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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中哲丝

方 法 谈

书边随笔

知行论坛

谈 心 录

●青年官兵既应把大事难事
急事当成磨刀石，又要把平凡日
常工作当作必修课，不断积累经
验、磨练心性、走向成熟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人才工作会议

上强调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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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重要指

示，既是对各级党委全方位培养使用

人才提出的明确要求，也是对广大官

兵的激励和鞭策。广大官兵特别是青

年官兵只有胸怀理想抱负，积极投身

急难险重任务的磨练、基层艰苦环境

的锻炼、吃劲要紧岗位的历练，才能练

就抗挫抗压的宽肩膀、苦干实干的真

本领，把自己锻造成为德才兼备的高

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

多经事方能成大事，犯其难方能

图其远。纵观新中国成立之初授衔的

千余名将帅，哪一位不是在艰苦岁月

中历练成长起来的？再看近年来涌现

的戴明盟、满广志、蒋佳冀、张超等矢

志打赢、能谋善战的强军先锋，哪一个

不是在千锤百炼中摔打出来的、在火

热实践中磨砺成才的？无数事例证

明，越是复杂环境，越能使官兵的意志

品质得到锻炼和考验；越是艰苦岗位，

越能提升官兵的综合素质和能力。青

年官兵多经历几番风吹浪打、多捧几

次“烫手山芋”，经受住各种各样的斗

争考验，勇于打硬仗、扛重活、攻难关，

就必定能壮筋骨、长才干，从而拥有更

广阔的舞台、创造更突出的业绩。

“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

溪，不知地之厚也。”现实中，绝大多数

官兵能够知责于心、担责于肩、履责于

行，但不可否认，也有少数官兵干工作

拈轻怕重，不愿、不想、不敢到难干的岗

位上摔打，特别是面对相对复杂、艰难

和需要担风险的事，要么推卸退缩，要

么叫苦叫累。然而，人才的成长规律往

往是，没有经历苦和累、血与火的考验，

难以磨砺钢铁般的意志；经受不住挫折

和煎熬，就不会获得有益的经验，难以

成长成才。不管是苦地方、险地方，还

是难任务、重任务，都是砥砺初心、考验

担当、增长才干的大好时机、重要舞

台。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们理应把

大漠风沙、海岛风浪等艰苦环境当作对

意志品质特有的磨砺，把高强度的训

练、高标准的备战、高承压的任务当作

成长成才必经的途径，不断实现能力提

升、事业进步。

军队为打仗而存在，军人以打赢

为天职。战场上每一分制衡强敌的胜

算，都有赖于平时一招一式的锤炼、一

点一滴的积淀。对每名官兵而言，无

论身处哪个岗位、担任什么职务，都应

永葆对奋斗强军的热情、对胜战使命

的激情，辩证看待和处理好苦与乐、得

与失、当前与长远、个人与大局的关

系，始终瞄准强敌对手、紧盯未来战

场，抓紧锤炼岗位必备、战位急需的能

力素质，真正在深化军事斗争准备中

练本事强能力，在完成急难险重任务

中练意志强作风，在遂行重大军事行

动中练血性强胆气，持续激发舍我其

谁、敢打必胜的精气神。

过硬本领不是与生俱来的，锤炼本

领也无捷径可走。在火热军事实践中

历练成才，成才是目标、是追求，历练是

途径、是载体。青年官兵既应把大事难

事急事当成磨刀石，又要把平凡日常工

作当作必修课，不断积累经验、磨练心

性、走向成熟。要自觉练意志，勇于到

重大军事行动中经受砥砺，在危局困局

险局中摔打磨练，切实在高强度、长时

间、艰苦环境下突破自我、挑战极限；扎

实提能力，认真学习同本职工作相关的

新知识新技能，把每次训练都当成战场

的预演，进一步练精手中武器、练强专

业技能、练就制胜本领，提高面临逆境

越挫越勇的适应能力、应急处突临危不

乱的应变能力；涵养大胸襟，持续强化

事业心责任感，干一行、爱一行、钻一

行，坚持从基础做起、从基层起跳，敢于

向问题开战、向难题挺进，着力提升爱

岗的境界，立起敬业的标准，用“辛苦指

数”提高战斗力的“生成指数”。

“路不险则无以知马之良，任不重

则无以知人之德。”身处强军兴军时

代，每名官兵都应秉持“只顾攀登莫问

高”的奋斗姿态，担当起时代赋予我们

的使命职责，选择到军事斗争一线、到

最能磨砺人才的艰苦岗位建功立业，

脚踏实地做好每一件事情，认认真真

完成好每一项任务，真正以非凡毅力

下非凡功夫、创非凡业绩，为强军兴军

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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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和谐

