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１日 星期二

看新闻说修养

军 人修养 E-mail:jfjbshyxy@163.com 责任编辑/张萱 苗盼桃

●转“危”为“机”，事在人为。
每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既是对
危机处理能力的考验，也是对机遇
把握能力的检验

“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

开新局。”习主席多次就如何看待危

机、化危为机作出重要论述，为我们做

好各项工作提供了重要方法论，指明

了前进方向。

安危相易，福祸相生。“危”中有

“机”，“危”可转“机”，体现了辩证法、矛

盾论的深刻哲理。《道德经》中讲：“祸

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祸”与

“福”、“危”与“机”是对立统一的，两者

同生并存、相伴相随，在一定条件下可

以相互转化。要辩证看待“危”与“机”

的关系，不能只见“阴霾”不见“阳光”。

“危”中有“机”，“机”中有“危”；克服了

“危”即是“机”，错过了“机”就可能面临

“危”。对待危机，既要认识到危险因

素，更要看到机遇成分。只要准确识

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做到变中求

新、变中求进、变中突破，困难再大也可

以战胜，危险再大也可以转化为机遇。

转“危”为“机”，事在人为。唯物辩

证法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是内因和外

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是事物变化发

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

件，内因起决定性作用。“智者虑事，虽

处利地，必思所以害；虽处害地，必思所

以利”。面对风险和挑战，起决定作用

的还是人的因素。“但凡那些杀不死、打

不垮、消不灭的，必将把你变得更强

大”。只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正视危机，迎难而上，就能转“危”为

“机”；畏首畏尾，犹豫逃避，只会坐失良

机。所以，面对危机，我们应当主动思

考、科学分析、积极求变，不懈怠、不麻

痹，善于从眼前的危机、当下的困难中

捕捉和创造机遇，变压力为动力、化危

机为新机。

越是面临困难，越要坚定信心。

黄金有价，信心无价。英国作家王尔

德说：“困难只因更美好的明天而焕发

生机。”化“危”为“机”，重要的是

坚定信心，保持定力。社会本身就是

一个矛盾体，不可能总是在一帆风顺

中向前发展，往往是在曲折中向前推

进。恩格斯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

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信心在希望就在，勇毅前行则未来可

期。危机总是短暂的、相对的，发展

才是长久的、永恒的。危机挑战面

前，不能灰心丧气、焦虑不安、悲观

失望。“失之东隅”可能会“收之桑

榆”。只要坚定信心，危机终会有转

机，甚至会变为发展的契机。要始终

秉持“千磨万击还坚劲”的韧性、“不破

楼兰终不还”的拼劲、“任尔东西南北

风”的定力，于困境中求突破，于阴霾中

寻找曙光，终会守得云开见月明。

无事深忧，有事不惧。“来而不可失

者，时也；蹈而不可失者，机也”。机会

总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在危机中

求机遇，应防患于未然。“却是平流无石

处，时时闻说有沉沦”。党员干部必须

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谨慎和见叶知秋

的敏锐。只有把各种困难估计得更充

分一些，把风险挑战认识得更到位一

些，把准备工作做得更扎实一些，才能

在危机来临时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

仗，直面挑战，化险为夷，在化解危机中

开创新局。

事业是干出来的，机遇是拼出来

的。每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既是对

危机处理能力的考验，也是对机遇把握

能力的检验。自强者强，无为者危。“明

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履险如

夷、化危为机不可能自动实现，更不可能

拜对手所赐，靠的是主动应变、奋力攻

坚，靠的是主动作为、真抓实干。奋楫扬

帆，才能引领潮流之先；“干”字当头，才

能打开机遇之门。刀在石上磨，人在事

上练。应对挑战、把握机遇的能力是练

出来的，更是拼来的。对于党员干部来

说，增强应对挑战、把握机遇的能力，既

要努力学习、增加知识、厚实底蕴、开阔

视野，更要在实践中发扬斗争精神，奔着

矛盾问题去、迎着风险挑战上，在斗争中

增长才干，在历练中积累经验，撸起袖子

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进。唯有如此，在

危机来临时，才会于无路处开新路，具备

化危为机的底气和能力。

（作者单位：中央军委政法委）

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
■李照达

●在这次抗击洪涝灾害中，广
大官兵冲锋在前，是使命任务所
系，也是对忠诚担当、英雄本色的
最好诠释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近期，长江、淮

