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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 心 录

影中哲丝

●新时代的年轻干部只有勇
于接受“雨雪风霜”的考验，在磨
砺中拔节成长，才能成就“敢立潮
头唱大风”的未来

经风雨、见世面，是习主席在不同

场合对年轻干部反复提出的要求，明

确指出了年轻干部成长成才的方向和

路 径 。 年 轻 干 部 是 党 和 人 民 事 业 的

“ 接 棒 人 ”，是 推 动 事 业 发 展 的“ 后 备

军”，只有勇于担苦、担难、担重、担险，

勤在事上练，多经风雨、见世面，才能

成大器。

梅能傲雪香能永，枫不经霜叶不

红。古圣先贤、仁人志士，凡能取得一

番作为的，都离不开“雨雪风霜”的砥

砺。范仲淹“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

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故能

学业有成，勤政有为，并留下“先天下

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绝

唱。宋濂一心求学，“天大寒，砚冰坚，

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终成明代“开

国文臣之首”。新时代的年轻干部只

有勇于接受“雨雪风霜”的考验，在磨

砺中拔节成长，才能成就“敢立潮头唱

大风”的未来。

在经风雨、见世面中成大器，须勇

于挑战自我。一个没有吃过苦的人，

如同一棵没有经历风雨磨砺的树，没

有扎下牢固的根须，狂风暴雨一旦来

临，就会有树倒枝折的危险。现实中，

如果我们习惯把自己隐藏在“避风港”

里，只做熟悉的工作，久而久之就会在

“温水煮青蛙”中失去迎接风险挑战的

胆气和能力。有时候，不进步本身就

是一种退步。这就好比一个人学习钢

琴，如果他总是练习简单曲目，就永远

只能是普通水平，想要达到更高水平

就要进行更高难度的练习。年轻干部

要 想 成 长 进 步 ，就 要 勇 敢 跳 出“ 舒 适

区”，在机遇面前主动出击，在困难面

前迎难而上，在风险面前积极应对，多

啃“硬骨头”、多接“烫手山芋”、多当几

回“热锅上的蚂蚁”，在经受大风大浪、

经历急事难事中历练自己，不断壮筋

骨、长才干。

在经风雨、见世面中成大器，须保

持积极乐观。如今一些年轻人成长环

境优越，鲜有挫折磨难的经历。面对

挫折磨难，是遇挫即折，悲观丧气，还

是愈挫愈奋，积极应对，往往决定着一

个人的前途未来。“艰难困苦，玉汝于

成。”航天员叶光富十几年如一日地勤

学苦练，除了完成 8 大类上百个课目的

训 练 ，还 要 经 受 更 加 复 杂 苛 刻 的 考

验。无论过程多么艰险，身体多么疲

惫，他都能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去应对、

去克服，也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如愿以

偿地飞向太空。成长就是一个苦乐并

存的过程。环境越是艰苦、岗位越是

吃劲，越能锻炼胆魄、磨砺意志、增长

才干。年轻干部唯有摆脱遇到挫折就

“避而远之”的消极心态，树立“越是艰

险越向前”的积极心态，正视前进过程

中的摔打磨砺，锤炼筋骨、增强本领，

才能积蓄起干事创业的底气和长足发

展的后劲，收获成长的喜悦。

在 经 风 雨 、见 世 面 中 成 大 器 ，须

做到坚忍不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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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没有捷径

可走，任何成就的取得都离不开坚忍

不拔的意志、持续奋斗的执着。绝大

多 数 年 轻 干 部 入 职 后 多 由 具 体 工 作

做 起 ，为 什 么 有 的 人 能 练 就 过 硬 素

质，而有的人始终庸碌无为呢？一个

不 可 忽 视 的 因 素 就 是 能 不 能 坚 持 不

懈地学习、钻研和提升。破茧成蝶的

过程从来都是痛苦的，没有毅力和恒

心，是很难挺过来的。年轻干部成长

成才的过程，不可避免地经常会遭遇

困 难 、失 败 ，如 果 没 有“ 十 年 磨 一 剑 ”

