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群山之中，云雾缭绕。站在山脚

向上看，只能看到云雾，看不到山顶，

有人就觉得这山高不可攀，心生退意，

不是留在山脚下，就是止步半山腰。

然而，当我们不问结果一心埋头向上

攀登，穿越云雾后，就会发现登顶也没

有当初想象的那么难。

前行道路上，我们常常无法一眼

看到结果，就像站在山脚看云雾缭绕

的山峰，感觉遥不可及，难以抵达，但

当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坚持下来的时

候，就会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已经

到达“山顶”。无论做什么事情，在刚

起步时，在奋斗过程中，我们都要坚定

信心，行而不辍，坚定地朝着目标努力

前行，终会攀上事业的高峰。

山顶俯瞰云雾——

行而不辍，方能登顶
■周文静/摄影 徐明阳/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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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简意赅

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短

板，但在工作中，有的人对自身短板却

不 愿 正 视 ，有 意 逃 避 ，甚 至 直 接“ 躺

平”；有的人虽有补短板的意识，却不

讲究方式方法，付出巨大努力却收效

甚微。这些都不是面对短板该有的态

度。要不断取得进步，必须敢于跟自

己的短板过不去，并善于付诸行动。

所谓“短板”，多是在履职过程中

暴露出来的不足和弱项。实践是最严

格的考场，也是最生动的课堂，从中既

可以发现不足，也可以找到弥补不足

的方法路径。把短板当作检视自我的

一面镜子，在岗位履职的实践中主动

优化升级知识结构，涵养解决实际问

题的本领，是干好工作的内在要求。

实践表明，平时我们碰到什么问

题，就“对症下药”解决什么问题，多数

时候处理的是“急症”，如果能提前洞

察、早有准备，提前补足能力的短板，

就可以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这就需要

我们把功夫下在平时，比如，一项工作

完成后，要学会给自己挑刺，养成“复

盘”的习惯，多琢磨哪里做得不够、是

否还有改进提升的空间。“聚沙成塔，

集腋成裘”，要把自检当作发现短板弱

项的重点环节，查漏补缺、举一反三，

让自身的能力素质和工作成效得到有

效提升。只有把补短板作为自我提升

的“倍增器”，持续给自己充电，才能赢

得工作主动，在青春的赛道上跑出好

成绩。

敢跟自身短板过不去
■95866 部队 万政阳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作为

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看得见、够得着的

高标准，其内容会被许多党员干部印

在纸上，挂在醒目的地方。这种方式

有助于时时警醒自己、校正言行，让自

己始终保持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

本色。然而也有个别党员干部，尽管

对《准则》经常学、反复看，却没有将其

烙印在心上，成了心口不一、言行不一

的“两面人”。

讲廉洁，以什么样的形式提醒自

己不重要，关键是要让廉洁自律入脑

入心，形成自我约束的自觉。只有把

廉洁烙印在心上，使廉洁自律的规范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才能永葆本色不

变色。无数事实表明，那些从小事小

节开始失守到最后走上违纪违法歧途

的人，大都是因为没有把廉洁底线真

正划进心里，渐渐受各种不良习气影

响，对于小毛病视而不见，进而由小错

发展成大错，最终落入腐败的泥潭难

以自拔。

把廉洁烙印在心上，不是一时之

功，需要反复锤炼。面对现实中的种

种 诱 惑 考 验 ，更 须 不 断 把“ 烙 印 ”打

深。一旦烙印不清晰，思想上就会放

松，行为上就会放纵。只有不断审视

自己的烙印是否还在、是否清晰，提醒

自己在从政、用权、修身、齐家方面始

终廉洁自律，才能保证思想不滑坡，精

神支柱不倒塌，在诱惑面前坚守底线，

做到行稳致远。

要把廉洁烙印在心上
■69233 部队 杨希圆 逯 琦

●唯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
的二十大精神上来，正确认识理解打
基础与利长远的内在逻辑关系，在大
变局、大目标、大视野下审视基础、夯
实基础，才能把目标任务真正落到实
处，干出经得起历史、实践和群众检
验的业绩

