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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中哲丝

谈 心 录

言简意赅

●党员干部须从一点一滴做
起，讲党性、立品行，过好亲情关、
权力关，当修身齐家的标杆，使红
色家风代代相传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不少故乡

亲友给当时身为总理的周恩来同志写

信，希望能通过周恩来同志的介绍进京

做事，谋得一官半职。周恩来同志十分

反感这种攀亲带故搞特殊的陈腐陋习，

认为新社会不能搞旧社会的裙带关系。

为此，他专门召集身边亲友开了一个家

庭会议，并定下了著名的“十条家规”，内

容包括“不能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

“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不许动用公

家的汽车”“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

教育亲友“完全做一个普通人”。

周恩来同志的“十条家规”，是中国

共产党人红色家风的生动写照。我们

党的历史上，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从“齐

家”做起，处处率先垂范，严格家风家

教 ，倡 导 并 形 成 了 共 产 党 人 的 红 色 家

风。红色家风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传承着

我党我军的红色基因，彰显着中国共产

党人的初心使命，既赓续了诸多民族优

良传统，又具有超越传统家风的先进性

和革命性。

对党忠诚，为国舍家，是红色家风

的鲜明特质。战争年代，革命前辈“投

身革命即为家”，影响带动家人、亲族舍

小家为大家，追随革命事业，即使面对

生死考验，信念也毫不动摇。毛泽东同

志 6 位亲人献身革命，徐海东同志家族

66 人在革命斗争中牺牲，革命烈士蓝蒂

裕 牺 牲 前 ，从 监 狱 中 传 出 饱 含 深 情 的

《示儿》：“愿你用变秋天为春天的精神，

把祖国的荒沙，耕种成为美丽的园林！”

和平时期，无数共产党人为了党和人民

事业，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

孙，爱党报国、无怨无悔，影响激励着后

人沿着他们的足迹继续奋斗。

不搞特殊，廉洁齐家，是红色家风

的可贵品格。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

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

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

和 工 作 职 权 以 外 ，所 有 共 产 党 员 都 不

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无数革命前

辈 不 仅 自 己 坚 守 无 私 无 畏 、公 私 分 明

的党员本色，而且还时时警示亲友，坚

决不搞过去“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

一套，始终谨慎用权，不徇私情。陈云

同 志 曾 担 任 中 财 委 主 任 ，夫 人 于 若 木

也 在 中 财 委 机 关 工 作 ，完 全 可 以 搭 乘

陈 云 同 志 的 汽 车 上 下 班 ，但 她 一 直 坚

持 骑 自 行 车 去 机 关 ，没 搭 过 一 次 顺 风

车 ，陈 云 同 志 治 家 之 严 可 见 一 斑 。 焦

裕 禄 同 志 从 点 滴 小 事 严 起 ，他 批 评 妻

子到食堂提了一壶开水，不让孩子“看

白戏”，将票款如数补给戏院，又建议

县委作出干部“十不准”的规定，留下

“焦氏家风”的佳话。

艰苦朴素，勤俭持家，是红色家风

的共同特点。艰苦奋斗是我党我军的

优良传统。从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走

过来的革命前辈，更懂得“历览前贤国

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的古训。“延安

五老”之一的吴玉章曾给后辈题了一副

对联：“创业难，守业更难，须知物力维

艰，事事莫存虚体面；居家易，治家不

易，欲自我身作则，行行当立好规模。”

