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影中哲丝

连日降雨，使驻训场的排水渠里积满

雨水。在因雨水浸润而变得松软的土里，

一枚不起眼的地钉牢牢嵌在那里，紧紧牵

住紧固绳，确保帐篷不会被风吹倒。

由此我想到了一种品质：坚守。成功

往往是在一次次坚守中实现的。坚守，不

仅是平日里坚持不懈地做好本职工作，更

表现在遇到各种各样的坎坷和挑战时，在

前景黯淡、希望渺茫时，仍能不抛弃、不放

弃，愈挫愈勇，历久弥坚，始终矢志不渝，

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坚持到最

后。唯有恪尽职守，不惧坎坷挑战、不计

个人得失，坚持不懈勇向前，才能实现人

生的意义，凸显自身的价值。

雨中地钉—

坚守凸显价值
■王鹏皓/摄影 何鹏刚/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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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什么时候、什么情况
下，都不能忽视战斗精神的培育，
不能忽视英勇气概的弘扬

习主席八一前夕视察空军航空大

学时强调，要坚持立德树人、为战育人，

加强军魂教育，强化战斗精神。一支强

大的军队，不仅要有先进的武器，更要

有压倒敌人、不惧一切强敌的英勇气

概。两军对垒，不仅是武器装备等因素

的抗衡，也是军人意志、毅力以及英勇

顽强、敢打必胜等精神因素的较量。

英勇气概，是一支军队、一名军人

压倒敌人、夺取胜利的重要精神气质。

“夫战，勇气也”“将勇者胜”“一人投命，

足惧千夫”……中国古人对此洞若观

火，历史上有名的“破釜沉舟”“背水一

战”等经典战例，无不证明英勇气概是

胜战的关键因素。

我军从南昌起义的硝烟中一路走

来，历经无数次浴血奋战，屡屡以劣势

装备打败优势装备之敌，一个重要的

制胜秘诀，就是我军官兵具有压倒一

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的英勇

气概，具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

精神。这种气概和精神，表现为陈树

湘负伤被俘后的断肠取义、董存瑞高

举炸药包的慷慨赴义，表现为“狼牙山

五壮士”气壮山河的跳崖、上甘岭战役

志愿军官兵撼天动地的牺牲……每一

个名字的背后，都有一段感人肺腑、震

撼人心的英雄故事；每一场战斗的背

后，都映照出不惧强敌、勇于胜利的英

勇气概。“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

无数英烈和战斗群体用自己的热血与

牺牲，书写了我党我军一部苦难辉煌

的英雄史。

做一名合格的新时代革命军人，

就要承续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血脉，

要有不惧强敌的英勇气概，做到一不

怕苦、二不怕死。以此铸魂，无论遇到

多么强大的敌人，都能一往无前、血战

到底，置之死地而后生；无论遇到什么

样的困难，都能迎难而上、化危为机，

踏平坎坷成大道；无论遇到多么危险

的境地，都能直面险情、毫不畏惧，为

了胜利不惜流血牺牲。正是靠着这种

气概和精神，我们这支军队走过 93年

的风雨征程，历经千难万险、敢打硬仗

恶仗、战胜一个又一个强敌、夺取一次

又一次胜利，成为名扬天下的威武之

师、胜利之师。

不惧强敌的英勇气概，“以勇为主，

以气为决”。军队战斗力的构成，包括

人、武器以及人和武器的结合方式三个

基本要素，其中武器是重要因素，人是

决定因素。人的因素，不仅仅是人的数

量，更重要的是人的素质和精神状态。

高新技术条件下的现代战争也是如此，

不仅是科学技术、经济实力、武器装备

的较量，也是官兵综合素质、战斗精神

的比拼。尽管高新技术条件下的战斗

精神与以往战争形态中的“勇”与“气”