任何长远目标的实现，都需要坚实

的基础作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

分析我国发展面临的形势和挑战，全面

部署未来 5 年乃至更长时期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大政方针。在二

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学习贯彻党的

二 十 大 精 神 进 行 第 一 次 集 体 学 习 时 ，

习主席强调指出，推进落实党的二十大

确定的目标任务，“既要狠抓当前，又要

着眼长远，多办打基础、利长远的事，防

止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唯有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

正确认识理解打基础与利长远的内在

逻辑关系，在大变局、大目标、大视野下

审视基础、夯实基础，才能把目标任务

真正落到实处，干出经得起历史、实践

和群众检验的业绩。

目标不同对基础的要求也不尽相

同。正如楼房越高地基越深，目标越宏

伟，越需要高质量的基础。党的二十大

对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

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作出战

略部署，为未来 5 年甚至更长时间军队

建设擘画了宏伟蓝图，需要军队党员干

部打牢高质量基础。动态发展是高质

量基础的显著特点，打牢高质量基础不

是简单重复，而是螺旋式上升。或许过

去 基 础 好 ，但 从 长 远 看 却 有 可 能 会 落

伍。因而，我们必须有识变的自觉与求

变的主动，立足当下 、着眼长远，跳出

“打基础就是重复老一套”的思维窠臼，

赋予“打基础”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现

形式，不断提高建设质量。打牢高质量

基础，需要运用系统思维。现代战争是

体系的对抗，各要素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环环相扣、紧密联系，哪一块基础不

牢，哪一块就会成为博弈对抗的致命短

板。只有坚持全维度全系统打基础，统

筹抓好人员与装备、软件与硬件、新域

新质作战力量与传统作战力量，不放过

任何一个环节，才能实现体系制胜。“打

基础”不是人力 、财力 、物力的简单叠

加，我们须跳出重数量不重质量、重投

入不重产出的粗放型发展模式，更加注

重集约高效，把准制约高质量发展主要

问题，弄清哪些是前沿引领、哪些是薄

弱环节、哪些是关键节点，有的放矢打

好基础、下足气力。

无论干什么事，人心都是重要的基

础。打基础重在聚人心，“人心齐，泰山

移”。革命战争年代，我军之所以战无不

胜、攻无不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思想政

治建设抓得好，把官兵团结成了“一块坚

硬的钢铁”，催生出革命军人赴汤蹈火在

所不辞的坚定信念和顽强斗志。当前，

随着国际国内形势深刻变化、不同思想

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社会思潮多元多样

多变，冲击官兵信仰信念的因素增多，尤

其需要培塑信念坚定、听党指挥的政治

品格。只有心中有魂，才能脚下生根。

聚人心，重在找准穴位、敲对鼓点，奔着

官兵活思想做工作，提高思想灌注质量，

不断团结人心、夯实基础，把思想变量转

化为工作增量。尊重人、塑造人、成就人

才能真正团结人、发展人、激励人，要烧

旺群众性自我教育炉火，想方设法让官

兵从台下“旁观”走到台上“分享”，互相

激励，共同进步。凝聚人心靠讲更靠做，

只有把我讲的是我信的、我信的是我做

的贯通起来，充分发挥干部骨干的模范

带头作用，才能形成团结一心建功强军

事业的生动局面。

办打基础、利长远的事，不下硬功

夫是不行的。任何工作都不可能一蹴

而 就 ，打 基 础 的 过 程 必 然 要 经 受 各 种

考 验 ，需 要 我 们 破 障 前 行 。 随 着 军 队

调 整 改 革 步 入 深 水 区 ，体 制 性 制 度 性

政策性基础打得越深，遭遇的“淤泥”