谷文昌的女儿回忆，“父母都是穷苦人

家出身……一辈子勤俭，家里从没置办

过什么贵重的家具。从河南到东山、福

州、宁化、漳州，他们的行囊永远都只是

两个樟木箱子，里面是一些简单的工作

和生活用品，去世时家里也没有什么值

钱的‘传家宝’。”这既是中国共产党人

艰苦奋斗本色的生动体现，也是勤俭持

家家风的真实写照。

崇学尚实，立业兴家，是红色家风

的显著标识。革命前辈总是谆谆教导

子 孙 后 代 下 功 夫 勤 学 苦 练 ，靠 实 干 立

身，在经历风雨、服务社会中建功立业、

兴家传家。上世纪 60 年代，毛泽东同志

曾郑重向全党推荐《战国策》中的名篇

《触龙说赵太后》，申明“父母之爱子，则

为之计深远”的道理，告诫领导干部严

格管教子女，不要使其成为坐享其成的

“八旗子弟”。1993 年初，89 岁的邓小平

同志勉励孙辈们说：“我十六岁时还没

有你们的文化水平，没有你们那么多的

现代知识，是靠自己学，在实际工作中

学，自己锻炼出来的……你们要学点本

事 为 国 家 做 贡 献 。 大 本 事 没 有 ，小 本

事、中本事总要靠自己去锻炼。”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

本在身。”对党员领导干部来说，家风不

仅关系一身之进退、一家之荣辱，更关

系到党风、政风、民风。如果党员领导

干部不能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地带头树

立良好家风，久而久之，手中权力很容

易变成谋私手段，最终不仅会和家人一

起走上违纪违法的不归路，还会严重危

害党和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因此，党员

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自觉传承红色

家 风 ，带 动 家 人 和 身 边 人 严 守 党 纪 国

法，使家庭成为抵制不良风气的“防火

墙”，以好家风影响带动形成良好社会

风气。

百年党史留下的丰富、厚重的家风

传承，是一笔宝贵精神财富。继承和弘

扬红色家风，是广大党员干部的共同责

任。首要的是讲好红色家风故事，从革

命家庭的家训、家书、家教中接受熏陶，

汲取养分；关键是以红色家风为镜，反

躬自省、查找自身差距，从严管理家属

子女，培育好家风、弘扬好作风。身教

重于言教，榜样有无穷力量。党员干部

须从一点一滴做起，讲党性、立品行，过

好亲情关、权力关，当修身齐家的标杆，

使红色家风代代相传。

（作者单位:95010部队）

由“十条家规”谈红色家风
■张夜飞

●大兴务实之风，高扬创新之
帆，让创新之火在战位燃烧，使创
新智慧、创新活力在强军实践中充
分涌流、竞相迸发

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

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科

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主席强调

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明

确要求“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

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

天下之事，非新无以为进。创新

是社会进步的阶梯、撬动未来的杠杆，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

来。置身百舸争流的时代、千帆竞渡

的 当 口 ，我 们 只 有 着 眼 长 远 、立 足 本

职 ，转 变 观 念 思 创 新 ，盯 着 问 题 谋 创

新，扛起责任务创新，才能始终站上时

代潮头、把握竞争主动，创造出一个又

一个新的奇迹。

创新是一个国家发展进步的灵魂，

也是一个军队发展进步的灵魂。克劳

塞 维 茨 说 过 ，“ 战 争 是 最 少 保 守 的 领

域”。军事领域是竞争和对抗最为激烈

的领域，也是最具创新活力、最需创新

精神的领域。当前，世界新军事革命浪

潮风起云涌，谁主动创新、善于创新，谁

就能抢占未来战争的制胜先机，赢得最

终胜利；谁思想保守、固步自封，谁就会

在竞争中错失宝贵机遇，陷入战略被

动。这就要求我们要有逢山开路、遇水

架桥的意志，有敢为人先、勇于冒尖的

锐气，有探索真知、求真务实的态度，紧

跟强敌对手之变、战争形态之变、科技

发展之变，谋制胜之道，砺打赢之技，研

创新之法，用新的理念、新的视野、新的

方法、新的标准推进军事斗争准备和部

队各项建设。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人才从来

都是创新活动中最活跃、最积极、最关

键的因素。广大官兵身处练兵备战第

一线、转型建设链条最末端，最了解部

队建设中的堵点淤点，最清楚备战打仗

中的难点弱点。创新的活力在基层，创

新的源头在官兵，一个单位就是一个创

新团队，一项攻关就是一次创新实践。

建设创新型人民军队是开拓性、实践性

很强的事业，广大官兵肩负重要职责，

理应主动贡献智慧、汇聚力量，自觉在

强军号角催征中保持冲锋姿态，在改革

创新创造中抢占制胜先机，做到打赢需

求在哪里，创新的突破口就选在哪里，

练兵备战最需要什么，创新就重点关注

什么，什么在实战中最管用，就主动创

新什么，真正让创新成为官兵心头的烽

火、逐梦的奔跑。

创新如同登山，无限风光在险峰。

想领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美

景，离不开专心致志、孜孜不倦的埋头

钻研，离不开不惧道阻且长、不怕冒险

登攀的拼搏攻坚。每名官兵都应主动

自我加压、积极创新创造，既坚决破除

因循守旧的思维定势、摒弃经验主导的

路径依赖、摆脱自我循环的固有模式，

又突出换脑筋、转观念、闯新路，把联合

制胜、体系建设、集约高效、融合发展等

思维理念牢固立起来；既多读马克思主

义经典军事著作、多研究古今中外战史

战例，又紧跟科技创新步伐，系统学习

掌握最新军事指导理论和现代军事科

技知识，不断提高科技认知力和运用

力，厚植开展创新的素质根基；既多研

究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智能化等决

胜未来的前沿技术，又注重紧贴岗位开

展小发明、小革新、小创造，推进全方

位、宽领域、深层次的探究攻关，努力在

创新实践中积累经验，在破解难题中提

升能力。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创新是

一场没有终点的赛跑，过程必定曲折向

前、充满坎坷，决不会一路坦途、一蹴而

就。恩格斯讲：“当技术革命的浪潮正

在四周汹涌澎湃的时候……我们需要

更新、更勇敢的头脑。”作为新时代革命

军人，尤须把谋划创新、推动创新、落实

创新作为自觉行动和不懈追求，以更加

开放的思维、开放的视野、开放的心态，

大兴务实之风，高扬创新之帆，把创新

之火燃烧在战位，使创新智慧、创新活

力在强军实践中充分涌流、竞相迸发，

用创新成果点亮强军之路。

（作者单位：91208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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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缝衣针穿线的时候，越是把

