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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扬斗争精神，鼓起斗争勇
气，坚定斗争意志，增强斗争本领，
做到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才能战
胜一切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
险挑战，打开事业发展新局面

习主席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加强干部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着

力增强防风险、迎挑战、抗打压能力，带

头担当作为，做到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

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

敢于斗争是我们党的鲜明品格，共产党

人讲党性、讲原则，就要强化担当精神，

努力有所作为，把自己锻造成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的新时代“劲草”“真金”。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是在矛盾运

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通过

斗争解决矛盾推动社会进步是社会发

展的基本规律。从本质上说，斗争就是

认识、分析、解决矛盾问题，促进事物向

前发展的过程。回望党的百年历史，我

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铭刻着斗争的烙

印，党领导人民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

是通过不断斗争实现的。一代代中国

共产党人在困难考验面前奋勇拼搏、坚

持斗争，战胜了前进道路上无数艰难险

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我们

党依靠斗争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斗

争赢得未来。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正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

历史之变的特征更加明显。我国发展

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

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需要解决的矛

盾和问题比以往更加错综复杂。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项伟大

而 艰 巨 的 事 业 ，更 加 需 要 发 扬 斗 争 精

神、增强斗争本领。敢于斗争是战胜风

险挑战的前提，善于斗争是战胜风险挑

战的保障，只有发扬斗争精神，鼓起斗

争勇气，坚定斗争意志，增强斗争本领，

做到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才能战胜一

切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打

开事业发展新局面。

鼓起斗争勇气，锤炼“越是艰险越

向前”的担当魄力。踏平坎坷成大道，

斗罢艰险又出发。是不是敢担当、真担

当，敢不敢斗争是有力的检验。要在斗

争实践中坚持“敢”字为先，时刻做好斗

争准备，在斗争中敢于担当，在担当中

磨砺意志、增强本领；坚持“勇”字为要，

主动向棘手问题、顽瘴痼疾、歪风邪气

宣战，在斗争中勇于直面矛盾问题，不

信邪、不怕鬼、不怕压，知难而进、迎难

而上；坚持“稳”字为基，在原则问题上

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稳

当处理、稳妥解决各种矛盾问题。要做

到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亮剑，在矛盾冲

突面前敢于迎难而上，在危机困难面前

敢于挺身而出，在歪风邪气面前敢于坚

决斗争，不断增强斗争勇气，锤炼担当

魄力，在斗争中谋求发展、赢得胜利、取

得进步。

坚定斗争意志，磨砺“不破楼兰终

不还”的担当定力。共产党人的斗争，

从 来 都 是 奔 着 矛 盾 问 题 、风 险 挑 战 去

的，要把斗争当作长期性、复杂性、艰巨

性的任务，认清斗争大势，把握斗争规

律，保持斗争定力。要初心不改、矢志

不渝。斗争精神的内驱力，发自于精神

世界，而精神世界的内核则是初心和信

仰。想要拥有强大的斗争意志，就要不

忘初心、坚定信仰，始终旗帜鲜明、立场

鲜明，决不回避矛盾问题，决不当“好好

先生”。要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

何干扰所惑，真正从实际出发，把事关

根本、事关长远，尤其是那些不解决就

要制约单位发展的突出矛盾问题解决

好。要培养草摇叶响知鹿过、松风一起

知虎来、一叶易色而知天下秋的见微知

著能力，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确保

斗争的方向不偏、重心不歪、焦点不移。

增强斗争本领，锻造“风雨无阻向

前行”的担当能力。斗争本领不是与生

俱来的，需要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

治历练、实践锻炼。只有在复杂严峻的

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才能壮筋骨、长

才 干 。 要 在 不 断 学 习 中 掌 握 新 本 领 。

会 不 会 斗 争 ，能 力 是 前 提 ，学 习 是 途

径。要始终把学习作为增强斗争本领

的第一需要，学理论固本培元，在深学

笃信中拓展思维视野，在总结探索中提

升素质本领，在知行合一中主动担当作

为。斗争本领还须在实践中不断摔打

磨砺，要多到困难突出、矛盾集中的地

方去，多在重大任务中加强历练，积累

斗争经验，掌握斗争方法，增强处理复

杂问题、棘手矛盾的工作能力，从而牢

牢掌握斗争主动权。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斗争的过程

不会一帆风顺，经常会遇到各种复杂情

况。这就要求我们在工作中稳心定神、

鼓舞斗志，同一切消极思想和负面现象

作斗争，坚决纠治“惯性思维不剔除、旧

有做法不刹车”的问题，纠治“小进则

安、小进则满”的状态，以“不用扬鞭自

奋蹄”的激情斗志，奋力开拓前行。要

培 塑 担 当 作 为 的 铁 肩 膀 ，自 觉 对 标 对

表、向心发力，“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拿出对历史负责的胸襟格局，强化担当

之志、把准担当之要、尽好担当之责，练

就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硬脊梁、真本

领，在不懈斗争中担当尽责，开拓进取，

笃定前行。

（作者单位：甘肃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强化“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担当
■张嘉倪

