干事中增长本事、在历练中变得成

熟。对官兵多磨勤练，就要让他们多到

那些矛盾多、困难大、任务重的地方，多

经历一些大事要事、急事难事，在困难

逆境中看意志、在挑战考验中看本领，

在各种环境下接受必要的锻炼，为今后

更稳健的成长成才打牢基础。

多磨勤练出人才
■汪光鑫

从身边事看修养

谈 心 录

20 多岁的小王，是远近闻名的“书

虫”。他家我去过，有自己的书房，藏书

不下千册。关键是他不把这些书当摆

设，大部分业余时间都用来读书，许多

书的章节，特别是一些经典语句，他都

能记诵如流。可是我发现，当遇到具体

问题时，他却常常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我不禁纳闷：他读了那么多书，都读到

哪里去了呢？

当代社会，人们越来越看重读书，多

读书当然好，但是不是书读得越多越有

成效呢？从小王的经历看，也不尽然。

他 虽 然 没 有 把 书 当 成 炫 耀 自 己 的“ 装

饰”，也不是只藏书不看书，却也只是看

了而已，没有变成自己的能力。清代学

者袁枚认为，读书如吃饭，善吃者长精

神，不善吃者生痰瘤。若只读书而不注

重吸收运用，虽不至于生痰瘤，却也不会

长精神。

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写道：

“胸中所读之书，字字皆吐光芒。”但要把

书读出光芒来，却也不是易事。首要的

是会选择。当今世界，书籍浩瀚如海，一

个 人 的 精 力 有 限 ，不 可 能 读 完 所 有 的

书。因此，读书必须有所选择。要选择

与工作有关的书，以提高工作能力；选择

与修养有关的书，以强化涵养修为；选择

与历史有关的书，以继往开来、汲取力

量。关键的是要有思考。不要以为只要

读的是好书，就会有收获。即使天天登

泰山，日日泛东海，若没有思考，也只不

过是“泰山上之一樵夫，海船上之一舵工

而已矣”。只有思考，才会有鉴别，以存

真实弃虚假；只有思考，才会有取舍，以

弃糟粕取精华；只有思考，才会有继承，

以承古义创新篇。重要的是要善运用。

这是读书的目的之所在，经常运用所读

之书上的理论指导实践，推动实践发展

前进，更能激发对读书的诉求；经常用实

践来检验所学理论的功用，加强理解消

化吸收，以调整读书的方向，更好地从书

中获取教益。

若有万卷书而不读，只不过是个书

橱而已；若是读而不思，也不过是个书袋

罢了；若是读而不用，那读再多的书也只

是装点门面。只有读而思、思而用，才能

把书读出光芒来，不负阁中的藏书，不负

读书的光阴。

把书读出光芒来
■许洪昌

由弯曲的墙壁和一级级踏板组成

的螺旋楼梯，一圈一圈蜿蜒向上。在往

上走的过程中，目之所及是陡峭的台

阶，一眼望不到头；但若换个角度，自上

而下俯视，就会看到不一样的景致。

成长之路便如攀登这样的旋梯，在

前进过程中，如果我们只盯着眼前的

“台阶”，视野受到局限，久之就会感到

疲倦厌烦，丧失向上的动力和进取的劲

头。但是，如果转换一下视角，提高站

位看待人生境遇，就不会困顿于一时得

失，就能明白艰辛曲折是人生常态，只

要坚持向上不停步，终能攀到事业顶

峰，领略成功喜悦。

旋梯韵律—

视角一变心地宽
■宁运河/摄影 郭子涵/撰文

●许多事实表明，“下不为例”
还会有“下例”。以“下不为例”为
名行迁就之实，无疑是对“下还为
例”“屡有下例”的推波助澜

下不为例，《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

“只通融这一次”。在一个单位的建设

管理中，一次破坏规矩或犯错误的行为

被原谅后，是否能够真正做到“下不为

例”？未必是这样。

许多事实表明，“下不为例”还会有

“下例”。以“下不为例”为名行迁就之

实，无疑是对“下还为例”“屡有下例”的

推波助澜。这个“口子”一开，规章制度

往往会变成可伸缩的“弹簧”。

“下不为例”不仅是对制度的损害，

也是对违纪者的纵容，对公平环境的破

坏。现实中，有的人觉得一些事可以

“下不为例”，便在思想上埋下不良根

源，由此失去敬畏，一次次放纵行为，最

后将纪律规定抛诸脑后，肆意妄为；有

的以“下不为例”为“护身符”，违反了制

度规定还心安理得，不断拉低自己的底

线，有损自身的形象，最后难逃违纪的

结局。

正因为有一次次的“下不为例”，

才会在遇到棘手问题和急难险重任务

时 出 现“ 打 折 扣 、讲 价 钱 、搞 变 通 ”现

象；正因为有一次次的“下不为例”，一

些人才会慢慢放松自我要求，做出损

害公平正义的事，失去群众的信任；正

因为有一次次的“下不为例”，违规违

纪问题才不断发生，导致现实悲剧一

再上演……

古人云：“守身如玉当慎初。”作为

新时代的官兵，应善于和敢于向“下不

为例”说“不”，彻底根除侥幸心理，摆脱

盲从心态，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决不

开“口子”。不但自己不搞“下不为例”，

而且不让他人“下不为例”，坚决维护好

制度的权威性，切实保证依法治军、从

严治军的刚性实施。

不搞“下不为例”
■尚佳伟 杨大蒿

●只有读而思、思而用，才能把
书读出光芒来，不负阁中的藏书，不
负读书的光阴

●始终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始
终豪情壮志、砥砺前行，始终鼓起革
命军人逢敌亮剑、勇往直前、不怕牺
牲的血性胆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