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是它的须臾不

可或缺却是毋庸置疑的。“胜负之征，精

神先见”，无论武器装备发展到什么程

度，战争形态发生怎样的变化，不惧强

敌的英勇气概、持久旺盛的战斗意志，

都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战争的胜负。

无论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忽

视战斗精神的培育，不能忽视英勇气概

的弘扬。

不惧强敌的英勇气概，是红色基

因的重要构成，是克敌制胜的精神利

刃。保持和弘扬人民军队和革命军人

的英勇气概，是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

军重任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斗争中，我军官兵闻令而动、

无畏逆行，勇当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的捍卫者守护者；在抗洪抢险斗

争中，我军官兵勇挑重担，敢打硬仗，

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道坚固防线；在

遭遇敌人挑衅的时候，我军官兵斗志

高昂，给予对手有力的还击……在人

民群众眼里，人民子弟兵浑身透着一

股“英雄气”。这股“英雄气”，就是红

色基因的延续，就是英勇气概在新时

代革命军人身上的展现。一代又一代

革命军人以对党的赤胆忠心、对人民

的情深义重，锻造出铮铮铁骨，铸就了

永恒的军魂。

不惧强敌的英勇气概，既要靠平

时锻造和点滴培养，灌注于官兵日常

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体现于日常执

勤和训练之中，更要通过执行各项任

务特别是急难险重任务，有目的、有意

识地锤炼官兵“见困难就上、见第一就

夺”的不服输作风，锻造不怕艰难困

苦、不怕流血牺牲的血性胆气。还要

注重在抓好实战化训练中培育官兵不

惧强敌的英勇气概，把练技术练战术

与练思想练作风结合起来，在难局、险

局、危局中摔打磨练官兵、砥砺意志品

格，培养千千万万个“硬骨头”战士，打

造千千万万个摧不垮、打不倒的基层

战斗堡垒，让英雄精神代代相传，让精

神利刃永不卷刃。

要有不惧强敌的英勇气概
■向迎佳

知行论坛

“笔记”原意为“随笔记录”，“工
作笔记”则为“在工作中随时记录”。
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良好
的会议记录习惯能够帮助我们快速
梳理思路，领会上级意图，实时掌握
情况；随手记录的习惯既能帮助我们
及时抓住触动思想的“闪光点”，又能
为接下来的工作打好基础。

工作笔记是工作思路的体现，
但不能舍本逐末，为了“记”而记。
现实工作中，有的同志能够养成“记
笔记”的习惯，但笔记内容流于泛
泛，开会“从头记到尾”，会后却没有
自己的思考消化，仅把内容落实在
“纸面上”；还有的同志信奉“各人自

扫门前雪”，与自己工作不相关的就
不记，缺少从全盘角度看问题的习
惯养成。这样的“工作笔记”便失去
了实际意义。

记好“工作笔记”，要重思考。在
作好记录的同时，更应及时对照梳
理，深入思考，消化吸收，才能更好地
领会并贯彻会议精神和上级意图。
记好“工作笔记”，要善总结。一段时
间的工作内容要适当进行总结，一个
阶段的工作思路要经常梳理。如此
才能越记越明白，越记越清晰。记好
“工作笔记”，要能运用。唯有把本子
上的内容落实到行动上，才能发挥出
“工作笔记”的最大效益。

记好“工作笔记”
■曹 建

“沉锚效应”是一种心理现象，指
的是人们在作出判断时，容易受到第
一印象或最先接收信息的支配，就像
沉入海底的锚一样，把思想固定在某
处。工作中，我们应注意克服“沉锚
效应”，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否则，
就会被思维定势之“锚”束缚手脚，乃
至作出错误判断，影响工作全局。

然而，一些官兵思想深处的“沉
锚”并不鲜见。有的作决策缺乏全局
视野，先入为主、以偏概全，格局层次
难有提升；有的解难题不深入调研，似
是而非，治标不治本；有的抓落实囿于
固有模式和惯性思维，墨守成规……

长此以往，容易造成思想上的僵化刻
板，产生行动上的“肌肉疲劳”，甚至
导致工作运行梗阻、矛盾不断累积。

思路一变天地宽。跳出思维定
势、摆脱“路径依赖”，才能占得先机。
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强军
事业，必须来一场更新观念的“头脑风
暴”，带动创新实践不断向前推进，敢
于突破旧有的条条框框，涉足未曾触
及的“盲区”“死角”，解决阻滞发展的
“瓶颈”问题。要善于集思广益，从官
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努力做到不为
思想上的“沉锚”所羁绊，在劈波斩浪、
砥砺前行中干好强军事业。

