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军人修养 E-mail:jfjbshyxy@163.com２０２１年２月４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苗盼桃 张萱

谈 心 录

生活寄语

影中哲丝

知行论坛 ●修身做事，发扬“牛”的精神③

言简意赅 忆传统话修养

●既要像老黄牛那样不怕苦
累，又要像老黄牛那样实干苦干，
保持奋斗的激情不减、状态不变、
恒心不失

鼠年谱就峥嵘卷，牛岁迎来壮美

景。习主席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

重要讲话中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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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们应以怎样的心态、状态和

作风迈上新征程，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

循。起步新征程，我们尤须艰苦奋斗，呼

唤更多“老黄牛”。

在中国人眼里，老黄牛吃苦耐劳、

踏实肯干，是艰苦奋斗的化身。老黄牛

精神代表着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是中

华民族优良传统中不可或缺的精神要

素。新时代革命军人是强军梦的主体

实践者、服务人民的具体践行者，唯有深

刻领会习主席重要讲话的精神要义，把

艰苦奋斗老黄牛的精神根植于心、落于

行动，甘愿做奋斗征程上默默耕耘的

“老黄牛”，吃苦不言苦、苦中有作为，才

能保持不竭动力，在持续奋斗中有更大

作为。

我党我军是靠艰苦奋斗起家，也

是靠艰苦奋斗发展壮大、创造辉煌

的。中国共产党从嘉兴南湖的一艘小

小红船起航，历经百年风雨洗礼，成为

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人民

军队从南昌城头的炮火硝烟中走来，

90余载一路向前，成为从胜利走向胜

利的威武之师。从小到大、由弱到强

的历程，始终贯注着艰苦奋斗精神，由

此而不惧强敌、不畏艰难困苦，敢于斗

争，敢于胜利。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

家宝，是历久不变的政治本色，是克敌

制胜的有力武器。我们永远都不能淡

化这种被称为“东方魔力”“兴国之光”

的神奇力量，更须在新时代不断发扬

光大。

艰苦奋斗，一方面是指崇尚节约

的生活作风，另一方面是指不畏艰难、

锐意进取的思想品格。不论时代如何

发展，我们都应始终保持艰苦朴素、勤

俭节约之风，常抓不懈，久久为功。诚

然，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有力推进，人民生

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这绝不是我

们铺张浪费、大手大脚的理由。要常

思“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

奢”，常记“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常念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坚持以俭

为美、以俭为荣，工作上向高标准看

齐，生活上向低标准看齐，常将有日思

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经常用勤俭这

把刷子扫除心灵上的尘埃，在崇俭戒

奢中永葆革命军人的优良作风。

艰难方显勇毅，磨砺始得玉成。艰

苦奋斗，不仅体现在勤俭节约上，还体现

在有吃苦精神和钢铁意志上，自觉做到

环境再苦也不退缩、劳作再累也不懈怠，

始终以组织需要为第一选择。如果让我

烧炭，就去做张思德；如果让我守岛，就

去做王继才。不论岗位有多么艰苦、工

作有多少困难，只要一声令下，就听令景

从，服从命令不讲条件、执行命令不打折

扣。应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不惧艰

险、勇往直前，像长征将士那样“风雨侵

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像高原官

兵那样“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

海拔高境界更高”，像戍边指战员那样

“亏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为了国家安

宁和人民幸福，乐于负重前行。还须注

重以苦砺己，把艰难困苦作为成长路上

的“磨刀石”，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

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中锤

炼意志，在“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

奋，再接再厉”中砥砺精神，在“宝剑锋从

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中淬火强能，

让人生因磨砺而精彩，因奋发而有为。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

军事斗争准备的新形势，站在“十四五”

规划开局之年的新起点上，要起好步、

开好局，唯有不负韶华、主动作为、艰苦

奋斗。既要像老黄牛那样不怕苦累，又

要像老黄牛那样实干苦干，保持奋斗的

激情不减、状态不变、恒心不失。在谋

打赢上，聚焦打仗心不散、紧盯战场弦

不松，着眼最复杂、最艰苦的作战环境，

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

从难从严实训，超常超强准备，不断探

寻胜战之法、破敌之策。在抓工作中，

立足打基础、利长远、求实效，不因事艰

而不为，不因任重而却步，以“千淘万漉

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的执着，以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情怀，着

