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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养视点

勇于担当、敢于斗争，是中国共产党
人的鲜明政治品格，也是我们党不断从胜
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习主席在2022
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
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强调指出，只有
全党继续发扬担当和斗争精神，才能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新时代
新征程，机遇与挑战并存，复杂的形势与
艰巨的任务对党员干部发扬担当和斗争
精神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围绕“发扬担
当和斗争精神”主题，“修养视点”专栏今
天推出一组文章，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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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勇于担当敢于斗争的共产党员
—在新征程上继续发扬担当和斗争精神

习 主 席 在 2022 年 春 季 学 期 中 央 党

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

班式上指出：“担当和斗争是一种精神，

最需要的是无私的品格和无畏的勇气。

无私者无畏，无畏者才能担当、能斗争。”

习主席的谆谆教导、殷殷嘱托，饱含着对

广大党员干部的厚望期许，我们应该认

真学习、全面领会、自觉践行。

人无精神则不立，良好的精神状态

能引领人奋发向上，激励人勇毅前行。

邓小平曾讲，“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

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

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

干不出新的事业”。在波澜壮阔的百年

征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以无私的品格和无畏的

勇气勇于担当、敢于斗争，闯关夺隘、披

荆斩棘，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担当和斗争精神过去是我们党赢得胜利

的重要法宝，未来也必将是我们党赢得

新的伟大胜利的有力武器。

担当和斗争作为一种精神品格，是

党员干部的立身之本、为政之基、成事之

要。焦裕禄、杨善洲、李保国……这些优

秀党员干部虽然身处不同历史时期、不

同工作岗位，但是他们都有着相同的精

神品格，那就是无私和无畏。正因为无

私无畏，才能勇于担当、敢于斗争，为党

和人民立下不朽功勋。然而不可否认，

也有一些党员干部遇事不愿担当、不敢

斗争，有的乐于当“老好人”、习惯做“墙

头草”；有的遇到困难绕道走、碰到挑战

就缩头；有的“只想争功不想揽过，只想

出彩不想出力”。这些说到底都是私心

作怪，遇事总把自身利益摆在前面，而不

愿为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去担当、去斗

争，这样的人是经不起风浪考验的，也不

是一名合格共产党员应有的样子。

无私则刚，奉公则勇。无私才能无

畏，才能谋根本、谋大利。党员干部如果

存私心、徇私情、谋私利、图私名，谋事干

事就会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担当和斗争

精神也就无从谈起。只有自己行得正、

坐得端，一尘不染、一身正气，始终坚持

党的原则第一、党的事业第一、人民利益

第一，才能旗帜鲜明敢担当，冲锋在前敢

斗争。为此，就必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地位观和利益观，以一往无前、舍我其谁

的气概面对困难矛盾，为党的事业奋斗、

为人民利益担当。

担当和斗争精神不是与生俱来的，

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在理论学习和

实践锻炼中逐步提高。理论上清醒，政

治上才能坚定。广大党员干部要不断加

强自身理论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

场观点方法，夯实敢于担当和斗争的思

想根基。刀在石上磨，人在事上练。要

在复杂严峻的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壮

筋骨，在摸爬滚打中练胆魄、磨意志、长

才干，多到任务重、矛盾多、困难大的地

方 ，多 经 历“ 风 吹 浪 打 ”，多 接“ 烫 手 山

