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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传统话修养

方 法 谈

人际关系

影中哲丝

谈 心 录

演训场上，某旅反恐应急分队正在

开展高空滑降课目训练。面朝大地自

高空而下，他们毫无惧色，在数十米的

高墙之上健步如飞。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靠的不

仅是勇气，更是支撑勇气的那股底气。

武松没有一身本领，如何敢上景阳冈？

在我们的军旅生涯中，挑战无处不在。

只有靠平时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将本

领磨练到“出神入化”，才能在风险挑战

面前毫不畏惧，在强敌面前敢于亮剑，在

未来战场做到“能打仗、打胜仗”。

高空滑降——

艺高人胆大
■刘国辉/摄影 高鸣远/撰文

●摆正思想认识，卸掉思想包
袱，莫让“洗碗效应”束缚住了干事
创业的手脚

有一种现象叫做“洗碗效应”，意思

是说，经常洗碗的人打碎碗的概率，比不

洗碗或少洗碗的人大得多。一旦碗碎

了，不仅努力付诸东流，还可能落埋怨、

受责罚，而那些不洗碗或少洗碗的人就

不会有此困扰。

现实中，一些年轻官兵勤奋敬业，

干劲十足，难免会因干得多而失手“打

碎碗”。当受到批评处罚时，一些人的

积极性难免受挫，有的人会因此而背上

思想包袱。这个时候，尤其应客观看待

“洗碗效应”，摆正思想认识，卸掉思想

包袱，莫让“洗碗效应”束缚住了干事创

业的手脚。

别怕，成长是不断试错的过程。某种

程度上讲，错误能检验一个人的心态、胸

襟、远见。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了错

误不可怕，关键是怎样对待错误。干活越

多，犯错概率越大，在工作中是普遍存在

的，特别是经验不足、缺少阅历的年轻官

兵，出现错误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是成长

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如果因害怕犯错而

畏葸不前，或产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的消极心态，最终必然会耽搁和影响个人

成长进步。“干得多”才能见识广、经验足，

当工作中出现差错和失误，与其自怨自

艾，不如鼓起斗志重新出发，将功补过。

如此，成长道路上的“绊脚石”就会变成攀

登事业高峰的“垫脚石”。

别慌，反思改进终能踏上大道。亡

羊补牢，未为迟也。年轻官兵不能因惧

怕犯错而畏首畏尾，但也不能重复犯错，

应在犯错误后及时理清原因，吸取教训，

反思如何改进。宋代理学家朱熹用“日

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来告诫自

己，要勤于自省，善于纠错；晚清重臣曾

国藩每日或静坐冥想、或写日记自我检

讨，以求不犯同样的错误。工作中，若因

不细心、不周密而犯错，可列一个“提示

单”，把易错的“死角”列出来，经常对照

反省；若因经验不足而犯错，就要多听多

看多请教，如此方能少走弯路、避免“踩

雷”；若是能力不够，就要见缝插针地学

习，补充新知识，掌握新技能，做到日有

所进、月有收获，尽快成为工作中的行家

里手，避免出现“洗碗效应”。

别急，不懈实干就会越来越好。随着

容错纠错机制的建立健全，广大官兵吃下

了谋事干事的“定心丸”，拥有了促进成长

进步的干事平台和环境氛围。这让我们

有足够理由相信，珍惜当下、苦干实干，未

来可期。我们当以昂扬奋发的斗志投入

到练兵备战等日常工作中，以敢为人先的

闯劲勇担急难险重任务，向张超、杜富国、

王忠心等先进典型学习，立足自身岗位，

在苦干实干中锤炼真本领，在经风雨、见

世面中壮筋骨、长才干，努力做“愿干事、

想干事、能干事”的实干家，以埋头苦干、

真抓实干书写精彩军旅人生。

（作者单位：武警湖南总队）

莫让“洗碗效应”缚住手脚
■陈恢军

●一个人只有“知不知”，才会
求知若渴，日力不足、继之以夜地
奋进，才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道德经》有言：知不知，尚矣；不知

