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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关守住了，便“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守不住，就会犯方
向性、根本性错误，悔恨终身

影中哲丝

言简意赅

谈 心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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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腐防变的防线，是一名党员永葆

宗旨本色的底线，是一名干部保证清正

廉洁的红线。对这条防线，党员干部需

要层层设防、处处设防、严防死守，尤其

要守住守牢一些重要关口。

哪些关口最重要？习主席在 2022

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

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强调拒腐防变

要守住的关口中，排在第一位的是政治

关。对党员干部来说，政治关是第一关，

“首关不过、余关莫论”；政治关是方向

关，把正方向，行稳致远。政治关守住

了，便“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守不住，就

会犯方向性、根本性错误，悔恨终身。

“源澄而流清，源浑而流浊。”我们

党历来注重从政治关这个源头上教育

党员干部守住拒腐防变的防线。毛泽东

指出，政治是首要的，是第一位的，各行

各业的干部要又红又专。周恩来要求

党员领导干部在任何条件下都首先要

过好政治关。“穷人主席”方志敏、“三清

财魁”毛泽民、“品重柱石”王荷波……

正是因为有无数在政治上品行操守过

硬、对党绝对忠诚的党员干部，我们党

才能够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一

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多次对年轻

干部守住政治关作出重要指示。习主席

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既是谆谆教导，也是

方向引导，更是具体指导，为广大党员干

部特别是年轻干部守住政治关提供了根

本遵循，指明了科学路径。

然而应该看到，面对“乱花渐欲迷

人眼”的复杂现实和各种诱惑，守住政

治关是不容易的。因为只要有权力，就

会出现“围猎”者；只要有诱惑，就会有

人冒险去咬“钩”。从一些因违纪违法

而受到惩处的党员干部的忏悔来看，几

乎都有一个共性问题，即身处高位后放

松思想改造，没有守好政治关。“治其

本，朝令而夕从；救其末，百世不改也。”

