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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正值年终总结。在总结中

查 找 问 题 、找 准 问 题 是 为 了 吸 取 教

训、解决矛盾，进而把明年的工作做

得更好。每个人和每个单位的问题

千差万别，既要善于发现“年年解决

年年有”的问题，也要客观面对新出

现的问题，坚决杜绝凭主观臆断“造”

问题的现象。

在 年 终 总 结 中 ，有 的 人 总 是 先

考 虑 是 否 有 利 于 本 单 位 的 利 益 ，是

否 有 利 于 个 人 成 长 进 步 ，担 心 真 找

出 问 题 了 会 影 响 单 位 形 象 ，具 体 原

因 查 深 了 会 影 响 个 人 进 步 。 因 此 ，

就 编 造 出 两 三 条 不 痛 不 痒 、含 糊 不

清 的 问 题 应 付 了 事 。 这 些“ 造 ”出

的 问 题 ，乍 一 看 好 像 是 在 谈 问 题 ，

细琢磨什么问题也没谈。

常言说：找不出问题才是问题。看

不到差距，目标就会迷失；弄不清问题，

发展就会跑题。轻描淡写，问题“秀”得

再多也无益；找准症结，揪住真问题扎

实整改方能取得进步。各级要对年终

总结中罗列的问题逐一核查，去伪存

真，确保问题的精准度，并就解决问题

制订切实可行的计划，在不断发现和解

决问题中推动部队全面建设。

年终总结不能“造”问题
■李新胜

通过理论学习，结合各自的工作

实际和思想认识，认真总结经验，切实

查找不足，把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悟写

出来，是检验学习效果的好方法。

然而，有的人把写心得体会当作

应付差事，相互抄袭，甚至“改头换面”