力将工作抓到位、干到底。在开展服务

时，坚持依法依规、用心用力，老老实

实、踏踏实实，倾力帮兵需、解兵难、暖

兵心，以严实作风树形象，增强凝聚力

和感召力，团结带领官兵不断把强军事

业推向前进。

（作者单位：沈阳联勤保障中心）

相关阅读：《心中装着人民 奋斗

为了人民——发扬为民服务孺子牛的

精神》（刊于1月28日《解放军报》）、《勇

于开拓创新 推进事业发展——发扬

创新发展拓荒牛的精神》（刊于2月2日

《解放军报》）。 ——编 者

艰难方显勇毅 磨砺始得玉成
—发扬艰苦奋斗老黄牛的精神

■唐林辉

●立起修养“高标尺”，走出
工作“舒适区”，保持激情“在状
态”

荆棘丛中下足易，月明帘下转身

难。此话说的是修炼“心性”之难。共

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唯物主义

者，虽然也讲修炼“心性”，但不是追求

“超脱凡俗”“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

中”，而是要加强党性修养、升华道德

境界，致力于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根本宗旨，摆脱“小我”羁绊，成就

“大我”情怀，走向“无我”的崇高境

界。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员应立

足于党的事业修炼“心性”。

新发展阶段，党员干部对照初心

使命、对照党章党规、对照人民期盼、

对照时代要求修身养性，显得尤为重

要。然而，从灵魂深处来一场革命，自

觉修心修身，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

的事情，而是要下定自我革命的决心，

拿出刀刃向己的勇气，具有精益求精、

久久为功的韧劲。

一个人道德品行的提纯和升华，

犹如工匠雕刻璞玉，先是经历无数次

刀劈斧斫，才初见一个粗糙模样，再经

受无数次钢打砂磨、精雕细刻，方才落

得一个玉器形状，还要再承受岁月的

消磨与时光的浸透，才能显露出圆润

通透的玉质。正因为修身立德面临诸

多考验和挑战，不会轻而易举地做到

德有所进、行有所循，党员干部才更加

需要自我警醒、自我磨砺、自我精进。

立起修养“高标尺”。当前，面对

错综复杂的形势和艰巨繁重的任务，

党员干部只有不断修炼“心性”，注重

修身，才能风险面前站得稳，诱惑面前

把得住，困难面前顶得住，凝心聚力干

好开创性事业。同时，也只有立起修

养“高标尺”，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

产党员，最大荣誉是为人民服务，重要

职责是带头吃苦奉献，才能不负组织

培养和人民群众信任期待。邓小平同

志曾说：“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

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

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

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

能够有别的选择。”把使命看得重于生

命、重于名利，始终无私奉献，应该是

共产党人显著的价值追求。

走出工作“舒适区”。“苟日新，日

日新，又日新”，日新月异的时代，机遇

和挑战并存，让人无法回避，必须勇敢

面对。开“顶风船”、涉“深水区”、啃

“硬骨头”，在今后一个时期或许将成

为许多人的一种工作常态。面对各种

挑战和考验，党员干部没有“选择题”

可做，没有后路可退，唯有勇于走出

“舒适区”，直面困难、勇敢迎击，以敢

于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压倒的

气概和斗志，牢牢掌握应对的主动

权。要做时代弄潮儿、不做等待观望

者，做攻坚克难的勇士、不做畏葸不前

的懦夫，坚决打赢守土有责的阵地战、

临危不惧的攻坚战。

保持激情“在状态”。我们党领

航中国号巨轮乘风破浪，创造了举世

瞩目的发展奇迹，然而，长期的和平

发展环境，也让一些人滋生了“岁月

静好、安享太平”的懈怠。在对当下

状态感到满足的同时，有些人产生了

对艰苦奋斗的不认同、对积极进取的

不热衷，追求所谓的“品质生活”，淡

忘了使命责任，丢失了奋斗激情，不

知不觉间走向了消极乃至堕落。安

于现状、不思进取，是共产党人修炼

“心性”的腐蚀剂，必须坚决摒弃。共

产党人的字典里永远不应有“安逸”

