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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中哲丝

●以担当精神把服务人民当
作事业来奋斗，切实做到立身不
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移公仆之心、
用权不谋一己之私

公仆意识，就是时刻扛起为人民

服务、为党和人民谋事创业责任的意

识。作为党员干部，以牢固的公仆意

识践行初心，就要像焦裕禄、孔繁森、

杨善洲等优秀共产党员那样，心里始

终装着党的事业，时刻牢记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光明磊落、勇于担

当，用自己的倾力投入、默默坚守和无

私奉献，为党工作、为人民谋利益。

如果人为自己活，很难得到真正

的幸福；如果为人民大众活，内心才是

丰盈的、幸福的。我党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中国农民革命运动先导者

彭湃，出身于地主家庭，生活优裕，但

他为了革命信仰，为了人民和民族的

解放，当众烧毁自家成捆的地契、舍弃

了“乌鸦都飞不过”的田产，投身革命，

直至献出宝贵生命。彭湃的心底无

私，既深刻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博大胸

襟，又彰显了一名共产党员为了人民

的炽热初心。然而也有一些蜕化变质

的党员干部，不是用党和人民赋予的

权力为人民谋利益，而是想着如何巧

取豪夺、中饱私囊，非法侵占人民利

益，究其根本，就是丧失宗旨意识、公

仆意识的结果。最后，在私欲的驱使

下违纪违法，导致身败名裂、身陷囹

圄。为人民谋利益的人，人民会永远

记住他；那些任性用权、背离人民的

人，终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老一辈革命家徐特立说：“一个人

如果只图享受，不愿吃苦，不肯贡献，是

永远不会有幸福、有愉快的。”人生价值

的大小，不是看他个人得到了什么，而

是看他对社会贡献了什么。优秀共产

党员黄文秀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主动放

弃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回到农村，把双

脚扎进泥土，立志扶贫攻坚。2019年6

月17日凌晨，为帮受灾群众脱险，她的

生命永远定格在了30岁的年轮上。90

多岁的老英雄张富清，在部队保家卫

国，到地方为民干事，60多年来深藏功

与名，用淡泊名利、默默奉献的品格告

诉我们什么是纯粹的共产党员。虽然

工作在不同的岗位、战斗在不同的年

代，但他们都用共产党人的本色，诠释

了公仆情怀、践行了初心使命。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

于累土。中国共产党成立99年来，能

够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今天的辉煌成

就，正是因为在这个有着9000多万名

党员的大党里，有千千万万像黄文秀、

张富清这样的共产党员在默默付出和

无私奉献。有了他们的付出和奉献，

才有了祖国今天的繁荣昌盛和兴旺发

达。中国共产党从创建至今，把中国

从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

成欣欣向荣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让

人民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靠的就是

共产党人以一心为民的不变追求，始

终保持着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

兴的奋斗激情，始终践行着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作为一名

共产党员，要做到初心不变、矢志不移，

就必须以担当精神把服务人民当作事

业来奋斗，切实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

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

坚决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作斗争，坚

决预防和反对腐败，不碰“高压线”、不踩

“红线”、不触底线，清清白白为官、干干

净净做事、老老实实做人，对照合格共产

党员的标准，经常找一找自身差距，不断

强化自我约束、自我修养。在为人民服

务中，通过自己的无私奉献和真情付出，

传递推进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民族团结

的正能量，在固牢公仆意识中实现共产

党人的理想、体现共产党人的价值、践行

共产党人的初心。

（作者单位：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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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养漫笔

●做基本功是一个不断消耗
不断巩固的动态过程，靠“啃老本”
是不行的。要想消除本领恐慌，就
要持之以恒地做好基本功

著名画家李可染讲过一句话：做一
辈子基本功。他还专门请人刻了一方
印章，叫“白发学童”，意为“活到老、学
到老”，永远做一个小学生，扎扎实实打
基础。这种学无止境的精神难能可贵，
值得我们学习。

什么是基本功？李可染说得通透：
“基本功是从十分繁复的艺术修炼的全
过程中，抽出其中有关正确反映客观真
实的最根本、最困难、最带关键性的规律
部分，给以重点集中的锻炼。”俗话说，基
础不牢，地动山摇。就好比盖房子，一定
要把地基打好了，地基的厚度决定了房
子的高度。干事创业何尝不是这样？重
在把基础夯实。基本功不扎实，基础就
夯不实，就难以行稳致远。基础好，后劲
就足，即使一时受挫，也能迎头赶上。

