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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学习从来都不是孤立
的，都要与实际相联系，其落脚点
在于改造客观世界、解决现实问题

习主席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

班开班式上指出：“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

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

能没有正确思想指引。”马克思主义是指

导党和人民事业的理论基础，坚持用马

克 思 主 义 之“ 矢 ”去 射 新 时 代 中 国 之

“的”，就是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守正

创新的态度学好理论、服务实践。

马克思主义不是抽象的教条，而是

实践的理论。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对党

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作了全面总结，告诉我们

过去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我们怎样才

能继续成功。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

程中，总是与磨难挑战相伴而行，中国共

产党人能够过险滩、破障碍、冲关隘，越

是艰险越向前，从胜利走向胜利，说到底

是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建设

和改革之“的”的结果。中国共产党的

“能”不是天生的，党的百年奋斗成就和

历史经验是坚持理论创新得来的，是知

行合一的必然结果。

立身百行，以学为基。理论上的成

熟是一个政党成熟的标志，也是一个党

员干部成熟的标志。党员干部担负着治

国理政等重要职责，学好理论是强化政

治素养的需要，也是提升决策能力、办事

能力的需要。特别是当前改革发展稳定

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

考验之大前所未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深刻变化前所未有，只有以守正创

新的态度学好理论，才能科学回答好中

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把党和人民的事业推向前进。

理论学习有成效，首先要解决真学

真信真用的问题。1941 年通过的《中共

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提出：“要改

造那些把理论与实践、学习与工作完全

脱节的现象，这样来更加坚定自己的阶

级立场、党的立场与党性。”然而，理论学

习中的这种脱节现象，在现实中仍然不

同程度存在。有的党员干部在培训班上

学理论时踌躇满志，却不愿在工作中直

面矛盾；有的党员干部在会议室里学理

论时聚精会神，却不愿深入基层倾听群

众呼声，办几件群众渴望的急难愁盼事

情。纸上谈兵、坐而论道，违背了理论学

习的初衷，这种知行不一现象“半点马克

思主义也没有”。理论学习的目的就是

要坚定理想信念，掌握工作方法，服务实

际工作。带着问题学，带着思考干，在干

中学，在学中干，才能“常学常新，往深里

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把自己摆进去、

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做到学、

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

理论学习从来都不是孤立的，都要

与实际相联系，其落脚点在于改造客观

世 界 、解 决 现 实 问 题 。 毛 泽 东 同 志 讲

过，“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

通 它 、应 用 它 ，精 通 的 目 的 全 在 于 应

用”。邓小平同志也曾指出，“学马列要

精，要管用的”。我们党强调学习马克

思主义，既不是凌空蹈虚，也不是生搬

硬套，而是要让学习成果指导实践、服

务工作。我们党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再到建设新中国、实行改

革开放、奋进新时代，无不是以马克思

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中国的

问题。当前，同样需要我们把马克思主

义同时代相结合，同现在正在做的工作

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分析

和解决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比如，

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和矛盾分析的方法、

质量互变规律和适度原则的方法、否定

之否定规律和辩证否定的方法、“两点

论”和“重点论”相结合的方法等，具体

情况具体分析，具体问题具体解决。但

这并不是说单独运用这些方法中的某

一种方法，就可以解决实际中的问题；

而是要根据问题的具体情况，把若干方

法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使问题得

以解决。

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

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有许多

现实问题需要解决。无论是政治上，还

是军事上，联系实际加强理论学习，是

解 决 问 题 的 关 键 。 要 提 高 政 治 能 力 。

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军队党

员干部要不断深化对党的创新理论特

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学习，不断增强政治判断力、政

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在任何时

候 、任 何 情 况 下 都 能 做 到 对 党 绝 对 忠

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始终做政治上

的“明白人”。要提高打赢能力。军队

党员干部要在学理论中悟透我们现在

的和未来的斗争形势，以强烈的忧患意

识加快练兵备战，在紧盯科技之变、战

争之变、对手之变中答好“胜战之问”，

在履行好“四个战略支撑”使命任务中彰

显血性胆魄。要提高攻坚能力。在强军

兴军征程上，我军还有很多难题需要攻

克。在理论中学战略思维、斗争精神，学

唯物辩证法，军队党员干部就能始终保

持理论上的清醒，有信心扫除前进路上

的一切“绊脚石”。

宋代学者朱熹曾说：“为学之实，固

在 践 履 。 苟 徒 知 而 不 行 ，诚 与 不 学 无

异。”学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且掌握蕴

含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明道理、知

学理、悟哲理，是军队党员干部做好一

切工作的“看家本领”。广大军队党员

干部学理论要努力做到有的放矢，不断

提高运用理论分析和解决部队建设中

实际问题的能力，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果

转化为强军兴军的强大力量。

理论学习重在有的放矢
■张凤波 杨 一

●在实际工作中做到知重负
重、乐于担当，知难而进、敢于担
当，知责有为、善于担当

担当是共产党人的鲜明政治品格

和精神特质，党员干部强化担当精神，

就应读懂担当的“三重境界”并身体力

行，在实际工作中做到知重负重、乐于

担当，知难而进、敢于担当，知责有为、

善于担当。

知重负重、乐于担当，体现的是一

种先忧后乐的思想情怀。毛泽东同志

说过，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精神

凝聚气质、通达未来，是事业的进步之

基 、发展的动力之源。担当精神能够

激发动力 、凝聚合力 、迸发活力，也是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思想情怀的反映。党员干部做到乐于