可以说，守住政治关就是守住了为官从

政的根本，否则就会陷入头痛医头、脚

痛医脚的被动局面，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问题。

守 住 政 治 关 ，首 先 是 要 时 刻 讲 政

治 。 讲 政 治 ，是 对 共 产 党 员 的 根 本 要

求，是党员干部补钙壮骨、强身健体的

根本保证，是一名党员培养自我革命勇

气、增强自我净化能力、提高政治免疫

力的根本途径。讲政治是全面而非片

面的，是行动而非口头的，是具体而非

抽象的，是务实而非务虚的，就是要在

大是大非面前、在政治原则问题上做到

头脑特别清醒、立场特别坚定，决不当

两面派、做两面人，决不拿党的原则做

交易，把讲政治落实到应对重大斗争考

验和完成重大任务的行动上，落实到工

作、生活和社会交往的方方面面、时时

处处、点点滴滴。

守 住 政 治 关 ，根 基 是 坚 定 理 想 信

念 。 崇 高 的 理 想 ，是 共 产 党 人 勇 往 直

前、攻坚克难的不竭动力；坚定的信念，

是党员干部立身做人、干事创业的坚固

基石。“水清沙自洁，官贤弊自绝。”一些

党员干部腐化变质的原因有很多种，但

根子在于理想信念不坚定。理想信念

不坚定，政治关就不再牢固。把坚定理

想信念作为开展党内政治生活和加强

党性修养的首要任务，常补精神之钙，

常 固 思 想 之 堤 ，就 抓 住 了 拒 腐 防 变 的

“根”与“本”。当一名年轻干部有了理

想信念的主心骨，便有了道德操守的基

准线，就能够在政治上经得起考验，在

作风上抵得住诱惑，泰山压顶不弯腰，

风吹浪打不迷航。

守住政治关，关键是严守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

知方圆，则必规矩。”讲规矩、守纪律是

对党员干部党性的重要考验，也是对党

员干部廉洁度的重要检验。在党的纪

律规矩中，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最根

本的、最重要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为党员干部立起了行为标尺，既是“紧

箍咒”，更是“护身符”。严守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关键在“严”，如果不严格、

不严肃，就会出现“上令既废，以居则

乱，以战则败”的局面。在严守政治纪

律和政治规矩中守住政治关，就要在处

理问题、作出决策、部署工作时首先从

政治上想一想，对照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举一反三，看准能不能干、该怎样干，

这样才能在风浪考验中立得住脚，定得

住神，始终站稳政治立场，做政治上的

明白人。

守住政治关，贵在常做政治自检。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对照

政治要求检视反思、躬身自省，既是共产

党人牢记初心使命的一面镜子，也是党

员干部保持廉洁自律的有力武器。陈毅

“中夜尝自省”，张闻天不怕自己的“瘌痢

头”给人看，谢觉哉每晚与自己“打官

司”……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所以

慎终如始，守住政治关，一个重要方面就

在 于 他 们 经 常 自 我 反 思 ，常 做 政 治 自

检。对于党员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而

言，经常自觉地进行政治自检，就是要看

政治忠诚、政治担当、政治能力、政治自

律等方面是否合格，做到既练打仗、又讲

政治，既本领高强、又政治过硬；就是要

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慎独慎微慎始

慎终，始终做到心有所守、行有所循，做

人不逾矩、办事不妄为、用权不违规，在

保持干净中健康成长，在干事担当中锤

炼本领，努力成为堪当强国强军重任的

时代新人。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

工作研究院）

守 住 政 治 关
—学习领会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守住守牢拒腐防变防线①

■范 晶

科学家在对黑蚂蚁群进行跟踪

观察时发现一个有趣现象：蚁群中，

大多数蚂蚁都很勤快，清理蚁穴、搬

运食物、照顾幼蚁，几乎没有停歇。

然而，也有一小部分蚂蚁大多数时间

都在蚁群周围东张西望，很少工作。

研究人员在这些“懒蚂蚁”身上做了

标记，而后断绝了蚁群的食物来源。

这时，那些勤快的蚂蚁乱作一团，而

“懒蚂蚁”则不慌不忙，带领蚁群向新

的食物来源转移。“懒蚂蚁”并不是

懒，而是把大部分时间用在了侦察

上，发挥着蚁群“大脑”的作用。这就

是著名的“懒蚂蚁”效应。

“懒蚂蚁”效应启示我们，很多时

候，仅依靠勤奋和努力并不意味着能把

工作做好，也不意味着能把工作做对。

如果忙忙碌碌却只是机械做事，就容易

陷入事务主义泥淖，很难提高认知能力

和工作水平。埋头拉车还要抬头看

路。我们干工作既要脚踏实地、埋头苦

干，又要勤于思考、善于总结。

思考和总结的过程，就是分析问

题、提炼经验的过程。当工作进行到

一定阶段时，应检验一下完成效果、

明确哪些地方需要改进或补充。面

对动态变化的情况，要及时作出方案

上的调整。如此，才能少走弯路、少

犯错误，不断提高工作效率。

“懒蚂蚁”效应传递的是一种思维

方法和工作方法，在工作中运用好这

一效应，能使工作有正确的方向、精准

的方法，做到忙而不乱、忙而有序、忙

而有效，做到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

“懒蚂蚁”并不懒
■李浩爽 彭乐祝

《伊索寓言》里有这样一则故事：

一只饥饿的狐狸路过果林，看见架子

上挂着一串串晶莹剔透的葡萄，它垂

涎欲滴，想摘却又摘不到，便自我安

慰道：“这葡萄没有熟，肯定是酸的。”

