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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使命任务艰巨、风险考
验突出，越需要党员干部特别是领
导干部从战略上认识和判断形势、
观察和处理问题，自觉从现象透视
本质、从局部把握全局、从现实前
瞻长远

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

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

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

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习主席深刻指

出：“我们是一个大党，领导的是一个大

国，进行的是伟大的事业，要善于进行

战略思维，善于从战略上看问题、想问

题。”这一重要指示，深刻阐释了提高战

略思维能力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现实意

义，要求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主动

强化从战略上看问题、想问题的实际本

领，努力在复杂形势中洞察趋势、在发

展变局中开创新局。

善于从战略上看问题、想问题，是

我们党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一

以贯之的要求。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

泽东同志在为抗大学员授课时就强调

要“提高战略空气”，提出“只有了解大

局 的 人 才 能 合 理 而 恰 当 的 安 置 小 东

西。即使当个排长也应该有全局的图

画，也才有大的发展”。邓小平同志曾

告诫领导干部：“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

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党的十八大以

来 ，面 对 国 内 国 际 环 境 的 深 刻 复 杂 变

化，习主席明确要求“全党要提高战略

思维能力，不断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

统 性 、预 见 性 、创 造 性 ”。 事 实 充 分 证

明，越是使命任务艰巨、风险考验突出，

越需要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从战

略 上 认 识 和 判 断 形 势 、观 察 和 处 理 问

题，自觉从现象透视本质、从局部把握

全局、从现实前瞻长远。要强化战略思

维，对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问题进行

深度谋划思考，真正向前展望、超前思

维、提前谋局。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

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战略是从全局、

长 远 、大 势 上 作 出 判 断 和 决 策 ，观 大

势 、谋 大 局 、抓 大 事 是 题 中 应 有 之 义 。

很 多 工 作 现 象 和 现 实 问 题 ，如 果 仅 从

一 时 、一 地 、一 事 看 ，可 能 感 到 困 难 重

重，而一旦跳出一时看长远、跳出一域

看全局，情况就会迥然不同，而且还会

生发出“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气度和胸

襟 。 对 党 员 干 部 特 别 是 领 导 干 部 来

说 ，从 战 略 上 看 问 题 、想 问 题 ，就 应 始

终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

方面，科学认识现象与本质、特殊与普

遍、局部与整体、当前与长远的内在关

系 ，做 到 两 点 论 与 重 点 论 的 统 一 。 具

体而言，就是在实际工作中，善于把解

决具体问题与解决深层次矛盾结合起

来 ，而 不 能 头 痛 医 头 、脚 痛 医 脚 ；善 于

把 局 部 利 益 放 在 全 局 利 益 中 去 把 握 ，

而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善于把眼

前 需 要 与 长 远 谋 划 联 动 起 来 ，而 不 能

急功近利、投机取巧；善于把国内形势

与 国 际 环 境 结 合 起 来 ，而 不 能 闭 目 塞

听、孤陋寡闻。

深谋远虑才能运筹帷幄，远见卓识

才能把握未来。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深刻变化前所未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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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在激烈

竞争和现实斗争中占据主动，每一步都

离不开战略思维。作为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的主力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

部尤须胸怀“两个大局”、心系“国之大

者”，进一步提高站位、拓宽视野、放大

格局，把谋事和谋势、谋当下和谋未来

联系起来思考、贯通起来落实，将本部

门、本领域的工作融入中心工作中去，

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中去，坚决

防止和克服坐井观天的局限性和一叶

障 目 的 片 面 性 ，做 到 认 识 问 题 既 站 得

高、又看得远，化解矛盾既大处着眼、又

小处着手，推动建设既为一域争光、又

为全局添彩。

从战略上看问题、想问题的能力并

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掌握科学方

法，经过长期潜心学习、实践磨练、感悟

升华逐步形成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

干部应立足自身岗位实际，坚持问题导

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主动在理论学

习中夯基，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

别 是 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系统掌握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