后交差了事，既不走“心”又无所“得”，

于实际工作没有任何意义；有的单位

对心得体会篇数、字数作了硬性规定，

导致一些官兵为完成规定的篇数、字

数，常常东拼西凑，心得体会空话连

篇，触及不到思想。这种风气实在要

不得。

学 习 赢 得 未 来 ，学 风 反 映 作

风 。 心 得 应 当 写 出 自 己 真 感 受 ，千

万 不 能 助 长 抄 袭 歪 风 ，丢 掉 了 勤 于

思 考 的 学 风 。 当 前 ，学 习 贯 彻 党 的

十 九 届 六 中 全 会 精 神 正 在 深 入 展

开，领导干部要积极引导官兵围绕学

习 主 题 、内 容 在 笔 记 本 上 留 下 真 钻

研 、真 学 习 的 记 录 ，留 下 勤 动 脑 、勤

动手的痕迹，让每一篇学习心得都成

为锻炼思维、增长才干、指导工作的

“干货”“硬货”。

学习心得当写“真”感受
■郭龙佼 张利琼

1943 年，冀南抗日根据地斗争异常

艰苦残酷。时任冀南区党委书记、行署

主任兼冀南军区政治委员的宋任穷，团

结带领干部群众，积极组织生产自救。

没有食盐，大家就把盐碱地上的硝盐刮

起来，放在缸子里加水熬了当盐吃；缺少

粮食，许多牲口饿死了，宋任穷就和战士

们经常饿着肚子拉犁。由于长期耕地，

宋任穷累得一再吐血。正是凭着顽强的

革命意志和乐观主义精神，发扬吃大苦

耐大劳的光荣传统，宋任穷率领干部战

士和冀南人民咬紧牙关一起度过最艰难

的时期。冀南老百姓亲切地称他是“咬

牙干部”。“咬牙”二字，生动展现了共产

党人面对困难不低头、身处逆境斗志坚

的风骨和品格。

人们常说，“困难就像老鼠，听见脚

步声就吓跑了”。做人也好，做事也罢，我

们常常会遇到许多困难，是选择迎难而

上，还是踌躇不前，甚至打退堂鼓，往往

决定了人生的高低、事业的成败。邓小平

同志曾说：“共产党员的特点是越困难越

有劲、越团结。”越是艰难险阻，越是咬紧

牙关；越是困难重重，越是战斗到底，直

到冲破难关、取得胜利，是我们共产党人

一以贯之的政治品格，也是党和国家事

业不断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很多时候，“咬牙”是一场与自己的

战斗，体现的是一种坚定的革命意志、顽

强的战斗作风。开国少将左齐早年在战

斗中失去右臂，不但没有消沉，反而写了

首小诗给左臂“打气”，告诉它“你应该负

起责任”。随部队来到南泥湾，他不方便

参加生产，就主动做烧饭、送饭等后勤工

作。他忙碌的身影极大感染鼓舞了战士

们。焦裕禄在兰考工作期间，每次肝病

发作痛得受不了时，就随手拿起一个硬

东西顶在肝部。时间长了，藤椅上留下

一个窟窿。身体上的病痛、精神上的压

力，对共产党人来说“是太小的考验”，因

为“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共产党人

有一身“硬骨头”。面对困难挑战，紧咬

牙关、坚持到底，正是共产党人获得升华

与超越的武器。

“行百里者半九十”，“咬牙”还是一

种干事成事的重要方法。一项事业、一

件工作干到最艰难的时候，往往也最需

要咬紧牙关。一旦坚持下来，就容易突

出重围、打开局面。“人民科学家”叶培建

有一句名言：“‘要做个可怕的人’，就是

让困难怕你。”叶培建举例说：“嫦娥一号

探月……困难是很多的，但是你只要去

攻它，它都让位给你。”烈日下，袁隆平一

次次潜心试验，以汗水浇灌杂交水稻；风

雨中，南仁东一趟趟勘探重峦洼地，为

“中国天眼”选址殚精竭虑；病房里，林俊

德头冒虚汗，用生命的最后时间整理出

宝贵的科研资料……奋斗者的经历表

明：“咬牙”是事业成功的序曲，多一些

“咬紧牙关”，我们必能闯关夺隘，不断取

得新的更大成绩。

作为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面

对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敢于“咬牙”，

还意味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息

尚存、战斗不止”的血性胆魄。定陶战

役攻击大杨湖之敌，我军苦战一夜，弹

药耗尽，伤亡较大。面对强敌顽抗，刘

伯承司令员强调：“我们困难，敌人更困

难；敌人顽强，我们要更顽强！”我军把

机关干部、炊事员、饲养员都组织起来，

用刺刀和从敌人尸体上捡来的子弹、手

榴弹，发起最后一次攻击，仅用 5 分钟便

迫敌缴械投降。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晋

中战役中，攻打运城的部队连续两次进

攻受阻。危急关头，徐向前发出“坚持

最后 5 分钟”的战斗命令。在这一命令

的感召下，攻城部队军威大振，官兵斗

志昂扬，一鼓作气取得了运城、临汾等

战役的胜利。无论面对怎样的对手，遭

遇 多 大 的 挑 战 ，我 们 都 应 牢 记 ，再“ 咬

牙”坚持一下，转机就会出现、奇迹就会

发生、胜利就会到来！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

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韧者笃行，韧则

行远。生逢大有可为的新时代，只要我

们立志高远、脚踏实地，蓄积坚韧之力，

勇当“咬牙干部”，就能战胜前进道路上

的一切艰难险阻，就能创造属于新时代

的光辉业绩。

勇当“咬牙干部”
■白江海

大党之大，不仅仅在于体量大、块

头大，更在于胸襟大、担当大。

11 月 29 日，在中非合作论坛第八

届部长级会议上，中国郑重承诺将再向

非洲提供 10 亿剂新冠疫苗，其中 6 亿剂

为无偿援助，4 亿剂以中方企业与有关

非洲国家联合生产等方式提供。实实在

在的中国贡献背后，是胸怀天下的中国

理念。

天下无外，人类大同。中华民族

历 来 讲 求 “ 天 下 一 家 ”， 主 张 民 胞 物

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大

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当

中华民族赓续数千年的追求向往遇见

马克思主义，二者紧密结合，便造就

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天下情怀，也

