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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笔谈

●道德建设就是一个雕塑高
洁灵魂的久久为功过程。于一点
一滴中，绵绵用力、恒久不懈，使自
己向真善美的人生之境逐步抵近

习主席指出：“广大青年人人都是

一块玉，要时常用真善美来雕琢自己，

不断培养高洁的操行和纯朴的情感，努

力使自己成为高尚的人。”习主席的谆

谆教诲，指明了道德建设的高远境界和

实践途径，应成为广大青年官兵加强道

德修养、提高道德水平的重要遵循。

道德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是一

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从古至今，

人们对美好的道德都给予了尽情的推

崇和赞赏。屈原的《橘颂》，热情歌颂

了橘树“受命不迁”“深固难徙”“淑离

不淫”的美德，而他自己就是这种美德

的实践者。宋人周敦颐所作《爱莲说》

一文，用生动的语言褒扬了莲花的美

德：“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

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

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俏也不争

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

在丛中笑”“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

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毛泽

东、陈毅通过对梅花和青松品格的热

情讴歌，表达了对革命者高洁情操的

褒扬之情。

道德建设就是一个雕塑高洁灵魂

的久久为功过程。雕塑家用一块普通

的石头雕了一只鹰，栩栩如生，振翅欲

飞。观者无不惊叹。问其技，曰：“石头

里本来就有一只鹰，我只不过将多余的

部分去掉，它就飞起来了。”著名画家丰

子恺曾说：凡做人，在当初，其本心未始

不想做一个十分像“人”的人；但到后

来，为环境、习惯、物欲、妄念等所阻碍，

往往不能做得十分像“人”。欲做一个

十分像“人”的人，做一个高尚的、有道

德的人，就要如雕塑家雕鹰那样，把多

余的部分去掉，于一点一滴中，绵绵用

力、恒久不懈，使自己向真善美的人生

之境逐步抵近。

追求“真”的境界，就要做一个诚实

的人。中华民族向来推崇“诚外无物”，

视诚信为千金不移的可贵品质，正所谓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对诚信的执着

与坚守，已深深熔铸于中国人的精神血

脉，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精神因

子。千百年来，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广

为流传，“一诺千金”的佳话不绝于史。

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更要做“真人”、

讲诚信，坚持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

实人；坚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绝不做

“两面人”；坚持践诺守信，对党绝对忠

诚，执行党的决议绝不打折扣、搞变通，

既要说得响亮，更要做得漂亮，以实际

行动维护党和军队的形象。

追求“善”的境界，就要做一个有爱

的人。“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

之”“积善成德”“积礼义而成君子”，是

古人追求的高尚道德境界。善意美德

并不是玄虚的假说，也非高调的言辞，

而是鲜活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准则和

价值观念里。“与善人游，如行雾中；虽

不濡湿，潜自有润”。作为新时代革命

军人，更应见贤思齐，自觉与道德模范

和先进典型同行，将公民道德规范铭记

于心、付之于行，心存德馨、与人为善，

践行宗旨、乐于助人，激发“见善如渴，

闻恶如聋”的道德自觉，赠人玫瑰之余，

也可以助自己跳出生活的庸常，眺望美

好的远方。

追求“美”的境界，就要做一个忘

我的人。在抗美援朝战场，志愿军将

士克服恶劣环境，以顽强的意志、不屈

的品格展现出对祖国和人民的真挚情

怀。诚如魏巍在《谁是最可爱的人》一

文中由衷赞叹的：“他们的气质是那样

的淳朴和谦逊，他们的胸怀是那样的

美丽和宽广。”军人对美的追求，不是

华丽的外表，不是漂亮的衣着，而是忘

我的境界、无私的情怀。军人作为普

通人，也有七情六欲，也有对美好生活

追求的欲望，但军人又不是普通的人，

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他们需要承

担常人难以承担的重任，作出常人难

以作出的牺牲，这就决定了军人在道

德追求上要有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

