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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许多情况下被视为优等。比

如，一次总分 100 分的考试，若得了 90

分，通常被认为考了个好成绩；一项工作

任务，如果完成了 90％，通常意味着该

任务即将圆满完成。

但是，让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数学算

式 ：90％ × 90％ × 90％ × 90％ × 90％≈
59％。这警醒我们：仅仅10％的不足，在经

历 5次的累积后，竟能让看似优等的结果

下跌至不及格的境地。在工作中，每一阶

段都只做 90%，最后总体成绩就会不及

格。在人生中，每一步都走90%，最后就会

落后别人一大截。这种做事态度，我们姑

且称之为“90％”作风。

“90％”作风，是“差不多”心理的反

映，做事虽然能够“过得去”，但不能保证

“过得硬”；工作虽然表面上都完成了，但

留 有 隐 患 ，问 题 也 许 会 出 在 没 做 好 的

“10%”上。

如果我们工作不做百分之百的努

力，没有精益求精的追求，再美好的愿望

也可能付之东流。作为军人，对待主责

主业容不得丝毫马虎，不能有任何疏忽，

尤其应摒弃“90%”作风，以追求万无一

失的标准和“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对

待岗位职责。要对党和人民百分百忠

诚，对手中装备百分百了解，将任务百分

百完成，方可成为能“托底”的栋梁之才。

摒弃“90%”作风
■刘林菁 袁绪润

古希腊神话中描述了一种人首鸟

身 的 女 妖 ，名 为 塞 壬 。 她 们 住 在 大 海

中 的 孤 岛 上 ，唱 着 蛊 惑 人 心 的 歌 ，迷

惑 路 过 的 船 员 ，使 船 只 失 控 撞 上 礁

石 ，船 毁 人 亡 。 其 实 ，船 员 们 之 所 以

会 走 向 毁 灭 ，并 不 是 因 为 塞 壬 女 妖 太

狡 猾 ，而 是 自 己 没 有 握 紧 欲 望 的 船

舵 ；不 是 因 为 歌 声 的 诱 惑 太 大 ，而 是

“自己打倒了自己”。

现实生活中，党员干部身处复杂的

社会环境，同样面临形形色色的利益诱

惑，恰如“塞壬女妖的歌声”。能否抵御

住诱惑，主要取决于自身的定力。

前不久，电视剧《人世间》热播，剧中

主要角色周秉义从一名知识青年一步步

走上领导岗位。在多个岗位任职期间，

面对各种诱惑，他始终保持强大定力，坚

守初心使命，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本色。

可惜的是，现实中很多落马官员年轻时

也曾铁骨铮铮，也曾艰苦奋斗、努力拼搏

过，但随着职位升迁、环境变化，面对欲

望诱惑时定力不够，最终腐化堕落，将自

己推向违法犯罪的深渊，毁掉了美好前

程。这些落马官员与其说是被欲望诱惑

的“糖衣炮弹”击中，不如说是被自身贪

婪之心摧垮，自己打倒了自己。

胜 人 者 有 力 ，自 胜 者 强 。 一 个 人

最 大 的 敌 人 ，往 往 不 是 别 人 而 是 自

己。放任自己，最终一事无成；管住自

己，才能掌控人生。东汉的杨震以“天

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之问

拒绝厚礼；北宋的周敦颐以“出淤泥而

不染”自勉，拒绝官场腐败；元代的许

衡以“梨虽无主，我心有主”律己，拒食

无 主 之 梨 。 由 古 及 今 ，作 为 新 时 代 的

党 员 干 部 ，没 有 什 么 外 力 能 够 轻 易 打

倒我们，能打倒我们的往往是自己，前

途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要想不被自己打倒，必须坚持刀刃

向内，同自身存在的问题作斗争，以勇于

自我革命的精神改造和锤炼自己，守住

守牢拒腐防变防线。要从小事小节守

起，常掸思想灰尘，多思贪欲之害，不让

“心中贼”控制自己。“身之主宰便是心”，

党 员 干 部 应 重 视 修 好 共 产 党 人 的“ 心

学”，保持对党和人民的赤诚心、对事业

的进取心、对利益的平常心、对法纪的敬

畏心，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要层

层设防、处处设防、时时设防，守住政治

关，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守住权力关，坚

持公私分明底线；守住交往关，不拿原则

换人情；守住生活关，培养健康生活情

趣；守住亲情关，严格家教家风。要把监

督视为对自己的最大关心和最好保护，

使主动接受监督成为自觉行动，使自己

习惯在监督下工作生活，保持经得起监

督的自信，做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

都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

（作者单位：联勤保障部队政治工

作部）

不要被自己打倒
■马学蒂

●系统地学习了某些专业领域
的理论知识后，更应多深入实际、多
了解实情、多研究问题，努力把所学
知识转化为开展实际工作、解决现
实问题的思路办法

“知识里手”大意是指止步于了解或

熟知某些知识的人，而“行家里手”的意

思则是精通某一领域、某类业务的人。

“一语不能践，万卷徒空虚。”一个人学到

的知识，如果只停留在书本上，只装在脑

袋里，不能转化成实际工作能力，那么学

得再多也无益，甚至有害。因此，就学知

识与强能力的关系而言，“知识里手”与

“行家里手”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学而

不用或只会照搬照套的外行，后者是学