的恒心，就会因一时的不顺而被磨去

斗 志 、止 步 不 前 ，必 然 难 有 成 就 。 只

有 在 日 常 工 作 和 执 行 重 大 任 务 中 有

“蚂蚁啃骨头”的韧劲，即便身陷绝地

险 境 也 决 不 放 弃 ，始 终 满 怀 信 心 、斗

志昂扬地朝着目标不懈前进，才能登

上事业的高峰。

绳短不能汲深井，浅水难以负大

舟 。 军 队 年 轻 干 部 更 应 把 个 人 理 想

抱 负 融 入 强 军 实 践 ，勇 于 担 当 作 为 、

攻 坚 克 难 ，主 动 到 基 层 一 线 、艰 苦 环

境、重大任务中打磨淬炼。生逢大有

可为的新时代，年轻干部一定要珍惜

光 阴 、不 负 韶 华 ，奋 力 投 身 强 军 兴 军

伟大事业，经风雨、见世面，真刀真枪

锤 炼 能 力 ，以 过 硬 本 领 展 现 作 为 、不

辱使命，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留下奋斗

的青春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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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让自己的心灵充满阳
光，“心灵花园”才能散发芬芳。我
们要通过辛勤的心灵耕耘来创造满
园春色，使心灵不断得到洗礼、充
实，活出自己的美丽人生

人 生 的 苦 痛 多 源 于 对 心 灵 的“ 捆

绑”，给内心附加上了许多欲望和浮躁。

自己若不能为心灵“松绑”，别人也无法

让你走出困境。人性有一个弱点，就是

总期望比别人拥有更多的东西，倘若愿

望无法实现，便会因此而心生烦恼。这

些附加给心灵的欲望和浮躁，好比给心

灵加上了一道“紧箍咒”，并把咒符的控

制权交给了别人。

其 实 ，自 己 才 是 自 己 心 灵 的“ 主

人”。我们的心灵就像一片土地，如果

播种下杂草，就会杂念丛生，给我们带

来浮躁和痛苦；如果播种下花朵，就会

让心灵开满鲜花，给我们带来快乐。每

个人都应在自己内心耕耘一片“心灵花

园”，让自己的生命能够诗意地栖居、美

丽地安放。

这一片“心灵花园”，首先应是充满

阳光的。只有让自己的心灵充满阳光，

“心灵花园”才能散发芬芳。心灵充满阳

光，就能驱散心中的“雾霾”，清除那些阴

暗角落里的“霉菌”和“灰尘”。拥有充满

阳光的“心灵花园”是美好人生的基础，

也是开启智慧人生的心灵钥匙。充满阳

光的“心灵花园”不但能够纯洁我们的思

想、净化我们的灵魂，也是我们战胜困难

和挫折的动力源泉，能够让我们获得超

越自我、不懈进取的力量。人生道路上，

难免会遇到困难和挫折、失意和失败，一

座充满阳光的“心灵花园”，能够帮助我

们走出失败和挫折的阴影。只要心灵充

满阳光，心灵之花就能迎来阳光雨露、茁

壮成长，“心灵花园”就会五彩缤纷、芳香

四溢。

要想拥有一座芳香的“心灵花园”，

需要不断加强修养，培养定力，用人生智

慧驱散生活中那些空虚困乏、人性中那

些嫉妒仇视，不断提高人生境界，开阔人

生格局。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曾多次入

狱，在总统就任典礼上，他特意邀请了曾

经看守过他的三名狱警来参加，并向他

们表达敬意。然而这三名狱警并不曾友

好地对待他，甚至还虐待过他。在大家

不解的目光中，曼德拉发出了这样的感

慨：“当我走出囚室迈过通往自由的监狱

大门时，我已清楚，自己若不能把痛苦与

怨恨留在身后，那么其实我仍在狱中。”