●只有把人才的特点发挥到极
致、积极性调动到最大，才能让人才
活力竞相迸发、聪明才智充分涌流

科学界有一个名词——“不对称人

才”，是指那些部分素质或能力超常，而

某些素养或本领相对较弱的人。他们所

具备的“不对称素质”，往往能使其在特

定领域大放光彩。

电视剧《功勋》中的战士罗厚财，就

是一位“不对称人才”。他单兵能力素质

突出，优点是枪法精准；但他又是连队出

了 名 的“ 老 落 后 ”，缺 点 是 思 想 觉 悟 不

够。指导员李延年看到了他的可贵之

处，给予他充分的尊重和信任。罗厚财

也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多次圆满完成

任务。

白璧微瑕，不失其宝。世界上哪有

完美无缺的人？王猛扪虱，但桓温没有

因此鄙贱其人；魏征直谏，但李世民没有

嫌他冒犯自己。正如人的十指有长短，

人才也难免有缺点、有短处，不可能每

个方面都完美。各级领导干部担负着选

才用才的重任，应当有强烈的人才意识，

寻觅人才求贤若渴，发现人才如获至宝，

举荐人才不拘一格，当好新时代的伯乐，

用好“不对称人才”。

精准察人识人是基础。无论是战国

时期李悝总结的“识人五法”，《吕氏春

秋》提出的“识人六验法”，还是诸葛亮的

“观人七法”，都强调对人才要注重从不

同层面进行考察。领导干部也应借鉴这

样的察人识人方法，具备去粗取精、去伪

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判断力和洞

察力，不断在实践中深入了解、察其本

质，既看其才、又观其德，既看优点、又观

缺点，既看显绩、又观潜绩，从而作出经

得起时间检验的判断，更加全面、立体地

识别人才。

用人当用其长。明太祖朱元璋曾得

“四贤”，甚为高兴。他让善于谋略的刘

基参与军国大事，让长于诗文的宋濂主

理典籍修撰，让富有政治才干的叶琛和

章溢担任地方大员。可以说，用人善于

“扬长”，使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

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是古今成功领导

者共同的用人智慧。选人用人要适才而

用、量体裁衣，不能求全责备或是削足适

履。只有把人才的特点发挥到极致、积

极性调动到最大，才能让人才活力竞相

迸发、聪明才智充分涌流。

“不对称人才”大多思想活跃、棱角分

明、个性突出，但也正因为他们敢于打破

常规、标新立异，从而作出了贡献，促进了

事业发展。各级领导干部用人当有一心

为公的格局、气度和胸怀，站在整体和全

局高度审时度势、容人容事，这样才能广

聚英才，形成人才各展其能、各尽其才的

良好局面。

用好“不对称人才”
■钱武军

●麻烦与收获并存，只有忍
得常人难以忍受之烦，熬过常人
难以忍受之苦，才会达到不一样
的人生高度

广东有一道菜叫“六十日”黄菜，

所需的黄菜从播种到采摘大约需要 60

天，这段时间每天都要浇水。黄菜采

摘完成后，还要经过晒、泡、榨、洗、腌

等多道工序，再装坛封存，要等一个月

后才能出坛。严格按照这些工序出坛

的“六十日”黄菜 ，色泽金黄、口味酸

甜，是待客的佳肴。但因其制作麻烦，

真正能耐住性子做的人并不多。

不怕麻烦，才能做出色香味俱全

的佳肴，做菜如此，做人亦然。人的一

生，会遇到不少麻烦。有些麻烦如钝

刀割肉，慢慢消磨你的耐心；有些麻烦

如一团乱麻，影响你的心情；有些麻烦

则是祸从天降，考验你的心理承受能

力……面对麻烦，如果总有惧怕逃避

心理、埋怨抵触情绪，那么，最终不是

被这些麻烦吓倒，就是经常在同一个

地方摔倒。

麻烦磨砺人的心性，也促人成长

成 熟 。 如 果 没 有“ 台 下 十 年 功 ”的 不

厌 其 烦 打 磨 ，艺 术 家 不 会 创 作 出 脍

炙 人 口 的 经 典 作 品 ；如 果 没 有 年 复

一 年 、日 复 一 日 的 枯 燥 训 练 ，运 动 员

不 会 有 站 上 领 奖 台 的 荣 光 时 刻 。 一

时 的 麻 烦 可 能 会 让 人 不 适 应 ，感 到

左 右 为 难 ，但 从 长 远 来 看 ，麻 烦 与 收

获 并 存 ，只 有 忍 得 常 人 难 以 忍 受 之

烦 ，熬 过 常 人 难 以 忍 受 之 苦 ，才 会 达

到不一样的人生高度。

青年官兵处在成长关键期，也是

各类麻烦的多发期。要想在关键时刻

不迷失方向，在平凡岗位上有所建树，

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就不能怕麻

