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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学习从来不会单一存
在，总是和思想改造、实践创造紧密
相连

读书学习，入脑入心至关重要。学
思融合方能带动思想改造，触类旁通方
能推动思维升级。只有让脑子始终处于
高速运转状态，善用他山之石、他人之
言，省悟自己的灵魂、启发自己的思考、
深化自己的认知，化为科学的思维方法，
读书学习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真
正实现学以致用的目的。

爱因斯坦说过：“学习知识要善于思
考、思考、再思考，我就是靠这个方法成
为科学家的。”思考是学习的深化，也是
学习的必然。纵观当下，有一些同志读
书学习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不可谓不多，
但效果并没有水涨船高，思想的深度和
广度没有拓展，总是风平浪静、依然如
故。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读
书而读书，为了学习而学习，把学习和思
考人为地割裂开来。有的读书学习蜻蜓
点水、浮于表面，把读书学习当作任务，
敷衍了事；有的沾沾自喜于读了多少本
经典书籍、记住了多少新颖观点、抄录了
多少精妙语句，却学而不思、学而不用，
把读书学习和改造主客观世界变成了
“两张皮”。殊不知，“学而不思则罔，思
而不学则殆”，没有思考的读书学习，再
怎么博览群书，也很难引发“头脑风暴”，
推动思维的“更上一层楼”，工作指导也

只能“重复昨天的故事”。而有的同志带
着思考、带着疑问去读书学习，哪怕一篇
普通文章，也能读有所获。

现实中，人们评价一个人学习力的
强弱，既注重读书学习的勤奋和付出，
更注重思考的更深一层、思想的更进一
步。少数同志之所以存在强烈的本领
恐慌，其实并不是对某项技能、某项业
务不熟悉不精通，而是思维总是在低层
次徘徊，缺少穿云透雾、登高望远的思
想穿透力。所以人们常讲，只有学会学
习、善于学习，才能学有所成。学会学
习、善于学习，实质上就是学而思、思而
进的过程。思想上不经一番寒彻苦，读
书学习无形中就会成为一种徒劳无功
的“花架子”。

我们党依靠学习兴起，依靠学习
成长，依靠学习壮大，依靠学习走向未
来，一部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
的历史，就是一部创造性学习、创造性
实践的历史。从中不难看到，读书学
习从来不会单一存在，总是和思想改
造、实践创造紧密相连，从而不断走向
思想高峰、取得事业辉煌。思想改造
的动力源泉从何而来？简单地说，就
是在读书学习的过程中，切实把自己
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
去，真正带着思考学、带着问题学。用
学习拉直心头的问号，同时又引发新
的思考，在思考中发现新问题，在解决
问题中形成新认知，生成植根于工作
实践、服务于事业发展的“活思想”，以
思想的跃升、思维的前瞻引领行动的
敏锐，从而获得攻坚克难的过硬能力、
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

学而思方能敏于行
■周燕虎 张钰林

●让优良传统代代相传，让红
色基因永不褪色，点燃更多“生命
的火种”，照亮更多人前行的路，共
同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注入强大
精神动力

“我清楚地记得在漆黑的夜晚，在

蜿蜒曲折的路上，我们点燃了火把，长

长的队伍像火龙一样，把天地照得通

红……我一直在寻找这生命的火种。”