为 这 个 世 界 注 入 了 不 一 样 的 精 神 力

量。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

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把“坚持胸怀天

下”作为党的十大宝贵历史经验之一

进行了专门总结，深刻阐明了中国共

产党关于中国对外事务和国际问题的

基本价值取向、思维框架、对外战略

等 重 大 的 原 则 性 态 度 、 立 场 和 观 点 ，

为我们当前和未来的国际交往提供了

思想指引和行动指南。

胸怀天下者方可成大业。中国共产

党一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

理想和最终目标，把为人类和平与发展

贡献力量作为自己的追求，始终胸怀天

下、立己达人。从带领中国人民翻身做

主人到支持援助世界各国被压迫民族解

放事业；从发展经济、消除贫困、改善

民生到推动国际减贫事业，让更多国家

和地区搭乘中国发展快车；从高质量

“一带一路”建设，为伙伴国家插上发

展的翅膀到签署 《巴黎协定》，为全球

应对气候变化采取有效行动……100 年

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中国人民和世界各

国人民命运与共，在世界大局和时代潮

流中把握中国发展的前进方向、促进各

国共同发展繁荣，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

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

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正如习主席

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

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胸怀天

下，深刻把握人类社会历史经验和发展

规律，从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出

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倡

议，科学回答了“世界向何处去、人类

怎么办”的时代之问，是新时代中国共

产党人世界情怀和责任担当的集中体

现。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

界才更好。一个负责任有担当的大党、

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中国，是世界的机

遇和福祉。一支强大的中国军队，是维

护世界和平稳定、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坚定力量。

“铁肩担道义，执戈卫和平。”放眼

世界，中国军队始终是维护地区和世界

和平的重要力量。中国已连续派出维和

人员 5 万余人次，先后参加近 30 项联合

国维和行动，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最

大维和出兵国。在马里的枪林弹雨中，

在南苏丹武装冲突中，一批批中国维和

官兵“枕着枪声入眠”，在异国他乡肩

负起保卫和平的神圣使命；在海盗猖獗

的亚丁湾、索马里海域，中国海军护航

编队有力维护着海上国际通道安全，让

“最危险海域”重新成为“黄金航道”；

在埃博拉病毒肆虐的西非，中国军队第

一时间派出医务人员抗击疫情；和平方

舟 号 医 院 船 到 访 40 余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

为 23 万多人次提供医疗服务，成为当

之无愧的生命之舟、健康之舟；还有扫

雷排爆、筑路修桥、救灾纾困……危难

时刻，中国军队一次次挺身而出、一次

次全力以赴，彰显了中国军队不仅是威

武之师，也是和平之师、正义之师、文

明之师。

世界和平不可分割，人类命运休戚

与共。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

交织叠加，国际格局加速演变，动荡调整

还在持续。中国军队将以实际行动，贯

彻落实习主席关于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

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倡导树

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

在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和防御性国防

政策指导下，不断探索服务各国人民的

方式方法，为维护世界和平提供更多公

共产品。

大道行思，取则行远。胸怀天下，

是共产党人的气魄与胸襟，是我们党百

年奋斗的经验总结，更是党开启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向世界作出的

铿锵宣言。“坚持胸怀天下”的中国共产

党，必将迎来更多尊重，与一个更加美

好的未来。在党的绝对领导下，人民军

队必将初心不改、使命在肩，继续做世

界和平的维护者，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胸怀天下 立己达人
——珍惜党的历史经验走好新的赶考之路⑥

■李明德 赵 琛

抗美援朝战场上，志愿军部队提出

了“钻进去，冒出来，贯彻政治工作的群

众路线”的要求，即钻到具体的事物中

去，钻到群众的心窝里去，及时发现问

题 ，并 根 据 实 际 情 况“ 冒 出 来 ”解 决 问

题。正是贯彻这种“从群众中来，到群

众中去”的工作方法，让志愿军政治工

作发挥出强大的制胜优势。这对我们

当前加强和改进政治工作具有很好的

借鉴意义。

“钻进去”是一种工作方法，缺不得、

慢不得，只有真正沉下去，才能了解一线

实情、找准战场矛盾。“冒出来”作为政治

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能，只有在“钻进去”