“险滩”就越多，遇到的情况会更加复

杂、任务会更加繁重，我们必须拿出逢

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决心勇气，不断肃

清流毒积弊、纠治歪风邪气，以改革创

新解决深层次矛盾问题。新旧制胜机

理 和 手 段 更 新 带 来 的 任 务 之 重 、压 力

之大、矛盾之多，要求我们必须加快建

设步伐，加强前沿性基础性研究、实战

化 立 体 式 锤 炼 ，不 断 打 牢 制 胜 基 础 。

要发展就要攻克矛盾，唯有事不避难、

义不逃责，坚持“新官敢理旧账”“还账

也是政绩”，多为前人补漏洞；坚持“功

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多为后

人 作 铺 垫 ，才 能 以 基 础 的 不 断 夯 实 确

保部队建设行稳致远。

办打基础、利长远的事，更要多练

真本事、多下慢功夫。常言道，台上一

分 钟 ，台 下 十 年 功 。 无 论 是 十 年 磨 一

剑，还是板凳坐得十年冷，讲的都是多

练 真 本 事 、多 下 慢 功 夫 的 重 要 性 。 现

在，一些同志不愿在打基础上下功夫，

更愿意把精力放在“亮点工程”上，这

种想法是不对的。自然界有种现象叫

“竹子定律”，讲的是有一种毛竹，萌芽

后的前 4 年，向上仅长高约 3 厘米，但

从第 5 年开始就以每天 30 厘米的速度

快速生长，仅 6 周左右就能长到十几米

高。前 4 年毛竹看似生长缓慢，实际是

在 向 下 延 展 根 系 ，为 后 面 的 快 速 生 长

提 供 充 足 养 分 。 许 多 事 情 亦 同 此 理 ，

没有“厚积”，哪会有“薄发”。如期实

现 建 军 一 百 年 奋 斗 目 标 、加 快 把 人 民

军 队 建 成 世 界 一 流 军 队 ，做 到 全 力 以

赴、务期必成，打基础需要下的功夫不

是 少 了 而 是 多 了 ，任 务 不 是 轻 了 而 是

重 了 ，更 加 需 要 我 们 有 足 够 的 定 力 和

过硬的本领。过硬的本领来自千锤百

炼的加钢淬火、夜以继日的刻苦钻研，

必 须 聚 焦 胜 任 本 职 要 求 ，把 打 基 础 当

作“试金石”和“磨刀石”，下足真功夫、

练出真本领。还要把基础打得牢不牢

作为检验本领和作风是否过硬的重要

标准，牵引提高建设质量，为实现奋斗

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作者单位：武警广东总队）

多办打基础利长远的事
■张庆文

●广大官兵恰是风华正茂，意
气风发，应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
矢志建功强军事业，努力成就最美
军旅人生