线捏紧，越想把线穿进针鼻，线就越不

容易穿入，心理学家称这种现象为“穿

针心理”。所谓“物极必反”，当我们对

某些事过于重视时，往往心理上就会

变得紧张，这样反而会产生动作失调、

焦虑过度等不良反应，在关键时刻不

能发挥出应有的水平，遗憾失利。

有时候越在意的事情反而越做不

好，就像运动员站在决赛的赛场上，面

对近在咫尺的胜利，没有人不渴望，这

对心理素质是个极大的考验。射击运

动员埃蒙斯在连续两届奥运会上，最后

一枪都出现了致命失误，因心理压力过

大，与唾手可得的金牌失之交臂。在人

生的重要关口也是一样，在意得失无可

厚非，但要把握好度，不要过度在意，否

则会适得其反，吞下失败的苦果。

穿针虽是生活小事，却折射出心

态的重要性。保持良好的心态，需要

我们锤炼坚韧心理素质，多去大风大

浪中历练自己，在大事、难事、关键事

前稳住神，沉住气，做到“泰山崩于前

而色不变”；需要我们消除对失败的恐

惧感，放平心态，从容进取，如此才能

保持一颗平常心，轻松上阵。但放平

心态不等于放松状态，还需要保持一

定的紧迫感、压力感，集中精力，全力

以赴，避免“大意失荆州”式的失败。

克服“穿针心理”
■高文正

一位作家说，学会欣赏才会拥有写

作的激情和丰富的素材。一位画家说，

欣赏花儿开得灿烂绚丽，需要心灵的闲

适和纯真。一位老师说，愈欣赏愈懂得

欣赏，在我的眼里没有差生，他们都是

可爱的那一个。

毛泽东同志就十分善于欣赏他人，

从来不吝啬对他人的夸赞。当年彭德

怀同志率部打了胜仗，切掉尾追红军的

“尾巴”后，毛泽东同志十分高兴，写下

那首著名的六言诗：“山高路远坑深，大

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

大将军！”被誉为“常胜将军”的粟裕大

将，善打大仗，苏中战役“七战七捷”，歼

敌 5 万余人。毛泽东同志评价说：“我的

这些战友中，数粟裕最会打仗。”李先念

同志主管财贸工作期间，毛泽东同志赞

其“把中国的人民币和其他各种钱财管

理得非常好”。

“水不激不跃，人不激不奋”。时代

在变，兵员成分在变，不变的是官兵们

渴望成才之志、积极向上之心。对于心

怀向上种子的年轻官兵来说，欣赏犹如

催化剂，能让潜能充分释放，让活力充

分迸发，让语言和精神产生奇特的“化

学反应”。

现 实 中 ，绝 大 多 数 人 都 渴 望 被 理

解、被信任，渴望成长和成才，而欣赏正

满足了人的这一正当需求。教育领域

有一个“罗森塔尔效应”，即教育者对受

教育者有更多信心和好感时，受教育者

就可能有较大的进步；反之，其积极性

和创造性就会受到打击。带兵人如果

学会运用这一效应，就能掌握打开官兵

心 扉 的“ 钥 匙 ”，架 起 相 互 信 任 的“ 桥

梁”。少一些挑剔批评，多一些欣赏认

可，官兵身上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就会被充分激发出来。

《尉缭子》云：“凡将，理官也，万物

之 主 也 ，不 私 于 一 人 。 夫 能 无 私 于 一

人，故万物至而制之，万物至而命之。”