克服“沉锚效应”
■张鑫生 姜宠泽

言简意赅

●困难再大，大不过人的意
志；挑战再多，多不过人的智慧

“ 志 不 求 易 者 成 ，事 不 避 难 者

进。”前不久，习主席给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克拉玛依校区毕业生回信，肯

定他们到边疆基层工作的选择，并寄

语全国广大高校毕业生志存高远、脚

踏实地，不畏艰难险阻，勇担时代使

命，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

事业之中，为党、为祖国、为人民多作

贡献。习主席的寄语嘱托，为广大高

校毕业生追求远大理想、矢志报效国

家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必将激励青

年学子坚实信念之基，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大概没有哪一个毕业季能像今年

这样特殊和励志。一场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的严峻斗争，让这一届高校毕

业生经历了磨练，收获了成长，注定

会成为他们人生道路上一笔宝贵的

精神财富。进一步讲，不仅仅是高校

毕业生，对于所有人来说，困难的磨

砺都会遇到。只有经历过风雨，才能

见彩虹；只有不怕困难，迎难而上，才

能到达胜利的顶峰。

“如果斗争是在极顺利的成功机

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

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马克思的

这句名言，今天仍能触发我们思考，

给予我们启迪。“看似寻常最奇崛，成

如容易却艰辛”，一切伟大事业都是

历经艰难困苦而成就的，一切伟大工

程都是克服重重障碍而推进的。东

汉虞诩面对危难时坦然回答：“志不

求易，事不避难，臣之职也。不遇盘

根错节，何以别利器乎？”这番话充分

体现了迎难而上、为国分忧的担当意

识，这种品质也一直是古往今来成大

事者的必备品质和精神追求。困难

再大，大不过人的意志；挑战再多，多

不过人的智慧。新时代，我们更加需

要强化这种胆识和担当意识。

锻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十三

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习主席参加内

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再次提到了“蒙古

马精神”。蒙古马虽然体型矮小、其貌

不扬，然而在辽阔的大草原上却能够纵

横驰骋、屡建功勋，其身上所体现出来

的坚韧不拔、一往无前的品质，正是我

们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所需要的精神品

质。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没有一股子

自强不息、勇往直前的劲头，是不可能

干成一番事业的。只有锻造坚韧不拔

的必胜信念，才能在“船到中流浪更急、

人到半山路更陡”时勇于跋涉、砥砺前

行，最终到达成功的彼岸。

锤炼啃“硬骨头”的胆魄。清人

彭端淑说，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

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

矣。《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也曾讲过，

勇者不避难。可见，为或不为，全在

人为。使命在催征，时代在召唤。当

前，各个领域、各种形式的“硬骨头”

