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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中哲丝

知行论坛

生活寄语

言简意赅

“桥墩法则”指的是，大桥的一个桥

墩坏了，上报损失只报了一个桥墩的价

值，而事实上真正损失的是一座桥梁，

会导致整个大桥都无法正常通行。这

告诉我们，安全事故不能只分析直接损

失、表面损失、单一损失，而忽略事故的

间接损失、潜在损失、全面损失。

许多时候，工作生活中发生问题

表面上是偶然的，但问题的爆发都存

在一个积累过程，并且，很多事故的损

失和破坏性是长期的、潜在的。如果

在安全上来虚的，危险就会来实的。

面对安全工作方面存在的诸多矛盾问

题，如果只坐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不

到一线、不沉到底，就难以了解事情真

实情况，摸不清底数。所以，必须扑下

身子，搞好调查研究，用好“以小见大”

的方式方法，摈弃“以罚代管”等简单

粗暴做法，杜绝隐瞒事故、推诿责任等

情 况 发 生 。 抓 安 全 要 注 重 事 前 的

“严”，有严肃认真的态度、严谨细致的

方法、脚踏实地的作风，敢监管、敢碰

硬，勤检查、勤督促，才能防患于未然。

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

各级干部抓安全防事故需要重视“桥

墩法则”，持之以恒、毫不懈怠，从一点

一滴做起，把握每个安全环节和防范

链条。要做到科学分析判断，牢固树

立安全思维理念，运用科学的方法，确

立严谨的秩序，扎紧制度的笼子，坚持

严实的作风。如此才能增强安全防范

能力，安全工作才能得到保障。

重视“桥墩法则”
■何 勇 达星星

俗话说：“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意思是说，怪异之事物，毋以为怪，若

不受惊扰，镇定自若，则怪异之事自然

消失。其实许多时候，见怪也要查怪，

不能对怪事视而不见、置之不理。否

则，见怪不怪，必受其害。

怪，即不寻常现象，与常识、常态、

常理、制度、标准等相违背。见怪不

怪，就会习惯于制度不落实，理所当然

地不遵守规矩、心安理得地降低标准，

心存侥幸地得过且过，可以说是一种

不良心态。一些人之所以有这种心

态，一是把怪事看轻了，认为无关大局

不须怪；二是把怪事看小了，认为瑕不

掩瑜不必怪；三是把怪事看淡了，认为

无关紧要不应怪。轻重、大小、缓急，

不 是 一 成 不 变 的 ，可 以 相 互 转 化 影

响。次要矛盾影响主要矛盾，量变引

起质变，古人所讲“千里之堤，溃于蚁

穴”，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雪崩时，没

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任凭“见怪不

怪”心理作怪，达到一定程度，必然害

人害己害集体。

见怪的“正确打开方式”是见怪

必查。广大官兵当有高度政治敏锐

性，不断增强对事物的洞察力，遇到怪

现象要警觉，主动作为，抓早抓小；要

善于见微知著，透过怪现象认清其本

质，寻根溯源查一查个中缘由、抽丝剥

茧理一理整改思路、解剖麻雀找一找

纠治方法，对工作不断纠偏正向，对风

气不断激浊扬清。

不能“见怪不怪”
■刘奇山

●守住拒腐防变的防线，须涵
养知行合一的品质，既要在“知”上
觉悟，更要在“行”上用力，持之以
恒、坚持不懈，方能扎紧扎牢防微
杜渐的“思想篱笆”

