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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边随笔

影中哲丝

知行论坛

谈心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笔谈

言简意赅

在军事行动中，指挥员往往会通
过研究战斗的特点规律，分析战场态
势，制定战斗方案。实施灵活机动的
战术，能为赢得胜利提供重要保证。
但是，现实中也有一些人把讲战术放
到做人上，认为老实诚实会让人吃亏，
投机取巧和左右逢源才能谋得更大利
益，获得所谓“成功”，以至于与人相处
时，给人留下心机重、城府深、心眼多、
会算计的印象。

做人讲所谓“战术”，也许会奏效
于一时，但从长远来看，却是短视之
举。有道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
心”，做人不是一时的攻城略地，而应
“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论时代怎样发

展，老实做人、坦荡立身永远是基本德
行标准，是应恪守的做人原则。

当然，处理人际关系也需要讲艺
术，但更重要的是守住根本，坚持原
则。偏离了做人的根本，再高超的艺
术也徒劳无益。老实做人、坦荡立身，
关键是要有信念、有原则、有操守。特
别对于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而言，要
始终保持对党对人民老老实实、忠心
耿耿的态度，把说老实话、办老实事、
做老实人作为立身做人原则，勤奋努
力学习，踏实认真工作，严守纪律规
矩，保持健康生活情趣，树立正确奋斗
目标和高尚人生追求，如此才能立得
正、走得稳、行得远。

做人不能讲“战术”
■66325部队 孙德生

人生之路虽漫长，但关键之处往
往只有几步。特别是在一个人年轻的
时候，可供选择的路有多条，需要有所
舍弃。懂得舍弃之道，方能成就更好
的人生。

舍弃是一个修枝剪叶、攥指成拳
的过程。人的欲望是多种多样的，但
人的时间精力又是有限的。用有限的
时间精力把事情做得更好，就要懂得
抛弃不合理的欲望、修正不切实际的
目标。舍弃不是不思进取，而是一种
明智的选择，是一种更实际更科学更
合理的追求。只有舍弃该舍弃的，才
能收获想收获的。

舍弃也不是得过且过，不是无所作

为，而是一种人生智慧，一种做事境
界。“孟母三迁”，舍弃不良环境因素，造
就了圣人孟子；鲁迅“弃医从文”，选择
用笔唤醒中国民众，成就了一代文豪；
钱学森舍弃了国外优厚待遇，投身祖国
建设，成为中国载人航天的奠基人。他
们的成功一般人虽难以企及，但他们的
故事却给人启示、催人奋进。然而现实
中也有一些人在面对舍与得时，因为舍
不得放下眼前所拥有的，往往犹豫不
决，错失时机，最终与成功失之交臂。

学会正确舍弃，我们才不会被欲
望所羁绊，被名利所左右。懂得舍弃
之道，我们才能轻松生活，领悟“失之
东隅，收之桑榆”的妙谛。

成事需要懂舍弃
■武警警官学院 张宇轩

●党员干部应“做起而行之的
行动者、不做坐而论道的清谈客，
当攻坚克难的奋斗者、不当怕见风
雨的泥菩萨”

党员干部在群众中应该扮演什么角
色？彭德怀元帅曾生动形象地提倡做人
民的“扫把”，不做没有实际用处的“泥菩
萨”。他认为，干部要像扫把一样供人民
使用，而不要像泥菩萨一样让人民恭敬
我们、称赞我们、抬高我们、害怕我们。

然而，“泥菩萨”干部至今并未绝
迹。他们怠政懒政不作为，脱离群众
无担当，背后隐藏的是庸俗的政绩观，
精致的利己主义，体现的是政治、组
织、业务能力的不足，反映的是高高在
上的官本位思想以及怕出事不担责的
消极心理。“泥菩萨”干部一旦多起来，
干事创业的氛围就会淡下来，党的事
业就会受损失。因此，党员干部应“做
起而行之的行动者、不做坐而论道的
清谈客，当攻坚克难的奋斗者、不当怕
见风雨的泥菩萨”。

不当“泥菩萨”，就应立足岗位敬
业奉献。王继才在开山岛一守就是 32

年，扎根岗位默默奉献，成为新时代奋
斗者的榜样；老英雄张富清 60多年不
忘初心，不改本色，朴实纯粹，淡泊名
利。做新时代的奋斗者，就应该自觉
向这些英模典型学习，在立足本职、勇
于担当中无私奉献，在真抓实干、攻坚
克难中开拓进取，传承红色基因，赓续
优良传统，保持崇高的事业观、正确的
价值观、朴素的生活观。