立场观点方法，以宽广的视野、长远的眼

光思考把握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

问题，提高对大局了然于胸、对大势洞幽

烛微、对大事紧抓实干的战略远见；主动

在实践探索中强化，经常深入实际、深入

基层、深入群众，多层次、多方位、多渠道

地开展实践探索和调查研究，透过纷繁

复杂的表面现象，找准工作要害、悟出实

践真谛、掌握建设规律，着力强化总揽全

局谋一域、把握形势谋大事的本领；主动

在总结经验中升华，把党的历史经验作

为正确判断形势、科学预见未来、把握历

史主动的重要思想武器，研机析理、探究

规律，不断增强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

得未来的定力、魄力、能力。

从战略上看问题、想问题，不能停

留在思想认识层面，必须落实到工作实

践层面，体现在奋斗奋发的新气象新作

为上。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无论

岗位职级高低、负责领域大小，都应加

强对工作的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

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既要将历史、

现实与未来发展贯通起来审视，又要把

近期、中期和远期目标统筹起来考虑，

紧盯落实过程中的重点难点，满怀豪情

地干、一以贯之地抓，扎扎实实地把该

担的责任担起来，把该解决的问题解决

好，把该抓的工作抓到位，以更大的气

魄、更宽的视野、更高的标准促进发展，

把既定奋斗目标变成美好现实。

（作者单位：91208部队）

善于从战略上看问题想问题
■樊伟伟

惊蛰过后，万物复苏，一只朱鹮正

在觅食。只见它用尖长的喙探进湖中，

把一条小鱼衔出水面，小鱼奋力挣脱，

朱鹮紧盯目标，准备再次发力捕获跃动

的小鱼。

朱鹮捕鱼，靠娴熟的技巧，也靠不

懈的坚持。如果把小鱼比作机遇，要抓

住它，不仅要有捕捉机遇的能力，更要

有孜孜以求的执着。

现实中，机遇不会经常出现，当机

遇来到自己面前时，也不是每个人都能

抓住它并有所收获。但是，只要始终坚

持做好自己，有一种执着刻苦的做事精

神，哪怕困难重重，也不轻言放弃，终能

抓住机遇，获得成功。聚精会神对待每

一次工作任务，专注不懈怠、细致不粗

放、严谨不马虎、坚持不放弃，就一定能

克服种种困难，不断为成功创造条件，

直至实现心中目标。

朱鹮捕鱼——

捕捉机遇 赢得成功
■周文静/摄影 谭志伟/撰文

●在最需要吃苦的时候选择
安逸，在最需要奋斗的时候选择

“躺平”，是对青春的浪费、对本职
岗位的亏欠、对自己长远发展的不
负责任

曾读过一篇短文《好过与难过》，文

中有这样一句话，“图一天天好过，就会

一年年难过”，令人深有感触。“年”是由

“天”积累来的，每一年的收获离不开每

一天的过法。如果贪图短时间的安逸

和舒适，长此以往，日子就会越来越艰

难。相反，要想一年年好过，就得让自

己的每一天不能太好过、太安逸。只有

用一天天的辛劳和汗水，才能换来一年

年的甘甜和幸福。

生活如此，工作也是一样。要想事

业逐年稳步前进，收获累累硕果，就需

要在一天天的“难过”中，磨砺意志、增

长本领、积蓄力量。从争金夺银的运动

员，到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再到成果

卓著的科研人员……他们取得的令人

敬服的成绩，无不是以一天天埋头苦

干、勤勉敬业、不懈进取换来的。无论

何时，我们吃过的苦、受过的累、流过的

汗都不会白费，都会化成通往成功的基

石，日积月累，坚持不懈，终将拥有光辉

灿烂的未来。

青年官兵处在事业和人生的爬坡

期 ，是 工 作 最 较 劲 、压 力 最 集 中 的 时

候，也是最能够夯实根基、干出成绩的

时 候 。 如 果 这 个 时 候 滋 长 了 贪 图 享

乐 、不思进取之气，淡化了吃苦精神 、

奋斗意志，就会在一天天的安逸中被

人甩在身后，如同温水里的青蛙，逐渐

被时代淘汰。在最需要吃苦的时候选

择安逸，在最需要奋斗的时候选择“躺

平”，是对青春的浪费 、对本职岗位的

亏 欠 、对 自 己 长 远 发 展 的 不 负 责 任 。

正所谓“自在不成才，成才不自在”，要

想干事业 、谋发展 、有长进，就绝不可

能轻轻松松 、舒舒服服。只有把吃苦

当成一笔财富，把勤奋当成一种习惯，

始终以昂扬向上 、激情满格的状态奋

斗每一天，才能在一年接一年的进步

中，写就精彩的人生篇章。

日子“好过”与“难过”的辩证关系，

讲起来谁都明白，但要坚持做到不让每

天都“好过”却并不容易。这需要坚定

信心，正确看待一天天的努力，不能心

浮气躁、急于求成，一时看不到收获就

产生放弃的念头，要相信，只要朝着正

确的方向长期坚持下去，就会取得进

步；需要不断给自己加压，“有压力才有

动力”，适度加压能够催人奋进，能够激

发出不怕苦、不怕累的干劲，持之以恒

地坚持下去；需要勇于攻坚克难，在拼

搏奋进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坎坷和挫

折，如果遇到困难就退缩，就会阻碍前

进的脚步，只有积极进取、主动作为、勇

于担当，才能扫除前进路上的障碍，持

续不断地前行。

处 在 前 所 未 有 的 变 革 时 代 ，干 着

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青年官兵任务

艰巨、责任重大，应当清醒认识“好过”