习主席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

会上强调，年轻干部一定要有清醒的认

识 ，经 常 对 照 党 的 理 论 和 路 线 方 针 政

策、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对照初心使命，

看清一些事情该不该做、能不能干，守

住 拒 腐 防 变 的 防 线 。“ 身 之 主 宰 便 是

心。”守住拒腐防变的防线，须涵养知行

合一的品质，既要在“知”上觉悟，更要

在“行”上用力，持之以恒、坚持不懈，方

能扎紧扎牢防微杜渐的“思想篱笆”。

要做到慎初。“初”的意思即开始、

第一次。所谓慎初，就是把住第一次，

守住第一关。《松窗梦语》中讲述了这样

一则故事：明代王廷相乘轿进城遇雨，

有个轿夫穿了一双新鞋，起初走路非常

小心，择地而行，生怕弄脏了新鞋，但进

城 后 泥 泞 渐 多 ，一 不 小 心 踩 进 泥 淖 之

中，便“不复顾惜”了。由此，王廷相感

叹道：“居身之道，亦犹是耳，倘一失足，

将无所不至矣！”这则故事所蕴含的道

理，揭示了慎初的重要性。不慎初始，

而 祸 其 终 ，是 腐 败 分 子 共 同 的 人 生 轨

迹，其教训警示我们：第一道防线被冲

破了，往往会“兵败如山倒”；第一道闸

门一旦被打开，欲望的洪水就会一泻千

里。因此，在形形色色的诱惑面前，我

们须臾不可忘记慎重对待“第一次”，莫

以“不是我一个”来纵容自己，莫以“一

次不要紧”来为自己开脱，切实从思想

上筑起拒腐防变的防线。

要勤于自省。人最困难的事情就是

认识自己、把握自己。古人特别强调“见

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做到“吾

日三省吾身”。老一辈革命家深受中国

传统文化的浸润，不仅有很高的“君子检

身，常若有过”的自觉性，而且有很强的

“省察克治之功”。谢觉哉在自己 60岁生

日时，曾写《六十自讼》一文：“‘行年五

十，当知四十九年之非’，那么行年六十，

也 应 该 设 法 弥 补 五 十 九 年 以 前 的 缺

点”。自省，作为认识自我、知错改过的

重要修养方法，今天仍然适用、管用，党

员干部应当将自省的方法全面运用于政

治修养、道德修养、工作总结等方面，渗

透于宏观自省、阶段性自省、微观自省之

中。通过自省发现不足、知错即改、提升

自我，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要懂得知止。知止是一种智慧，适

可而止，当止则止，自己给自己“叫停”，

是一种清醒。知止意味着心中有度，懂

得克制欲望、控制本能。朱熹有言：“止

者，所当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

之，则志有定向。”知止，守住道德底线，

不 越 法 纪 红 线 ，便 可 以 筑 牢 反 腐 的 围

墙。观看警示教育片可以发现，那些被

查处的腐败分子说得最多的就是“悔不

当初”。这些人在刚走上领导岗位，面

对群众进行廉政宣誓时也曾信誓旦旦，

表示要做一个清正廉洁的好干部。然

而在公与私、义与利、是与非面前，他们

迷 失 了 自 我 ，在 诱 惑 和 利 益 面 前 不 知

止，最终跌入违法犯罪的深渊。知止的

关键在于心中要有“界”与“戒”，哪些事

情该做，哪些事情不该做，心中一定要

十分清楚和明白，行动一定要十分果断

和坚定，谨防“一失足成千古恨”。

要注重慎微。慎微，就是注重小节、

不贪小利，高度警惕小毛病、小问题，做

到防微杜渐。古人有“堤溃蚁孔，气泄针

芒”“不虑于微，始成大患”的告诫，民间

有“小洞不补，大洞叫苦”“从小偷针，长

大偷金”的俚语，都说明“不矜细行，终累

大德”的道理。如果小事不注意影响，小

处不讲德行，贪图蝇头小利，积小成大、

积少成多，最终难免铸成大错。作为党

员干部，既要从优秀传统文化中获取丰

富养料，又要从身边正反典型中吸取经

验教训，学会用“放大镜”“显微镜”看问

题，注重从小事小节上加强修养，在一点

一滴中完善自我。

要守正固本。守住拒腐防变的防

线，关键是要守住一个“正”字，追求正

直、正义、正派，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

白为官，公正无私处事，切实做到坚持

原则、廉洁自律、以身作则、大公无私，

方能抵制诱惑，守住底线。因此，要常

怀忧党之心 、为党之责 、强党之志，自

觉同党中央要求“对标”，拿党章党规

“ 扫 描 ”，同 先 辈 先 烈“ 对 照 ”，检 敕 其

身、常如不及，觉察己过、及时纠偏，让

正气充盈胸间，让邪气无处藏身，达到

“俯仰天地心无愧，守正固本品自高”