迫切需要我们去挑战、去攻克。我们

不能因为遇到困难而不为、因为看到

风险而躲避、因为遭遇阵痛而不前，

而应不畏艰难险阻，勇担使命任务，

磨砺真本领，挑起重担子，主动迎击

“盘根错节”，开辟走向未来的坦途。

主动在实践中接受磨练。经风历

雨才能更好地打牢基础，走好人生路。

张载在《西铭》中说，“贫贱忧戚，庸玉汝

于成也”，意思是说，要成大器，必须经

过艰难困苦的磨练。剑不磨不利，根

不扎不实。一个人从初出茅庐到独当

一面，必然要在实践中经受磨练，不然

就会像温室里的花朵那样，经不起风吹

雨打，难成气候。广大官兵在面对困难

挑战时，不能畏缩不前，更不能知难而

退，而要勇做高尔基笔下搏击风浪的海

燕，主动在军事斗争准备的第一线锤炼

摔打，在艰苦环境中磨练意志品质，在

急难险重任务中砥砺战斗精神。如此，

才能成为一块千锤百炼的“好钢”，才能

在“刀刃”上释放光芒。

志
不
求
易

事
不
避
难

■
贾

乾

张

勇

在舰艇上工作的官兵大都敲过铁

锈。“敲铁锈”是个慢活细活，只有耐心对

着锈点一锤接着一锤敲打，直到把锈斑

彻底敲掉并铲除干净，再用钢刷刷得锃

亮涂上防锈漆，最后才能正式上油漆。

工作中的问题犹如舰艇上的铁锈，要想

彻底把它解决好，就要像“敲铁锈”那样，

一锤接着一锤，老老实实地敲，决不能留

下丝毫锈点，以防问题再生。

铁锈有的是从表面向里滋生，一眼

就能看出来；而有的却是从里往外蔓

延，需要仔细识别。工作中的问题也是

一样，有的明摆着，有的隐藏着，还有的

穿着“伪装服”，好比战场上狡猾的敌

人，需要认真细致地侦察、识别、判断。

善于发现问题，要有敏锐的感知力、精

准的辨别力、超前的预判力，做到嗅觉

灵敏、眼光精准、思考深刻，让问题在自

己面前无处可藏，成为一名真正的“问

题猎手”。

对待问题的态度，体现着担当作

为精神。铁锈不除，最终会腐蚀烂穿

舰体；问题不除，就会像肿瘤一样侵蚀

健康细胞，危及自身。一个人面对问

题有无担当，关键要看他内心的态度，

对问题是勇于直面还是视而不见、不

管不问，是敢于较真还是装装样子，是

动手解决还是夸夸其谈、纸上谈兵。

说到底，是对问题怕与不怕、躲与不

躲、推与不推、碰与不碰的问题。面对

问题，就要像战场上看到敌人一样，有

一股勇往直前、不怕牺牲的血性胆气，

无所畏惧歼灭之；有一种不攻克问题

寝食难安的忧思情怀，做真正解决问

题的勇士。

解决所发现的问题，关键是要做好

“消”与“化”。“消”与“化”顺畅，问题就

能很好地解决。“消”与“化”紧密相连，

但内涵不同，“消”在前、“化”在后，“消”

是由大变小、由粗变细的破碎分离过

程，“化”则是在“消”的基础上分解、转

化的过程，从“消”到“化”是性质的变

化。“消”与“化”能力的强弱，决定着问

题解决的成效。问题是由矛盾积累产

生的，对工作中各种问题，应逐一分析

其性质，弄清哪些是主要矛盾、哪些是

矛盾的主要方面，抓住重点、找到问题

的关键。先在“消”上做文章，在分析问

题中分解，在解剖问题中分类，把问题

细化、精准化，把大问题“消”成小问题，

难问题“消”成一般问题；再在“化”上下

功夫，把分解出来的各种问题，分类列

出清单，按照职责分工落实责任，限时

整改解决，把解决问题释放出来的效能

“化”为提升部队战斗力的动力。

抓问题是干好工作的基本方法，坚

持问题导向就是要盯着问题、追着问题、

解决问题。这个过程不能急于求成，总

想“一口吃成个胖子”，而要像“敲铁锈”

那样，耐心地一锤一锤敲，不管锈点多大

多深，都要彻底敲干净，决不能应付。越

是“硬骨头”越要用气力啃，越是老大难

问题越要想办法攻坚克难，不彻底解决

问题不撒手。

像“敲铁锈”那样抓问题
■汪光鑫

自律，是对各种欲望的自我控制，是
一种积极而主动的人生态度。俄国作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句名言：“如若你想征
服全世界，你就得征服自己。”征服自己
就要学会自律。自律多源于人们对成功
的追逐和渴求，主要表现在道德修养、组
织纪律和意志品质上的自我控制。当自
律成为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人
的人格、智慧和才能就会变得更加完善、
出类拔萃。

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多取决于能否
自律。俗话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著名作家斯蒂芬·盖斯坚持每天至少写
50字，日复一日、坚持不懈，最终写出了
畅销书《微习惯》。在平庸与优秀之间，
有一座桥，就是自律。吃不了自律的苦，
就要受不自律带来的苦。一个人，只有
做到自律，才能行走在正确的人生轨道
上；那些放纵自我、不能自律的人，往往
会在生活的泥淖中挣扎，有的甚至走上
歧路，走向违法犯罪的深渊。康德说：
“所谓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而是自我主
宰。”前行路上，他人的怂恿、外力的驱
使、欲望的引诱，都会成为自律的羁绊。

比如现实生活中，开车走路需要自觉遵
守交通规则，如果人人都自觉，道路就会
畅通；如果有人不自觉，抢道插队，道路
就会堵塞，甚至会引发交通事故。

人往往是越努力、越幸运，越自律、
越成功。“谁不能主宰自己，便永远是一
个奴隶”。每个人都应做到严格自律、遵
规守纪，在恰当的时间地点，做自己应该
做的事，决不能有违法乱纪的行为。这
样的生活才能受自己支配，否则就如脱
缰之马、覆水之舟，面临栽跟头的风险和
跌落深渊的危险。

没有自律，就很难有最终的收获。
自律的态度，其实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更是对自我价值的尊重。对军人而言，
标定好自律的坐标，做一名严于律己的
革命军人，对个人在军营更好地成长进
步、对部队建设发展和战斗力水平提高，
都有重要意义。对党员领导干部来说，
自律则不仅关系到自身在群众中的形
象，更关系到党的事业发展。党员领导
干部只有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言正
行端做标杆、以身作则当表率，才能对群
众形成强大引领力量、示范效应。

自律是内心深处的遵循
■李永胜

方 法 谈

●越是“硬骨头”越要用气力
啃，越是老大难问题越要想办法攻
坚克难，不彻底解决问题不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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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越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