不当“泥菩萨”，就应矢志不渝践行
誓言。林俊德扎根戈壁 52年，一生只
做科研一件事，用生命践行对党忠诚的
铮铮誓言。党员干部只有坚定正确的
政治方向，才能深化对形势任务的认
识，着眼解决矛盾去奋斗，实现蹄疾步
稳求发展，始终聚焦解决困扰群众的难
点、痛点、堵点问题做工作，努力提升人
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凝聚起实现
中国梦强军梦的磅礴力量。

不当“泥菩萨”，就应不畏艰难开拓
进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
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需要我们
不畏艰难困苦，敢于斗争，不懈奋斗，以
稳中求进为前提，以快慢结合作要求，以
严守纪律画底线，边发力边蓄力，努力实
现行稳致远。党员干部带头担当作为，
才能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勠力奋斗，把“泥
菩萨”彻底扫进历史垃圾堆。
（作者单位：隆昌市人民武装部）

为官莫当“泥菩萨”
■何 驹 周章发

我所在部队驻扎在塔克拉玛干沙漠

边缘，自然条件恶劣。立秋以后，大漠里

沙尘遮天蔽日，正午的阳光散落成一片

昏黄。营门口，两队执勤战士正在进行

哨位交接，洪亮的口令声、清脆的验枪

声、整齐的脚步声，划破厚重的“沙幕”，

让人在恶劣天气带来的焦躁中感到一丝

心安。其实，戍边的官兵都这样，尽管人

在边关、远离繁华，心却离祖国更近，他

们牢牢铆在战位上，以苦为荣，甘之如

饴，边疆的风沙也能被他们咂出甜味来。

从古至今，军人的使命总是与戍边卫

国紧密相连。“边疆”一词早在《左传》中就

有记录，指的是两国间的政治分界线。在

现代汉语中，“边疆”释义为靠近国界的疆

土，顾名思义，边疆安宁与国家主权和领

土完整、民族利益和尊严紧密相连。边疆

也向来是“远”“苦”“险”“寂”的代名词，所

处的尽是远离热闹繁华的雪山、大漠、密

林、岛礁。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戍边军

人始终面向国界，背对万家灯火，需要强

烈的家国情怀作为支撑。在中华民族的

传统价值观中，戍边卫国是“大义”，历史

上如蒙恬、李广、卫青、霍去病、戚继光，皆

是因守土开疆而名烁古今。唐代李益诗

句“勉君万里去，勿使虏尘惊”“伏波惟愿

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是中国古代有

志有为军人戍边报国的真实写照。军人

戎马倥偬，甘为国家和百姓行万里、战虏

寇，生则靖远固边，死则马革裹尸。这正

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国与家”“生

与死”“义与利”的辩证思考。爱家，当先

国后家；求生，必宁死不退；无利，仍义无

反顾。

“同志们整齐步伐奔赴祖国的边

疆”，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中的一句

歌词。正像歌里所唱的那样，新中国成

立以来，无数子弟兵打起背包到祖国和

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1949年，1800名

官兵徒步横穿“死亡之海”守边安疆，后

来又响应党的号召在沙漠腹地就地转

业，铸就了“沙海老兵”精神。1950年，

十八军受命解放西藏，“背着公路”上高

原，平均每公里就要牺牲1人，但官兵们

无所畏惧，誓把光明带进藏区。直至今

日，祖国的万里边海防线上，千千万万官

兵仍在战天斗地、牺牲奉献。神仙湾、查

果拉、红其拉甫、伊木河、中建岛、美济

礁……这些或熟悉或陌生的哨所名字

数不胜数。每年，无数的军校毕业生、入

伍新兵，步履铿锵地奔赴边疆一线，担起

戍边卫国的神圣职责。在历史的坐标系

中，变的是时间，永远不变的是人民军队

的初心本色，是薪火相传的红色基因，是

无数官兵的执着坚守，这正是对军人家

国情怀的最佳注解。

“戍客望边邑，思归多苦颜”的感慨

古来就有，关于“将军白发征夫泪”的咏

叹也未曾停过。我却认为，新时代边防

军人苦则苦矣，却以苦为荣、苦中作为，

固然难免“思归”，但决不贪图安逸。事

实上，无论通过电视镜头还是亲往亲见，

我们在边疆军营里都很少看到“苦颜”，

更多的往往是“笑颜”。戍边官兵们发扬

我军特有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以苦

为乐中找到了奉献的价值和意义。

最近读两本书，感慨良多。一本关