的人生境界。

守住拒腐防变的防线
■何东平

●我们与其怀着功利心拈轻怕
重、挑三拣四，不如在岗位上多磨砺
自己，不断提升自身能力

前不久，笔者所在单位设立了图书

管理员一职，负责连队里图书的购买、登

记和保存工作。由于所做工作都是一些

幕后事务，不容易出成绩，大部分人没有

什么兴趣，但有一名同志主动请缨担任

此职。当问及他的想法时，他说：“能不

能干出样子，关键看自己怎么干，不是看

你在哪个岗位。”他的话引发笔者思考：

工作中，我们与其怀着功利心拈轻怕重、

挑三拣四，不如在岗位上多磨砺自己，不

断提升自身能力。

在我们身边，做事功利的人并不鲜

见。他们的关注点不是在如何干好工

作、提升自己上，而是追求“名头”，想着

“彩头”；他们坐不住“冷板凳”，常常心浮

气躁、急于求成，对那些暂时难以见到成

效的事情毫无耐心。在功利心的驱使

下，他们往往只想做看得到成效或见效

快的事情，甚至为了出成果而弄虚作假，

陷入急功近利的错误思维和行为模式，

在焦虑的裹挟中迷失自我。

所谓功利心，多指做人做事追求功

名利禄的心态，常带贬义。其实，合理

的功利心可以激发人的进取心，帮助其

满足实现社会价值的愿望，但这种激励

是十分有限的。从心理学上讲，“动机

是行为的原形”，内部动机遵从的是内

心意愿，外部动机则是在外界物质、荣

誉等刺激下形成。功利心是一种典型

的外部动机，这种动机虽然强烈，却远

不如内部动机持久有效。纯粹的内部

动机，才能实现持久的驱动，给事业发

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而且过强的

功利心还会造成心理偏差，把一切都利

益化就很容易被眼前的利益迷住双眼，

缺乏长远的眼光。这既是对信念的动

摇，也是对精神的消解，极大地阻碍了

事业的长足发展。

对于部队官兵来讲，尤其不能仅以

功利心做事。军人肩负着保家卫国的

神圣使命，身系国家安危和人民福祉，

所 承 担 的 工 作 来 不 得 虚 假 ，掺 不 得 水

分。否则，到了关键时刻就会付出惨重

代价。如果心存私心杂念，一切以一己

得失为取舍对待工作，不仅影响自身成

长进步，还会给部队建设造成隐患。历

史和现实中这样的教训不在少数。担

当新时代使命任务，每一名官兵都应自

觉摒弃功利心，多些自我磨砺，以攻坚

克 难 为 追 求 ，无 论 是 训 练 中 的 短 板 弱

项，还是事业上的艰难险阻，都应以不

畏强敌的血性胆魄，以咬定青山不放松

的韧劲，瞄准目标、咬紧牙关，努力交出

优异答卷；以实打实磨砺本领为导向，

多一些“自讨苦吃”，敢于走出自己的舒

适区，把火热的军事实践作为最好的课

堂，主动在艰苦环境中经风雨、见世面，

壮筋骨、长才干，练就干事创业的“铁肩

膀”“硬脊梁”。

少想功利
多思磨砺

■王君雄

●一个人如果年轻时做到了
不惧，年老后能做到不悔，这一生
基本上就是圆满的

山村里有个年轻人立志出去闯天

下 ，但 对 外 边 世 界 不 够 了 解 ，感 到 惶

恐不安，就向村里一个曾在外打拼多

年 后 回 来 养 老 的 老 者 请 教 。 老 者 意

味 深 长 地 说 ：“ 人 生 的 秘 诀 只 有 四 个

字，今天先告诉你一半，好好琢磨，供

你 半 生 受 用 。”说 完 ，随 手 写 了 两 个

字：不惧。

在外奋斗多年后，当初懵懵懂懂

的小伙子变成了饱经沧桑的中年人，

靠着老者的告诫和自身的努力，他取

得了很多成就，但遗憾也不少。回乡

后，他又去拜访那位老人。老人此时

已去世，其家人拿出一个信封交给他，

里 面 是 老 人 留 给 他 的 另 一 半 人 生 秘

诀，还是两个字：不悔。

大千世界，指导人生的秘诀很多，

各有道理。“不惧”与“不悔”这两个词，

则自有其独到之处，意蕴深刻。一个

人如果年轻时做到了不惧，年老后能

做到不悔，这一生基本上就是圆满的。

年 轻 时 无 所 畏 惧 ，有 闯 劲 ，有 干

劲 ，是 非 常 可 贵 的 精 神 。 不 怕 穷 ，才

能穷则思变，摆脱贫困；不怕苦，以苦

为乐，才能苦尽甘来；不怕困难，知难

而 进 ，迎 难 而 上 ，才 能 在 与 困 难 的 较

量 中 不 断 前 进 。 年 轻 人 初 生 牛 犊 不

怕 虎 ，敢 想 敢 干 ，所 以 才 能 造 就 长 江

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的前进

态 势 。 还 有 不 怕 失 败 、不 怕 挫 折 、不

怕 嘲 笑 挖 苦 …… 年 轻 人 有 了“ 不 惧 ”