知，病矣。知道自己还有所不知，是高

明的；而不知道却自以为知道，是有害

的。能够清醒认识到自身认知的局限

是可贵的，是一个人成长进步的开始。

“知不知”是成长的前提和基础，只

有看清自身的“不知”，才能激起前进的

动力，不断提升自我。北宋文学家苏轼

天资聪颖，才华横溢。一日，他偶然看到

王安石所作的咏菊诗，觉得“西风昨夜过

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的表述说不通，

因为在他的认知里菊花与春花不同，能

耐得住寒冷，是不会被吹落的。而当他

在黄州赏菊，亲眼看见“吹落黄花”后，才

惊觉自己见识浅薄，此后愈发勤奋努力，

终成北宋中期文坛领袖。一个人只有

“知不知”，才会求知若渴，日力不足、继

之以夜地奋进，才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我

们接受的知识越来越丰富，看似知道得

越来越多，实则多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

以然，窥得一隅却自以为知之甚详。尤

其在新知识呈几何级数增长的今天，岗

位所需对认知要求也越来越高，能否在

工作中打开局面，关键在于“知不知”。

有些人之所以认识不到自身认知

的局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站位高度、

视野宽度、思想深度不够。而解决这一

问题的最有效途径，就是通过学习增强

认识事物、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正

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有了学问，好比站

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

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

会苦煞人。”作为军人，更要瞄准强军所

需、职责所系、战位必需多思多学、学深

悟透，既要学得广还须学得深，坚持自

主学、主动学、终身学，避免陷入少知而

迷、不知而盲、无知而乱的境地。

俗话说，山外青山楼外楼，强中更有

强中手。虚心的人不仅能发现认知局

限，还能主动弥补认知不足。“虚，空也”，

心中有空间，才能承载下更丰富的知识，

才能“知耻近乎勇”，不断充实提高自

己。而一个骄傲自满的人，看不到自身

认知局限，就会丧失学习的动力，在自我

设置的“围城”中原地踏步，甚至走向人

生的“死胡同”。因而无论我们身处怎样

的平台，拥有怎样的才学，都须保持虚心

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在进行寻乌调

查时的毛泽东，到水田里帮农民插秧，并

像小学生一样向农民虚心请教；时任八

路军一二九师师长的刘伯承为汲取外军

作战经验，尽管熟稔俄文，仍虚心请教他

人；走上导弹旅政委岗位的李保国，为学

好最难的控制专业，主动虚心向“兵师

傅”学操作。及凌云处尚虚心。以他们

的学识和本领尚且虚心向学，成长之中

的年轻人又怎能不奋发学习呢？

要真正做到“知不知”，一刻也不能

离开实践磨砺。如果一个人总是纸上谈

兵、坐而论道，不经过实践的打磨，困苦

的历练，很容易脱离实际，困囿于自我认

知的“黑屋”中，谈何成长进步？丰子恺

曾经画过一幅“卖羊”的漫画：一个人牵

着两只羊，想卖给羊肉馆的老板。一位

农民看了这幅画后连连摇头发笑，丰子

恺不解其意，上前请教后才知原来是多

画了一条绳子。农民告诉他，牵羊只需

牵头羊，不管多少只，只要一条绳子就够

了！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

溪，不知地之厚也。唯有主动到实践中

去历练，拜贤者为师、与能者为伍，才能

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完善主

观世界，提高观察解决矛盾问题的能力。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知

不知”不是一时的，而是伴随成长进步

的每时每刻。今天，我们身处大浪淘

沙、百舸争流的新时代，作为强国强军

伟业的建设者，我们尤须始终保持“知

不知”的清醒和勇于承认“不知”的坦

诚，抓住时机武装头脑，坚持干什么学

什么、缺什么补什么，把好前进的方

向，一步一个脚印地扎实努力，不断战

胜自我，超越自我，担当起新时代赋予

的使命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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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读这些共产党员的作风，
向他们学习、致敬，就是要传承和
发扬他们身上信仰坚定、对党忠诚
的政治品格，恪尽职守、担当有为
的奉献精神，甘于吃苦、勇于牺牲
的崇高境界