基本功练一阵子是不是就一劳永逸
了呢？当然不是。做基本功是一个不断
消耗不断巩固的动态过程，靠“啃老本”
是不行的。“老本”消耗完，就会造成本领
恐慌，无以为继。要想消除本领恐慌，就
要持之以恒地做好基本功。

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

功。”基本功是基本能力素质的扎实储
备，是老老实实的活，要扎扎实实地
做。练好基本功，非下一番苦功夫不
可。“胡琴圣手”孙佐臣说：“学艺第一要
路子正，第二要能用苦功。”他早年练功
时，在数九寒天把两手插进雪堆里，等
手冻得僵硬麻木，才拿出胡琴来练，不
到手指灵活、手心出汗，不肯收工。以
致左手食指尖上留下一条深深的弦
沟。艺术的大道上没有捷径可走，基本
功这一课是绕不过去的。其他工作也
大多如此，诀窍无他，下苦功练好基本
功而已。

做一辈子基本功，没有坚忍不拔的
毅力是不行的。齐白石在80多岁时，每
天早上至少要画七八张画。年逾九旬
后，每天还要画四五张画。去世前两天，
他仍在作画。盖叫天 70多岁时仍不懈
怠，勤练“抻筋拔骨”的功夫。俗话说：
“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只有坚持长期吃
苦、长期练基本功，才不至于让功夫荒
废，才会有吐故纳新的底气和实力。

一辈子苦做基本功，是不断进步的
不二法门。如果刚做出一点成绩就满
足了，躺在“功劳簿”上沾沾自喜，那就
大错特错了。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
攀。基本功做足了，基础夯实了，掌握
了规律，也就具备了举一反三、触类旁
通、推陈出新的能力。我们无论身处什
么岗位，都应“活到老、学到老”，扎实打
基础，如此才能永葆发展的根基和源
泉，在本职岗位上脱颖而出，干出不平
凡的成绩。

做一辈子基本功
■刘奇山

生活寄语

说来有些费解，在我国第一部字

典、东汉人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里，

居然没有“忙”字。遥想在生产力落后

的古代，为求温饱之需，栉风沐雨、披星

戴月地耕耘劳作必为常态。不过，古人

把这种体力的辛劳谓之“碌”，而将“忙”