与“难过”互为因果的辩证关系，以虎

虎生威的雄风、生龙活虎的干劲、气吞

万 里 如 虎 的 精 神 ，勇 于 吃 苦 、乐 于 吃

苦，在苦中强本领 、苦中求作为，努力

把工作干好，真正做到“在岗一分钟，

敬业六十秒”。

有感于日子“好过”与“难过”
■白建国

●集中精力瞄准短板发力，
向着弱项开刀，突破自身瓶颈，才
能真正把短板变成“潜力板”，把
痛点变成“突破点”，在克服短板
弱项中提升综合能力

北京 2022 年冬残奥会上，中国运

动员刘子旭在冬季两项男子短距离坐

姿组比赛中，为中国队夺得首金。同

日，本届冬残奥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

旗手郭雨洁，在冬季两项女子短距离

站姿组比赛中为中国队再夺一金。

冬季两项是一个将越野滑雪与射

击相结合的比赛项目。参赛选手们身

背步枪滑雪，每滑行一段距离后，就在

指定位置进行射击。根据滑行时间和

射击的准确性，决定选手最终名次。

这一项目对选手的心理抗压能力、身

体耐力、平衡协调能力等综合素质有

着很高要求，哪一个方面出现问题，都

会对总体成绩产生不小影响。这启示

我们，综合素质对于一个人干事成事

意义重大，要在某一领域干出一番成

绩，须多方面锤炼自己，不断补短板、

强长项。

当今时代，知识更新不断加快，科

技发展日新月异，这既为青年官兵施展

才华提供了广阔舞台，也对青年官兵的

综合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正如

一个木桶能装多少水，不是取决于最长

的木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木板一样，工

作中如果还抱着“一招鲜吃遍天”的想

法，不积极更新知识、提高自己的短板，

那么终将为时代所淘汰。只有不断适

应形势任务需要，努力补足自身短板，全

面提高能力素质，才能使自己登上事业

高峰。

从辩证法来看，短板既是个人能

力素质的薄弱点，也是提高个人能力

素质的增长点。自身存在短板，也从

一个侧面说明自身潜力尚未充分挖掘

释 放 出 来 ，能 力 素 质 的 提 升 还 有 空

间。也就是说，有短板也就有了努力

的方向，有了提升自我的途径。因而

我们应正视自身存在的短板弱项，敢

于主动寻找，认真严肃对待，集中精力

瞄准短板发力，向着弱项开刀，突破自

身瓶颈，才能真正把短板变成“潜力

板”，把痛点变成“突破点”，在克服短

板弱项中提升综合能力。

提 升 综 合 能 力 不 是 一 件 容 易 的

事，需要脚踏实地善学善为。“增强本

领就要加强学习，既把学到的知识运

用于实践，又在实践中增长解决问题

的新本领。”广大官兵应当强化“知识

危机感”“本领恐慌感”，瞄准任务所

急 、着 眼 打 仗 所 需 ，不 断 加 强 学 习 。

不仅从书本中学习理论知识，也要做

到学以致用、学用相长。军营是锻炼

人的好地方，要想提升综合素质，就

须 立 足 自 身 岗 位 ，主 动 接 受 任 务 锤

炼，不挑肥拣瘦、不避重就轻，把所学

运用到实践中，如此才能在磨练中长

才干、在攻坚中补能力。做到学习与

实践的有机结合，最大限度发挥学习

的效能，才能真正提升综合素质，增

强本领。

提升综合素质，我们既要有只争

朝夕的紧迫意识，又要发扬“钉钉子”

精神，一锤接着一锤敲，坚持不懈、久

久为功。一个人的短板弱项，通常都

是自身先天不足的地方，弥补起来往

往需要付出更多努力，经历一个艰难

过程。在这个自我挑战、自我突破、自

我提升的过程中，我们要以重塑自我

的决心，查漏补缺，绵绵用力，不达目

的不罢休，在克服一个个短板弱项中

不断提升综合素质，从而做出更大的

成绩，成就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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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波