芋”，多当几回“热锅上的蚂蚁”。要破除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保守心态，破除明

哲保身、患得患失的利己心态，破除拈轻

怕重、缩手缩脚的畏难心态，遇事不躲、

遇难不惧、遇责不推，在应对复杂局面、

解决棘手问题中经受摔打磨练，不断提

高担当和斗争的能力水平。

担当和斗争是一种精神
■李照达

在 2022 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

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

习主席深刻指出：“担当和斗争是一种责

任，敢于负责才叫真担当、真斗争。”党员

干部作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中坚力

量，能不能干事担事，有没有斗争精神，

不仅关系个人的成长、进步和发展，更攸

关党和国家事业的兴衰和成败。只有把

担当和斗争作为一种责任，做到知责于

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才能不辜负党

和人民的期望与重托。

在该负责时敢于负责，才是共产党

员应有的真担当、真斗争。如果党员干

部在该负责的事上不能负起责任，该决

断时优柔寡断、该拍板时推诿扯皮、该攻

坚时畏葸不前，不愿担当、不敢斗争，不

仅成不了事，而且注定做不好事，甚至会

贻误大事。特别是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既面临

着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一系列可

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考验，改革发

展稳定任务繁重，许多事情需要担当和

斗争。党员干部只有尽心尽力负起责

任，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勇于担当、

敢于斗争，始终以坚定者、奋进者、搏击

者的姿态，不断攻坚克难、闯关夺隘，才

能有效抓住历史机遇、抵御风险挑战、解

决矛盾阻力，不断把强国强军事业推向

前进。

把担当和斗争作为一种责任，就要

勇于在机遇面前主动出击，不犹豫、不观

望。“来而不可失者，时也；蹈而不可失

者，机也。”我们党一步步走来，很重要的

一条就是善于抓住和用好各种战略机

遇。机遇稍纵即逝，发展时不我待。党

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尤须保持清醒头

脑和战略定力，提升见微知著、洞悉局势

的能力，透过现象看本质，增强工作的科

学性、预见性、主动性。同时，要以坐不

住的责任感、慢不得的危机感、等不起的

紧迫感，紧紧抓住机遇、努力创造条件，

确保在发展中争主动、抢先机。

把担当和斗争作为一种责任，就要

敢于在困难面前迎难而上，不推诿、不逃

避。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广大党

员干部置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

史征程中，须始终保持志不求易、事不避

难的精神状态，以“舍我其谁”的担当、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魄力、“明知山

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在本职岗位

上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在困难面前不退

缩、不胆怯，切实克服软骨病、恐惧症和

庸懒散的不良作风，努力做勇于担当、敢

于斗争的战士，绝不做爱惜羽毛、明哲保

身的“绅士”。

把担当和斗争作为一种责任，就要

善于在风险面前积极应对，不畏缩、不躲

闪。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防范

化解风险，是我们党从历史和实践中得

出的重要经验。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的新征程上，风险挑战是客观存在

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应当始终

保持居安思危的意识、如履薄冰的谨慎、

见叶知秋的敏锐，常观大势、常思大局，

对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提前考虑、预

先谋划，做到既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有

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真正为实

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担当和斗争是一种责任
■金泽星

“担当和斗争是一种格局，坚持局部

服从全局、自觉为大局担当更为可贵。”