狐狸把葡萄说成是酸的，以此冲淡内

心欲望，心理学中把类似现象称为

“酸葡萄”心理。

现实中，当我们的需求无法得到

满足而产生挫败感时，同样可能产生

“酸葡萄”心理。但有的时候，吃颗

“酸葡萄”也不无裨益。作为一种应

对挫折的合理化心理防御机制，从心

理健康的角度看，适当的自我安慰有

一定积极意义。对于某些不切实际

的目标，与其钻牛角尖，给自己造成

不必要的困扰，倒不如坦然面对挫折

失败，告诉自己“塞翁失马，焉知非

福”，吃颗“酸葡萄”来缓解心理压力、

消除内心紧张、改善心理环境，避免

冲动行为产生。当情绪稳定后，再冷

静、客观地分析失败原因，重新选择

目标或改进努力方式，从而将负面情

绪转化为积极心态。

当然，“酸葡萄”吃多了也会有副

作用。因为“酸葡萄”带来的效果是

短暂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如果长期、过分回避客观现实，只会

使我们的抗压能力越来越差，面对挫

折失败时总是为自己开脱，久而久

之，就会丧失进取斗志、拼搏意志，陷

入恶性循环无法自拔。

面对挫折和失败，既不能一味逃

避现实，也不能让自己陷入痛苦失意

的阴霾中。正确的做法是积极、全面、

理性地面对自身缺点和问题，摆正心

态，振奋精神，努力完善提高自己，不

断追求卓越。

“酸葡萄”也能吃
■袁得军

春分时节，阳光明媚。一只蝴蝶时

而驻足花瓣，时而徜徉花间，好似一名

舞者在花丛中跳起曼妙的芭蕾。

蝴蝶的生命周期虽然很短，但它

迎风飞舞尽情享受生命的样子令人

动容。这让人想起了哲学家尼采那

句 经 典 哲 语 ：每 一 个 不 曾 起 舞 的 日

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的确，我们

需要在有限的时间里，投身自己热爱

的事业，把每一天都过得充实无悔，

舞出生命的绚烂多彩，真正做到回首

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

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感到羞

耻”。

蝴蝶飞舞——

生命因充实而精彩
■王凤立/摄影 刘国辉/撰文

●越是行稳越能致远，越是谨
慎越能平安。凡事从最坏处准备，
才能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

“平地坦途，车岂无蹶？巨浪洪涛，

舟亦可渡；料无事必有事，恐有事必无

事。”这是《小窗幽记》中的一则名言，意

思 是 说 路 途 平 坦 ，车 难 道 就 不 会 翻 倒

吗？巨浪洪涛，小船也可能渡过。预料

没 事 必 然 会 有 事 ，害 怕 有 事 反 而 会 没

事。“必无事”的结果，是因为“恐有事”的

防备，正如孟子所说，“生于忧患，死于安

乐”。

韩国著名围棋选手曹熏铉对其天才

弟子李昌镐作评价时曾指出，最容易毁

掉弟子前程的是自我管理失败。李昌镐

把这句话记在心中，防止盛名之下的懈

怠，事事兢慎，事业如日方中。唐代诗人

杜荀鹤有诗云：“泾溪石险人兢慎，终岁

不闻倾覆人。却是平流无石处，时时闻

说有沉沦。”世上无顺事，居安要思危，尤

须防止“平流无石处”的沉沦。现实中，

有的单位安全稳定很长时间，有的人便

渐渐丧失应有的警惕，对身边的提醒感

到厌烦，自认为高枕无忧，殊不知越是在

这个时候，越容易“大意失荆州”。在安

全问题上，不能以过去论英雄，更不能以

现在论将来。对于任何人来说，59 分和

19 分 一 样 都 是 不 及 格 ，“ 万 无 一 失 ”与

“一失万无”往往只在一念之差。

越是行稳越能致远，越是谨慎越能

平安。凡事从最坏处准备，才能努力争

取最好的结果。“不困在于早虑，不穷在

于早豫。”宁可备而不用、备而少用，也要

把风险估计得严重一些，把困难想得更

多一点，不忽视任何一个风险点，不放过

任何一个隐患处。当然，保持“恐有事”

的精神状态，绝不是畏首畏尾、亦步亦

趋，而是要在事业发展过程中时刻保持

头脑清醒的定力和“蝼蚁之穴、溃堤千

里”的忧患意识，立足当下而不忘远忧，

处于顺境而不忘逆境。

“居安而念危，则终不危；操治而虑

乱，则终不乱。”从根本上讲，“恐有事”是

一种底线思维，是未雨绸缪的反映，也是

处事智慧的体现。工作中，我们要有防

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挑战的高招；

要打有准备之仗，也要打战略主动仗。

党的七大召开时，抗战胜利在望，全党空

前团结，但毛泽东同志却以强烈的忧患

意识，在七大上列举了革命可能遭遇的

“ 十 七 条 困 难 ”，并 据 此 提 出 了 应 对 措

施。正是有了这种充足的思想准备，才

为我们党后来赢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奠定

了坚实基础。

见兔顾犬、亡羊补牢，是为下策；积

谷防饥、曲突徙薪，方为上策。革命前辈

谢觉哉说得好：“明知事要来而迎上去

做，是占了先着；即知其不一定要来而也

迎上去做，更是占了先着。”无论什么时

候，都要让“恐有事”成为心中的“紧箍

咒”，把各种困难预估得更充分一些，把

风险挑战认识得更到位一些，备好抵御

和应对风险的“工具箱”，才能成功闯过

急流险滩、避开暗礁漩涡，做到“任凭风

浪起，稳坐钓鱼船”。

常恐有事方无事
■陈 卓

●如何达到清廉自守的精神
境界？关键是守好自己的内心，正
确面对自己、剖析自己、修正自己、
提高自己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