两个字，无论身处什么岗位、无论工

作环境多么艰苦，我们都必须始终保

持奋斗的激情，在奋斗中收获人生的

美好，实现人生的价值，让精神世界

更加高远，让精神生活更加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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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对于不
如意事，一些人总能找到各种抱怨的理
由，但抱怨并不能解决问题。现实中，有
的人遇到不顺心的事，习惯于抱怨，往往
使自己陷入一种消极低迷状态；而有的
人知道抱怨于事无补，于是积极调整心
态，乐观面对，从而把困难踩在脚下。两
种心境，反映的是截然不同的做人做事
态度，也会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

有些人之所以抱怨，主要是没有
用积极的心态去对待工作生活，没
有正确看待问题。有道是“牢骚太
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一味

抱怨只会显出自己目光浅、眼界窄、
格局小，给自己和他人带来更多负
能量。“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
矣”，当遇见不顺心的事时，应把心
态放好，注意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而不是抱怨环境、抱怨他人。

哲人说：“不抱怨是使人获得尊严
的一种方式。”有所作为的人总会远离
抱怨，把时间和精力用在行动上。当
我们在工作生活中遇到不顺心的事情
时，正确做法应该是少找借口、多找方
法，不去抱怨、多去行动。如此才能让
自己始终积极进取，取得事业成功。

不去抱怨，多去行动
■姜云瀚

有人说，你若忌惮出错，庸碌便会
如影随形。一个人如果总是害怕犯错，
做事便会瞻前顾后、畏手畏脚，不敢创新
求变、开拓进取，结果只能是落后于人。

不怕犯错才能开新路、育新机，抓
住别人抓不住的机会，完成别人完不
成的任务。那些害怕犯错的人，做事
前怕狼后怕虎，不敢迈步子、作决定，
往往会在犹豫徘徊中错失良机。因
而，要有所作为，就不能怕犯错。当
然，不怕犯错并不是说做事可以不谨
慎、不讲原则、不守规则，或是没有经
过调查研究就乱决策，而是强调要有

敢干敢拼、革故鼎新的勇气。
“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犯错是

每个人都不得不面临的人生课题，我们
不应该害怕它，而应该把它变成台阶，
帮助我们登上成功的高峰。无数事实
表明，成功往往是在一次次试错中摸索
出来的。只有善于在错误中总结经验
教训，弥补不足，改善方法，才能探索出
通向成功的道路。强军征程上，面对诸
多新情况新问题，更要敢于迈开步子，
不能因为害怕犯错就不敢担当作为。
在试错中进步，在总结中成长，方能及
时抓住机遇，推动事业发展。

不畏有过，方能有为
■刘俊耀 姬鹏飞

冬日，一只东方白鹳小心翼翼地

行走在冰面上，保持着如履薄冰的姿

态。

防患于未然，需要有如履薄冰的

谨慎。自然界如此，人类社会也一

样。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

来。只有在前行中时刻保持谨慎之

心，才能及时洞察和妥善应对风险挑

战，少犯错误、少走弯路，在人生的道

路上行稳致远。

冰上白鹳—

做事当有
如履薄冰的谨慎
■王争亚 摄影并撰文

20世纪 80年代，我国进行了危险性
极高的核潜艇极限深潜试验，黄旭华要
求同参试人员一起随艇深潜。作为总设
计师，他本不需要亲自参与深潜，但他坚
定地对参试人员说，“我和你们一起深
潜”。为什么核潜艇总设计师要主动带
头参与试验？因为亲身参与，有助于摸
清设计好坏，随机处理疑难问题。但更
重要的是，带头是无声的号召，躬先士卒
是最有力的动员。总设计师加入深潜团
队，减轻了参试人员的紧张情绪，凝聚起

整个团队的信心和斗志。
躬先士卒，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

革命战争年代，因为葆有先锋本色，“官兵
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故有“砍
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凛然大义，有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毅担当。
和平建设时期，因为葆有先锋本色，党员
干部吃苦在前、实干在前，故有“敢教日月
换新天”的精神风貌，有“咬定青山不放
松”的众志成城。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