求。这就是牺牲小我、成就大我，勇于

担当、无私奉献。正是这种忘我境界、

大我情怀，使军人赢得了“最可爱的

人”的赞誉。军人在道德实践中争做

模范，也必将使这种赞誉历久弥新。

时常用真善美来雕琢自己
■向迎佳

夕阳的余晖洒在平静的水面上，风

起时，几只海鸟用力扑翅向前，凭借风

力，振翅高飞。

鸟乘于风，鱼乘于水，草木乘于时，

世界上所有事物都不能孤立地存在和发

展。人们想问题、干事业，也不能一厢情

愿地单打独斗，也需要适应“风力”的变

化，学会借助外界有利的因素。正所谓，

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如此才能

让奋斗之路多些理性与合力，少些崎岖

与坎坷。

迎风飞翔——

成事须
“善假于物”
■张 振/摄影 谢 思/撰文

●看重个人私利还是以党和
人民利益为重，检验着党员干部
格局的大小

习主席曾用“心底无私天地宽”

评价邓小平同志，指出坦荡无私“永

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锤炼的品质

修养”。共产党人只有做到公而忘

私、心底无私，把个人的理想信念同

国家的前途命运和人民的美好生活

结合起来，才能具备远大的追求、广

阔的视野、无畏的胆气和坦荡的胸

襟，描绘无悔于人生、无愧于时代的

精彩人生画卷。

心底无私方能确立大志向。“治

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毛泽东“到中

流击水，浪遏飞舟”，周恩来“为中华

之崛起而读书”，朱德“读书不忘救

国”……我们党老一辈革命家都在

青少年时期就立起救国救民的志

向，从而一生献身于民族解放和国

家富强。邓小平同志始终把党和国

家前途命运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从

不计较个人得失，一生“三落三起”，

每次遭遇坎坷都豁达乐观，每次回

到工作岗位都无私无畏敢担当，成为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当前，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军队建设处

于向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迈进的

关键时期，作为军队党员干部，应该

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实现中国梦强

军梦作为人生志向，无私奉献、担当

作为，勇敢面对困难挑战，正确面对

进退走留，甘于吃苦受累，在强军兴

军广阔舞台上实现人生价值。

看重个人私利还是以党和人民

利益为重，检验着党员干部格局的大

小。有的党员干部把做官看得比做

事重要，把虚功看得比实绩重要，把

家事看得比公事重要，心里装着一个

“私”字，格局自然不会大，必然会导

致心胸狭窄、精力分散，最终影响工

作开展，累及部队建设。提升党员干

部格局，对干事创业至关重要。雷锋

“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

服务之中去”，实现了从有限到无限

的精神升华；邱少云为避免暴露潜伏

部队，烈火焚身而不畏，诠释了以局

部换全局的取舍之道；王继才夫妇艰

苦守岛32年，彰显了由小家向国家的

价值放大……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

无私奉献、牺牲自我，最终成就了党

和人民利益这个大格局。当前，国防

和军队建设处于改革调整的重要时

期，任务繁重而艰巨，军队党员干部

更应时时以党和人民为念、以党在新

时代的强军目标为念，把个人发展进

步融入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宏

伟蓝图，铆在岗位艰苦奋斗，立足军

营建功立业，这样才能成就军队党员

干部矢志强军的价值追求。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体

现了我们党执政为民的理念，彰显出

人民至上的公仆之心、赤子之心。始

终与党和人民站在一起，保持人民军

队爱人民、人民军队人民爱的鱼水深

情，当好人民的子弟兵，永远是革命

军人最大的情怀。践行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对军队党员干部来

说，更重要的是不负党和人民的重

托，履行好新时代人民军队的使命任

务，各项工作始终坚持战斗力标准，

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苦练打赢本

领，全力备战打仗，用军人的牺牲奉

献和精武强能，换来祖国的安全和人

民的安宁。

（作者单位：武邑县人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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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老共产党员讲：“起得早来眠得
晚，能多做事即心安。”以“多做事”求“心
安”，是共产党人勤勤恳恳为党干事、踏
踏实实为人民谋福利的精确写照，值得
我们悉心品悟。