诚如是，心胸开阔了、境界提高了，“心灵

花园”才能缤纷绚烂、一片芬芳，生命的

花朵才能散发出醉人的清香。

对生命的顿悟，是在澄澈心灵之下

所实现的通透豁达。浮躁与肤浅的心

灵，又怎能耕耘出宁静的“心灵花园”？

我们要通过辛勤的心灵耕耘来创造满园

春色，使心灵不断得到洗礼、充实，活出

自己的美丽人生。

耕耘好自己的“心灵花园”
■张晓东

知行论坛 生活寄语

心灵和谐

●面对挑战敢于迎难而上，
面对风险敢于挺身而出，面对责
任敢于担当作为，这才是一名领
导干部应有的样子

风成于上，俗形于下。作风上出

问 题 往 往 是 病 症 在 下 面 ，病 根 在 上

面。一名领导干部曾说，风气好不好，

主要看领导，领导干部行得端，走得

正，要求部属才会有底气。这句话可

谓一语中的，点出了一个单位作风好

坏的关键所在。

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习惯于严

人 宽 己 ，平 时 热 衷 于 让 部 属“ 听 我

的”，需要自己挺身而出、担当作为的

时候，却不敢喊出“看我的”，有的人

甚至在出了问题后把责任“甩锅”给

下级，只想揽权却不想担责，如此势

必 会 挫 伤 部 属 干 事 创 业 的 积 极 性 。

长此以往，更会助长不担当、不作为

的风气，进而导致工作空转，阻碍部

队建设发展。这种现象应当引起我

们高度重视。

领导干部作为“关键少数”，不仅

是带领大家干事创业的“领头雁”，其

所作所为还是一个单位风气的“风向

标”。尤其是在作风建设方面，领导干

部应当首先把自己摆进去，在拿“手电

筒”照别人之前先照照自己。要求别

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

做的，自己首先不做。要在以上率下、

身先士卒中积蓄“向我看齐”的底气。

“榜样是看得见的哲理。”说一千

道一万，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首

先要从自身做起，提振精气神，把自己

的榜样作用发挥好，用“看我的”实际

行动把标杆立起来，带头改进工作作

风，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把主要精

力用在研究备战打仗、狠抓战斗力生

成上，以自己的担当带动大家担当，以

自身的作为促进大家作为。面对挑战

敢于迎难而上，面对风险敢于挺身而

出，面对责任敢于担当作为，这才是一

名领导干部应有的样子。绝不能搞

“击鼓传花”，出工不出力，在位不尽

责，把责任上推下卸。作为一级组织，

则要对那些只挂帅不出征、只争名不

争先的干部硬起手腕，做到奖惩鲜明，

确保优者上、庸者下、劣者汰。

“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

行动是最好的号令，身教是最好的示

范。有道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

不正，虽令不从”，各级领导干部都应

强化以身作则意识，一级带着一级干，

一级做给一级看，不讲“给我上”，要说

“跟我上”，用“看我的”表率行动，让部

属发自内心“听我的”，压紧压实责任

链条，形成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真抓

实干的强大磁场。

“听我的”
更要“看我的”

■孙家斌 曹卫国

●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政
绩观才会始终端正；党性不强、私心
杂念作祟，政绩观必定出现偏差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

性作用的是党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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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 主 席 深 刻 阐 述 了