视为一种心理状态，即“劳心”。如宋代

《广韵》之释：忙，心迫也。无意考据字

源的流变，但古人所说的“心迫”，实际

上已然包含了现代人使用的浮躁、焦

虑、诱惑等词的含意。

有句诗叫“生活在别处”，经米兰·

昆德拉引用而走红。生活当然有“诗和

远方”，但许多时候，生活不在别处，就

在一日三餐、人情冷暖等凡俗百态间；

人生也从来少不了名缰利锁的羁绊、饮

食男女的嘈杂。但是，无论生活的河流

怎样湍急，你都没理由自我放逐在欲望

的漩涡中；无论纷杂的世事如何“乱花

渐欲迷人眼”，你又何妨“风物长宜放眼

量”。

法国诗人瓦莱里写过这样的诗

句：“我们被这个世界包围着，而这个

世界也在我们内心。”人类学家在考古

中发现了一段愈合的股骨化石后，郑

重地将其称为人类文明最初的标志。

因为在远古年代，股骨折断后是难以

逃脱猛兽的利齿的。而这一位人类早

期的幸运者，必定是得到了同类的救

助、庇护，才慢慢得以康复的。在当时

的“丛林法则”里，人类尚是弱者，但他

们却学会了在危险时同心应对，知道

了在困难中相互扶持关爱，你能说这

朴素之举不是人类文明的起点吗？你

能不为善良、友谊、赤忱这些美好品质

而感动吗？

人类文明朴拙的初心，很重要的一

点在于它能够为他人、为爱保留着纯洁

质朴的空间。“虚室生白”——庄子所言

极是：没有塞满杂物的屋子，阳光才能

将其映照得明澈敞亮。同理，一颗没有

被欲望充填的心，才有可能承载、包容

善与美、仁与爱……

这种心灵的空间其实是一种淡泊

与豁达。胡塞尔被称为20世纪最重要

的哲学家之一，可他一直到57岁，还只

是一个没有职称的人。有人为其鸣不

平，他却说：我准备完成的课题和着手

写作的作品太重要了，时间也太紧迫

了，不屑于也没有多余的精力去顾及著

作之外的事了。苏格拉底去逛雅典市

场，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惊叹道：“这里

有多少我不需要的东西啊。”思想大师

们当然离不开人间烟火，只是他们向动

而静、远遁尘嚣，把自己心灵的空间预

留给了对人类智慧的思考，在忘却自己

中获得了自己。

这种心灵的纯净总是透着几分清

高狷介之气。北宋有个学者叫崔子方，

有人觉得他不好交往，因其“与人不苟

合”。苏东坡却说：“不必论其他，只‘不

苟合’三字，可知守其正。”他无暇与世

俗去苟合，却有一部《春秋经解》和“衣

食不足而志气裕然”的评价传世。晚明

袁宏道25岁中进士、28岁任县令，官运

颇顺。可“朝夕迎迓承奉、遇上官则奴”

的封建官场不属于风清月白的心。他

辞官而去，世上少了一个官僚，却产生

了一位文学史上“公安派”的领袖。

这种心灵在谦抑隐忍中从未放弃

过尊严与风骨。当年忽必烈为了让文

天祥屈服，竟带着已经投降的小皇帝

（史称宋恭帝）来劝降。文天祥不待对

方开口，先行伏地大哭，只说了一句“圣

上请回”，便再无言。凛然之气不仅让

小皇帝耻言，也慑服了忽必烈……

走笔至此，其实已经无须再多说

什么道理。因为这些人和事能够流

传千年，记于人心，本身就蕴含一个

道理——初心永恒。

为心灵留足纯朴的空间
■郑蜀炎

在工作头绪多、标准要求高的形势
任务面前，如何确保各项任务深入推进、
取得实效？实践证明，凡事一深入就具
体、一具体就深入，越深入越具体、越具
体越深入。在具体化上下功夫，才能保
证工作深入落到实处。

在进行具体指导中深化。官僚主
义、形式主义是工作落实的大敌。毛
泽东同志说过，许多同志，满足于工作
任务的一般号召，不注重和不善于在
作了一般号召之后，紧紧地接着从事
于个别的具体的指导，因而使自己的
号召停止在嘴上、纸上或会议上，而变
为官僚主义的领导。官僚主义滋生形
式主义，基层的形式主义，根源在于上
行下效。上面有官僚主义的要求，下
面就会有形式主义的应对。党委机关
安排部署工作，仅仅是做了“上篇文
章”，大量艰苦细致的末端工作落实，

需要领导机关全程跟进指导帮带，及
时反馈情况，总结经验教训，积极帮助
基层解决矛盾问题和困难，确保工作
落实到底、取得实效。道理虽然容易
理解，但领导机关有些同志，却由于官
僚作风、惰性思维，不愿做艰苦细致的
具体工作，有的甚至以减少“五多”为
由，不愿深入基层，满足于隔空吆喝，
任由工作自然生长。领导机关要加强
和改进指导，不能光重形式，还要重效
果，既要挂帅又要出征，既要吹号又要
冲锋；不能光挑毛病，还要解难题，既
要看病又要开药方，既要开药方又要
给抓药；抓建基层要实现法治化常态
化，既要突出重点又要打牢基础，深入
基层一线，跟进指导末端落实。

在分解具体任务中深化。光有眼
前工作没有远大目标，容易陷入事务
主义；光有远大目标没有具体工作，容

易陷入空想主义。抓部队建设，应把
发展的中长期目标与当前任务结合起
来，通过完成一项项具体工作，积小胜
为大胜，以量变促质变，最终实现目
标。大到一项规划计划落地、一项法
规条令实施，小到一项工作任务下达、
一份文件通知下发，落实的第一项工
作就是结合实际分析解读任务，把抽
象的目标、原则性的要求等转化为具
体工作，再细化为工作内容、标准要
求、责任人和完成时限等，建立工作
“一本账”，明确具体抓手。相关责任
人按照责任清单，区分轻重缓急，倒排
工期，把一个阶段、一段时间或者每
年、每季、每月、每周、每天需要做的工
作拉单列条，形成统筹图、路线图，严
防工作跑偏、漏项、落空。