时代目光聚焦青年，历史重任赋予

青年。青年强，则国家强、军队强。在

我国，传统意义上的青年人，一般是指

18 岁至 45 岁的人。由此来看，广大官

兵恰是风华正茂，意气风发，应以青春

之我、奋斗之我，矢志建功强军事业，努

力成就最美军旅人生。

用学习塑造青春。学习是青年人

立身的永恒主题，也是建功军营的重

要基础。革命军人要把学习作为一种

责任来践行，通过学习增长才干、激扬

青春、奉献岗位、驰骋疆场。学习要学

出信仰。坚定的信仰信念从哪里来？

先决条件就是坚持不懈地加强理论武

装。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

意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化习近平强

军思想武装，打牢忠诚于党的思想根

基。抓住了科学理论这个“定盘星”，

就不会迷途走偏，就能始终做到听党

话跟党走。学习要学出本领。作为新

时代革命军人，能打胜仗的过硬本领

是必须具备的素养。革命军人不仅要

密切关注世界新军事革命发展趋势，

努力学习信息化条件下作战、指挥、训

练等相关理论，学习军兵种知识、外军

知识和联合作战理论，还要熟练掌握

本职岗位业务知识和技能，努力成为

行家里手。学习还要学出干劲。要学

习我党我军光辉历史，学习优秀共产

党员的崇高精神风范，学习革命先辈

坚韧不拔的革命斗志，传承红色基因，

争做红色传人，以昂扬精神状态投身

强军事业。

用奋斗点亮青春。青年官兵是最

有朝气、最富活力、充满激情的群体，处

在人生最好的阶段，应以拼搏奋斗点亮

青春之光、以苦干实干谱写青春之歌。

要积极到艰苦地区去历练，在艰苦环境

中砥砺精神品格，磨砺顽强斗志，使自

己不断沉淀成长；要积极到基层一线去

历 练 ，用 好 基 层 这 个“ 大 熔 炉 ”“ 大 课

堂”，在基层踏踏实实学习、勤勤恳恳工

作，把根扎在基层这片沃土上，努力向

上生长，成就一番事业；还要积极到任

务前沿去历练，在重大任务中磨砺胜战

本领。若视任务为包袱、把工作当累

赘 ，时 间 一 长 必 然 不 思 进 取 、无 所 作

为。要认识到，组织给自己交任务就是

提供成长机遇，给自己压担子就是增加

锻炼机会。所以要主动在急难险重任

务中经风历雨、锻造筋骨，在重大演练

活动中摸爬滚打、增强本领，在复杂问

题考验中加钢淬火、厚积底气，确保在

关键时刻扛得了重担、打得了硬仗。

用正气守护青春。一身正气，才能

为青春保驾护航，使自己行走在正确的

人生轨道上。新时代革命军人涵养正

气，遵纪守法是关键。心中有规矩，行

为定方圆。革命军人不仅要遵守党纪

国法，还要落实条令条例，自觉学法规、

用法规、守法规，做到严格执行不随意

变通、全面落实不任意取舍、长期落实

不有始无终。心怀敬畏是重点。我们

应时刻牢记自己是“组织的人”，时时处

处把自己置于组织之中，自觉接受组织

的监督，做到对组织讲实话、道实情。

无论何时何地，都要与组织同心同德，

绝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绝不“对上

一套，对下一套”。要做到思想上光明

磊落，行为上严格自律，堂堂正正做人，

老老实实做事，让青春正气充盈，充分

释放正能量。

（作者单位：四川省甘孜军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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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学会放下遗憾，加
倍努力做得更好，弥补遗憾