河等流域，洞庭湖、鄱阳湖、太湖等湖泊

普遍出现超警戒水位，多地发生严重洪

涝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习主席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

做好疫情防控和防汛救灾工作”“切实

把确保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

实处”“驻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积极参

与抢险救灾工作”“尽最大努力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灾情就是命令，抢险就是责任。

我军官兵闻令而动、迅即驰援，勇敢冲

锋、连续奋战。在湖北黄梅，面对考田

河河堤决口，空降兵某旅紧急赶赴决

口河段抢险；在江西九江，面对持

续强降雨和特高水位，来自解放军

和武警部队的多支部队投入抗洪抢

险；在安徽铜陵，陆军某旅闻“汛”而

动，第一时间驰援灾区……哪里最危

险就冲向哪里，哪里最需要就出现

在 哪 里 ， 哪 里 最 艰苦就战斗在哪

里，一身身泥泞的军衣、一双双磨破

的手掌、一个个“最美”睡姿……又

一次充分彰显了人民子弟兵的初心与

本色。

“国有难，操戈披甲；人有危，众士

争先”。我军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

军队，始终与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

运、心连心。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群众

安全重于泰山。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

候，只要一声令下，人民子弟兵冲锋在

前、无所畏惧，哪怕付出鲜血和生命，

也要坚决夺取战斗的最后胜利。没有

生而无畏，只有选择勇敢。洪水中一

幕幕感人的情景，让人想到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斗争中，人民军队听党指挥、

闻令而动、勇挑重担、不负重托、不辱

使命，在抗疫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出了突出贡献。实践证明，人民军

队始终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依赖

的英雄军队，从抗击疫情到抗洪抢险，

再到支援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参与脱

贫攻坚战，人民子弟兵以实际行动彰

显出对党和人民的绝对忠诚、对国家

和民族的责任担当，为党旗、军旗增光

添彩。

“ 军 人 不 生 产 谷 物 ，但 生 产 安

全”。最危险的时候“解放军来了”，几

乎成为人民群众遇险时的“心底呼

唤”。每当人民群众遭遇危难之时，人

民子弟兵就迸发出“关键时刻能冲得

上去、危急关头能豁得出来”的血性胆

气，以最果敢的姿态战斗在祖国和人

民最需要的地方，生动展现了人民军

队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政治本色和敢

打硬仗、善打硬仗的优良作风。在这

次抗击洪涝灾害中，广大官兵冲锋在

前，是使命任务所系，也是对忠诚担

当、英雄本色的最好诠释。

当前已进入防汛的关键时期，形

势十分严峻，防汛救灾任务艰巨繁

重。广大官兵应坚决贯彻落实习主席

重要指示精神，发扬我军能打硬仗的

光荣传统，发挥突击队作用，立足防大

汛做好充分准备，把确保人民群众生

命安全放在首位，齐心协力筑牢防灾

救灾的铜墙铁壁。降雨在持续，力量

在凝聚。无论面临多大危险，不管面

对多少困难，最危险时候军人都能挺

身而出，勇敢逆行，永远都是让祖国和

人民放心的子弟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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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检身，常若有过”。对待问
题要有正确态度，敢于直面问题、勇
于承认差距。如果讳疾忌医、有病不
治，本来可以医好的病症就会拖成
顽瘴痼疾。党员干部只有形成检视
问题的自觉，才能不断地自我完善，
不断地自我提高。

形成检视问题的自觉，须找准问题
差距、分析原因教训。检视问题是否深
入、原因剖析是否透彻、反思教训是否
入心，是检验党性的“试金石”和解决问
题的“铺路石”。党员干部应善于对照
党章党规、对照人民群众期待、对照先
进典型多找差距、发现问题；善于广泛
听取意见，从思想、政治、作风、能力、廉
政等方面检视自身问题，多反思总结，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确保在自我省
视、自我剖析中“更上一层楼”。特别是
要善于总结分析广大官兵反映强烈的
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一些党员干部不
担当不作为等问题的深层原因，多听听
一线官兵的意见建议，自觉抓好整改和
接受监督。