担当，就要坚定为党尽责 、为民做事 、

为国奉献的信念，始终牢记自己的身

份和职责，时刻不忘肩负的使命，在知

重负重中尽职尽责，以乐于担当的情

怀，把工作当成事业干，在工作的过程

中收获快乐。

知难而进、敢于担当，体现的是一种

勇挑重担的责任意识。“大事难事看担

当，逆境顺境看襟度。”当前，世界正在经

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在重要

战略机遇期，同时也是矛盾凸显期，军队

改革持续向纵深推进，各项任务繁重而

艰巨，需要党员干部强化迎难而上的责

任意识，知难而进、敢于担当。党员干部

做到知难而进、敢于担当，就应致力于攻

坚克难，脑子里经常装着问题，经常思考

抓工作、谋长远、促发展的实招。还要善

于总结经验，掌握运用规律，牢牢掌握工

作主动权，得心应手地处理问题、干好事

情。以担当精神干事业、谋发展，就要在

困难面前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在矛盾面

前敢抓敢管、敢于碰硬，在风险面前敢作

敢为、敢于创新。

知责有为、善于担当，体现的是一

种有勇有谋的能力素质。越是关键时

期、越是任务繁重，党员干部越需要知

责有为、善于担当，具备进退有据、运筹

帷幄的能力和善于发现问题 、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本领。党员干部做到知

责有为、善于担当，就应不断提高专业

素养。专业素养是专业知识 、专业能

力、专业作风、专业精神的统一，它要求

党员干部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方法，善于在纷繁复杂的局面下

把握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一般与

特殊等辩证关系；具备战略思维、历史

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

着眼大局、把握全局，统筹谋划、协同推

进，妥善处理各种复杂矛盾问题，着力

提高抓落实的执行力。做到善于担当，

党员干部才能面对矛盾有办法、面对难

题有路径，切实把担当落到实处，在担

当尽责中有所作为。

（作者单位：武警宜昌支队）

担当的“三重境界”
■李 剑

大 寒 时 节 ，一 场 大 雪 过 后 ，山 顶

银装素裹、分外妖娆。几棵青松挺立

在冰天雪地之中，哪怕身处险峰、哪

怕遭遇狂风暴雪，它们也不曾改变傲

然 挺 立 的 姿 态 。 这 让 人 不 禁 想 起 陈

毅元帅的经典诗句“大雪压青松，青

松挺且直”。

松树可生长于险恶之处，耐寒耐

旱，一年四季常青不凋，姿态挺拔。在中

国历史上，很多文人墨客写下了咏松的

诗词，皆因它那顶天立地、不屈不挠的品

格。这种品格，反映的是一种做人风

骨。不惧大雪的压迫，不惧前进道路上

的艰难险阻，越是遇到困难和阻力，越能

挺直腰杆，这种气节和风骨令人肃然起

敬。学习松树的品格，就要在困难挑战

面前顽强不屈，越是艰险越向前，在敢于

斗争、善于斗争中踏平坎坷，砥砺风骨。

傲然挺立——

沐雪经霜见风骨
■聂旺沙/摄影 张 萱/撰文

●耐烦，就要在开展工作中
学会统筹兼顾，在解决问题中提
高能力素质，在倾心育人中传道
授业解惑

清代官员陈宏谋在《从政遗规·耿

恭简公耐烦说》中讲道：“居官莅事，牒