拐棍，是人们腿脚不便、身体抱恙

时，用以辅助行走的一类工具。在我党

我军的历史上，有许多革命先辈都和拐

棍有过一段故事，其中体现的党性修

养、工作作风、生活态度和价值追求，值

得我们认真思考、品味和学习。

1947年3月，胡宗南重兵进逼延安，

毛泽东同志率中央机关部分人员离开

延安转战陕北。当时，他肺炎初愈，身

体很弱，但拒绝上担架，要求和官兵一

道徒步行军。有个警卫员便找来一根

柳木棍，对毛泽东说，您就用这根柳木

棍做拐杖吧，这样走起路来也许会省力

一些。毛泽东拄着木棍试走了几步，很

是满意，此后就一直拄着这根拐棍转战

陕北。

这根拐棍，是我军官兵平等、上下

同欲的生动见证。相似的一幕，还发生

在陈毅元帅身上。在指挥红军第五次

反“围剿”西线战役中，陈毅右腿负了

伤，随后，中央红军主力离开瑞金开始

长征，留下他和项英在江西领着部队坚

持游击战争。面对敌人围剿，忍着身体

病痛，陈毅不讲条件、不搞特殊，而是坚

决服从命令，拖着伤腿，拄着拐棍，率领

部分红军突出敌人重兵重围，转移到赣

粤边游击区继续战斗。

拐棍是腿脚的延伸，有时更是战斗

意志的外化。志愿军战士、担架员苟先

辉，入朝参战期间，为了增加每趟背弹

药箱的数量，便找了个有杈的粗树枝，

起立时作支撑架，行走时当拐棍，有效

提高了运输效率，多次被评为先进。开

国少将颜文斌在长征中腿部受伤，伤口

化脓生蛆，但他坚持跟着走，每天用铁

茶缸煮盐水清洗伤口。不承想，伤口竟

一天天好起来，他也得以丢掉拐棍，赶

上部队，继续和战友投入战斗。

到了和平时期，一根拐棍，则更像一

条精神纽带，折射出广大共产党员牢记

人民公仆本色，恪守朴素生活作风，保持

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态度和追求。

“铁人”王进喜参加大庆石油会战期

间，腿部一度负伤，不得不拄着拐棍工

作。在前往杨四屯打第二口井时，突遇

井喷事故。千钧一发之际，他丢掉拐棍，

纵身跳进泥浆池里搅拌泥浆，清理被堵

住的水泵口。几名工友见状，也纷纷跳

入泥浆池，一起将井喷成功压制。在王

进喜的感召带动下，大家喊出“有条件要

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铮铮

誓言，协力把“贫油国”的帽子扔进了太

平洋。

“人民的好公仆”孔繁森在西藏工

作期间，下基层时由于路险难行，他通

常随手在路边捡个木棍拄着。工作人

员觉得这样既危险又失身份，就准备花

百十块钱为他买根好的拐杖，却被他谢

绝了。一次，孔繁森应邀到驻地部队观

摩实弹演习，临走时看到地上的空弹

壳，就和部队领导商量后拿回一些焊接

成拐棍，没花什么钱却有军味，还很实

用。这根拐棍便是孔繁森俭朴生活的

真实写照。

还有一些党员为党工作一生、奋斗

一生，拐棍作为遗物的一部分，永远承

载着一份寄托和叮嘱。西藏“将军崖”，

是西藏军区原司令员张贵荣的牺牲

地。1984年1月，张贵荣在勘察边防公

路期间，一手拄着拐棍，一手拉着马尾

巴艰难前行，行至接近山顶处，因突发

心肌梗塞，经抢救无效去世。生前他的

心愿之一，就是敲定边防公路修筑计

划。后来，这里不仅修通了公路，还立

起一座纪念碑，上书“一九八四年元月

十五日西藏军区司令员张贵荣同志赴

边防检查工作在此以身殉职”。每年清

明节和国家公祭日，官兵们都会自发组

织祭奠活动，以寄托对老首长的哀思。

曾任云南保山地委书记的杨善洲同

志，在任期间恪尽职守，退休后又扎根深

山兴办林场，一干就是20多年。植树造

林期间，一次他在山间不慎滑倒，左腿粉

碎性骨折。很多人以为，老书记可以留

在山下好好休息了。可半年后，杨善洲

又拄着拐棍进了山。有人问他：“何必自

讨苦吃？”他说：“入党时我们都向党宣过

誓，干革命要干到脚直眼闭，现在任务还

没完成，我怎么能歇下来？如果说共产

党人有职业病，这个病就是‘自讨苦

吃’！”在他去世以后，遗留下来的这根拐

棍，便是留给后人最生动的奋斗教材。

一滴水中见太阳，类似发生在共产

党员身上的故事还有很多。在硝烟弥

漫的战争年代，共产党员上下同欲、冲

锋在前，抛头颅、洒热血，英勇战斗、不

怕牺牲；在热火朝天的建设年代，共产

党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舍小家、顾大

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激情奔涌的

改革开放时期，共产党员奉献在前、开

拓进取，争先进、创一流，敢为人先、勇

挑重担……品读这些共产党员的作风，

向他们学习、致敬，就是要传承和发扬

他们身上信仰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

格，恪尽职守、担当有为的奉献精神，甘

于吃苦、勇于牺牲的崇高境界，使之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而努力奋斗。

拐棍中的作风与追求
■杨思聪

生活寄语

选择正能量，抵制负能量，是一个人
健康成长的需要。

正能量是指所有积极的、健康的、催
人奋进的、给人力量的、充满希望的人和
事，是社会生活中积极向上的因素。它
是一种具有强大磁力的能量场，让受到
感染的人内心充满激情和力量，变得更
加积极进取、追求卓越。