习主席在 2022 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

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

上的这一重要论述，进一步指明了担当

和斗争的深刻内涵，要求广大党员干部

特别是年轻干部必须注重涵养大格局、

修炼大境界，自觉在谋全局顾大局中坚

持斗争、担当作为，努力做出无愧于党、

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勇于担当、敢于斗争是共产党人应

有的一种格局。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

军挺进大别山，邓小平说：“只要歼灭南

线敌人主力，中野就是打光了，全国各路

解放军还可以取得全国胜利，这个代价

是值得的。”创建东北根据地时，山东军

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要求山东干部：

“我们山东不惜一切代价，中央要什么，

我们给什么。”回顾历史，一代代共产党

人始终坚持局部服从全局、自觉为大局

担当，无论面对多么复杂的矛盾、多么严

峻的危机，都敢于挺身而出、迎难而上，

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新时

代新征程上，广大党员干部只有胸怀天

下、志存高远，自觉把工作融入党和国家

事业大局，勇于担当作为，坚持不懈斗

争，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

伟目标贡献更大力量。

担当和斗争是一种格局，彰显出“计

利当计天下利”的胸襟、“不畏浮云遮望

眼”的视野。共产党人的担当和斗争，不

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国家、民族和人

民；不会被眼前利益迷惑，而是放长眼

光，谋全局、谋长远。“先立乎其大者，则

其小者不能夺也。”有什么样的格局，就

有什么样的担当，就能进行什么样的斗

争。有了这种格局，才能面对大是大非

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

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

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奋进新

征程，党员干部须心怀“国之大者”，站在

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想问题、办事情，站在

党、国家和军队大局上担当和斗争。然

而 现 实 中 ，个 别 党 员 干 部 缺 少 这 种 格

局。有的只顾自己本单位的利益，不考

虑全局利益；有的只想着做好分管的事，

不想着如何与整体对接；还有的以自我

为中心，只讲个人利益、不讲集体利益。

凡此种种，都是格局不够的表现。如果

格局不够，不愿主动担当、不敢坚决斗

争，不仅难以为一域争光，还会给全局添

堵。只有心怀大格局，坚持局部服从全

局、自觉为大局担当，才能凝聚力量，携

手攻坚，在新征程中取得新成就。

格局决定结局。党员干部在干工作

时，须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一切工作

都要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为前

提，不能为了局部利益损害全局利益、为

了暂时利益损害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

格局不是天生的。党员干部应加强理论

学习和实践历练，不断拓宽视野、提升思

维、开阔胸襟，涵养敢于担当、善于斗争

的大格局，学习观照全局、登高望远的大

智慧，自觉地跳出一时一事、一地一己的

局限。如此，才能更好地在大局之下、全

局之中担大任、成大事，不断攀登人生与

事业的高峰。

担当和斗争是一种格局
■汤建华

《道德经》中讲：“慎终如始，则无败

事。”这句话告诫我们，做任何事，从头

到尾都应谨慎小心，尤其在接近尾声的

时候，更须慎之又慎，如此才不易导致

失败。

大到国家，小到个人，如果没有慎终

之心、敬终之志，就会滋生懈怠情绪，或

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睡大觉，或出现颠

覆性错误，结果半途而废，一事无成。“虑

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终如始，终始如

一，夫是之谓大吉。”只有始终保持慎终

如始的清醒，不麻痹、不懈怠、不松劲，才

能最终取得事业的成功。

“居安而念危，则终不危；操治而虑

乱，则终不乱。”在干事创业过程中，越是