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其

中指出：“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克

己奉公、清廉自守的精神境界。”把克己

奉公、清廉自守放到精神境界层面加以

强调，告诉我们只有把清廉作为一种精

神境界来涵养和追求，才能永葆清廉本

色。如何达到清廉自守的精神境界？

关键是守好自己的内心，正确面对自

己、剖析自己、修正自己、提高自己。

学会与另一个自己相处。哲学家

芝诺曾被问及：“谁是你的朋友？”他说：

“另一个自我。”在正风肃纪的高压态势

下，少了许多觥筹交错，多了自己独处

的时间和空间。一些人刚开始还能适

应，但时间久了便滋生“已经严到位”的

厌倦情绪。克服这种不良情绪的有效

方法，就是永葆健康向上的人生追求。

有什么样的人生追求，就会有什么样的

人生选择。新冠疫情暴发之初，许多人

都居家隔离，有人利用这难得“清闲”的

机会，静心读了不少书，丰富了精神世

界，无形中拓展了生命宽度、蓄积了前

进力量；而有的人却无所适从，虚度了

光阴不说，还变得焦虑不安。其中区别

的关键一点，就是会不会与另一个自己

相处。我们在学习与他人打交道的同

时，也应学会与另一个自己相处，也就

是正确面对内心那个自己，让自己避免

心浮气躁，积极涵养享受独处的心态，

培养和追求高尚道德情操。

用另一只眼睛审视自己。有位著

名画家创作的肖像画里，许多成年人的

肖像只有一只眼睛露出来。别人问他

是何用意，他说：“因为我用一只眼睛观

察周围的世界，用另一只眼睛审视自

己。”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生就是自己与

自己的较量。不断地重新认识自己，是

每次较量的开始。前段时间热播的电

视纪录片《零容忍》里，一些人身陷囹圄

后，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公安部原副

部长孙力军说，“没想到自己成了一个

法治建设或者公平正义的破坏者”；贵

州省政协原主席王富玉讲，“我疯狂的

贪欲登峰造极，但我不知道要钱为了什

么”；杭州市委原书记周江勇表示，“在

这么重要的一个城市主政，现在犯下了

严重的错误和罪行，痛悔不已”。他们

的幡然醒悟虽然迟了，却值得广大党员

干部深思和警醒。只有心中时时有规

矩在审度，行为上时时有尺子在衡量，

才不会触底线、碰红线。党员干部用另

一只眼睛审视自己，应以理想信念强基

固本，以先进文化启智润心，以高尚道

德砥砺品格，客观地看待自己，清醒地

查找不足。其意义在于促进自我认知、

自我完善，不断超越自我。

靠奔跑的状态升华自己。党的十

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巨大勇气和定力推

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从根本

上遏制了歪风邪气。一些受到处理的

党员干部在反思时，都由衷地感谢组织

在关键时刻挽救了自己。在党员干部

清廉自守的精神世界里，不仅有清正廉

洁的底色，更有奋斗的初心和使命，干

干净净是前提，担当干事是追求。一名

党的好干部，心中永远装着人民，绝不

会为眼前利益和个人私欲迷惑了心智、

羁绊了脚步。一名真正的优秀的军人，

心系的永远是战场，眼里聚焦的永远是

打赢，担当使命的火热激情更能涵养清

廉自守的精神境界，升华自己的精神追

求。时序轮替中，始终不变的是奋斗者

的身姿；历史坐标上，始终清晰的是奋

斗者的足迹。强军兴军的奋进号角中，

与其守候在静止的岸，不如做一只飞驶

的舟；与其当一块被动的靶，不如做一

支呼啸的箭。广大军队党员干部应全

身心投入到强军兴军的宏伟事业中，靠

一往无前的奔跑状态升华自己、成就自

己，为实现奋斗目标而不懈进取，以优

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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