于索马里，一个饱经内战、屠杀、饥荒之

苦的国家；另一本关于晚清，一个中华民

族饱受欺凌、伤痕累累的屈辱时代。读

罢，更加领悟到为什么孙子说“兵者，国

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君不见

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正

因为有边关将士的坚守，我们才能时刻

享受着来自那里固若金汤产生的安全

感。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一首

《我和我的祖国》风靡大江南北，甚至唱

到了世界各地。身为边防军人，每每听

到这首歌，我都会心潮澎湃。足迹勾勒

祖国轮廓，身躯构筑钢铁长城。在望不

到边的远方，边防军人把对党忠诚、对祖

国和人民的赤子之心，融进实际行动，书

写成4个大字——国泰民安！

（作者单位：西部战区空军某指挥所）

把边疆的风沙咂出甜味
■苏延强

一朵红莲，从青翠欲滴的绿叶里探

出头来，迎着晨光悄然绽放，香远益清，

卓尔不凡。宋代文学家周敦颐在《爱莲

说》中，将莲花称为花中君子，赞其“出淤

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根植于荷塘

淤泥里的莲花，因其独有的高贵品格，总

是受到人们的喜爱。

面对同样的社会环境，为什么有的

人贪财成癖、贪赃枉法，堕落成囚徒；而

有的人却能洁身自好，一尘不染？关键

是两者的世界观、价值观不同，人生的追

求不同，自律能力的强弱也不同。

从一片污浊的淤泥里生长出的莲

花，尚能做到“中通外直，不蔓不枝”，保

持自己的纯洁和高雅，那么作为社会中

的一分子，一个人更应做到洁身自好，

“出淤泥而不染”。

高洁的莲花——

出淤泥而不染
■朱金平 摄影并撰文

●要坚守初心，就必须坚持和
弘扬勇于自我批评、自我纠错的优
良传统，常思过往、常想将来，知过
能改，把一个“改”字贯穿工作、生
活的始终

“人患不知其过，既知之，不能改，
是无勇也。”这句出自唐代韩愈《五箴》
中的警言告诉我们，一个人最怕的就是
不知道自己的过失，而知道自己错在哪
里却不改，说明他是个没有勇气的人。
对于党员干部来说，何以知过、如何思
过、怎样改过，不仅是衡量个人素质的
标准，也是对政治成熟与否的重要检
验。一名共产党员的党性，不会随着党
龄的增长、职务的提升而自然提高，要
坚守初心，就必须坚持和弘扬勇于自我
批评、自我纠错的优良传统，常思过往、
常想将来，知过能改，把一个“改”字贯
穿工作、生活的始终。
“知过”为先。有错不可怕，可怕的

是错而不自知。如何才能“知过”？一
是善于自省。《荀子》中讲：“君子博学而
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人非
圣贤，孰能无过？共产党员要减少犯
错，就要坚持自省、自警，用党章党规做
标尺，经常量一下自己的言行，用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做天平，经常称一下所作
决策的质量。二是善于听民声。“知屋
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党员
干部是否把群众利益放在心上，所作决
策是否符合实际，群众感受最深，最有
发言权。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建议，就
能更加客观准确地认识自己，发现自身
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思过”为要。“过而不思，其过

愈显”。“思过”是对自身的一种审

视，是通过自我反省达到自我提升的
过程。没有“思过”，“知过”与“改
过”就缺少桥梁。哪怕有了发现问题
立行立改的举动，但由于没有“走心”，
缺乏对问题根源的深思和警醒，往往会
一而再、再而三地犯类似错误。“思过”
的第一阶段是悔悟。“悔者，善之端也，
诚之复也”。有了悔意，方能有改过迁
善的行动。“思过”的另一个阶段是明
理。要对照制度规定、上级要求深刻
剖析发生问题的原因，对问题有清醒
深刻认识，明确下一步的整改方向。
如此，才能做到“吃一堑、长一智”，
不枉交出的“学费”。
“改过”为重。王阳明有言：“悔

悟是去病之药，然以改之为贵。”知过
能改，善莫大焉。没有“改过”，“知
过”与“思过”就毫无意义。“改过”
就要敢于刀口向内，不怕因自我否定
而丢“面子”；就要雷厉风行务求实
效，绝不能口号“震天响”、行动慢吞
吞，更不能找各种理由相互推诿扯
皮；还要以群众满意度为标尺，让群
众真正看见“改过”的举措、体会到
“改过”的效果。

