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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 心 录

方 法 谈

●向时间要速度、要质量、要
效率，坚持一流标准，争创一流业
绩，才能不断夺取强军事业的新胜
利，把时间变为化蓝图为现实的最
有说服力的见证者

时间进入戊戌年，我们已经踏上向

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奋力进发的新起点。

使命在肩，号角催征。“时间不等人！我们

必须走在时间前面，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习主席的谆谆叮嘱，点明了新时代革命军

人应有的时间观和奋斗观。

时间，意味着什么？习主席在2018

年春节团拜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

“时间是最客观的见证者。”马克思则把

时间看作是“人类发展的空间”。无论

是“见证者”还是“发展的空间”，都以哲

学的睿智道出了时间对人和社会发展

进步的意义。时间不仅是生生不息的

自然存在，更刻录下历史变迁、社会变

革、时代变化的轨迹，承载着人们对生

命意义、人生价值、理想信念的追寻。

新时代新征程，党的十九大绘就的强国

强军新蓝图，正是对时间价值和意义的

新标注。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潮流浩浩

荡荡。古往今来，大凡事业有成者，总

是走在时间前面，勇立时代潮头，以“莫

向光阴惰寸功”的不懈追求，把时间变

成他们奋进的阶梯、成功的密钥。而那

些虚掷光阴、视时间为敝履者，只能空

留遗憾，到头来“一事无成惊逝水，半生

有梦化飞烟”。历史从来只眷顾坚定

者、奋进者、搏击者，而不会等待犹豫

者、懈怠者、畏难者。站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更需要每一名革命军人树立正确

的时间观和奋斗观，在强军兴军新征程

上书写军旅人生的壮美华章。

瞄准一流、奋楫前行，把时间化为

加快推进事业发展的通道。在改革开

放这场攻坚克难的伟大进军中，我们

用 40年时间创造了发达国家一二百

年才达到的发展水平，向世界展示出

中国速度、中国奇迹。在我们国家和

军队走到由大向强发展的历史当口，

党的十九大擘画了向全面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和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

队进军的“路线图”。实现强军目标、

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大任，历史地落

在了新时代革命军人的肩头。“行百里

者半九十”，我们惟有乘势而上、接续

奋斗，以时不我待的精神抓住每个时

间节点，向时间要速度、要质量、要效

率，坚持一流标准，争创一流业绩，才

能不断夺取强军事业的新胜利，把时

间变为化蓝图为现实的最有说服力的

见证者。

争分夺秒、只争朝夕，让时间成为

加速提高打赢能力的承载。徐向前元

帅说，时间就是力量，就是胜利，就是军

队的生命。时间对军队来说，从来都是

备战打仗的关键制胜要素。八一勋章

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马伟明，凭着

超常的毅力，夜以继日地奋战在科研一

线，带领团队攻克百余项关键技术，破

解了许多前沿性重大核心技术难题。

有人统计，马伟明每年相当于完成了

2.5个人的工作量。他的作为，赋予时

间以助力打赢、制胜疆场的特殊价值和

意义。从被授予“砺剑先锋”荣誉称号

的导弹专家谭清泉、被誉为“士官无人

机专家”的巨孝成、为铁甲插上信息化

翅膀的新型指挥员满广志等强军标兵

的事迹中，都能看到一张分秒必争、顽

强拼搏的“时间表”。面对新时代练兵

备战的艰巨任务，我们更需要增强与时

间赛跑、与时代同行的紧迫感和使命

感，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在提高时间

利用效率中抢抓机遇，赢得主动，以决

战决胜的姿态尽快把备战打仗能力搞

上去，续写人民军队英勇善战、无往不

胜的荣光。

戒懒防惰、奋发有为，以时间作为

升华军旅人生价值的检验。有什么样

的时间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奋斗观，

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态度、精神风

貌。歼-15舰载机工程总指挥罗阳和

他的团队在研发测试阶段，为了赶时

间，每周工作 7天，每天工作 11小时。

人称“惜时不惜命”的战略科学家黄

大年，为如期完成攻关课题，连吃饭

的时间都以分秒计算。他们“志士嗟

日短”的闪光人生轨迹，绽放的是“男

儿志兮天下事，但有进兮不有止”的

精彩。人生最浪费不起的是时间。珍

惜并利用好时间，尤需防止和克服不

思进取、慵懒无为的心态，纠治得过

且过、拖沓懈怠的习气，谨记习主席

提出的“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奋斗

本身就是一种幸福”，让个人的理想

抱负汇入强国强军的时代大潮，在新

时代新征程上留下奋斗的足迹，用奋

斗成就幸福有为的人生。

做“走在时间前面”的奋斗者
■邓一非

●提高政治能力，就要注重加
强政治训练，固牢政治理想，把好
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严守政
治纪律