在狠抓具体落实中深化。邓小平
同志强调，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

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只
要锁定目标，脚踏实地、真抓实干，进一
寸有一寸的欢喜，干一项有一项的成
就，就能积跬步而至千里。按照分解的
具体任务清单，坚持问题导向，坚定工
作方向，善于发现问题，勇于正视问题，
全力解决问题，以“问题的减法”成就
“发展的加法”；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
结合，扭住关键性工作，集中优势力量，
用主要精力解决重难点问题，抓重点带
一般，抓难点促全局，推进工作任务有
效落实；坚持群众路线，充分信任和依
靠官兵，强化官兵使命感责任感荣誉
感，激发官兵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集
合官兵智慧力量攻坚克难；坚持具体
抓、抓具体，落小落细，不厌其烦，不畏
其难，通过组织好每一次训练、开展好
每一次教育、落实好每一项管理、解决
好每一个问题，聚沙成塔，善作善成。

在具体化中求深化
■高丽军

●凡事一深入就具体、一具体
就深入，越深入越具体、越具体越
深入。在具体化上下功夫，才能保
证工作深入落到实处

方 法 谈

言简意赅

部队建设中，处于“接合部”的
工作并不鲜见。伴随军队调整改革
进程，某些单位或某些部门被赋予
一些新职能新任务，而此前承担相
关任务的单位或部门还没有完全交
接，这就可能在工作中产生“接合
部”。前任与“新官”在工作交接时，
也可能会出现“接合部”的情况；一
些部队主官之间的工作职能存有交
叉，同样会出现“接合部”工作。干
好工作，需要充分重视这些“接合
部”工作，合力用心来抓好。

用心抓好“接合部”工作，首先
应该强化责任意识。一般来说，对
自己主管主抓的工作，许多人能够
充满责任心。对于“接合部”工作，
同样要有责任意识，多盯一段、多问

两句，主动去管，不能让它成为“盲
区”。其次，健全相关机制流程，对
“接合部”工作要明确牵头落实单位
和第一责任人，细化落实解决的时
间表、路线图，这样才不至于出现
“安全预警”“事故爆发”的情况。

对待“接合部”工作的态度，也能
看出当事人的思想境界。一方面，“新
官理旧账”是党员领导干部党性和胸
襟的反映，是担当尽责的体现，值得肯
定；另一方面，对自己此前经手的工
作，离任者能向“接棒者”传授经验、提
醒注意事项，防止有关工作出现停滞、
倒退现象，也值得点赞。交接棒双方
共同努力，让“接合部”的工作顺利进
行，为共同的事业尽职尽责，就一定能
把部队建设搞好。

用心抓好“接合部”工作
■武警警官学院 肖 亮 洪伟明

干事成事离不开有力的平台。只
有平台好了，干事创业才能如鱼得水，
有更大的作为。明白这个道理，就要
珍惜平台的声誉，通过自己负责任的
努力，维护集体的形象，干好共同的事
业。做到这一点，尤须加强“补台”意
识，形成团结干事的氛围。
“补台”是顾大局、讲团结的表现，

其目的是及时补缺，促进落实，保证工
作完成质量。所以，只要对工作有利，
就要积极主动“补台”，把该挑的担子
挑起来。“补台”不是为了争你高我低，
也不是邀功买好，所以当有不计名利
的境界，为了工作顺利开展、任务圆满
完成，积极查漏补缺，相互弥补失误。
有句话说得好：“相互补台，好戏连台；

相互拆台，一起垮台。”试想，别人工作
出现失误或遇到困难时，如果不是及
时“补台”，而是袖手旁观甚至“拆台”，
最终工作出问题，单位建设受损，自己
也难保不会受到影响。所以，多“补
台”而不“拆台”，平时相互支持，关键
时刻相互帮助，不仅有利于增进团结，
更能在相互提醒和帮助中共同提高，
推动单位建设“好戏连台”。

当然，部队工作有分工，讲究各司
其职、各负其责，“补台”并非“替台”，
不能越俎代庖。同时，“补台”也不是
相互掩盖缺点问题，不能无原则迁
就。“补台”是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拧成一股绳，一起把干事平台维护
好、发展好。

多“补台”才有更好平台
■空军军医大学 乔 明

雨后，一只蜗牛正沿着墙体向上爬

行。虽然速度缓慢，但它不停歇地执着

前进，最终爬到了墙的顶端。

“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

在不舍”。树立远大的理想、设定宏伟的

目标固然重要，但要实现理想、完成目标，

必须有执着前行的毅力。“想到”和“得到”

的中间，还有两个字：做到。如果志向

高远却不踏实努力，无论理想抱负多么

远大，也都是空中楼阁。

不惧坎坷艰险，执着前行不停步，

终有实现目标的那一刻。

爬行的蜗牛——

执着做事事竟成
■禄 政/摄影 张 振/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