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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和谐

忆传统话修养

修养视点 ●培养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⑧

影中哲丝

方 法 谈

●把对党的忠诚、对国家的
奉献、对职业的坚守、对人民的热
爱书写在疫情防控的战场上

新时代的军人职业道德与军人的

崇高使命、职业责任和社会整体利益

相联系，是与我军职业特点和使命任

务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既

符合一般的道德标准，又遵循特殊的

军事职业规范，凝聚了我军的优良传

统、本色作风和职业遵从。在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斗争中，我军官兵听党指

挥、闻令而动、勇挑重担，积极发挥突

击队、战斗队作用，为守护广大人民群

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提供有力支

援，把对党的忠诚、对国家的奉献、对

职业的坚守、对人民的热爱书写在疫

情防控的战场上，生动诠释了新时代

革命军人的职业道德。

彰显忠诚之德。“天下至德，莫大

乎忠”，忠诚是军人第一位的素质。忠

于党、听党话、跟党走，是我军不断从

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广大官兵

对党忠诚，是建立在对中国共产党领

导军队科学经验总结和对我军性质、

宗旨正确认知之上，而产生的一种理

性价值判断和高度政治自觉。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后，我军坚决贯彻党中央

和习主席决策部署，迅速启动联防联

控工作机制，全力以赴支援疫情防

控。从农历除夕开始，军队先后抽调

1400名医护人员统一编组，承担武汉

火神山医院医疗救治任务；2月13日，

军队增派2600名医护人员支援武汉抗

击疫情……危急时刻，我军官兵用实

际行动诠释对党的绝对忠诚，任何时

候都与党同心同德、步调一致，真正把

拥护党的领导、听从党的指挥、落实党

的指示作为必须遵从的最高职业道德

准则，关键时刻不含糊、顶得上，确保

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的坚强

领导下，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

争、总体战、阻击战。

彰显奉献之德。军人“执干戈以

卫社稷”，无论是在枪林弹雨、炮火纷

飞的战场上，还是在和平时期执行抢

险救灾等任务中，中国军人总是赴汤

蹈火，勇于牺牲奉献。特殊的职业使

命和厚重的职业责任，把每名革命军

人的前途命运同国家的安危、兴衰与

荣辱紧紧相连，这也要求军人应具有

比一般社会大众更为强烈的国家观，

并自发地把爱国奉献作为自己的职业

道德追求。面对突发的疫情，军队医

务人员纷纷向组织提交请战书，“首战

用我”“我志愿上一线”……一句句铿

锵誓言、一个个红手印令人感动，成为

战“疫”特殊时期的历史记忆。国家危

难就是最为紧迫的动员令，祖国需要

即为最有力量的号召书。抗疫战场上

处处可见军人冲锋的身影，他们始终

把祖国的利益、人民的安危看得高于

一切，与时间赛跑、同病魔较量，“苟利

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全力

以赴、誓死不退，展现出了无私奉献的

硬核力量。

彰显精武之德。军人生来为战

胜。爱军精武是胜战的前提，它将军人

的职业道德素质与义务统一起来，是军

人肩负起使命任务的内在动力和外在

能力，体现了军人职业道德鲜明的军事

特征。抗疫期间，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

学中心开展中西医结合治疗新冠肺炎；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联合相关

机构研制的抗体快速检测试剂盒3月1

日通过军队生产注册审评，并投入临床

应用；3月16日，该院陈薇院士领衔的

科研团队研制的重组新冠疫苗，通过了

临床研究注册审评，获批进行临床试

验；军队承担的其他相关工作也正在紧

锣密鼓推进当中……在这场疫情防控

阻击战中，中国军人敢打硬仗、能打胜

仗，以爱军精武的职业道德，挺身而出、

履职尽责，大展身手、攻无不克，勇当人

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守护者和捍

卫者，成为关键时刻党和人民信得过、

靠得住、能放心的重要力量。

彰显爱民之德。“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宗旨，昭示了我军深厚根基在人

民、奋斗价值在人民、力量源泉在人民的

本质属性。对于革命军人来讲，爱人民

如亲人，始终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

连心，是职业道德的重要体现。人民有

难，军人当先。从除夕夜紧急驰援武汉，

到组建驻鄂部队抗击疫情运力支援队，

承担武汉市民生活物资配送供应任务；

从积极协助配合地方开展疫情防控工

作，到发动民兵投身生产一线，助力企业

复工复产……疫情袭来，人民子弟兵始

终把人民的利益高高举过头顶，把人民

的安危牢牢记在心上，舍小家顾大家，舍

自己为人民，义无反顾告别亲人，无微不

至照料病患，团结群众英勇奋战，以“与

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

团结奋斗”的实际行动，构筑起军民联合

战“疫”的钢铁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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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静”洗功利，以“俭”洗浮
华，以“戒”洗得失