当年，黄炎培先生抱定“办学救国”
的理想，立誓不发财不做官。直至年逾
古稀时被周恩来总理“不是做官，是做
事，是为人民服务”的真挚劝说打动，才
开始做起了“人民官”。再看焦裕禄、孔

繁森、杨善洲等优秀共产党员，无一不是
“为党献身常汲汲，与民谋利更孜孜”的
典范。他们甘做人民公仆，乐于为党为
民多做事，一片公心，身自安然。

反观现实，有些党员干部对待工作
不是全力以赴，而是“挑肥拣瘦”，不是
“撸起袖子加油干”，而是故弄玄虚空等
耗；有的敷衍做事，得过且过，不思进取；
还有的精于做官，疏于做事，做事也多是
做表面文章，搞形象工程。他们之所以

有如此表现，从根本上说是懒政怠政思
想潜滋暗长，没有深刻认识到手中权力
是人民赋予的，是组织的信任和重托，是
用来为党为民做事的。权力观扭曲，必
然会犯错误，栽跟头，贻害事业发展。

习主席曾告诫领导干部，要拎着“乌
纱帽”为民干事，而不能捂着“乌纱帽”为
己做“官”。党员干部身处领导岗位，就
要多干事、干实事，而不是做闲官、享清
福。只有多做事，做有益于人民、有助于

事业发展的事，才能体现党员干部的价
值，才无愧于共产党员的称号。党员干
部应把对党忠诚体现到干事创业中，直
面风险挑战，勇于担当负责，积极主动作
为，面对工作中遇到的困难矛盾，要从推
进强国强军事业的大局出发，以舍我其
谁的姿态，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干劲，不
推不等，甘于奉献，善于集中官兵智慧，
坚决干、加油干、一刻不停歇地干，不断
为党的事业发展添砖加瓦。