据《孔子家语》载，孔子说自己死后，
子夏会更有进步，而子贡会比以前有所
退步。曾子问其缘由，孔子道：“子夏喜

欢同比自己贤明的人在一起，子贡却喜
欢和不如自己的人相处。”物以类聚，人
以群分。一个人选择的朋友圈，直接关
系到其成长进步，选择跟什么样的人做
朋友，很可能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近墨者黑。负能量是一种消极情
绪，极易传染，使人受到影响。青年官兵
都有自己的朋友圈，其中难免会出现负
能量携带者。这些人时常抱怨诸如环境
不好、工作劳累、生活枯燥、发展不顺等，
似乎一切都有问题，进而觉得前途渺茫，

人生无望。于是，精神萎靡，消极悲观，
颓废沮丧。面对这些负能量的传播，如
果不去抵制和遏制，就会使其辐射传染，
自己也难免沾染上消极情绪，侵蚀自己
身心，淡忘初心梦想。跟负能量的人接
触多了、相处久了，难保不会变得和他们
一样。

近朱者赤。军营是一个青春燃烧的
群体，应该处处充满着正能量。选择和
正能量的人在一起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情，见贤思齐，潜移默化，润物无声，每天

都会在正能量中提高进步。军营需要正
能量，青年官兵要想变得好学上进，变得
埋头苦干，变得坚强勇敢，变得优秀出
色，就要多接近身边那些充满正能量的
人。正能量的人自带光芒，像阳光一样，
能让人驱散心头雾霾，赶走心中烦恼，点
亮奋斗的灯塔，发现人生的美好，感受人
生的意义，从而增长自己的格局、提升自
己的境界、拓宽自己的胸怀，使自己对军
营充满热爱，对岗位充满热情，对工作充
满斗志，对未来充满希望。

多和正能量的人在一起
■汪天玄●见贤思齐，潜移默化，润物无

声，每天都会在正能量中提高进步

●机关干部应怎样服务好官
兵？其实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要
有好作风，二是要有高效率，或曰
效能

近日，笔者在基层听说这样一件
事：某基层士官想参加自学考试，不知
如何操作，于是向机关求助。机关负责
该业务的同志得知后，发现如果按部就
班上报审批，这名士官很可能将错过报
名时间。他想，基层是否还存在类似情
况呢？于是他先到基层了解有关情况，
集中梳理后，向上级机关认真说明情
况，反复进行沟通，快事快办缩短了审
批时间，使想参加自学考试的几名基层
同志都得以顺利报名。

这名机关干部的积极作为提高了
基层官兵的获得感。由此想到，机关干
部应怎样服务好官兵？其实无外乎两
个方面：一是要有好作风，二是要有高
效率，或曰效能。效能，简单讲就是工
作产生的实际效果，具体是指完成工作
的效率、效果、效益和目标能力的综合，
是检验工作完满度和总体成效的重要
尺度。那么机关干部又该如何将效能
理念贯穿到部队工作中呢？

既要领会上级意图，更要强化基层
意识。现实中，有些机关干部和领导、上
级接触得比较多，而与基层官兵沟通相对
较少。针对对基层情况若明若暗、盲目指
挥、对基层缺乏关心、与基层步调不一致
等问题，机关干部应注重强化基层意识，
深入基层倾听官兵呼声，掌握基层真实情

况，如此才能有利于提高工作效能。
既要遵规定走流程，更要强化担当

作为。机关工作需要遵循流程，按制度
办事，但也不能一味照搬照套照转。要
提高工作效能，机关干部就应充分发挥
主观能动性，在吃透制度规定和上级精
神基础上，对遇到的具体情况、特殊问
题综合分析，思考研判，时刻想着如何
更好地为基层服务，积极负责地为基层
官兵办实事、解难事，既坚持原则又灵
活主动，创造性地开展好工作，切实提
高工作效能。

既要重本职业务，更要注重统筹协
调。干工作好比烧水喝，既不能等水开
了，才找杯子，手忙脚乱；也不能杯子找好
了，坐等水开，浪费时间。机关干部应充
分认识到谋划的必要性，立足全局打好
提前量、抓好进行时，统一规划部署，做
好统筹协调工作，切实形成推进工作合
力，做到既能提出合理建议和可行方案，
又能抓出实效。充分发挥自身作用，努力
使上下形成“一盘棋”，提高部队战斗力。

既重任务完成，更重检视改进。
在按时间节点完成任务的同时，机关
干部还应加强反思，看自己跟踪问效
够不够，有没有真正解官兵之忧？有
没有克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真正
为部队战斗力建设作贡献，使各项工
作紧紧围绕提高战斗力来进行？如果
反思不到位，问题就抓不准，改进就不
彻底，提高效能只会是一句空话。机
关干部应深思细研，注重检视自身，改
进不足，努力克服传统路径、习惯套
路、老旧模式的束缚，更加注重工作方
法的科学性有效性，让基层官兵全身
心投入练兵备战，切实为部队建设发
展和履行使命赋能。

机关干部当注重
提高工作效能

■韩晓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