这是百岁老红军王定国回忆自己革命

生涯时的感慨。

王定国早年投身革命，有着传奇的

人生经历：长征中，她三次过草地、翻了

五座雪山；作战中，右腿接连两次负伤，

她简单包扎后照样行军；在敌人的监狱

中，她严守党的秘密、保护党的组织，受

尽了折磨仍坚贞不屈……从她身上我

们看到，生命的火种一经点燃，就一直

熊熊燃烧，枪林弹雨无所惧，艰险重重

不怕难，勇挑重担不叫苦，奉献一生不

言悔。经历百年风雨，从黑暗奋斗到光

明，那一颗寻找生命火种的初心从未改

变，那一团为事业而燃烧的火焰从未熄

灭。追寻百岁老红军王定国的人生轨

迹，再一次触发我们对如何让“生命的

火种”永不熄灭的思考。

让“生命的火种”永不熄灭，需要

不断续火赋能。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生命的能量也是有限的。要使“生命

的火种”持久燃烧、永不熄灭，就需要

不断地续火赋能。对于共产党人来

说，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就是信仰

信念之根、人生力量之源。革命先辈

之所以信仰坚定、品德崇高、人格伟

岸，越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显现出一

种睿智从容、境界高远的精神气质，就

是因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孜

孜以求，坚持不懈地用于武装头脑、指

导实践，不断从中汲取养分，打牢信仰

的根基，赋予生命不竭动能。向革命

先辈学习，首先就要像他们那样，对马

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真学真信真懂真

用，紧跟党的理论创新步伐，用科学理

论的“罗盘”指引人生的航程，用理论

学习的热情激发干事的激情，让生命

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燃烧，让青春为

强国强军而绽放。

让“生命的火种”永不熄灭，需要

不断加强锤炼。马克思说过：“最好把

真理比作燧石——它受到的敲打越厉

害，发射出的光辉就越灿烂。”生命又

何尝不是这样呢？老红军王定国，小

小的个子，孱弱的身躯，长征时体重仅

剩下50多斤。然而，她的生命之火却

是那样的炽热，足以让巍巍雪山低头、

茫茫草原让路，把任何艰难险阻都踩

在脚下。“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

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

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

细，香得愈浓烈。”生活的法则、朴实的

道理，使我们懂得，艰难困苦，玉汝于

成。我们应勇于投身事业的熔炉，不

断经受各种各样的考验和斗争实践的

锻炼，锻造革命军人的铮铮铁骨，积蓄

奋勇前行的力量。

让“生命的火种”永不熄灭，需要不

断接力传承。生命的火种一经点燃、熊

熊燃烧起来，不仅使自己发热发光，而

且能给周围的人以温暖，带给他人以信

心和力量。王定国就是这样的一粒“火

种”。她用自己的生命之火，点燃红色

基因的传承之火。她常常走进长征沿

线的老区群众家，给青少年讲红军长征

的故事，为老区群众致富奔小康出谋划

策、奔走呼吁……我们每个人都是红色

基因的受益者，更应成为红色基因的传

承者，“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

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要以王定

国等革命先辈为榜样，搞好红色传统、

红色基因的接力和传承，让优良传统代

代相传，让红色基因永不褪色，点燃更

多“生命的火种”，照亮更多人前行的

路，共同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注入强大

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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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成功的人，往往是那些
甘坐“冷板凳”、最能坚持的人

有句俗语叫“板凳甘坐十年冷”，然
而面对现实中的种种诱惑考验，能坐得
住“冷板凳”并不容易。有的人“这山望
着那山高”，总觉得“别人的板凳都是热
的”，岗位换了一个又一个，庙门换了一
座又一座，却始终觉得不是“热板凳”；有
的人“猴子屁股坐不住”，缺乏扎根蹲苗
的耐心毅力，在一条板凳上坐的时间久
一点，就热情退去、斗志衰减；有的人“吃
着碗里，惦记着锅里”，什么热门就追逐
什么，常常盲目跟风，结果成了别人的
“影子”“陪练”，最终一事无成。

与“冷板凳”相对应的是“热板凳”。
“热板凳”之所以热，是因为所处的是热
门岗位，在一些人眼里是管人管事管钱
管物的“美差”“肥缺”。但是，“油水多的
地方易滑倒”，“热板凳”虽炙手可热，但
坐着不像想象中那么舒坦，坐不好很可
能“烫屁股”。

一个人倘若没有甘坐“冷板凳”的耐
性，即使给一条“热板凳”坐，也会坐不
稳。甘坐“冷板凳”考验耐性，检验智慧。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工作、差岗位。相比
“热板凳”，“冷板凳”上升空间可能更大，
只要耐得住性子，舍得花气力、下笨功夫，
“冷板凳”上同样大有可为。“最美奋斗者”
王泽山高中毕业后，没有选择许多人心向
往之的热门专业，而是毅然选择了十分冷
门的火炸药专业，一干就是60多年，最终
让中国火炸药技术领先于世界。事实证
明，最后成功的人，往往是那些甘坐“冷板
凳”、最能坚持的人。

甘坐“冷板凳”不是随遇而安、放任
自流，而是一种打磨塑造、一种修炼提
升、一种能量积蓄。只要立足现实、专心
一域，充分挖掘释放自身的智慧潜能，就
能把“冷板凳”坐热。