能多做事即心安
■王 焓

言简意赅

●党员干部身处领导岗位，就
要多干事、干实事，而不是做闲官、
享清福

谈 心 录

当今世界已进入移动互联网络时

代。瞬息万变、包罗万象的网络资讯和

自媒体信息滚滚而来，既拓宽了人们的

阅读视野和交往圈子，也一定程度扰乱

了人们的理性认知。不少人在大量阅读

网上各种资讯的过程中，得到了某种精

神上的享受和求知上的满足，同时也平

添了许多烦恼、困惑和迷茫。

有人问，“网络快餐”真的能够取代

经典作品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何谓经典？经典是从几千年人类文

明积淀中提炼出来的文化瑰宝，蕴藏着

取之不尽的知识和智慧。它经受了千百

年的时间考验，大浪淘沙，薪火相传，穿

越时空，成为人类社会共同的精神财

富。无论是西方古典哲学的精深悠远，

还是东方诸子百家的精辟独到，无论是

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精品，还是中

国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以及各行各业

的典章史籍，无不具有深刻的历史底蕴

和超凡的文化魅力。在浩如烟海的经典

作品中，我们可以领略孔子的仁礼宽厚，

老子的道法自然，屈原的忧国忧民，马克

思、毛泽东的深邃思想，李大钊、方志敏

的革命情怀。

正因为如此，经典具有其他作品无

可比拟的独特力量。阅读经典，可以让

我们洞悉中华民族的理想追求和气质

品格，窥见世界文明的博大精深和源远

流长，使思想得到启迪，精神得到滋养，

境界得到升华。读《天问》，可以感受和

培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气魄

和胆识；读《诗经》，可以体味和享受“关

关雎鸠”“蒹葭苍苍”的美妙和畅达；读

《论语》，可以领悟和孕育令人醍醐灌顶

的沉着和睿智。从《庄子》的澄澈浪漫

中，能够感受到淡泊名利的宽阔胸怀；

从《将进酒》的豪放韵律中，能够品尝到

盛唐时期的剑气诗香；从《道德经》的纪

纲人伦中，能够感悟到“天人合一”的幽

隽内涵；从《共产党宣言》的庄严宣告

中，能够领会到“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

实现”的坚定信仰。

经典嵌进人们脑子里，就能成为中

华民族文化的基因。基因需要传承，传

承需要阅读，阅读需要经典。在快餐

化、碎片化、低俗化作品充斥网络的今

天，需要呼唤经典阅读的回归和兴盛，

以此培育优雅高尚的国民气质；在快而

缺序的生活节奏刺激某些社会成员释

放浮躁与戾气等负能量的状况下，需要

发挥经典追根溯源、固本培元的功能，

培育自尊自信、宽容和谐、平和从容、奋

发向上的社会心态；在中华儿女阔步追

逐伟大梦想的征途上，需要让经典的光

芒照彻前进的步伐，开始永不停顿的精

神远征。

经典的作用在于耳濡目染、春风

化雨，在持久的熏陶中得到滋养，因而

阅读经典切忌心浮气躁、急功近利，需

要静得下来、沉得下去，耐得住寂寞、

经得起诱惑，在凝神聚气中养成良好

的阅读习惯、培育正确的审美情趣，更

多更广更从容地走入经典文化的殿

堂，让阅读经典、丰厚学养、提高素质

成为我们的一种价值取向和生活追

求，进而不断地从传统中吸收营养，从

经典中汲取力量。

从经典中汲取力量
■胡建新

●基因需要传承，传承需要阅
读，阅读需要经典

生活寄语

在特种兵训练营有一种说法：坚
持到最后的不一定是起点高的，但一
定是最“耐扛”的。耐扛，意为经得起
磨练，能扛得住。特种兵训练课目大
多强度大、挑战性强，一些人“扛不
住”，中途选择放弃。只有耐得住枯
燥、吃得了苦的人，才能走到最后。

相比其他职业，军人不仅要孜孜
不倦学理论、挑战极限练技能，应对
复杂恶劣的环境，更要随时面临风
险、长期忍受寂寞、常常面临重压，身
体和心理上面对不少挑战。军人在
履行责任和使命的路上，这些磨练和
挑战绕不开，需要锻造“耐扛”品质，
越是艰险越向前。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
来。只有经历“魔鬼训练”，才能成为一
剑封喉的“利刃”；只有经受恶劣环境
洗礼，才能练就全天候全地域逢敌敢
“亮剑”的血性胆气；只有在平时训练
中挑战极限，才能从容应对战场风云
变幻……唯有扛过艰难磨砺，忍受破
茧重生的痛苦，才能收获蜕变与成长。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
风。“耐扛”也是一种定力。只有在身
体上受得了磨砺，在心理上熬得住寂
寞，在意志上扛得住重压，才能使自
己全面过硬，锻造出钢筋铁骨，也才
能在未来战场上做到能打仗、打胜
仗，不负党的重托和人民的期望。

锻造“耐扛”品质
■解维鹏

孔子云：“不患寡而患不均。”意
思是不担心物质的匮乏，却担心分配
不均，引起各方的不满。在工作中，
笔者发现有的官兵以此为信条，事事
追求“平均分”，结果陷入了盲目的
“平均主义”：有的在任务分配上斤斤
计较，有的在立功受奖上争来争去，
不仅影响了集体团结，也产生了一条
条人际关系鸿沟。

军队是令行禁止的特殊集体，不
是“讨价还价”的市场。军人只有从
“小我”中跳出来，拒绝“平均主义”，
对交给自己的任务不打折扣、不讲价
钱、全力完成，一起奋斗、共同付出，
才能让部队这个大家庭欣欣向荣。

虽然每个人的分工不同，但只要以
“无我”之境界不懈奋进，都能在强军
兴军征程中做出贡献、绽放精彩。
“给任务就是给荣誉，压责任就

是助成长”。人人敢于“吃亏”、愿意
“吃亏”，自觉将个人成长与集体发展
紧密结合，才能人人收获成长。所
以，我们不要在一些事情上斤斤计
较，而要见任务就争着干、抢着上。
树立“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的观念，完成从“我”到“我们”的蜕
变，唤起团结一心、众人拾柴的劲头，
在集体的熔炉中淬炼、在集体的温暖
中前行，方能成就大写人生，凝聚起
强大的战斗力。

拒绝“平均主义”
■赵仕林 李 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