今天，“船到中流浪更急”，我们面
临的形势更加严峻，遇到的矛盾问题比
过去更加复杂，需要我们以更大的勇气
和决心去查找差距、抓好落实。作为
党员干部，要常检视一下自己，理论学
习上，是不是还存在“学得浅”“学得
散”的问题？服务群众上，有没有做到
尽心尽力、全心全意？能不能自觉抵
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有没有坚决
摒弃一切得过且过、敷衍塞责的行
为？这些都需要每一名共产党员在“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通过不
断检视问题抓好整改，实现革故鼎新、
自我跨越。如此，党的细胞和肌体才能
始终保持先进性、纯洁性，我们党才能
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

知过能改见觉悟
■肖光富

●在忆传统、固信仰、砺精神
中用好我党我军优良传统这座
“精神富矿”，擦亮心灵，不忘初
心，在新时代强军征程中，传承红
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

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是战无不胜

的克敌法宝，也是永葆本色的传家之

宝。从1927年南昌城头打响第一枪

开始，人民军队在党的旗帜引领下一

路披荆斩棘，铸就了一部不断从胜利

走向胜利的光辉历史。如今，我们比

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也面临“当今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新时

代革命军人，当在忆传统、固信仰、砺

精神中用好我党我军优良传统这座

“精神富矿”，擦亮心灵，不忘初心，在

新时代强军征程中，传承红色基因，担

当强军重任。

在铭记传统中擦亮忠诚本色。

一支军队，唯有接续传承，才能不忘

初心、固本开新，行稳致远、战无不

胜。我军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

队，始终以党的宗旨为宗旨，以党的

初心为初心。革命战争年代，我军

指战员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在艰苦卓绝的征战中前赴后继；新

中国成立后，十八军进藏、“沙海老

兵”扎根新疆屯垦戍边……无数将

士为边疆安定发展做出牺牲奉献；

抗洪抢险、抗震救灾，每当人民有

难，子弟兵总会以血肉之躯挺立在

前，筑起不倒的长城……革命军人

坚守初心、勇担使命的根本，就在于

始终牢记“我是谁、为了谁、依靠

谁”，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

华民族谋复兴”，铸牢党对军队绝对

领导的军魂，永葆忠诚的本色不变，

用热血和生命谱就忠诚之歌。

在铭记传统中砥砺军人血性。血

性是荣誉之心的延展，是战斗豪情的

迸发，一个没有血性的军人是懦弱的，

一支没有血性的军队是没有战斗力可

言的。老英雄张富清说：“我打仗的秘

诀就是不怕死。一冲上阵地，满脑子

是怎么消灭敌人，决定胜败的关键往

往是信仰和意志。”在抗美援朝战场

上，一级战斗英雄孙占元双腿被敌人

炮弹炸断，他以顽强的意志来回爬行

指挥，打退了敌人的两次冲击，毙敌伤

敌80余人。当敌军拥上阵地时，他拉

响了最后一颗手雷，与敌人同归于

尽。军人的血性不是逞匹夫之勇，不

是作无谓牺牲，而是建立在忠诚于党

的根本原则上，建立在保家卫国的情

感基础上，建立在同仇敌忾的战斗意

志上。作为后来者，我们当以先辈为

榜样，强化“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战

斗精神，用信仰为血性“固根”，靠任务

为血性“淬火”，做闻令而动、勇往直

前、有我无敌的“尖刀”和“铁拳”。

在铭记传统中纯洁品德操守。勤

勤恳恳做事，清清白白做人，始终保持

情趣高尚、品行端正，保持崇高追求、

高尚境界，是无数优秀军人所秉持的

品德操守，融于点滴平凡事，彰显出伟

大精神品格。杨业功一生崇尚艰苦朴

素的革命传统，一件腈纶秋衣穿了18

年，一只搪瓷碗用了30年，外出食宿

也从不讲究。他常说：“平时不能廉洁

自律，战时怎能身先士卒？”有品德，既

是凝炼在我党我军优良传统中的宝贵

经验，也是新时代强军兴军的必然要

求。作为一名合格的军人，就要正确

处理好国与家、生与死、义与利、善与

恶、公与私、苦与乐的关系，以纯洁高

尚的品德操守立起“四有”新时代革命

军人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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