岗位无大小，都是成就事业的平
台。军队调整改革后，选到满意岗位的
官兵不要沾沾自喜，分到自己不满意专
业的官兵也不要出现心理落差。部队是
一个特殊的战斗集体，每个专业都是打
仗所需的职业，每个岗位都是打仗必需
的战位，只有分工上的不同，没有高低贵
贱的区别。广大官兵应有甘坐“冷板凳”
的定力和韧劲，自觉听从组织安排、服从
组织分配，无论做“长城”上哪一块砖，都
一门心思干工作，扎扎实实强本领。如
此，每个岗位都将是出彩的舞台，每个专
业都将是精彩的选择。

甘坐“冷板凳”
■谢子宜 李泽宇

●对于他人指出的错误和不
足，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虚心听
取，真诚接纳，是面对批评应有的
态度

《周子通书·过》中讲：“今人有过，

不喜人规，如护疾而忌医，宁灭其身而

无悟也。”对于他人指出的错误和不

足，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虚心听取，真

诚接纳，是面对批评应有的态度。

然而现实中，也有一些党员干部

“讳疾忌医”，不愿听取他人的批评。

对待批评或采取“鸵鸟政策”，或采取

排斥态度，不愿闻、不真闻。在“闻”上

出了问题，就会小过积成大错，小恙拖

成大病，最后悔之晚矣。“良药苦口利

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善于接受批

评，应当重视“闻”的环节，以更好地认

识自我、改进提高。

闻“诤言”而不怒。“诤言，善言

也。”诤言往往“带刺”，会令人“红脸”

“出汗”，但诤言多出于公心、“含金量”