的 精 神 ，把 握 住 正 确 前 进 方 向 ，找 到

合 适 的 方 法 ，有 坚 定 的 恒 心 毅 力 ，就

能取得成功。

人到了后半生，历经沧桑，韶华不

再，“惯看秋月春风”，回首往事，总有

很多遗憾与欠缺。有些事由于缺乏经

验，做得不够完美；有时候因年轻气盛

感 情 用 事 ，伤 害 了 他 人 ；有 时 又 因 轻

信、无知、大意、疏忽，没把握住机会，

与成功失之交臂。这些事都会让人后

悔，而后悔这种情感是很折磨人的，同

时又于事无补，很容易使自己郁郁寡

欢，生活在痛苦之中。所以，乐观豁达

的人，不是没有后悔过，而是决不让后

悔这种情感老是笼罩在自己心间，偶

有后悔心理，也能很快用积极心态来

反省自己、调整自己。

世间万事，看似纷纭，但用黑格尔

的话来说，存在即合理。任何事情之

所以存在，就肯定有其存在的理由和

价值，所以，不论干什么事情，只要用

心做过了，就不必后悔。而作为一名

军人，为国戍边站岗，远离家乡亲人，

每日刻苦训练，准备打仗，肯定会又苦

又累。可是当过兵的人，不论时间长

短，都不言悔，因为他们深知其中的价

值和意义，享受军旅生活的光荣与自

豪。诚如军旅歌曲《当兵的历史》里所

唱的那样，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一

辈子都感到珍贵。

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

青 春 是 用 来 回 忆 的 。 一 个 人 有 了 年

轻 时 的 不 惧 ，该 奋 斗 时 奋 斗 了 ，该 辉

煌 时 也 就 辉 煌 了 ，虽 然 也 犯 过 错 误 、

有过遗憾，但不负韶华，不虚光阴；又

有 了 后 半 生 的 不 悔 ，笑 谈 花 开 花 落 ，

淡 看 云 卷 云 舒 ，能 够 心 平 气 和 ，无 怨

无悔地安度晚年，这辈子就可以用一

个字来形容：值！

“不惧”与“不悔”
■陈鲁民

新藏线上，新疆军区某团车队正

翻山越岭执行运输任务。面对危险路

况，驾驶员高度警惕，谨慎驾驶，始终

保持车辆平稳前行。

高原地形复杂，有些路段一年大

部分时间都布满冰雪，在行驶途中又

经常会遇到狭窄弯路、傍山险路，只有

加倍小心，保持平稳前行状态，才能顺

利到达目的地。

行稳方能致远。安全行车是这

样，走好人生路也是这个道理，有时

候 ，跑 得 快 不 如 走 得 稳 。 人 生 路 不

可 能 总 是 平 坦 大 道 ，会 遇 到 艰 险 和

挑 战 。 只 有 保 持 稳 健 心 态 ，积 极 应

对挑战，时刻警惕危险，扎实稳步前

进，镇定从容地战胜遇到的各种“拦

路 虎 ”，才 能 使 自 己 走 得 更 稳 ，走 向

更加光明的未来。

高原行车——

行稳方能致远
■黄飞皓 摄影并撰文

从身边事看修养

●以积极态度对待竞争，是内
心强大、充满自信的体现。在你追
我赶的良好氛围中一起进步、推动
事业发展

刚刚闭幕的北京冬奥会上，苏翊鸣

“翊”飞冲天，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冬奥会

冠军；谷爱凌“凌”空绽放，勇夺两金一

银，赢得无数人赞誉。在接受采访时，

苏翊鸣说：“我会享受比赛，拿出最好的

状态和最难的动作去展现给大家。”谷

爱凌也说：“我非常喜欢滑雪运动，享受

比赛的过程，是我的对手激励着我拿出

更具挑战性的动作。”这些优秀运动员

们以平和心态对待比赛，以积极态度对

待竞争，突破了极限，成就了自我，给我

们以启发和思考。

以积极态度对待竞争，是内心强