形成检视问题的自觉，当尽力缩
短差距、勇于解决问题。检视问题是
方法，整改问题才是关键。只有真刀
真枪补短板、强弱项、固根本，防源
头、治苗头，才能真正实现自我净
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
高。必须把好政治标准，加强政治历
练，自觉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
向人民群众学习，全面增强能力素
质；必须把好党性标准，发挥表率作
用，提升境界觉悟，确保始终以坚强
党性立起导向；必须把好工作标准，
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整改，一个阶段一
个阶段推进，确保思想认识有新提
高、使命担当有新加强、各项工作有
新推动、作风形象有新进步。

形成检视问题的自觉，要从严
从实检验问题整改成效。初心，需
要时时叩问；使命，需要铁肩担
当。让检视问题成为一种自觉，不
仅要正人先正己，律人先律己，还
要善于站在别人的角度检视自己，
时刻当好自己的“纪委书记”。作风
建设永远在路上。党员干部初心变
没变、使命记得牢不牢、检视问题
实不实、工作落没落到底，都要让
群众来说话、让事实来说话、让他
人来说话。这是一种“效果导向”，
这样才能扫清那些被忽略的“死
角”，解决好“沙滩流水不到头”的
问题，才能让自己前行的脚步更加
坚定，才能让检视问题成为一种自
觉、刀刃向内成为一种习惯。

形成检视
问题的自觉

■李朝德

●党员干部只有形成检视问
题的自觉，才能不断地自我完善，
不断地自我提高

2019年，梁晓声的长篇小说《人

世间》 以最高得票获得第十届茅盾

文学奖，领奖时有人问他，您已到

古稀之年，为何还笔耕不辍、创作劲

头丝毫不减？梁晓声回答，大仲马晚

年在读自己的作品时，经常情不自禁

地发出“写得真好啊”的感叹，而我

虽然写了 这 么 多 年 ， 写 了 这 么 多

次，却从来没有找到这种感觉。为

了 拥 有 这 种 感 觉 ， 更 好 地 回 报 读

者，我不敢懈怠。

梁晓声的回答令人心生敬意，也

引人思考。毋庸置疑，梁晓声可称得

上享誉文坛的知名作家，他虽然获奖

颇丰、成名已久，但仍对自己要求甚

高，矢志写出能让自己怦然心动的作

品。鲁迅说，“不满是向上的车轮”。

身在军营，无论在哪个岗位、干什么

工作，都应该努力追求卓越，不能浅

尝辄止、甘于平庸。在抓学习、强素

质、带队伍上，紧盯时代前沿，着眼

创新发展，追求尽善尽美，练就高超

本领，培育过硬作风，在勤业中更好

地敬业、在敬业中更好地精业。在谋

打仗、抓建设、搞服务过程中，坚持

高标准、严要求，以精雕细刻、精益

求精的作风，从严过细地做好每项工

作，确保出手即出彩、完成即完美，

在追求卓越、勇为人先中尽好职责。

“成就是谦虚者前进的阶梯，也是

骄傲者后退的滑梯”。梁晓声面对既有

的成就，没有自满自傲，而是追求更

高的目标，其谦虚低调、奋发向上的

学风值得学习。古人云：“功有所不

全，力有所不任，才有所不足。”每个

人都有需要改进和提高之处，只有保

持谦虚谨慎的作风、永不自满的追

求，才能扬长避短，取长补短，不断

进步。否则，就会在骄傲自满中固步

自封，懈怠停滞，难以成事。拿破仑

兵败滑铁卢、吴王夫差先胜后败等历

史教训无不说明这一道理。我们要战

胜骄傲这一大敌，应深知“闻道有先

后、术业有专攻”，虚心向其他同志学

习，向专业人士求教，不断为自己充

电加油；懂得“三人行，必有我师

焉”，牢记“满招损、谦受益”，不耻

下问，甘当小学生，努力汇聚各方面

智慧；常将谦虚记心中，时刻践行不

放松，在谦逊好学、戒骄戒躁中成长

进步。

“古之立大志者，不惟有超世之

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成功之花

总是青睐那些锲而不舍的追求者，胜

利的果实往往属于那些持之以恒埋头

苦干的人。曹雪芹写《红楼梦》，“披

阅十载，增删五次”；徐霞客写《徐霞

客游记》耗时34年，跋山涉水，多次

遭遇险情；马克思写《资本论》历经

40年，有时生活贫困潦倒，难以维持

生计。这些都说明，一个人不会随随

便便成功，必须具有坚持不懈、奋斗

到底的意志品质。青年官兵作为强军

梦的具体践行者，重任在肩、使命光

荣，更应不负韶华，趁青春年少努力

奋斗，在追梦路上立长志、使长劲。

不论路途有多远，不论遇到多大困

难，都应坚持到底，以“十年磨一

剑”的执着和“明知山有虎，偏向虎

山行”的气概，持续发力，不懈奋

斗，努力书写无愧于伟大时代、无愧

于使命任务的华章。

（作者单位：沈阳联勤保障中心）

不自满 使长劲
■刘振宁

●只有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
永不自满的追求，才能扬长避短，取
长补短，不断进步