古人诗云：“身是菩提树，心如明
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人
生在世，身上心上难免“惹尘埃”。身
上有尘，衣服可挡，洗澡可除；可“心中
尘”却是看不到的，消除不易。“身上
尘”只是脏了衣服，污了脸面；而“心中
尘”脏的却是心灵，若“尘”多了，蒙蔽
了心灵，就会走错路、做错事。可见，
洗心比洗衣服、洗脸重要得多。可现
实中，人们对洗“心中尘”想得不多，做
得更是远远不够。

宋代人邵雍认为，洗身去尘垢，洗
心去邪淫。洗去可见的“身上尘”很重
要，而洗去不可见的“心中尘”更重要。
常洗“心中尘”，首先要以“静”洗功利。
诸葛亮说，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

以致远。王阳明用独坐静思之法，修成
省察克治之功。当一日喧嚣过去，寻一
方静处，让心灵沉静下来，三省吾身，除
急功近利之思，消追名逐利之想，让心
灵的燥热退却，重回澄明。其次要以
“俭”洗浮华。一些人宴必奢华，吃必高
档，却不知“饱后思味，则浓淡之境都
消”。其实，“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
俭破由奢”。毛泽东身为国家主席，却
仍穿着补丁连补丁的睡衣；周恩来担任
总理后，用餐时还将掉到餐桌上的饭粒
拾起吃下，节俭之风令人心动。思之学
之，必能品德日进、操守渐丰。最后要
以“戒”洗得失。心中灰尘，皆因患得患
失而来。“戒”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知
道是非的界限，懂得言行的尺度，了解
法度的范围，做到言行不出界，举止不
逾规，得失不越度，不以物喜，不以己
悲，始终保持心灵的安静祥和。

作为平凡人，立身处世不可能“本
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但是，却可以
“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常洗勤
洗，让自己的“明镜台”始终清白如镜。

常洗“心中尘”
■许洪昌

在中华民族传统价值理念中，节俭

一直是普遍认同的美德。《尚书》中讲

“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墨子认为“俭节

则昌，淫佚则亡”，诸葛亮崇尚“静以修

身，俭以养德”，李商隐咏叹“历览前贤

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朱子倡导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