习主席强调，党的领导干部要注重
提高政治能力。政治能力，就是把握方
向、把握大势、把握全局的能力，就是保
持政治定力、驾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
风险的能力。军队领导干部提高政治能
力，就要注重加强政治训练，固牢政治
理想，把好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严
守政治纪律。

加强理论思维训练，提高把握方向
的能力。缺乏系统的理论思维，看问题
就难免会以点概面、以偏概全，难以认
清事物本质、把握发展规律。所以，党员
领导干部应当善于通过学习实践增强
理论素养，提升理论思维能力，利用党
委中心组理论学习等方式，对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原原本本地学深悟
透，掌握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不
断提高自身理论水平。坚持学以致用，
以理论清醒保证政治坚定，切实在实践
中增强“四个意识”，树立“四个自信”，
锤炼坚强党性，砥砺政治本领，强化责
任担当，做对党绝对忠诚、与党同心同
德的合格共产党员。

加强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训练，提
高辨是非的能力。立场决定态度，态度
决定行动。有坚定的政治立场，才会在
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政治定力，做到旗帜
鲜明、是非分明。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
要着力培养一双“政治眼”，善于从政治

上观察问题、思考问题、处理问题，敢于
同违反党性原则的各种思想言行作斗
争，该亮剑时要亮剑、该发声时当发声。
要着力增强党委领导的政治性、原则性
和战斗性，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
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与现实中
的“两面人”现象、好人主义作坚决斗
争。要勇于自我革命，敢于刀口向内，严
于解剖自己，树立正确的公私观、义利
观、是非观、荣辱观、苦乐观，从自身做
起，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加强法纪观念训练，提高守纪律的
能力。政治纪律是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
员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行等
方面必须遵守的言行规范，是维护党的

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军队领导干部作
为推动强军事业的“关键少数”，担负着
执行和维护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重
要责任，既要在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上做到标准更高、要求更严，又要牢
固确立法治精神、树立法纪观念，主动
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把法治内化为
信念和修养，外化为行为准则。要充分
履行党委在党内监督中的主体责任、党
委委员在职责范围内的监督责任，以身
作则、率先垂范，自觉接受监督，习惯于
在监督下工作生活。要加强执纪问责，
坚持“严”字当头抓早抓小、抓细抓常，
敢于拉下面子、举起板子，让从严执纪
问责成为常态。

以严格训练提高政治能力
■林官亮

书边随笔

枝头春意闹——

激发生命活力
■荷 冰/摄影 夏 雨/撰文

春天是万物复苏、孕育希望的季

节。经历一冬蛰伏，春风拂过，树木

抽枝发芽，小鸟登枝闹春，大地生机

勃发。

生命有活力，生长就有希望。这种

活力，就像涌动不息的潜流，悄悄地改

变着万物，催生出春的气息。“一年之计

在于春”，趁着春光大好，把生命的活力

倾注到辛勤的耕耘中，每个人都会收获

自己的春华秋实。

1938年，中央军委政治部领导同
志找李先念谈话，准备安排他到八路
军第一二九师当营长。当时部队缩
编，干部降一两级正常，但从军级降到
营级少有。对此，李先念同志毫不犹
豫地回答：“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这
就是党性最直接、最真实的体现。

习主席指出，作为党员干部，首要
的就是政治合格。政治合格必须讲党
性，讲党性从来就不是一句空洞的口
号，不是抽象的、虚无缥缈的概念，而
是党员干部的基本政治素养。它体现
在方方面面，尤其体现在自觉自愿的
服从上。

在军队调整改革中，讲党性最重
要、最真实的表现，就是牢固树立大局

意识和全局观念，自觉摒弃狭隘的思
想观念，积极克服利益调整带来的影
响，克服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正确处
理好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个人意愿
与组织需要的关系，以全局为重，服从
大局。诚然，讲服从必然会作出某些
牺牲，但这正体现出党员干部的觉悟
和党性。
“心底无私天地宽”。党员干部都