●慎独，是一种灵魂深处的修
养，是一个人内心对道德的推崇和
对法纪的敬畏

慎独，出自《礼记·中庸》：“君子戒慎

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

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每个人

都要面对万千种诱惑与考验，也须有万

千条准则和底线。慎独，就是在独处

时、无人监督时，能够抵得住诱惑、耐得

住寂寞，自觉遵守各种道德和行为准则，

严于律己、谨慎做事，做到知行合一。

慎独作为一种修养品格，历来为人

们所重视和推崇。南宋陆九渊说：“慎

独即不自欺。”清代林则徐在居所悬挂

一块醒目的匾额，上书“慎独”二字，以

警醒、勉励自己。慎独于修身、于人生，

有着重要作用和意义，同时也体现一种

人生智慧，正如一位智者所说，“当我打

开的时候，就是我锋芒毕露的时候，需

要我去表现自己，展现自己的能力，无

需谦虚。当我闭合的时候，也是我掩盖

锋芒的时候，慎独慎行”。

慎独，是一种灵魂深处的修养。做

到慎独，要面对的是自己，是与自己内

心的坦诚相见。一个人能够做到慎独，

自我反省时不会感到愧疚，内心自会平

静、安定，在日常生活中提纯自我、修养

自我、完善自我，使自己的灵魂得到净

化，思想获得升华。

慎独，是一个人内心对道德的推崇

和对法纪的敬畏。自修之道，莫难于养

心；养心之难，又在慎独。东汉杨震面

对故人送来的十斤黄金和“暮夜无知

者”的劝说，以“天知，神知，我知，子知，

何谓无知”果断却之，守住了自己无愧

于心的人格操守和道德标准，因而流芳

百世。多数情况下，慎独需要与私心斗

争、与贪欲较量。一个诚实正直、严格

自律的人，心中会常存底线，对道德和

律令能时刻充满敬畏。达到这种境界

的人，才能做到五光十色中纤尘不染、

诱惑考验面前刚正不阿。

慎独不是一阵子的坚持，应是一辈

子的坚守。作为从政修身的重要品质，

慎独对党员领导干部来说尤其重要。

只有做到了时时自警、处处自律、常常

自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放

纵、不越轨、不逾矩，内心才能获得真正

的安定和富足，才能通过修养慎独功

夫，让自己拥有一颗淡定的从容心、一

颗积极的事业心、一颗律己的敬畏心，

真正做到慎独而心安、心安而自得、自

得而无虑。

慎独，则心安无虑
■李永胜

●严守规矩、不逾底线，追求
“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的境界
格局，做一个一心为公、一身正气、
一尘不染的人