年 轻 干 部 应 该 为 谁 创 造 业 绩 、创 造 什

么 样 的 业 绩 、怎 样 创 造 业 绩 等 重 大 问

题 。 满 怀 深 情 的 期 望 ，语 重 心 长 的 嘱

托 ，必 将 激 励 鼓 舞 广 大 年 轻 干 部 以 坚

强 党 性 树 立 践 行 正 确 政 绩 观 ，把 心 思

和精力放在埋头干事、奋发有为上，努

力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

的 实 绩 ，在 新 时 代 新 征 程 上 留 下 无 悔

的奋斗足迹。

政 绩 是 干 部 在 任 职 期 间 的 业 绩 、

功绩，政绩观是干部对如何履行职责、

追求何种政绩的根本认识和态度。对

年轻干部而言，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就

有 什 么 样 的 工 作 方 式 ，就 会 收 获 什 么

样的名声和口碑。为什么看到一棵棵

高大的泡桐树，人们就会不禁想起“县

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看到一丛丛茂

密的木麻黄，人们就会不由想起“最美

奋斗者”谷文昌；看到一山山葱茏的林

海，人们就会不觉想起“草帽书记”杨

善 洲 …… 原 因 在 于 ，他 们 以 忘 我 的 付

出 为 群 众 谋 福 祉 ，把 实 打 实 的 政 绩 印

刻在了人民群众的心坎上。“政声人去

后，民意闲谈中。”年轻干部只有树立

和 践 行 正 确 政 绩 观 ，时 刻 想 着 为 党 分

忧 、为国奉献 、为民造福，多为人民做

实事，多为后人干好事，才能让组织认

可、让群众满意，成长为对党和人民忠

诚可靠、堪当时代重任的栋梁之才。

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

立 德 的 基 石 。 党 性 坚 强 、摒 弃 私 心 杂

念，政绩观才会始终端正；党性不强、私

心杂念作祟，政绩观必定出现偏差。从

现实情况看，大多数同志都能在工作中

自觉务实功、出实招、求实效，但也有一

些干部做事动机并不那么纯正，把做事

和 个 人 名 利 捆 绑 在 一 起 ，重 显 绩 轻 潜

绩、重面子轻里子，热衷于“造势一时”，

而不是“造福一方”。我们共产党人追

求的政绩，应该是为党和人民踏实工作

的业绩，是经得起人民群众评判、历史

沉 淀 之 后 真 正 的 功 绩 ，而 不 是 哗 众 取

宠、脱离实际、劳民伤财的“败绩”。年

轻干部应始终坚持以党性立身做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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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一查