诉纷错，日出事生。欲每事躬亲料理，

未有不以为苦者。一有厌苦之心，便

有不耐之意。或草率了事，或假手他

人，或阘茸稽延，或急遽无序。民亦多

蒙其累，事便不得其平。”大意是，为官

要“耐烦”，琐碎小事，不论事情多少、

大小，都不能怠慢，如果草率了事，拖

拖拉拉，老百姓就要受苦了，也会影响

到时局的稳定。因此而言，不耐烦所

带来的后果，真是不小啊！

古人的智慧与告诫，至今读来依

然给人以启迪和警示。如何“耐烦”，

值得思考。

耐烦，就要在开展工作中学会统

筹兼顾。毛泽东同志在《党委会的工

作方法》中讲道，“弹钢琴要十个指头

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

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

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

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这阐明

了统筹兼顾的重要性。要想把各项工

作都做出成效，就要做“弹钢琴”的高

手。倘若不能学会统筹兼顾的工作方

法，当面临琐碎的工作时就难免陷入

低效率和瞎忙乱的恶性循环中。因而，

工作中要善于分清事情轻重缓急和做

事先后顺序，善于处理中心工作和其他

工作之间的关系，干工作既要善于抓重

点、攻难点，做到主次分明，又要有驾驭

全局、兼顾全面的工作能力。

耐烦，就要在解决问题中提高能

力素质。如果自身素质不过硬，在各

种“烦事”到来时，就容易乱了阵脚、迷

失方向。相信许多人有过这样的体

验：在自己能力比较弱的情况下，很多

貌似很小的问题都会让自己心烦不

已；但随着能力素质的提升，对“烦事”

的认识和处理也会有所不同，再遇到

类 似 问 题 时 便 会 得 心 应 手 、游 刃 有

余。“刀在石上磨、人在事上练”，只有

常在纷繁复杂的具体事务中磨砺自

己，练好内功、增强本领，才能在面对

困难时多一分镇定，在遭遇挫折时多

一分从容，从而锤炼出“泰山崩于前而

色不变”的定力。

耐烦，就要在倾心育人中传道授业

解惑。对带兵育人而言，教育引导战士

应多些循循善诱，多些悉心耐心，不能

揠苗助长。多用赞赏和宽容态度对待

战士，用爱心和耐心为战士的成长“浇

水”“施肥”。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走进

官兵心田、影响带动官兵，进而推动部

队建设稳步向前发展。

做事要“耐烦”
■林艺伟 纵 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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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保持敢于突破自我的进
取心态和勇于超越自我的决心意
志，才有机会突破人生的“天花板”，
成为更好的自己

近日，一封田径运动员苏炳添给网

友的回信在互联网上引起广泛关注。在

信中，苏炳添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例子，

告诉大家“不管是 28 岁还是 35 岁，你依

然可以‘飞’起来。”