大、充满自信的体现。内心强大，顺则

自 信 坚 定 ，逆 则 百 折 不 挠 。 军 营 中 ，

“比”是一种常态，融在日常工作、每项

任务中。但有的同志却害怕比赛，畏惧

竞争，明明有实力，却瞻前顾后，不愿站

出来；有的一到赛场就紧张，畏首畏尾，

恨不得藏起来；更有甚者，对比赛竞争

排斥反感，自甘“躺平”。这些现象都是

怯弱的表现。新时代革命军人肩负重

大使命，当有强大内心。做到内心强

大，一方面要对自身的选择和能力始终

怀有坚定的信心，坚信自己能做得更

好，坚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坚信努力

比天分更有用、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另

一方面要善于享受比拼中的乐趣，在竞

争中展现最好自己，无论是顺境还是逆

境，始终永葆拼搏的姿态和蓬勃的活

力，做到“见红旗就扛、见第一就争”。

以积极态度对待竞争，本质是持续

挑战自我、超越自我。《道德经》中讲：

“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然而现实中，

有的同志却以他人成绩作为唯一参考，

在成绩的横向对比中或失去信心，或自

满自得；有的安于现状，向往“佛系”，不

思进取、得过且过；还有的常立志却少

行动，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目标计划鲜

克有终。强军征程上，面临层出不穷的

新情况新问题，青年官兵更需要有向难

而行、勇于超越自我的气魄和决心。要

始终锚定自身，注重自我超越，以突破

自我、优于过往为基本衡量标准；要坚

持干在实处，做在经常，一步一步踏实

向前，日有进益；要始终谦虚谨慎，戒骄

戒躁，充分挖掘自身潜力，不断抬高成

长进步的“天花板”。

以积极态度对待竞争，是激发活

力、增进团结的有效途径。竞争是个人

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蕴含着巨

大激励作用。“鲶鱼效应”充分说明，引

入竞争机制，才能确保生机与活力。但

在实际工作中，有的同志却囿于竞争带

来的压力，不能把压力转化成动力，重

重压力之下被击垮淘汰；有的执着于老

经验老办法，不善于创新改变，适应不

了新的节奏，活力潜力难以充分激发；

还有的走错了方向，不在提升自身上下

功夫，却盯着他人错漏，琢磨歪门邪道，

突破原则底线，做不到良性竞争。要想

正确地、充分地发挥竞争的作用，我们

就要注重调动竞争产生的动力，用对手

成绩来激励自己，把被对手逼着干转化

为自己主动做，实现更好、更强；要善于

学习借鉴，不仅能用好传统方法，还能

与时俱进，不但能学习对手，更能向内

挖掘，靠创新增强活力，用改变提升效

率；要营造良性竞争环境，既有竞争比

拼，更有合作学习，相互鼓劲，相互借

鉴，共同提高，在你追我赶的良好氛围

中一起进步、推动事业发展，从而在强

军实践中使人生价值得以实现。

以
积
极
态
度
对
待
竞
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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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

乐

谈 心 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