恒念物力维艰”……从这些饱含哲理的

话语中，我们不难把握勤俭节约与个人

成长、家业兴旺、国家兴盛的重要关系，

同时也能体会到，勤俭节约不仅是指贫

穷境况下穷当克俭、穷且益坚的生活态

度，更是在比较富裕的条件下富而不

奢、富而思俭的人生修为。

古人讲，国家欲安黎庶，莫先于厚

风俗；厚风俗，莫要于崇节俭。在物质

生活得到极大丰富的今天，一道全新的

考题摆在了大家面前：条件好了、腰包

鼓了，我们当以怎样的方式去生活，以

怎样的态度对待人生？是把“人生在

世，吃喝二字”当作生活信条，还是把

“勤劳、勤勉、勤俭”的理念装在心间？

时代变了，环境变了，但“糖衣炮弹”的

考验还须警惕，“逸豫可以亡身”的教训

犹在耳畔。

今日之中国，虽已摆脱缺衣少粮

的困境，但人口多、资源紧、发展不平

衡的国情没有根本改变，淡水、耕地、

能源紧缺的矛盾还很突出，容不得大

手大脚、铺张浪费。我们应认识到，不

管时代如何变迁、经济社会如何发展，

勤俭节约的好传统永远都不会过时，

只有使之成为我们的生活理念，才能

标注社会文明新刻度；只有使之成为

我们的价值追求，才能续写民族美德

新篇章。

勤俭节约可以消解和克制人内心

的欲望，减少外物的刺激需求，通过淡

泊节制、勤勉有为来修身养性，从而磨

砺人的意志，提升内在道德修养。当

前，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有些人头

脑中勤俭节约的观念逐渐淡化，社会上

超前消费、过度消费、举债消费的现象

时有报道，吃喝讲档次、穿戴讲名牌、出

行讲排场等风气依然存在，甚至还有人

因奢入腐、恶习缠身，最终埋下祸根、自

我沉沦。殊不知，崇俭戒奢的底线一旦

失守，骄奢淫逸的“潘多拉盒子”一旦打

开，欲望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就会马上

显现。

保持克勤克俭的作风，能使人战胜

物质匮乏、条件恶劣等现实挑战，锻造出

吃大苦、耐大劳、干大事的顽强意志。上

世纪30年代，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两

次到延安采访，在亲眼目睹毛泽东住着

简陋窑洞、朱德使用马尾毛做的牙刷、彭

德怀穿着废弃降落伞缝制的背心、林伯

渠戴着用绳子系着的断腿眼镜等细节

后，由衷盛赞红军是“神奇的队伍”，具有

“东方魔力”，“上帝也征服不了”，“是无

法打败的”。可以说，勤俭节约、艰苦奋

斗典藏着人民军队克敌制胜的基因密

码，在艰苦岁月中，我们凭借它战胜困难

走向胜利，在强军征程上，我们仍须矢志

践行这种品质，赢得更大胜利。

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们更要

努力从自身做起，自己首先做好，使自

己成为厉行节约的行动者、勤俭办事

的践行者、良好风气的引领者。广大

官兵理应带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幸

福观、消费观，自觉追求高尚道德情操

和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做勤俭节约风

尚的引领者，把节约一度电、一滴水、

一张纸贯穿于生活的点点滴滴，把减

少办文、办公、办会成本渗透到工作的

方方面面。做到生活再富裕，始终不

忘中华民族艰苦朴素的传统美德；环

境再变化，始终不丢人民军队勤俭建

军的光荣传统；条件再改善，始终不变

革命军人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

注重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不

是一时之事，也不是一日之行，更不能

想起来就抓一抓、紧一紧，需要敬终如

始、善作善成。只要每个人以俭养德、

勤俭自守、力戒奢华，把真理力量和人

格力量统一起来，把自然本能的欲望装

进理性与道德的笼子里，生活上少一些

“讲究”，工作上不满足于“过得去”、多

追求“过得硬”，从我做起厉行勤俭节

约，就一定能构筑起向上向真向善向美

的人生金字塔，共同推动形成艰苦朴

素、勤俭节约的社会风尚。

成由勤俭破由奢
—注重勤俭节约

■樊伟伟

演习场上，一名单兵防空导弹主射

手肩扛导弹，将它指向了“敌机”可能来

袭的方向，在一旁的副射手紧盯目标空

域，等候上级的发射命令。他们静静等

待“敌机”的出现，准备在关键时刻给其

致命一击。

“不打无准备之仗”是我军的优良

传统。主射手和副射手的严阵以待，就

是为了防患于未然，当有情况出现时，能

够迅即应对、有效处置。其实，现实生活

中许多事情也一样，我们难以预料人生

中的机遇和挑战何时到来，唯有做足准

备、留心观察、静候时机，才能在机遇和

挑战来临时从容应对，以自己最好的状

态发挥出最佳水平。

静候发射—

做有准备的等待
■陈德权/摄影 肖士金/撰文

小事小节是一面镜子，能够反映
人品，反映作风。在小事小节方面，优
秀县委书记谷文昌给我们做出了榜
样。1962 年，东山县的高考落榜生中
绝大多数被安排了工作。谷文昌的大
女儿也未考上大学，却被安排为临时
工。为此，谷文昌开导女儿：“总不能
自己安排自己吧！年轻人应该多锻炼
锻炼。”后来，谷文昌的二女儿结婚，想
让他批点木材做家具，谷文昌严词拒
绝：“我管林业，如果我做一张桌子，下
面就会做几十张、几百张，我犯小错