思想认识上的不足，纠一纠实际工作中

的偏差，杜绝装样子、搞花架子、盲目铺

摊子，始终为民干事，而不是为己做官。

“ 知 责 任 者 ，大 丈 夫 之 始 也 ；行 责

任者，大丈夫之终也。”年轻干部是党

和 国 家 事 业 发 展 的 生 力 军 ，在 各 项 建

设 中 担 负 着 重 要 使 命 ，树 立 和 践 行 正

确政绩观尤为重要。在实际工作中应

处理好大我与小我、过程与效果、当前

与长远、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关系，

尽 心 尽 力 谋 划 发 展 ，知 责 尽 责 抓 好 工

作，既有“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又有

“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既有一年抓

成 几 件 事 的 决 心 、又 有 几 年 干 成 一 件

事 的 定 力 ，既 有 见 红 旗 就 扛 见 任 务 就

争 的 激 情 、又 有 默 默 无 闻 抓 经 常 打 基

础 的 韧 劲 ，真 正 把 群 众 呼 声 当 作 第 一

信号，把群众需要当作第一选择，把群

众满意当作第一标准，做到“民之所好

好之，民之所恶恶之”。

加强党性锻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

绩观，是一个终身课题。党性修养不会

与生俱来，也不会随着党龄增长、职务

晋升而自然提高，必须经历长期、艰苦、

全面的思想淬火和政治历练过程。要

自觉把锤炼坚强党性作为人生必修课、从

政常修课紧抓不放，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

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坚持联系思

想实际、工作实际，切实把政绩观建立

在对科学理论的理性认同上，做到虔诚

而执着、至信而深厚。自觉经常地接受

政治体检、群众监督，主动给自己剪一

剪枝叶、扫一扫灰尘，倡导践行清清爽

爽的同志间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

系，既牢牢把住大事大关，也坚决守住

小事小节，任何时候都不踩红线、不越

底线、不碰高压线。自觉见言见行见精

神，把学习与实践结合起来，把表态与

落 实 贯 通 起 来 ，把 严 人 与 严 己 统 一 起

来，无论是想问题 、作决策，还是抓工

作、搞建设，都要讲党性、讲原则，不为

人情坏规矩、不因私利误事业，让自己

始终都很干净、很硬气。

“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

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业绩都是

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

绩。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一定要事

不避难、义不逃责，多到任务繁重、问题

突 出 的 地 方 去 破 解 难 题 ，多 到 困 难 棘

手、矛盾集中的地方去打开局面，多到

局 势 复 杂 、工 作 薄 弱 的 地 方 去 担 当 作

为，务求行之有方 、行之有力 、行之有

矩、行之有效。特别是要把握好“致广

大”与“尽精微”的关系，对当务之急要

立说立行、紧抓快办，对长期任务要滴

水穿石、久久为功，做到谋划时统揽大

局、操作中细致精当，以正确的政绩观、

以干工作办实事的实际行动推动各项

工作落到实处、末端见效。

（作者单位：91208部队）

以坚强党性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
■樊伟伟

●诚信作为一个人安身立命的
根本，只有处处坚守、时时涵养，才
能行稳致远

近日看到一则新闻：一家小超市的

老板因为有事不能正常营业，但考虑到

超市周边居民的日常购物需求，于是将

超市改为“无人售货”模式，顾客进店拿

完货物后，纷纷自觉付款，生意甚至比之

前还好。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诚信举动，

温暖人心，也引人思考。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

做人做事应当恪守的道德准则。然而许

多情况下，诚信是要经受各种考验的。

比如，在有监督的时候许多人能够讲诚

信，但无人监督时还能不能恪守诚信原

则呢？在无利可图或利益诱惑小的时候

许多人能够诚信做事，但面临巨大物质

利益诱惑时还能不能不失诚信呢？这些

其实都是人们经常要面对和思考的问

题。不可否认，现实中有些人没有经受

住 考 验 ，道 德 良 知 最 终 败 给 了 利 益 诱

惑。然而他们或许没有认真想过，经受

不住考验而失去诚信，也许一时能获得

一些利益，但终将失去未来。古时候，有

一个年轻人在集市上开了一家小酒馆。

开始时，小酒馆因为物美价廉，总是座无

虚席。年轻人一心想赚更多的钱，于是

把大碗换成了小碗，谎称是新配方的酒，

一时又赚了一笔。尝到甜头的年轻人，

又往酒里加水，而且越加越多，渐渐地客

人都不来了。许多时候，牺牲诚信获取

利益是难以长久的，最后往往得不偿失。

五光十色的社会环境，对诚信的考验

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只有经受住一

个个考验，才能有长远的发展。北宋词人

晏殊参加考试时，发现考试题目是他曾经

做过的，他并没有为了获取功名选择隐

瞒，而是果断说明实情，恳请考官另行出

题。宋真宗被他的诚信品质所打动，赐给

他“同进士出身”。在入朝为官后，闲暇之

余，晏殊从不参加郊游和宴会，总是在家

读书。真宗很欣赏他的行为，于是让他做

太子的老师。晏殊得知原因后，直言自己

没有参加郊游和宴会是因为家里穷。晏

殊始终恪守诚信品质，从不偷奸耍滑，最

终当上了宰相。可见，诚信作为一个人安

身立命的根本，只有处处坚守、时时涵养，

才能行稳致远。

诚信不仅是做人、从业的道德底线，

也是人际交往的重要基石。人无信不

立。讲诚信的人，往往会得到他人信任，

能够吸引别人与之交往合作，更容易收

获成长、取得成功；不讲诚信的人，别人

不仅不可能信任他，而且还会对他避而

远之，不愿、不敢与之合作和亲近，必将

难有作为。因而，我们须在现实考验中

守住诚信这个做人之本。诚信要想经得

起考验并不容易，首要的是让诚信意识

在内心深处扎根，只有在思想上深刻认

识到诚信的重要性，才能自觉地恪守诚

信；关键是修身律己不松懈，时时警醒自

己，恪守做人原则，绝不做失信之事；重

要的是慎独慎微，无论事情大小、是否有

人监督，都不放松诚信方面的要求。蓬

生麻中，不扶自直，好的环境对人有正面

引导作用。在讲诚守信方面，我们在自

身做好的前提下，更要以自己的诚信行

为影响带动他人讲诚信，努力营造人人

诚信的良好氛围。

（作者单位：空军勤务学院）

诚信要经得起考验
■乔子宸 王 琳

看新闻说修养

晨间的草丛中，一片绿叶上挂着几

滴晶莹剔透的露珠，在晨光的照射下闪

烁着耀眼的光芒。

露珠一般在天气较好的夜间形成，

附着在植物的茎叶上。日出以后，气温

升高，露珠就渐渐消失，结束了它在这个

世界短暂的停留。

曹操在《短歌行》中咏叹：“譬如朝

露，去日苦多。”感慨人生短暂，时光飞

逝。其实，露珠虽然只在清晨短暂出现，

但它的存在却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它

常常在人们不易发现的地方，默默滋养

植物，滋润土地。由此想到，人生如白驹

过隙，也应像露珠一样尽情释放生命的

光华，默默地在岗位上奉献，哪怕岗位再

平凡，也要创造出自己的价值。

清晨露珠——

默默释放生命的光华
■李永鑫/摄影 苏浩翔/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