习主席指出，干部要“明辨是非善

恶，追求健康情趣，不断向廉洁自律的

高标准看齐，做到心有所戒、行有所止，

守住底线、不碰高压线”。一事当前，心

有所戒、行有所止，才能不为物役，始终

立于不败之地。

“人生之善止，可防危境出现，不

因功名而贪欲，不因感极而求妄。”面

对欲望，当懂得适可而止；如果任由欲

望滋长，最终必然会在欲望的泥潭里

越陷越深、不能自拔。有这样一个故

事，一只老鼠掉进了一个半满的米缸，

它在里面吃了睡、睡了吃，日子一天天

过去。老鼠也曾想跳出米缸，但终究

没能抵挡住大米香喷喷的诱惑。直到

有一天米缸见底了，它才发现想跳出

去已经无能为力。现实中，一些人之

所以也犯这只老鼠一样的错误，就在

于不懂得“知止”，心无所向，也不知道

内心应遵循什么，如此很容易走上歧

路，葬送了前途。

明 代 官 吏 曹 鼎 ， 在 任 泰 和 典 史

时 ， 负 责 维 持 治 安 、 缉 捕 盗 贼 。 一

次，他从外地押解一名女贼回城，夜

宿荒郊野庙。晚间，女贼使出浑身解

数相诱，曹鼎为遏制欲念，便在纸上

写下“曹鼎不可”四字，贴在墙上。

一夜之间写了烧、烧了写，反复数十

次，终于等到天亮。这个故事之所以

被后人一再提起，不在于它的传奇色

彩，而是它给人以警示，告诉我们制

欲知止的重要性。

行有所止，就要知敬畏。古人说：

“凡善怕者，必身有所正，言有所规，行

有所止，偶有逾矩，亦不出大格。”只有

心存敬畏，方能行有所止。人一旦心

无所止，没有了敬畏之心，就会肆无忌

惮、为所欲为。纵观那些落马的贪腐

分子，不少人为官之初都能谨慎做事、

克己奉公，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职位的

变化，逐渐失去了敬畏之心，便难挡腐

朽东西的侵蚀，难抗各式各样的诱惑，

一步步滑向违纪违法的深渊，终致身

陷囹圄。对党员干部而言，心有所畏，

就不会越雷池半步，就能懂得知止，守

住纪律规矩的底线，明白什么事能做，

什么事不可为。

行 有 所 止 ，就 要 养 定 力 。“ 知 ”而

后“ 止 ”，靠 的 是 定 力 。 我 们 常 说“ 骥

走崖边须勒缰，人至官位要缚心”，这

里 所 说 的“ 缚 心 ”就 是 定 力 的 体 现 。

对 党 员 干 部 而 言 ，定 力 是“ 暮 色 苍 茫

看 劲 松 ，乱 云 飞 渡 仍 从 容 ”的 清 醒 沉

着，是“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

岩 中 ”的 镇 定 自 若 。“ 高 飞 之 鸟 ，死 于

美 食 ；深 泉 之 鱼 ，死 于 芳 饵 ”，党 员 干

部 一 旦 思 想 松 懈 ，就 会 缺 乏 定 力 ，就

容 易 在 各 种 错 误 思 想 面 前 失 去 免 疫

力 ，在 利 益 和 诱 惑 面 前 失 去 抵 抗 力 。

只有时刻拧紧理想信念的“总开关”，

练就拒腐防变的“金钟罩”，才能遇事

有定力，守住底线，不越红线，远离高

压线。

行有所止，就要明得失。人生总会

面对各种得失，如何看待得失，影响着

党员干部的取舍，考验着党员干部的党

性。“当官发财两条道，当官就不要发

财，发财就不要当官。”对于党员干部

来说，必须树立正确的得失观，坚决剔

除功利之心，坚决在利益诱惑面前说

“不”，始终光明磊落、克己奉公，如此

才能身正行端，收获累累硕果。而那些

贪 婪 无 度 的 人 ， 常 常 精 算 个 人 的

“得”，罔顾国家的“失”，自以为得到

了很多，其实是最大的“失”，到头来

终将一无所有。只有明得失，才能懂得

适时止步，不走歪路、邪路、绝路，才

能在光明的大道上行稳致远。

常言道，知易行难。“行有所止”并

不是什么深奥道理，但难就难在一些

人知道做不到，不能知行合一。党员干

部修养身心，做到正心明道、怀德自重，

最基本的就是把“止”字扎根于内心、落

到行动上，严守规矩、不逾底线，追求

“ 为 大 公 、守 大 义 、求 大 我 ”的 境 界 格

局，做一个一心为公、一身正气、一尘

不染的人。

行有所止，方不逾矩
■张汉铎 孙家斌

●一个人只有始终不忘本，人
生之路才能走得稳、走得远，拥有光
明未来

陈毅元帅《手莫伸》一诗中，有一句

令我深有感触：“第一想到不忘本，来自

人民莫作恶。”何谓“本”？“本”者，草木

之根也。如果草木没有了“本”，便难以

生存。人也一样，“本”丢了，亦难以立

于天地间。一个人只有始终不忘本，人

生之路才能走得稳、走得远，拥有光明

未来。

不忘本，就要不忘初心。欲事立，须

是心立。初心看不见、摸不着，却能够真

切感受到。不忘初心，就能为干事创业

注入强大动力。“草鞋书记”杨善洲不忘

初心，辛勤植树 22 年，为人民群众筑起

一座绿色丰碑；钟扬教授不忘初心，为援

藏事业倾尽心血，用生命之光点亮“种子

梦”……纵观百年党史，无数共产党人初

心不变、始终如一，以实际行动践行着入

党时的誓言。一名共产党员能否守住初

心，关键要看经过岁月洗礼后，是不是依

然纯粹，经历风浪考验后，是不是依然坚

定。要做到不忘初心，就须时刻把党的

宗旨牢记心间，时刻不忘自己的“第一身

份”，多想想党旗下的誓言，多想想入伍

时的庄严承诺，始终守住共产党人的精

神高地，在不忘初心中迸发出强劲的奋

进之力。

不忘本，就要坚守本职。干好工作