烦。多经历几次“风吹浪打”、多接几

回“ 烫 手 山 芋 ”，更 有 利 于 自 己 的 成

长。如果打心眼里怕麻烦，想方设法

躲麻烦，不仅躲不过去，还可能会走弯

路，甚至会误入歧途。

麻烦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正确

对待麻烦。当遇到麻烦时，一方面要

稳住心神。与麻烦斗争的过程，也是

与心态斗争的过程，关键是要静得下

心 、沉 得 住 气 。 气 定 则 心 定 ，心 定 则

事成。要抱着从容冷静的心态，扑下

身 子 、盯 着 麻 烦 凝 神 聚 力 ，抽 丝 剥 茧

地 分 析 它 ，“ 庖 丁 解 牛 ”般 地 去 解 决

它。另一方面，要持之以恒。麻烦是

不 断 的 ，旧 麻 烦 解 决 了 ，新 的 麻 烦 又

不 期 而 至 ，所 以 我 们 不 能 怕 麻 烦 ，敢

于 面 对 麻 烦 ，对 解 决 问 题 、攻 克 难 关

要 始 终 保 持 一 股 韧 劲 和 激 情 。 对 于

那些难啃的“硬骨头”，要找准方向、

抓住要害，坚持到底不放手、不松劲，

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推进。如此，麻

烦终会解决，我们也会在解决麻烦中

不断成长进步。

人生不能怕麻烦
■高 峰

“铁人”王进喜曾被选为全国劳动

模范和全国“工交群英会”代表，前往

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当他看到因为缺

油，大街上公交车不得不顶着“煤气

包”行驶时，急得蹲在路边哭了起来。

“国家都没有油用了，石油工人还有什

么资格受表扬？”他说。

王进喜的这种“急”，是强烈责任

心的反映。干好工作、解决问题，就需

要有这种“急”的劲头。许多工作，只

有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

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全力去做，

才能干出一番成绩，实现既定目标。

奋进新征程，许多难题需要全力攻克，

许多任务需要如期完成，更加需要为

事业而着急，以只争朝夕的干劲、以

“时时放心不下”的态度真抓实干、紧

抓快干，把各项工作落实好。

“急”的劲头要有，但不能“躁”。

“躁”是不冷静的表现，对于开展工作

有害无益。干好工作需要遵循规律，

循序渐进。现实中有些同志抓工作

总想“一口吃出个胖子”，忽视了打基

础的工作，结果欲速不达；还有些同

志干工作过于急功近利，什么容易出

成绩就干什么，结果留下隐患。这些

教训在现实中屡见不鲜，值得认真汲

取。为实现宏伟目标而奋斗，作风要

“急”，迈步须“稳”，方可推动事业高

质量发展。

急而不躁
■山西省中阳县人武部 杨卓光

●万事从来贵有恒，久为功者
必有成

11 月 29 日，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

发射，费俊龙、邓清明、张陆 3 名航天员

领命出征太空。作为中国首批航天员，

邓 清 明 为 了 飞 天 圆 梦 ，准 备 了 近 25

年。他直言：“25 年是一个十分漫长的

过程，一次次与任务擦肩而过，有过失

落，也有过泪水，但我从没有彷徨过、更

没有放弃过。作为航天员，坚守飞天初

心、永不停歇训练，是我的常态，更是我

的姿态。”这些年来，邓清明以“宁可备

而无用，绝不用而无备”为信念，即使多

次与梦想擦肩而过，依旧心无旁骛、坚

持不懈地刻苦训练，终于驰骋寰宇、圆

梦太空。许多网友发出了“追梦者终圆

梦”的感慨和祝福。

万事从来贵有恒，久为功者必有

成。古往今来，从来没有从天而降的

辉煌，也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但凡

成就大业者，都有一颗矢志不渝的恒

心，铆定一个目标、沿着一条道路、鼓

足一身气力，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即

使荆棘遍布也毫不气馁、决不退缩，用

无数次平凡坚定的奋斗，以无数次激

情 无 悔 的 付 出 ，闯 出 事 业 发 展 新 天

地。所以，古人讲“道虽迩，不行不至”

“ 靡 不 有 初 ，鲜 克 有 终 ”，都 在 告 诉 我

们，凡事只有持之以恒、行而不辍，才

能走向远方、有所成就。

俗话说：“不怕无能，就怕无恒。”