取得成绩、接近成功的时候，越要保持居

安思危、如履薄冰的谨慎。当前，国际形

势发生的深刻变化给我国带来的风险挑

战越来越复杂，甚至可能是难以想象的

惊涛骇浪，我们只有始终谨慎前行，保持

“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才能理性看

待当前形势、沉着应对各种考验，任何时

候都不迷向偏航。

“编筐编篓，重在收口”。一旦做不

到慎终如始，就可能功亏一篑 、前功尽

弃。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英军曾对飞行

员失事的原因和地点进行过统计。结果

显示，最容易造成人机损失的时段既不

是空战当中，也不是遇到恶劣气象时，而

是在飞行员完成任务返航着陆的时刻。

因为这时飞行员精神上容易懈怠，危险

往往就会如影随形。这启示我们，即便

成功就在眼前，也不能麻痹大意，有丝毫

的懈怠之心，否则看似十拿九稳的事也

会变成泡影。

做 到 慎 终 如 始 并 不 容 易 ，首 先 需

要目标坚定。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党员

干部只有树立坚定目标，才能一以贯之

地严格要求自己，才能激情不灭 、斗志

不消 、干劲不减，从而真正做到慎终如

始，稳步走向成功。还应多一些毅力和

耐心。一项事业的成功不可能一蹴而

就，往往要经历一个日积月累的沉淀过

程，如果没有坚忍不拔的毅力 、聚力深

耕的耐心，心浮气躁、急于求成，也不可

能做到慎终如始。更要注重涵养“一叶

易色而知天下秋”的敏锐意识和洞察能

力，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给自己以清晰

定位。如此才能不因盲目乐观而掉以

轻心 、不因误判形势而措手不及，始终

从容应对困难挑战，保持稳步前行，交

出经得起检验的合格答卷。

慎终如始，则无败事
■焦利英 李裕琳

书边随笔

●只有始终保持慎终如始的清
醒，不麻痹、不懈怠、不松劲，才能最
终取得事业的成功

生活寄语

●坚持作为搞好学习、干好
工作、成就事业的必备条件，应该
成为每个人实现人生价值的内在
品质。只有坚持，我们才能做得
更好；只要坚持，我们必然会做得
更好

对于“坚持”这个词，我们可谓耳

熟能详。但是，要把坚持变成自觉行

动，需要我们认真琢磨体悟“坚持”二

字的分量，认识坚持的力量。

不 妨 从 近 年 来 备 受 瞩 目 的 塞 罕

坝说起。塞罕坝人感天动地的故事

与 成 就 ，正 在 激 励 全 国 人 民 为 保 护

生 态 环 境 、建 设 美 丽 中 国 而 努 力 奋

斗。回顾塞罕坝“沙漠变绿洲，荒原

变林海”的不平凡历程，思考塞罕坝

精 神 的 多 重 内 涵 ，不 难 发 现 其 中 蕴

含着坚持的伟力。三代人，60 年，塞

罕 坝 林 场 的 建 设 者 们 听 从 党 的 召

唤，一年接着一年干，一代人接着一

代 人 干 ，矢 志 不 渝 ，接 续 奋 斗 ，终 使

塞罕坝走出“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

树 ”的 荒 凉 ，变 成 如 今 河 的 源 头 、云

的 故 乡 、花 的 世 界 、林 的 海 洋 、鸟 的

天堂。可以说，塞罕坝的伟业，就是

在坚韧不拔、坚如磐石、坚贞不渝的

不 懈 坚 持 中 创 造 的 。 坚 持 就 是 胜

利，坚持才能胜利。

塞罕坝人的这种坚持精神，可以

让我们想到很多。艰苦卓绝的二万

五千里长征，我们靠的是坚持；艰难

困 苦 的 十 四 年 抗 战 ，我 们 靠 的 是 坚

持……革命和建设取得的许多胜利

和成就，都是历经千难万险、在顽强

坚 持 中 取 得 的 。 无 论 是 一 个 国 家 、

一 个 民 族 ，还 是 一 个 集 体 、一 个 人 ，

都需要坚持的品格，坚持的信念，坚

持的韧劲。

水滴石穿，绳锯木断，力在坚持；

积跬步以至千里，积细流以成江海，

功在坚持。坚持的精神，是做事的支

撑，是成功的基础。因为有了历经磨

难的坚持，才有了司马迁的《史记》、

曹雪芹的《红楼梦》这些为中华民族

思想文化增辉添彩的经典问世；因为

有了为事业奋斗终生的坚持，才有了

邓稼先、袁隆平、屠呦呦等一大批杰

出科学家成就了为民造福、为国争光

的壮举；因为有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坚持，雷锋才得以从平凡走向伟

大。坚持作为搞好学习、干好工作、

成就事业的必备条件，应该成为每个

人实现人生价值的内在品质。只有

坚持，我们才能做得更好；只要坚持，

我们必然会做得更好。那么，我们该

如何培养坚持的品质，在坚持中收获

成功的果实呢？

首 先 要 有 坚 韧 不 拔 的 毅 力 。 想

要做好一件事情，成就一番事业，不

会是一帆风顺、一马平川的，总会有

困难相伴，常会与挫折同行。坚持，

就是同困难挫折作斗争的过程。这

是 一 个 痛 苦 的 过 程 ，得 有 那 么 一 股