误，下面就会犯大错误。”他常对身边
人、家里人说，当领导的要先把自己的
手洗干净，把自己的腰杆挺直。

谷文昌的话引人思考，由此想到个
别党员干部的论调：只要在大事上不出
问题，小事小节上偶尔放松一下，不出大
格，就不会犯错误。殊不知，任何事物的
发展变化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都是由
小及大、从量变到质变。无数事实证明，
平时在小事小节上过不了关，关键时刻
也难在大事大节上过得硬。一些党员干
部违规违纪甚至违法，无不是从不注意

小事小节开始的，长期小事不慎、小节不
拘，在推杯换盏中放松了警惕，在轻歌曼
舞中丧失了人格，在小恩小惠前丢掉了
原则，违纪行为由少到多、违纪情节从轻
到重，最终给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难以
挽回的损失，教训极为深刻。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小事小节

不慎好像“管涌”，如果不及时察觉堵住，
就可能引发灾难性的“井喷”。因此，党
员干部都应自觉加强党性修养，慎小事，
拘小节，从点滴小事做起，从细微之处严
起，从苗头性问题治起，于细微处见精

神，在细微处守住纪律原则底线。要以
党章党规为准绳，自觉净化“三圈”，注重
家庭、家教、家风，及时封堵思想上和行
为上的“管涌”，防止“蚁穴溃堤”，筑牢思
想道德和党纪国法两道防线。同时，也
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日
常管理监督，对发现的小毛病、小问题，
及时提醒、纠正。党员干部既要经受住
大风大浪的考验，也要在小事小节上把
控住，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做到明辨是
非、见贤思齐，抵得住诱惑，守得住气节，
永葆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

于细微处见精神
■汤 彬 张 航

●一个人的见识越广，思考的
维度就越宽，得出的结论、作出的判
断就越准，洞悉客观事物的能力就
越强，思考的效果就越好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其道理人

们都懂。思考其实是一种“中介”行为，

它需要在学习的同时结合某种事物加以

联系和贯通，然后得出一个概念、启示或

结论。

也就是说，思考需要将学习掌握的

知识与实际情况或某些事物联系起来，

进行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此及彼的分

析、综合、推理、判断等思维活动。为思

考而思考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思”必须

与“识”结合起来。一个人的见识越广，

思考的维度就越宽，得出的结论、作出的

判断就越准，洞悉客观事物的能力就越

强，思考的效果就越好。没有广闻博识，

思考就是无源之水，分析就是无本之木，

判断就是无基之厦。那么，如何做到广

闻博识，并在广闻博识的基础上提高思

考的质量和成效呢？

勤于读书学习。书籍是人类既有见

闻和知识的文字记载，蕴含着极为丰富

的知识宝藏。无论是物质世界还是精神

世界，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你

都可以从书中得到足够的见识。虽然这

些见识大多是间接的，并不像直接的见

识那样强烈和富有具象，但它是实现知

识积累的重要阶梯和最快途径。一个人

穷其一生，不可能事事都靠亲身实践去

增长见识，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读书可使

你以最快速度、最大程度地增长知识和

获得理性认识。

注重开阔视野。从书中获得的见识

毕竟是浅表的、间接的，因而还需要将视

野从书本移到更广阔的范围，对现实生

活中的事物多观察、多分析，从而得出比

书本知识更形象、更直观的认识。正如

你想了解自然界中花草虫鱼的特点，就

应当到自然界去观察它们的外观、特点

和生活习性等，从而描绘出栩栩如生的

形象和标识。相反，如果没有见过某种

动物或植物的真实样子，就难以对它们

准确认知，甚至可能闹出指鹿为马、识龟

成鳖、把韭菜当麦苗的笑话来。

善于与人交流。人的见识是无穷无

尽的，人的很多见识又都是共同的，但不

同的人又有不同的见识，不同的人从不同

的立场、观点、思维方式出发，对同一事物

可能得出不同的认识和结论。同时，一个

人既不能获得对于自然和社会的一切见

识，又不可能建立与别人完全相同的认识

体系。这就需要交流，通过交流将别人的

见识转化或升华为自己的知识，并将自己

的见识交流给别人从而丰富和升华别人

的知识。在这个基础上，双方再对自己的

知识进行深化、细化和多样化，从而使知

识内涵更丰富、更细致、更准确。

注重“思”与“识”相结合
■胡建新

●小事小节不慎好像“管涌”，
如果不及时察觉堵住，就可能引发
灾难性的“井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