现实中，许多人总想把事情做得

尽善尽美，有一种“完美期待”。这虽

是好事，但不能因为追求完美而背上

精神包袱。其实，留有遗憾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让“完美期待”带来的遗憾消

磨 掉 前 进 的 动 力 ，丧 失 了 进 取 的 勇

气。我们应学会放下遗憾，加倍努力

做得更好，弥补遗憾。

其实，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有

遗憾是在所难免的。或许在求学时没

有考入理想院校，或许在青年时代错

失了中意的伴侣，或许在职业生涯某

个阶段没有实现目标……面对这些遗

憾，产生失落感是正常的，但如果不能

及时自我调整，就会让自己陷入痛苦

的泥沼，在为错过太阳而哭泣时，又会

错过群星。

正确对待遗憾，就要把眼光放长

远 些 ，辩 证 看 待 得 失 。 人 的 一 生 ，困

境 与 顺 境 的 结 合 、欣 喜 与 遗 憾 的 交

替 是 常 态 。 每 个 人 都 应 当 坚 定 信

心 ，始 终 保 持 不 懈 的 前 进 动 力 。 中

国 女 排 曾 在 北 京 奥 运 会 上 铩 羽 而

归 ，留 下 巨 大 遗 憾 的 她 们 ，并 没 有 因

此 灰 心 丧 气 ，而 是 选 择 放 下 遗 憾 ，瞄

准 下 一 个 目 标 继 续 拼 搏 ，终 于 在 里

约 奥 运 会 上 一 举 夺 冠 ，续 写 昔 日 辉

煌 。 遗 憾 只 代 表 过 去 ，不 能 决 定 未

来 。 当 面 对 遗 憾 时 ，我 们 须 拿 出 不

服 输 的 劲 头 ，磨 练 自 我 、提 升 自 我 ，

如 此 终 能 穿 过 遗 憾 的 阴 霾 ，走 向 光

明的未来。

无数事实表明，有恒者方能有所

为。心存遗憾前进的过程，漫长且煎

熬，要想成功弥补遗憾，就要咬牙坚持

下去，否则，就会前功尽弃。现实中，

有人想“毕其功于一役”，希望一步能

登顶，伸手就摘星，遇到失败，便松了

劲、泄了气，这样的人是难以成功的。

天 下 事 成 在 坚 持 、难 在 坚 持 、贵 在 坚

持。古今中外欲成大事者，少不了经

历落寞、遗憾、无奈、不甘之时，唯有以

“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不破楼兰

终不还”的拼劲，绵绵发力、久久为功，

才能最终弥补遗憾，把“完美期待”变

成美好现实。

（作者单位：第71集团军某旅）

用加倍努力弥补遗憾
■钱武军

●与群众共事，是大学问也是
大本事，是党员干部的必修课，也
是开展工作的基本功

群众工作是我们党一项十分重要的

工作。党员干部提高与群众共事的能

力，才能与群众打成一片，始终保持同人

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与群众共事，是大

学问也是大本事，是党员干部的必修课，

也是开展工作的基本功。

人 民 作 家 赵 树 理 说 ：“ 与 群 众‘ 共

事’，写作才能‘得劲’。”他在上党地区农

村“下队”8 年之久，每年都在 8 个月左

右。在谈到深入群众创作的体会时，他

说：“我想在一个村子里和群众共事能共

到走不开的程度，就可以说是和群众的

思想感情有一定程度的融洽了。”对于联

系群众，赵树理还开出一个“久字方”：久

则亲、久则全、久则通、久则约。他主张

长期深入群众、参与群众工作、投身群众

生活，与群众“共事”。在与群众长久相

处后，赵树理能够做到“当村民说出上半

句话，他便能猜到并能接出其下半句”，

真正与群众做到了情意相通。

与群众共事，就要多解决群众困难。

当年，作家柳青下乡的住处就是群众的

“问事处”，群众遇到烦心事，总爱到柳青

住处掏心窝地谈上一阵，甚至家庭出现纠

纷、小孩生病，也来找柳青评评理、寻药

方。在村子里，柳青不仅是“百事问”，而

且是“百事管”。他帮助群众建饲养室、修

桥、办医院……“凡是群众需要他管的事，

他都管”。做群众工作，与群众共事，归根

结底是要帮群众解决问题，要把群众的事

当作自己的事来办，设身处地帮群众出主

意、想办法、解决实际困难。

学会与群众说话，是做好群众工作

的基本功。与群众共事，就要善于用群

众听得懂的语言与群众心平气和地沟

通，如果满嘴套话，颐指气使，群众不买

账，跟群众就搭不上话。赵树理和群众

交朋友，近距离观察群众喜怒哀乐，学

习群众语言，并进行加工提炼。他写的

小说《李有才板话》，恰到好处地穿插群

众喜闻乐见的顺口溜、快板书、歇后语

等，深受群众欢迎。许多事实证明，学

会与群众说话，才能有效与群众沟通。

提高与群众共事能力，关键是要融

入群众生活。要像赵树理、柳青那样，主

动和群众坐到一条板凳上，与群众想在

一起、说在一起、干在一起。广大党员干

部只有树立正确的群众观，主动深入群

众、向群众学习，帮助群众解难纾困，才

能成为群众工作的行家里手，得到群众

的衷心拥护。

提高与群众共事能力
■刘奇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