是立身之本。新时代的党员干部都应具

备爱岗敬业的基本品质。无论在任何时

候任何情况下，党员干部都不能忘却使

命、贻误本职，不能成为无所事事的

“ 佛 系 干 部 ”、 不 求 上 进 的 “ 守 成 干

部”、碌碌无为的“躺平干部”，而要常

怀“昼无为、夜难寐”的事业心责任

感，把岗位当成战位，视使命重于生

命，尽心尽力把本职工作干实、干好、

干出精品。特别是面对急难险重任务

时，纵然“肩扛千斤”“背负万石”，也

能毫不犹豫、责无旁贷地挺身而出，用

心谋事、主动干事、担当处事、奋力成

事，把个人对理想的追求、对成功的期

待，自觉融入奋斗强军的具体实践，更

好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不忘本，就要保持本色。每到危急时

刻、紧要关头，那些优秀的共产党员总是

不怕牺牲，勇挑重担，负重前行。能不能

在矛盾困难面前敢抓敢管、敢作敢为，能

不能在名利诱惑面前站稳脚跟、毫不动

摇，是对党员干部本色的有力检验。60多

年深藏功名的“人民功臣”张富清，战争年

代冲锋在前，和平时期默默奉献，一生本

色不变，赢得世人景仰，成为时代楷模。

新的赶考路上，面对前进中的险滩、激流、

暗礁，党员干部应拿出“敢为天下先”的拼

搏锐气，以“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精神，

勇挑重担子，敢啃硬骨头，多钻“矛盾窝”，

多接“烫手山芋”，把共产党人的本色擦得

更亮，以实际行动交出不负党和人民的合

格答卷。

（作者单位：武警部队参谋部）

“第一想到不忘本”
■刘德成

群众性自我教育作为实施思想政

治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越来越受到部

队各级重视和广大官兵认可。在实践

中 笔 者 感 到 ，采 用 分 享 的 方 法 开 展 教

育，是对群众性自我教育的一种有益探

索，尤其是面对部队“00 后”士兵比例逐

年攀升的现实情况，过去管用的“三板

斧”在时代特点鲜明的新生代官兵中已

很难达到预期，尝试采用分享的方式开

展教育，往往能达到很好效果。具体来

讲，就是发动官兵人人当教员，变“一言

堂”为“群英会”，用干部人人登台讲课、

战士个个上台发言，提升教育参与度；

变“大锅饭”为“小灶台”，用兴趣小组等

群 众 性 组 织 提 升 教 育 新 鲜 度 ；用 板 报

组、宣讲组、文化队等灵活机动的特色

小组提升教育覆盖度。

在升华传统中求突破，用分享走进

官兵。理论灌输、宣讲辨析、实践整改等

教育的传统方法，既要吸收精髓真用，更

要立足时代活用。在分享筹划上，内容

框架怎么设、分享活动怎么搞、实际成效

怎么判，要让官兵这个“需求侧”参与其

中，常态召开“诸葛亮会”，倾听官兵声

音，通过教育“供需”良性循环，把教育的

发力点找得更准。在分享模式上，需要

注重借鉴和使用各种渠道的教育资源和

各种模式的教育手段，关注热点、贴近官

兵，多从身边人身边事中挖掘素材，与官

兵拉近心理的距离。

在关照个性中求共鸣，用分享引领

官兵。多样化的时代必然孕育个性化的

官兵，开展分享教育就要把握共性、尊重

个性，以创新的举措提高教育针对性。

通过主题大家定、观点大家辩、答案大家

找等模式，让官兵人人上台，当好分享主

角。通过开展“沉浸式”教育，着眼于提

升战斗力，以经验“分享会”的形式，让官

兵在训战一线交流心得、感悟使命、强化

担当。注重用好抢险救援、抗击疫情、备

战打仗等任务中涌现出的各类典型，用

他们生动的模范事例、高尚的思想境界

感染激励官兵。

在多维互动中求拓展，用分享赢得

官兵。分享教育的目的是打开自我教

育、自主提升的大门，需要丰富个性化

表达、可视化呈现、互动化传播的分享

载体。准确把握“网生代”官兵新特点，

用好信息网络新平台新技术，让“互联

网+”激活分享教育新模式。积极搭建

军地共享的教育“云平台”，丰富分享教

育“ 云 资 源 ”，不 断 增 强 分 享 教 育 的 宽

度 。 同 时 还 要 注 重 分 享 内 容 的“ 正 能

量”，注重导向和引领，让分享教育有深

度、有“温度”、“接地气”。

（作者单位：武警阜阳支队）

“分享教育”走心入脑
■王玉坤

●采用分享的方法开展教育，是
对群众性自我教育的一种有益探索

冰天雪地中，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

支队组织官兵进行擒敌对抗训练。严寒

的天气挡不住官兵高昂的士气，他们自

觉接受严格的训练和冰雪的磨砺，在从

难从严中强壮筋骨。

没有谁天生就是强者，强健的筋骨

是反复磨砺的结果。无论是弹无虚发

的神枪手，还是屡破纪录的训练标兵，

都是在日积月累的磨练摔打中实现升

华的。

磨 砺 的 过 程 充 满 艰 辛 ，常 常 要 直

面 各 种 挫 折 挑 战 。 以 坚 毅 执 着 战 胜

了 挫 折 挑 战 ，就 能 收 获 成 长 。 所 以 ，

我们当以百折不挠、吃苦耐劳精神不

断奋起。这样才能在关键时刻有过硬

表现，一步一步走向成功。

冰天雪地练硬功——

磨砺壮筋骨
■蔡霖伟/摄影 李 楠/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