应像革命前辈那样胸怀全局，自觉把
全局利益放在首位，个人利益服从组
织需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断加
强党性修养，夯实信念之基，做到永远
听党话、跟党走，一心一意为军队建设
着想，自觉在改革大局下行动，为实现
强军梦作出应有贡献。

服从大局是最真实党性
■93428部队 王正冠 门建新

近日读到一篇题为《该为明天的
中国军人留下点什么》的文章，不禁想
起 60多年前的抗美援朝战争。我军
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靠的主要是一
股精气神，正如毛主席所说，敌人是钢
多气少，我们是钢少气多。从外国军
人对中国军人的每一分尊重中，可以
感受到先烈们用流血牺牲为中国军队
和中国军人所奠定的崇高地位。

军人的精气神，就是坚定的信仰
信念，无畏的血性胆气，昂扬的战斗精
神。这是先辈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和
光荣传统。古今中外，真正的军人都
是心怀家国天下，不畏流血牺牲的
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
青”的文天祥面对敌人大义凛然，慷慨
赴死，其浩然正气彪炳史册；“此日漫

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的邓世昌
与战舰共存亡，壮烈殉国，千古流芳。
纵观我军发展壮大的历史，无数革命
军人无惧枪林弹雨，不怕流血牺牲，奋
勇杀敌的战斗精神感天动地。董存
瑞、黄继光、邱少云等先烈为我们立起
了一座座精神丰碑。这就是外国人眼
中中国军人的“东方精神”。正是这种
充满血性的精神哺育了一代又一代革
命军人，铸造了一支又一支有着辉煌
战史的铁血军团。

如果没有昔日先烈们的浴血奋
战、勇于献身和不懈奋斗，就没有今天
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安居乐业。
珍爱和平，但不乞求和平；反对战争，
但不畏惧战争。这是新时代革命军人
应有的信念与追求。

革命军人应有的精气神
■32150部队 张益杰

言简意赅

●赤子之心，人之至德，平凡
而伟大，可以是奋不顾身的担当，
可以是夜以继日的付出，也可以是
服从组织需要的无悔选择

习主席反复强调“不忘初心”，要

“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

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对

人民的赤子之心，既是初心的母体，又

是初心的延伸；永远保持赤子之心，才

能真正做到不忘初心。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孟子认为，品德修美、境界高尚的人，就