事实上，因为身体机能、伤病等方面

原因，苏炳添也曾多次萌生过退意。然

而，在一次次“自己跟自己的较量”中，他

战胜了自我、超越了自我，正如他所坚信

的那样：“我还能跑，只要克服伤病，苏炳

添依然可以‘飞’起来。”终于，在东京奥

运会上，苏炳添用 9 秒 83 破亚洲纪录的

成绩，让世界永远记住了这个“亚洲飞

人”。

苏炳添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每个

人都有无限可能，切不可因为一时的失

败或是年龄、学历等所谓的限制就放弃

开发自己的潜能。现实中，这样的事例

不在少数。1999 年，已过花甲之年的著

名火炸药专家王泽山成功当选中国工

程院院士，当时的他已经手握两项科技

大奖，可谓功成名就。然而，他却选择

向新的科研领域发起冲锋。2016 年，已

是耄耋之年的王泽山第三次问鼎国家

科技大奖，创造了国内科技界一人 3 次

获 得 国 家 级 科 技 奖 项 一 等 奖 的 佳 绩 。

“八一勋章”获得者王忠心入伍时只有

初中文化，面对装备更替、岗位调整等

种种挑战，他选择迎难而上、挑战自我，

凭着后天努力，做到了精通导弹测控专

业全部 19 个号位……成绩没有“上限”，

人生需要挑战“不可能”，时刻保持敢于

突破自我的进取心态和勇于超越自我

的决心意志，才有机会突破人生的“天

花板”，成为更好的自己。

然而，知之非难，行之不易。反观我

们身边，一些不敢“飞”、不愿“飞”的例子

确有存在。有的战友刚入伍不久，就对

未来发展产生迷茫，甚至产生自我放逐、

消极怠工心理；有的战友过于看重晋升

政策规定中年龄、学历、职务等限制条

件，一旦发现自身不满足晋升条件或是

察觉到岗位“天花板”临近，就选择“躺

平”；还有的战友过于追求“平稳”，满足

于现有状态，不求改变、止步不前……如

此这般，表面看似是因现实境遇而感到

不满与无奈，实则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

放逐、虚度人生。

“你依然可以‘飞’起来”，需要的是

走出“舒适区”的勇气。不愿“飞”起来

的原因有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不

愿 向 前 迈 步 、不 愿 走 出 自 己 的“ 舒 适

区”。当一个人满足于生活现状时，便

会产生惰性，进而形成心理“舒适区”，

丧失进取精神。部队是要准备打仗的，

新时代的青年官兵面对日新月异的社

会发展和军事变革浪潮，绝不能做温水

里的“青蛙”。要在军营有所作为，唯有

勇于突破自己的“舒适区”，克服懈怠思

想、消除麻痹情绪，积极努力工作，方能

掌握制胜未来战场的本领，在军营实现

人生价值。

“你依然可以‘飞’起来”，还需要不

断向“上限”发起冲锋的韧劲。生命不

息，奋斗不止。任何事业的成功不会一

蹴而就，都要历经重重艰难险阻，要在

不断超越的过程中实现能力素质的提

升 。 同 样 ，走 出“ 舒 适 区 ”仅 仅 是 第 一

步，向“上限”发起冲锋才能真正“飞”起

来。只要我们不满足于“过得去”，不因

眼前困难挫折动摇初心，不因前方路途

遥 远 轻 言 放 弃 ，不 断 向“ 上 限 ”努 力 冲

击，就一定能实现自我突破。

“你依然可以‘飞’起来”
■刘双喜

●展现虎虎生威、龙腾虎跃的
雄风，不怕苦、不畏难、不避险，在
知重负重中勇毅前行，在苦干实干
中再创辉煌

金牛辞岁去，猛虎迎春来。在中国

文化中，虎是勇敢和力量的象征。农历

虎年即将到来，在新的一年里，面对新

的形势、新的任务、新的机遇、新的考

验，我们当有“虎气”，保持千斤重担在

肩、千难万险在前的清醒，做好逢山开

路、遇水架桥的准备，坚定踏平坎坷成

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的斗志和信心，

展现虎虎生威、龙腾虎跃的雄风，不怕

苦、不畏难、不避险，在知重负重中勇毅