的基础上总结提炼、探根求源，进而提出

合理化意见建议，才能最大限度排除影

响战斗胜利的不利因素，凝聚起同心备

战打仗的思想共识，发挥好首长参谋助

手、基层桥梁纽带的重要作用。

具体到当年实际来看，为落实好“钻

进去，冒出来”这一要求，志愿军部队政

治机关干部切切实实地钻到业务中去，

学技术、学战术、学方法，让自己学成“内

行”；深入一线了解官兵的需求，让官兵

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在此基础上，他们

“冒出来”为党委和首长下决心、订计划，

提出针对性意见，让官兵反映的问题矛

盾最大限度得到解决。正因为“钻”之有

方，“冒”之有力，政治工作才能在战场上

有的放矢，有效地发动官兵、组织官兵完

成各项任务。

“钻进去”与“冒出来”是一体两面，

相辅相成的。如果只注重“钻进去”，而

不“冒出来”，或“冒”不出来，就会陷入事

务主义的泥沼。相反，缺少“钻进去”的

“冒出来”又会变成形式主义，因脱离实

际而落不了地。因此，只有基于科学、实

际、实践基础之上的“钻进去，冒出来”，

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政治工作的作战功

能和服务保证作用。毛泽东同志曾生动

地比喻：“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

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

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

开花。”如今，我们赓续发扬志愿军部队

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不仅要掌握其具

体工作方法，还要大力弘扬务实作风。

各级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只有真正深入

到官兵中亲自看、亲自听、亲自问，才能

精准把脉、有的放矢。

政治工作的炉火，只有众人拾柴，

才能越燃越旺。当前，面对意识形态领

域较量加剧的新态势，面对市场经济条

件下官兵价值取向多元多变的新特点，

面对国防和军队全面深化改革带来的

新考验，政治工作只要扎实贯彻群众路

线，多些“钻进去，冒出来”的工作方法

和务实作风，就能凝聚起打赢未来战争

的军心士气，担当起新时代赋予的使命

任务。

（作者单位：第81集团军某合成旅）

政治工作要“钻进去，冒出来”
■王志国

在 加 快 国 防 和 军 队 现 代 化 进 程

中，人们逐步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

现代化必须先“化”人、后“化”物，如

果重物轻人，物的现代化也会落空。

这是正确的，但同时也要防止出现孤

立的人才观，导致“见人不见物”现象

的发生。

袁隆平院士有句名言：培育新品

种是应用科学，书本上、电脑里种不出

水稻！只有顶着太阳、蹚着泥水，下

田、实干，才能出真知。按袁院士的话

讲就是，人才很重要，但这个人才必须

是能种出高产水稻的人才，必须是人

与物结合起来出成果的人才。

人 才 学 上 有“ 显 人 才 ”与“ 潜 人

才”之说，同样也有“可能性”与“现实

性 ”人 才 之 论 。 即 一 个 拥 有 较 高 学

历、成长经历丰富的人，只能算是“可

能性”人才，是一块好材料，但只有进

入“器物层”并发挥出作用，才是“现

实 性 ”人 才 。 如 果 一 个 实 力 很 强 的

人 ，在 一 个 组 织 中 找 不 到 合 适 的 岗

位，无法发挥自身才能，那么就不能

称其为人才。

三国时的诸葛亮，被誉为智慧的

化 身 ，但 他 的 雄 才 大 略 只 有 当 上 刘

备的军师后方能显现出来。如果诸

葛 亮 一 直 躬 耕 于 南 阳 ，始 终 是 布 衣

一 个 ，还 称 得 上 旷 世 奇 才 吗 ？ 吕 布

的 武 艺 在 当 时 属 天 下 第 一 ，但 如 果

没 有 方 天 画 戟 和 赤 兔 马 ，这 个 第 一

的威风就要大打折扣。宋宪等擒捉

吕 布 ，就 是 采 用 盗 取 赤 兔 马 和 方 天

画戟的办法。

“兵”者何也？兵者，古代就是指

兵士和兵士手执的兵器。在军事学

上，“兵力”这个概念是最基本的概念，

它是人力和机械力的统一体。离开人

力的机械力，在战场上等于是一堆废

物；离开机械力的人力，战斗力就会明

显下降。

一位哲人说过：赤裸裸的手和无

依无靠的理智，都是不能有多大作为

的。人是战争制胜的决定性因素，更

准确地说，这个“人”是手持武器的人，

而不是赤手空拳的人。可现实中，我

们有时把人的素质与武器的性能分别

开来进行比较分析。分析的结果可能

是，官兵的文凭很高、队列动作很规

范，武器的性能很优、位列科技前沿，

完全能够胜任打仗、打胜仗。可事实

上，高分低能、眼高手低，对武器装备

不会用不敢用不善用的人还有不少。

这样的人，我们能说他们是高素质的

人才吗？

也 许 有 人 会 说 ， 比 尔 · 盖 茨 既

没有种一棵庄稼、炼一吨钢，甚至

没有像 IBM 那样制造计算机，像英

特尔那样生产芯片，他仅仅编写了

一些计算机程序而已，可算得上是

“见人不见物”的最好例证。但是不

要忘了，正是由于他的工作具有很

高的科技含量，代表着时代需求的

发展潮流，才能赢得社会的认同和

巨大的回报。作为军人，无论从事

物质性实践活动，还是从事精神性

实践活动，其归宿点都是为了能打

仗 、 打 胜 仗 。 军 队 打 仗 当 然 需 要

“一策而转危局，一语而退千军，一

计而平骚乱，数言而定国基”的思

想大家、谋略将帅。我们这样的人

才 不 是 没 有 ， 而 是 还 没 大 批 涌 现 ，

这 类 人 才 的 培 养 还 缺 少 向 纵 深 拓

展、向高层次迈进。必须通过立起

“练兵先练官、强军先强将”的鲜明

导向，通过集中精力研究军事、研

究战争、研究打仗，提高战役指挥

机关的谋略水平和指挥能力，让思

想率先抵达战场。

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不是单个

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才不是

孤立而存在的，仅就人才谈人才，或者

光谈人才多少、避谈效益高低，那么这

种人才观显然有失偏颇。

（作者单位：陆军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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