然而现实生活中，先进者常常能得到更

多的欣赏和鼓励，后进者常常处于一种

被冷落的境况之中。久而久之，处于后

进状态的人得到的温暖就会越来越少，

前进的步履就会越来越沉重。自然界

的阳光是无私的，它普照大地，给万物

带来蓬勃生机；带兵人心灵的阳光也应

该是无私的，他应以公正客观的眼光给

每名官兵送去温暖。在欣赏鼓励先进

的同时，不忽略暂时有差距的同志，发

掘他们身上的“闪光点”，及时给予鼓励

和褒奖、给予希望和力量。其实，在阳

光 雨 露 的 滋 养 下 ，每 一 粒 种 子 都 会 发

芽、开花、结果，每一株小树都会长成参

天大树。

诗 人 卞 之 琳 在 一 首 诗 中 写 道 ：你

站 在 桥 上 看 风 景 ，看 风 景 的 人 在 楼 上

看你。懂得欣赏、善于欣赏他人，既需

要 有 一 双 发 现 美 的 眼 睛 ，更 需 要 有 一

颗有容乃大的心。只要懂得尊重和包

容，肯付出爱心和心血，就能以理性的

眼光 、平和的心境，来看待尺有所短 、

寸有所长，就能以满腔的热情、平等的

态度，来对待身边每个人。“欣赏者心

中有朝霞 、露珠和常年盛开的花朵”，

懂 得 欣 赏 他 人 的 人 ，也 终 将 成 为 别 人

眼里的美丽风景。

山有山的故事，水有水的诗篇，云

有云的缥缈，而表现出来的美丽各不相

同。信任创造美好境界，欣赏带来奇妙

效应。带兵人学会欣赏、善于欣赏、乐

于欣赏，那么每名部属在自己眼里都是

一道与众不同的风景，都会成就不一样

的精彩，共同描摹绚丽多彩的画卷，为

强军事业注入更多力量。

欣赏犹如催化剂
■向贤彪

●懂得欣赏、善于欣赏他人，既
需要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更需要
有一颗有容乃大的心

乌云翻涌，遮天蔽日，狂风嘶吼，雷

声阵阵。这里是可可西里无人区，一队

武警官兵正在执行巡逻任务。

壮观的景象中隐藏着大自然的狰

狞。可是官兵们毫不畏惧，风云突变

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巡逻线上的

他们常常经历各种不同寻常的气象，

早已磨练出了从容心态，总结出了应

对经验。

多经事才不怕事，才能从容应对。

漫漫人生路上，我们也会遇到如暴风雨

一样的考验，要想做到临危不乱，从容

镇定，就须在困境中历练意志，在挫折

中锤炼本领。这样，才能任凭风起云

涌，不改英雄本色，风雨无阻向前行。

巡逻路上——

多经风雨自从容
■杨 浩/摄影 李志祺/撰文

●只“走近”不“走进”，犹如“行
百里者半九十”；只有“走进”，才能
善始善终，走出实效

“近”字，《现代汉语词典》里的解释

是“空间或时间距离短”。“走近”就是步

行靠近。

“ 进 ”的 繁 体 字 写 作“ 進 ”，里 面 的

“隹”是指鸟儿，取鸟儿向前向上飞行之

意，引申为从外面到里面。走进，顾名思

义，是步行进入。

“走近”与“走进”，一字之差，却有

本质区别。“走近”是靠近事物，虽靠近

了，终究还有距离；“走进”却是进入了

事物的内部，两者之间没有距离，融在

了一起。

《军队基层建设纲要》对领导机关

抓建基层的职责和要求作了明确的规

范，强调力戒形式主义，首要的是坚持

“下得去、蹲得住、帮得实”，与基层官兵

实行“五同”。然而少数同志在实际抓

建中，还没有摆脱形式主义的影子，有

的 甚 至 由 此 导 致 抓 建 基 层 流 于 形 式 。

究其原因，就是有些领导和机关的同志

只“走近”基层，没有“走进”基层。身子

虽下去了，心却始终与基层有距离，缺

乏对基层官兵的真感情，没有真正“走

进”基层。

领导机关抓建基层当然要“走近”基

层。但仅仅“走近”是不够的，必须“走

进”。“走近”是前提，是量变；“走进”是结

果，是质变。只“走近”不“走进”，犹如

“行百里者半九十”；只有“走进”，才能善

始善终，走出实效。

领导和机关的同志“走进”基层，就

是要真正沉下去，“蹲得住、帮得实”，注

重调查研究，看到问题，找出对策。坚

持基层至上、士兵第一的工作理念，坚

决克服“倒服务”和“自服务”等不良风

气。只有“走进”基层，才能了解基层真

实情况，掌握基层建设规律，把准官兵

思想脉搏。在此基础上，谋划工作就能

认真考虑当前与长远的关系，不急功近

利；安排部署工作就能认真考虑基层实

际，不抓单跑偏；作决策、搞活动就能认

真考虑官兵的切实需求，积极为官兵办

实 事 、解 实 难 ，做 到 真 正 为 基 层 服 务 。

“走进”的过程，也是与基层官兵建立肝

胆相照、患难与共关系的过程，以情换

情，以心暖心，让他们感受到最直接、最

真诚的“爱兵温度”，从而达到凝心聚力

之效。“走进”的同时，还须有容人之量，

容得下“冒犯”自己的官兵，从而以宽广

胸襟、温暖态度、公正立场在基层官兵

中树立威信。

（作者单位：91439部队）

“走进”基层才能出实效
■赵忠鹏

方 法 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