谋 事 干 事 要 务 本 ，把 本 职 工 作

干 好 ，体 现 的 是 爱 岗 敬 业 优 良 品

质。如果本职工作不好好干，或推三

阻四，或敷衍塞责，在做人品质上就

打了折扣。

本职工作干不好，既有能力不够

的原因，也往往是懒惰、不担当、政绩

观不端正等问题造成的。有的人片

面认为多干活出错的概率就大，相应

风险就高，觉得“不出事也算功劳”，

对工作任务能推则推、能躲则躲，这

是很不应该的。大量事实表明，本职

岗位是提升能力的最好平台。事非

经过不知难，经历事情长才干。能力

不济，更应该以强烈的危机感加强学

习锻炼，主动担当作为，立足本职岗

位加大“补课”力度，使自己能够尽快

胜任本职。岗位即战位，我们必须坚

守岗位，坚决完成本职任务。失守和

临阵脱逃，都是品质上不过关的表

现。不懂还不学、会干却不干，担子

让别人挑，自己当“看客”，在人品上

就有问题。

干好本职工作，提高业务能力，

既需要强化照章办事、按职履责的

规 则 意 识 ，更 需 要 以“ 我 的 岗 位 我

尽责”“我的工作我负责”的主动精

神 担 当 作 为 。 广 大 官 兵 应 把 干 好

本 职 当 作 价 值 追 求 和 品 行“ 必 修

课”，以始终如一、保质保量的工作

标准干出突出成绩，不断开创事业

发展新局面。

干好本职见品质
■武警洛阳支队 刘奇山

立志报效祖国、服务人民，是许

多青年官兵参军的初心。然而也不

可否认，有的官兵在现实中经历了种

种挫折失意的打击后，渐渐丧失了斗

志，有的甚至对当初的选择产生了动

摇。在军旅奋斗的过程中，能不能经

受住考验，坚守自己当初的选择，矢

志在军营建功立业，从某种程度上

讲，也是对能否坚守初心的检验。

不忘初心，才能更加坚定地走向

未来。在火热的军营生活中，无论是

初心使命的召唤、身边战友的激励还

是自己一点一滴的进步，都在告诉我

们人生要向前走、向前看，要放眼未

来积极进取，不要怀疑自己当初的选

择。既然作出了选择就要对自己负

责，就要坚定从军报国信念，积极融

入军营这个战斗集体，全力投入强军

事业，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把每

一次任务完成好，努力在本职岗位发

光发热，让自己在实践中成长成才，

为部队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

人生本来就是在选择中前行，作

出什么样的选择，一定程度上体现着

一个人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追求。要想

坚守选择、实现梦想，须有“吃得苦中

苦”的耐力、“铁杵磨成针”的毅力。要

相信“功夫不负有心人”，想到、做到才

能得到，在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上不

忘初心、奋力前行，以军人的家国情怀

激发工作热情，释放拼搏能量，做一名

奔跑在强军路上的追梦人。

坚守选择见初心
■海军军医大学 汪天玄

毛泽东同志讲：“一万年太久，只

争朝夕。”这句话饱含了对国家建设

的殷切期望。今天我们奋进新征程，

也应“只争朝夕”，不断强化“等不起”

的紧迫感、“坐不住”的危机感、“慢不

得”的责任感，把这种奋斗精神倾注

在工作岗位上，体现在承担的每一项

任务中。

强化“等不起”的紧迫感，要求广

大官兵坚持积极主动干事，对工作想

在前、干在前，以高标准把大事干出

色、把小事做精致，把发展的主动权

抓在自己手中；强化“坐不住”的危机

感，要求广大官兵时刻保持忧患意

识，心怀本领恐慌，正视自身能力素

质与使命职责要求的差距，在工作学

习中努力固强补弱，不断进行自我提

高、自我完善，使自己跟上时代发展

步伐；强化“慢不得”的责任感，要求

广大官兵坚定勇往直前的决心，不观

望、不拖沓，勇于涉险滩、破藩篱，以

雷厉风行、紧抓快干的作风推动部队

建设高质量发展。

干 事 业 犹 如 逆 水 行 舟 ，不 进 则

退，慢进也是退。推进强军事业，广

大官兵理应发扬“马上就办、办就办

好”的优良传统，在只争朝夕中踔厉

奋发、担当尽责，埋头苦干、真抓实

干，共同在奋斗强军中奏出激扬青春

旋律。

只争朝夕见精神
■66831 部队 尚佳伟 杨大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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