前行，在苦干实干中再创辉煌。

工作中要添“虎劲”。事业恢宏的

画卷，从来都是在不懈奋斗中绘就；人

生精彩的华章，从来都是用辛勤的汗水

书写。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

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世上没有

等出来的成功，只有干出来的精彩。在

新的一年，我们要不负韶华，就应添虎

劲、展虎威，以冲锋陷阵的激情、竭尽全

力的热情、一马当先的豪情干工作，有

“朝受命、夕饮冰”的事业心、“昼无为、

夜难寐”的责任感，不得过且过、甘于平

庸，不避难就易、挑肥拣瘦，不好高骛

远、耽于空想；就须勇于担苦、担难、担

重、担险，有“闯”的精神、“拼”的劲头、

“创”的勇气、“干”的作风，扛得住重压、

干得了重活；就要一起步就加速、一上

路就奔跑、一开局就全力以赴，切实把

该做的事做到位、把难办的事做成功、

把日常的事做完美。

斗争中要砺“虎胆”。我们党是在

斗争中成长的，是在斗争中赢得胜利

的，也必将在斗争中赢得未来。今天，

我们正昂首阔步行进在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往前走不会一马

平川，越是形势多变、环境复杂、挑战

严峻，我们越应以登高望远的视野、居

安思危的忧患、坚如磐石的信念、处变

不惊的定力，透过现象看本质，立足全

局察大势，着眼未来强信心，不断提高

走 出 困 局 、打 破 僵 局 、开 创 新 局 的 能

力。对新时代革命军人而言，面对矛

盾不回避、面对困难不躲闪、面对强敌

不畏惧、面对挫折不丧志、面对失败不

气 馁 ，正 是 我 们 的 鲜 明 品 格 和 风 骨 。

新的一年，我们要时刻铭记习主席的

嘱托，踔厉奋发、笃行不怠，自觉加强

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不断

强化斗争意识、砥砺斗争精神、掌握斗

争韬略、提高斗争本领，特别是对危害

党的执政地位和制度安全，危害国家

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各种风险挑

战，对事关重大原则的各种大是大非

问题，都要敢于亮剑，坚决进行斗争。

备战打仗要做“虎将”。军队因战

而生，军人为战而存。能打仗、打胜仗，

既是军人的职责所系、使命所在，也是

军人的最大价值、最高荣誉。作为党绝

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一员，无论遇到

再强大的敌人、再严峻的挑战，都要敢

于横刀立马、勇往直前，有铁心跟党走

的信念，有“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

人所屈服”的血性。习主席强调，要弘

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战斗精神，刻苦

训练、科学训练、安全训练，练强指挥能

力，练好战斗本领，练硬战斗作风。新

的一年，我们要时刻牢记习主席的教

诲，自觉强化为战的意识、砥砺敢战的

胆魄、立起胜战的标准、练好能战的本

领，以“箭在弦上、引而待发”的战斗姿

态、“朝食不免胄，夕息常负戈”的备战

状态，专心致志积蓄打赢的底气，做到

瞄着现代战争作战样式创新演练、着眼

复杂恶劣环境条件艰苦磨练、紧盯打仗

能力短板弱项专攻精练，把遂行重大任

务作为磨砺钢铁意志的难得契机，真正

把听党指挥、以身报国的忠诚品格，矢

志打赢、制胜疆场的使命担当，英勇顽

强、视死如归的战斗精神，转化为战胜

强大对手的精神动力，以打赢履行使

命，用胜战体现担当。

新
年
当
有
﹃
虎
气
﹄

■
轩

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