无数事实表明，有恒者方能有所为，无

恒者必然难有为。现实中，有的人这

山望着那山高，对别人的成功之路充

满艳羡，对自己的脚下之路却充满迷

茫，朝三暮四、见异思迁，在不停寻找

和变换目标中迷失自我；有的人总想

“毕其功于一役”，希望一步就能登顶、

伸手便可摘星，不愿坐“冷板凳”、不想

吃“寂寞苦”、不敢走“长征路”，稍有成

绩便“鸣金收兵”，稍遇挫折就打“退堂

鼓”；有的人善始不善终，尽管之前意

气风发、昂扬奋进，付出了极大辛劳，

却因为迟迟敲不开成功的大门，最后

松了劲、泄了气，功亏一篑；还有的人

干事创业跟着感觉走、跟着情绪走，而

不是跟着初心走、跟着责任走，热一阵

子冷一阵子，紧一阵子松一阵子，忙一

阵子闲一阵子。凡此种种表现，都是

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如果搬不开它

们，终会碌碌无为。

积跬步至千里，要在持之以恒、行而

不辍；积小流成江海，功在日积月累、厚

积薄发。道理显而易见，但做到并非易

事。我们要想行稳致远、攀登高峰，重中

之重是要“咬定青山不放松”，把小我的

追求和大我的需求融合在一起，不为沿

途风景所动、不为风吹雨打所阻、不为名

利得失所困，“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

风雨兼程”。同时，要坚持“不教一日闲

过”，用好每一寸时光，抓住每一次时机，

锤炼自我、提升能力，在日日行、常常做

中不断“曾益其所不能”，确保在机遇来

临时有信心、有能力抓住它。还要清醒

看到，前进道路从来不会一帆风顺，唯有

锲而不舍、绵绵发力，笃行不怠、久久为

功，做到“有韧性，不达目的不止步”，才

能迎来水到渠成那一天，成就精彩而又

充实的人生。

不畏千山万水的跋涉者，山川回馈

他以奇绝的风光；不惧惊涛骇浪的弄潮

儿，大海回报他以壮丽的景象。有道

是，为者常成，行者常至。最美的风景，

只留给那些坚持攀登不止步的人。当

前，我们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时

代，向着新的目标进发，要像邓清明那

样去坚持，肯下日拱一卒的功夫，涵养

善作善成的毅力，笃定专一走好脚下

路，尽心竭力干好手中事，一步一个脚

印坚实前行，最终迎来梦想花开。

行
而
不
辍

恒
必
有
成

■
周
燕
虎

沙
先
楼

看新闻说修养

影中哲丝

初冬时节，一场小雪过后，高原

披上了银色的外衣。沿着盘山公路

蜿蜒而上，崎岖和险峻的压迫感扑面

而来；但当我们到达山顶俯瞰，先前

崎岖的山路却变成了一幅令人惊叹

的壮美风景。