令不从。”团队带得好不好，有没有战斗
力，固然有方式方法的问题，但更与党
员干部自身过不过硬有着直接关系。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但要看党员干
部怎么做，更要看他们做得好不好。要
在群众中树立威信，更好地影响群众、
带动群众，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发挥自身
模范带头作用。否则，说话办事就不会
有影响力和号召力。

躬先士卒，关键在“干”。党员干部
特别是领导干部当以强烈的干事创业热

情带头实干，哪怕遇到再大的困难和阻
力，也不动摇干事创业的信念，勇毅进
取，越是艰险越向前。躬先士卒，更要具
备过硬本领。没有金刚钻，揽不了瓷器
活。躬先士卒重在作好示范，本领不过
硬，便难以服众，发挥不好示范效应。这
就需要党员干部把学习作为第一需求，
依靠学习增长知识、开阔视野、提高思维
水平，并通过实践转化为具体能力，在转
变作风中增强凝聚力和带动力，更好地
推动事业发展。

躬先士卒是最有力的动员
■左进升

●要在群众中树立威信，更好
地影响群众、带动群众，一个重要
方面就是发挥自身模范带头作用

这几年，“人设”一词在网络上广为流

行，而“人设崩塌”的新闻也是屡见不鲜。

所谓“人设”，简单说就是正面积极的形象

设定，出现“人设崩塌”现象，说到底是当

事者的“人设”与真实形象有出入。

这启示我们，不论是做人还是做事，

精准定位至关重要。知晓在什么场合、

处什么位置、以什么身份、担什么职责，

定准“我”的坐标，这样说话才不会出格，

办事才不会出界，做人才不会出位。

定准“我”的坐标，首先要弄清楚

“我是谁”。很多人可能认为自己最了

解自己，其实并非如此。时代的变迁、

环境的变动、事物的变化，都可能对自

我认知产生影响，甚至在某件事上或者

某个阶段迷失自我。比如，有的常常在

别人吹捧中飘飘然，抑或在相互攀比中

昏昏然，甚至在误入歧途时还悠悠然。

正如古希腊哲学家特莱斯所说，人生最

困难的事情是认识自己。有些人之所

以走不出自我，就在于常常忘记了“只

缘身在此山中”，沉浸在自己的角色中

不能自拔。多反省、多跳到自己的“局

外”，拉开与自己的距离，才能保持清

醒，把自己看得通透。

人贵有自知之明。认清自己只是

第一步，摆正自己的位置同样很关键。

摆不正自己的位置，就容易心态失衡、

情绪失控、行为失范，产生“生不逢时、

遇人不淑”的悲观想法，发出“既生瑜，

何生亮”的人生喟叹，做出“不符身份、

不合常理”的错位举动。

摆正“我”的位置，不仅要弄清“我

是谁”，还要明白“我在哪”。每个人在

工作生活中都扮演着多重角色，“我”的

位置也不是静态的、固化的、不变的。

一个人可以是“矮子里的将军”，也可能

是“巨人国的侏儒”。参照系不同，坐标

点就会发生变化。有时需要上下比对、

左右比较、前后比照，才能把“我”的坐

标定准。

定位决定站位，格局决定结局。恩

格斯说：“我一生所做的是我注定要做

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

做得还不错。”在恩格斯心中，“马克思

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他在物质、

精神、学术等多个方面，给予马克思巨

大的支持。虽然他甘当“第二小提琴

手”，可谁也不能否认和看轻他的思想

贡献和历史地位。在《资本论》第一卷

完成后，马克思在通信中表达了对恩格

斯的感谢：“没有你，我永远不能完成这

部著作。”

从成长进步的角度讲，定准“我”的

坐标，贵在知道自己的长处，承认自己

的短处，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把好钢

用在刀刃上，给自己的人生增值。倘若

德薄而位尊，识浅而谋大，力小而任重，

有时不但不能成事，还会惹祸出事。

定位是门学问，关乎方向的选择，

关系人生的抉择。常想想“我是谁”，多

看看“我在哪”，定准“我”的坐标，找准

平衡点，把握分寸感，人生之路才能行

稳致远。

定准“我”的坐标
■赵晓芳 陈大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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