方 法 谈

知行论坛

言简意赅

生活寄语

身处快节奏社会，每个人都面临
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对待压力的态
度不同，其结果也截然不同。面对来
自方方面面的压力，有的人背上了沉
重的思想包袱，压得自己心灰意冷，
丧失信心；有的人则把压力视为一种
鞭策、一种动力，以积极乐观的心态
拼搏、冲刺，最终拨云见日。

人无压力轻飘飘。事实证明，人
没有压力就会满足于现状，就容易放
纵自己；没有压力，就没有目标和方
向；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和鞭策。
其实，人活着就是在不断地接受压
力，使心智和意志在压力中受到洗
礼，顶着压力去拼搏、去奋斗。

海明威说过：“人可以被撕碎，但
不可以被打倒。因为只要心中有光，

任何外来的不利因素都颠扑不灭你
对人生的追求和对未来的向往。很
多时候，击败我们的不是别人，而是
心中丢失的信念与熄灭了的心中的
光芒。”他所说的“任何外来的不利因
素”，其实就是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
和困难。压力是客观存在的，并且会
伴随人的一生。因此，要想追求进步
并成就一番事业，就应学会利用并且
善待压力，把压力当作磨砺意志的
“磨刀石”，把自己磨练得更加结实、
更加强大、更加刚劲。特别是各级干
部，在新的形势任务面前更加需要转
变作风，自我加压，不断变压力为动
力，踏踏实实抓好每一项工作的落
实，使自己走一步上一个台阶，不断
有收获、有进步。

有压力才会有进步
■李 轩 门建新

换位思考是一种既常用又管用
的思维方式。对于部队领导干部而
言，换位思考可以帮助自己察兵
情、知兵意，找准一些问题产生的
原因，为更好地开展工作提供思
路、方法和决策依据。

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现实中，
尽管一些同志也时常将换位思考挂
在嘴边，但往往是思考的多、换位的
少。殊不知，离开了换位，所谓的“思
考”便很容易脱离实际，多半经不起
实践的检验。

当年，习仲勋同志下放洛阳耐火
材料厂时，经常去厂里的大澡堂泡
澡，那里常有下夜班的工人。他总是
边泡澡边与工人们聊厂里的事、家里

的事、国家的事。如此，可以体会到
工人的酸甜苦辣，获知工人的所思所
想、所需所盼。同样，在部队工作
中，领导干部也应当多在连队蹲一
蹲，多和战士在一起，通过换位体验
增强感同身受。如此，就能与基层官
兵越来越近，心渐渐与他们融到一
起，思考问题自然更加深入，更加贴
近实际。

换位思考重在换位。领导干部
应当增强“换位”意识，拿出“换位”行
动，主动到基层官兵中间察知基层实
情，通过换位提高工作谋划的科学
性、实效性，确保拿出来的规定和举
措，能使广大官兵满意，有力促进部
队建设。

换位思考重在换位
■张永华

影中哲丝
炎炎夏日，池塘里的荷花竞相

开放。

我们在赞赏荷花“出淤泥而不染，

濯清涟而不妖”的品质时，是否也对它

的厚积薄发有所感悟呢？据说一个池

塘里的荷花，每天都会以前一天2倍的

数量开放。如果到第30天时荷花开满

了池塘，那么在第29天时，池塘中的荷

花只开了一半。也就是说，在最后时

刻，荷花开放得最多。这就是人们常

说的“荷花定律”。

年轻人的成长成才何尝不是这

样？只有在打基础的时候默默积累

沉淀，才能在未来的某一时刻厚积

薄发，充分施展出才干，让自己美

丽绽放。

映日荷花——

成才需要厚积薄发
■孔繁鑫/摄影 张钰浩/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