身处其中，感受到的是崎岖；从

顶 端 俯 瞰 ，看 到 的 是 壮 观 。 站 位 不

同，所见的风景和感受亦不同。“横看

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现实

生活中，同样的事情，不同的人因为

站位不同、格局不同，对其认知和判

断就会不同。军旅人生路上，不可避

免地会遇到困难挑战，这个时候，我

们就要学会提高站位，放大格局，而

不 能 囿 于 一 隅 、执 于 一 端 。 站 位 高

了，格局大了，就能正确看待曲折坎

坷，从容应对困难挑战，心中装着全

局，步履坚定地前行，走出自己的精

彩人生。

盘山公路——

俯瞰崎岖是壮观
■王军强/摄影 黄辛舟/撰文

方 法 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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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简意赅

胜败乃兵家常事。面对失败，需

要有勇于承受的良好心态、敢于战胜

失败的不屈斗志和与失败不断角逐的

坚韧毅力。

要有良好的心态。一方面，以平

和之心看待得失，立起正确的认知导

向，将名次或奖项当成对自己付出的

一种认可，而不是全部的意义。另一

方面，要树立信心，多鼓励自己。坚信

一时成败决定不了整个人生的成败，

失败也是一笔人生财富，从而以积极

心态面对一时的失利或困顿。

要有不屈的斗志。奥斯特洛夫斯

基说：“人的生命，似洪水奔流，不遇着

岛屿和暗礁，难以激起美丽的浪花。”

正是因为水流面对岛屿和暗礁的阻挡

不屈服不后退，才会产生令人惊艳的

浪花。面对一时失败或不如意，要有

不屈的斗志，敢于吹响进攻的冲锋号，

即使再艰难的事情，也终会在“日拱一

卒无有尽，功不唐捐终入海”的拼搏中

水滴石穿，迎来胜利曙光。

要有坚韧的毅力。须善于在失败

中找不足，不断反思自己，进而持之以

恒 地 积 蓄 力 量 ，为 走 向 成 功 做 好 准

备。在积蓄力量的过程中，要克服懒

惰与倦怠，以“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

顶；路再长，走下去，定能到达”的坚持

不懈，一步一个脚印扎实前行，不惧挫

折坎坷，不怕孤单落寞，不畏冷嘲热

讽，从而在日积月累的坚持与辛勤付

出中拥抱成功。

虽败不馁
■陆军步兵学院石家庄校区 赵艳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