是还保持着如赤子般纯洁心灵的人。对

于共产党人来说，守住自己的内心，保

持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忠诚于国家

的赤子之心，也就保留了那份纯然善

心、淳朴公心和真挚爱心，为党和人民、

为事业、为国家恪尽职守、无私奉献的

澎湃动力便永不穷竭。正是因为有着这

样的精神之源，我们党才能“得众”，以

人民为根基，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

人民，从胜利不断走向新的胜利，把为

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的伟大事业

不断推向前进。

赤子之心要经受现实的磨练。电影

《无问西东》中有一句台词：“这个世界

缺的不是完美的人，而是从心底给出的

真心、正义、无畏与同情。”人的一生多

会经历幼年懵懂、少年叛逆、青年求索、

中年不惑、老年洞明的过程，能不能在

种种考验中一以贯之地坚守内心本原，

在“分岔口”作出遵从初心的选择，会成

为决定人生路径的重要因素。毛主席第

一次看到中国地图，在一个小角落里找

到他的家乡韶山时，他感叹这世界上得

有多少穷人啊！也正是因为这拳拳赤子

之心，而成就了他人民领袖的博大情怀

和缔造新中国的恢宏事业。

宋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有言：

“大人之心，通达万变，赤子之心，则纯

一无伪而已。然大人之所以为大人，正

以其不为物诱，而有以全其纯一无伪之

本然。”通达万变是“用”，纯一无伪是

“本”，无本而求用，无异于伐根以求木

茂。失去了赤子之心，便意味着忘记了

来路，忘记了为什么出发，身之责、肩之

任、心之所向，便都会倾倒歪斜，与那个

“原来的我”渐行渐远，甚至在诱惑与贪

婪的裹挟下走上不归路。多少贪腐分子

在锒铛入狱后幡然醒悟“忘记了入党誓

词”“忘记了党员责任”“忘记了自己是

农民的儿子”。可见，不忘初心、不违本

心、不失赤子之心，是党员干部成其为

人民公仆的宝贵品质。党员干部在成长

过程中，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环境

中，只有时刻秉持爱民之心、羞恶之心、

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把践行党的宗旨

当作永远不变的人生信条，才能始终保

持不怕百毒侵的金刚不坏之身。

赤子之心，人之至德，平凡而伟大，

可以是奋不顾身的担当，可以是夜以继

日的付出，也可以是服从组织需要的无

悔选择。只要保持赤子之心，并听从心

底的召唤，人性的光辉就会闪耀，就能

感染他人、传递正能量。也正因为无数

共产党员的赤子之心不变，理想信念不

移，我们党才能拥有强大的真理力量与

道义力量，才能把人民群众紧密团结起

来，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而勠力奋斗。

“当年忠贞为国酬，何曾怕断头？”

共产党员常怀赤子之心，就要常问自己

入党为什么、奋斗求什么、信仰是什么，

牢记使命、砥砺奋进，自觉把党和人民

的事业当成自己执着追求的事业，为其

奋斗终身，奉献终身。

（作者单位：31697部队）

常怀赤子之心
■刘 政

●为国为民谋事干事，乃为
政之大德。共产党的干部，更要
有“工于谋事”的担当

鲁迅先生在《学界的三魂》中说：

“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汉重孝廉而有

埋儿刻木，宋重理学而有高帽破靴，清

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则’。总而言

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

腔，打官话。”嬉笑怒骂之言，将那些深

染“官瘾”的人刻画得入木三分。

《清代野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光

绪年间，有一个叫张传声的人，花钱捐

了一个地方候补道员。由于当地还没

有职缺可补，此君就按捺不住了，每天

早上洗漱过后，穿上官袍，戴上官帽，演

练起道台大人升堂办公的“好戏”来。

如此“官瘾”，不禁让人感到啼笑皆非。

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十年寒

窗苦，为的是有朝一日金榜题名，官袍

加身，封妻荫子，光宗耀祖。史载，南

宋嘉泰元年，新任湖州刺史杨长孺去

拜访父亲杨万里的老友芮辉。吃过早

饭，杨长孺带着随从，坐着八抬大轿从

刺史府出发，鸣锣开道，好不威风。为

显示权威，杨长孺故意绕道而行，直到

中午才到达芮辉府邸。这种做派，就

是对“官瘾”的生动写照。

“官瘾”的产生，源于根深蒂固的

官本位思想，可谓封建主义的糟粕。

然而时至今日，仍有一些人头脑中官

本位思想难除，把成功的标准定在能

当多大“官”上。如果以此为出发点，

势必会“跑偏”，即便当上了“官”，也会

成为“官老爷”。这样的“官”，群众不

欢迎，在党内也无容身之地，因为共产

党的干部，是要实实在在为群众谋事、

踏踏实实为党干事的，“当官做老爷”

那一套，与党的宗旨格格不入，最终必

会被从党员干部队伍中清除出去。

为国为民谋事干事，乃为政之大

德。这在古代也是被普遍认同的价值

观。“难得糊涂”的郑板桥为民办事一

点也不糊涂，修筑堤坝、赈济灾民、劝

课农桑。正如其诗中所云：“咬定青山

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

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又有画竹

图题云为证：“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

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

江上作渔竿。”郑板桥“乌纱掷去”的淡

泊，“咬定青山”一心为民的“事瘾”，值

得后人学习。

共产党的干部，更要有“工于谋事”

的担当。革命前辈任弼时有“三怕”，一

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用钱多。他

长期抱病担负繁重的工作，病重期间仍

要求自己“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

九十九步”，叶剑英称他为“我们党的骆

驼，中国人民的骆驼”。任弼时骆驼一般

的任劳任怨，就是共产党人为国为民而

有“事瘾”的最好例证。

王阳明《传习录》有言：“人须在事

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

定’。”为政用权何尝不是如此？要有所

作为，当在谋事干事上磨。大禹治水三

过家门而不入，洪荒之流终归大海；李

冰父子一心治水，成就泽被后世的都江

堰工程；苏轼被贬后，仍在任上修筑水

利，造福人民。做事有“磨”的功夫，方

见“事瘾”之可贵。盯住做事不撒手，磨

出真本事；一干到底不放手，干出真成

绩。唯有如此，党员干部才能不负党和

人民重托，成就一番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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