“虽九死其犹未悔”的韧劲，困难再多

也不退缩。不惧失败，越战越勇；不

怕路远，只管向前。没有毅力，就谈

不上坚持。

其 次 要 有 抵 御 干 扰 的 定 力 。 在

朝既定目标奋力前行的过程中，经常

会遇到来自各方面的、形形色色的诱

惑干扰。这些诱惑干扰是影响恒心

的负能量，很容易让人分心走神、动

摇 彷 徨 ，甚 至 心 灰 意 冷 、半 途 而 废 。

所 以 ，面 对 诱 惑 需 要 有 强 大 定 力 加

持，增强抗干扰的能力。当干扰向你

袭来、诱惑向你招手时，该克制的要

克制，该忍住的要忍住，心中要有定

盘星、主心骨，坚持自己的选择，热爱

自己的事业，相信自己的奋斗，坚定

地 朝 着 自 己 的 既 定 目 标 不 懈 登 攀 。

许多卓有成就的人到晚年总会说一

句 话 ：我 这 一 辈 子 ，就 做 了 一 件 事 。

这 恐 怕 也 不 全 是 自 谦 ，说 明 他 们 把

“一件事”做到了极致。可以想到的

是，为了做好这“一件事”，他们肯定

战胜了许多诱惑、排除了许多干扰，

由此足见定力的重要。

最 后 还 要 有 强 大 持 续 的 动 力 。

如前所述，坚持的道路，好似一道漫

漫长堤，跋涉在这条长堤上，会遇到

一 道 道 坎 坷 ，常 需 要 经 受 困 难 的 磨

砺、寂寞的煎熬以及其它许多意想不

到的遭遇。没有足够强大的、源源不

断的动力，是不可能战而胜之的。动

力的强弱大小，决定着一个人在坚持

的路上能走多远。这动力就是理想、

志向和情怀。唯有志存高远，不甘平

庸，树立远大抱负，才能获得一往无

前、足以战胜一切困难挫折的激情和

动力。我们要经常回望初心，树牢理

想信念，坚定志向追求。通过不断自

我赋能，充分释放坚持的力量，书写

精彩非凡的人生。

认
识
坚
持
的
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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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

铭

方 法 谈

●掌握说理艺术，拨动官兵心
弦，做到以理服人

部队思想政治教育是做人的工作

的，对象是广大官兵。时代变了，对象

变了，教育必须跟着变。在官兵民主意

识不断增强的今天，如果思想政治教育

不注重方式方法，就不能产生良好效

果。这就要求教育者必须掌握说理艺

术，拨动官兵心弦，做到以理服人。

教育是一种有目的培养人的实践

活动，需要情理交融。《古田会议决议》

强调，上下级谈话时“须站在同志的地

位，用诚恳的态度和他说话”，充分体

现 了 思 想 教 育 所 必 须 遵 循 的 平 等 原

则。因此，教育者要放下架子，以一种

平等的心态、至诚的情意、互动的方式

去了解官兵的所思所想，进到官兵的

内心世界，站在官兵的角度去思考问

题、设计教育方式，在教育中讲好应讲

的道理。

教育不仅要放下架子，更要善于讲

真理。说真话、讲真理，是我们党实事

求是思想路线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

具体运用。然而同样是说真话、讲真

理，有的人说出来就能打动人，有的人

讲出来就入不了心。这说明，真理也要

艺术地讲。教育者善不善于讲真理，能

不能掌握说理的艺术，直接影响教育的

实际效果。

为 什 么 有 些 教 育 者 不 善 于 说 理

呢 ？ 首 先 是 用 心 不 够 。 有 的 教 育 者

没有对教育内容进行深入思考，没有

把自己置于教育之中，没有用自己的

真情实感与官兵进行对话，而是抱着

一 种 应 付 的 态 度 ，讲 大 话 、套 话 、空

话 ，不 讲 接 地 气 、能 让 人 入 脑 入 心 的

话 。 其 次 是 用 情 不 真 。 思 想 政 治 教

育的过程，是教育者通过深入细致的

工作影响和促使受教育者提高认识、

转 化 思 想 的 过 程 。 讲 真 理 也 要 用 真

情 ，离 开 了“ 真 ”字 ，教 育 必 然 会 失 去

认 同 的 基 础 ，其 说 服 力 、感 染 力 就 会

大 打 折 扣 ，就 难 以 打 动 官 兵 的 心 ，让

官 兵 产 生 共 鸣 。 最 后 是 说 理 不 透 。

说理透彻，使人茅塞顿开；说理不透，

让 人 云 山 雾 罩 。 有 的 教 育 者 对 官 兵

提 出 的 一 些 热 点 、焦 点 问 题 ，采 取 大

而化之的办法，用空洞的大道理敷衍

搪塞，结果造成一些官兵对思想政治

教育产生逆反心理。

所以，教育者必须以科学精神和务

实态度下足说理的功夫，寓理于情，寓

理于事，以小见大，深入浅出，谈出自己

对问题的准确看法，把道理讲到官兵心

坎上。如此，教育才能更具亲和力、感

染力和说服力。

（作者单位：甘肃省军区）

教育重在掌握说理艺术
■郭干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