高，更有利于改进自身，有利于事业发

展。党员干部应有闻过则喜的态度，

乐听他人的直言告诫，对他人的规劝

多一些诚恳接受，少一些抵触情绪，在

日常工作生活中举一反三地检视自

己，才能确保干事创业道路上的每一

步都走得正、走得实。

闻“错言”而不怨。面对批评，首先

应本着检视自己的态度客观对待、冷静

处理。即便发现批评与事实有出入，也

应提醒自己“无则加勉”；同时，也要多

听听其他人的具体想法，警醒自身，确

保自己不出问题。要抱着宽容态度对

待批评，不能对提意见者乱扣“帽子”、

抓“辫子”。只要是善意的批评，无论正

确与否，都是对自己的鞭策和警示，只

有闻“错言”而不怨，才能最大限度地团

结人、凝聚人，营造出知无不言、言无不

尽的生动局面。

闻“微言”而不弃。微言之中含实

情，微言之中有大义。如果不能把微

言听进心里，认真对待，就不能及时察

觉自身存在的问题，将会因小失大。

因此，我们应以谦虚的态度察微知变，

纳百家之言，集八方之策，特别是对来

自基层的意见，更应虚心听取，分析归

纳，因为这样的声音往往更真实、更可

靠。只有广纳群众的意见，虚心接受

群众的批评，才能及时纠正错误，减少

失误，避免走弯路，防止栽跟头。

善于接受批评，不能仅停留于

“闻”上，还应切实拿出雷厉风行作

风，知错即改，改得痛快、改得坚决、

改得彻底，确保思想不断进步、工作

不断改进。要时常自我反省，重点对

照检查，及时修正偏差，避免产生同

样问题，如此方能不断完善自我，同

时也能够营造出敢于言过、坦诚相

待、开诚布公的良好氛围，推动事业

更好发展。

接受批评，始于闻落于改
■郑博文

一只鸬鹚从水中捕到一条鱼，另

一只鸬鹚在旁边虎视眈眈，伺机夺取

那条鱼。

越是胜券在握的时候，风险挑战

就越多，也越容易出现变数。自然界

的竞争如此，我们做事情也是这样。

“行百里者半九十”，最后一刻如果掉

以轻心，则很容易前功尽弃。

“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

没走完最后一步，一切都有可能改

变。越是紧要关头，越要集中精力，

谨慎行事，做足迎接风险挑战的准

备。

成败未定别松劲
■吴孔欢/摄影 王 洋/撰文

●广大党员干部都应始终牢
记自己是“人民的勤务员”，自觉发
扬为民服务孺子牛的精神，埋头苦
干、主动奉献，不忘初心、不负民心

奋斗的时代需要“孺子牛”，为人民

谋幸福呼唤“孺子牛”。孺子牛精神体

现的是默默无闻、脚踏实地、任劳任怨，

体现的是强烈的为民初心和使命担当，

它既是每名党员干部必备的品德修养，

也是干事创业应有的境界作风。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

牛”，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尚品格

的生动写照，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

人都曾以牛作喻。1942年5月，毛泽东

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鲁迅的

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

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一切

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

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

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革命战争年代，无数革命先

辈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革命事业

勇于牺牲奉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社

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一批批优

秀共产党员自觉为党为国为民担当尽

责、无私奉献，筑起了一座座令人景仰

的时代丰碑。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广大

党员干部都应始终牢记自己是“人民的

勤务员”，自觉发扬为民服务孺子牛的

精神，埋头苦干、主动奉献，不忘初心、

不负民心。

发扬为民服务孺子牛的精神，就要

一心为民。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

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人的

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可以说，我们党成

功的秘诀，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视人民利

益高于一切，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

位置。每名党员干部心中都要装着人

民群众，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

终为人民利益和幸福而努力工作，俯下

身子为群众办事，靠真心、真情、真诚赢

得群众支持。要经常进行自我检视，看

看工作是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是不

是有助于解决群众的难题，是不是有利

于增进人民的福祉，真正把群众拥护不

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

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

准，做到群众关心什么、期盼什么，就紧

抓什么、推进什么。要把群众的小事作

为自己的大事，把群众关心的事情作为

工作重心，真心实意为群众排忧解难，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发扬为民服务孺子牛的精神，就要

问计于民。千难万难，问计群众就不

难。人民群众中蕴含着丰富的智慧和

无限的创造力。党员干部来自人民，就

要扎根于人民。忘记了人民，脱离了群

众，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什么

事也干不成。只有真正俯下身子、放下

架子，深入到群众当中，从群众中汲取

养分，才能增长才干、增加干劲，好办法

新办法才会多起来。“要民众，虽危险也

有出路；不要民众，一切必然是漆黑一

团。”如果自诩高明、高高在上，游离于

群众之外，或凌驾于群众之上，不但群

众不会买账，工作也无法推进，自己也

很难收场。“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

的学生。”先生与学生的关系是辩证统

一的，先生可以变成学生，学生也可以

变成先生；只有当好人民的学生，才能

当好人民的先生，才会“唤起工农千百

万”，才能有足够的底气、能力、智慧战

胜各种风险挑战，更好地带领群众做好

各项工作。

发扬为民服务孺子牛的精神，就要

敬畏人民。“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

之事，毫末必去。”邓小平同志曾指出，

共产党员“一怕党，二怕群众，三怕民主

党派，总是好一些”。任弼时同志一生

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用钱多、三

怕麻烦人。这里的“怕”，就是心有所

畏。心有所畏，才能言有所戒、行有所

止。心存敬畏蕴含的是对党和人民的

深厚感情，是对“人民是真正的英雄”价

值理念的推崇。党员干部如果失去对

人民群众的敬畏，就会自我膨胀，就会

在私心杂念的滋长中慢慢放松党性修

养，在物欲诱惑面前渐渐丧失原则立

场，就容易腐化堕落，走到党和人民的

对立面，由“好同志”变为“阶下囚”。对

人民群众心存敬畏，就要正确行使党和

人民赋予的权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

导干部应该明白，级别再高，也高不过

人民；权力再大，也大不过制度。权力

来自人民，决不能辜负人民的信任与重

托，要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

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不带一点私心、

不动一丝杂念，“俯首甘为孺子牛”。只

有这样，才能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

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作者单位：中央军委政法委）

心中装着人民 奋斗为了人民
—发扬为民服务孺子牛的精神

■李照达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
要性的一年。习主席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指出，发扬为民服务孺子牛、
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的精神，永远保持慎终如始、戒骄戒躁的
清醒头脑，永远保持不畏艰险、锐意进取的奋斗韧劲，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奋勇前进，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起步新征程，习主席提出发扬为民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
奋斗老黄牛的精神，既为我们勇毅前行注入精神动力，也为我们修身做事指
明努力方向。从今天起，“军人修养”专版推出一组“修身做事，发扬‘牛’的
精神”系列文章，结合实际学习领会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与广大读者共勉。

忆传统话修养

方 法 谈

书边随笔

影中哲丝

知行论坛 ●修身做事，发扬“牛”的精神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