用结合、知行合一的内行。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说：“世

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

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

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当年，王明

熟读马列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

某个观点，在哪本书、哪一页、哪一行，

他甚至能脱口而出。但就是这样的“知

识里手”，却严重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推

行“左”倾冒险主义，给党和红军造成了

巨大损失。历史告诫我们，轻视实践、

空谈理论，或脱离实际、照搬知识，甚至

自 以 为 是 、妄 自 尊 大 ，这 样 的“ 知 识 里

手 ”，“ 拿 了 律 己 ，则 害 了 自 己 ；拿 了 教

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

革命”。

“知识里手”并非真知。诚如德国

哲学家黑格尔所说，熟知非真知。延安

时期，有一位经济学教授把《资本论》读

得很熟。可当被问到陕甘宁边区实际

经济问题时，他却说，这个《资本论》里

没有讲，我不能解答。可见，有些知识

学过也只是知道罢了，但仅仅止于这种

“知道”，实际上与“不知道”并无两样。

事实证明，纸上得来终觉浅，实践才能

出真知。只有坚持用知识指导实践，用

实践验证知识，做到知行合一、以知促

行、以行求知，才能真正获得真知、成为

内行。

“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要想成为

“行家里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

摆脱“知识里手”的误区。反观现实，个

别学历比较高的年轻干部满足于做“知

识里手”，在工作中眼高手低，热衷于夸

夸其谈、坐而论道，不愿深入实际、走进

官兵，不愿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不愿做

小事、琐事、具体事，往往成不了事。实

践告诉我们，如果没有虚心求实、有的放

矢的科学态度，没有读无字书、行万里路

的坚定决心，没有担当作为、攻坚克难的

顽强意志，做不到知行合一，就很难有所

作为。

今天，身处信息时代，人们获取各种

知识的方式越来越便捷，但怎样把知识

更好地运用于实践，把“知道”变成“做

到”，同样至关重要，也并非易事。这就

要求我们，必须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实践

观，坚持在学思践悟中加强磨练，在知行

合一中增长本领，特别是对于经过高等

教育的年轻干部来说，系统地学习了某

些专业领域的理论知识后，更应多深入

实际、多了解实情、多研究问题，努力把

所学知识转化为开展实际工作、解决现

实问题的思路办法。只有这样，才能成

为精通本职的“行家里手”，在工作岗位

上取得突出成绩。

“知识里手”与“行家里手”
■安 瑶 尹义高

●青年一代为了理想能坚持、
不懈怠，为了信念敢冲锋、勇争先，
才能创造无愧于时代的人生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

执着而为信念。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

年团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习主席勉励

新时代广大共青团员做“五个模范”，排

在第一位的就是“做理想远大、信念坚定

的模范”。习主席的重要指示和要求，体

现了对青年成长成才规律的深刻把握，

饱含了对青年一代的殷切期望，必将激

励广大青年从内心深处厚植对党的信

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对马克

思主义的信仰，争当伟大理想的追梦人，

争做伟大事业的生力军，在新时代新征

程中踔厉奋发、勇毅前进。

青 年 的 理 想 信 念 关 乎 国 家 未 来 。

青 年 理 想 远 大 、信 念 坚 定 ，是 一 个 国

家 、一 个 民 族 无 坚 不 摧 的 前 进 动 力 。

翻 开 波 澜 壮 阔 的 历 史 画 卷 ，凡 是 有 作

为的青年无不是理想信念特别坚定的

人，无不是志存高远 、目标远大的人。

夏 明 翰 为 了 心 中 的 信 仰 信 念 英 勇 就

义 ，在 给 妻 子 留 下 的 诀 别 书 中 写 道 ：

“坚持革命继吾志，誓将真理传人寰”；

雷 锋 立 志 做 一 颗 永 不 生 锈 的 螺 丝 钉 ，

他在日记中写道：“革命需要我去烧木

炭，我就去做张思德；革命需要我去堵

枪眼，我就去做黄继光”；戍边英雄陈

祥榕写下“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深

情告白，英勇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用

热血铸就了永不后退的高原界碑……

在革命 、建设 、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无

数青年用理想与信念、奋斗与激情、牺

牲 与 奉 献 ，把 忠 诚 书 写 在 党 和 人 民 事

业 中 ，把 青 春 播 撒 在 民 族 复 兴 的 征 程

上 ，把 光 荣 镌 刻 在 历 史 行 进 的 史 册

里 。 事 实 充 分 证 明 ，青 年 一 代 为 了 理

想能坚持 、不懈怠，为了信念敢冲锋 、

勇争先，才能创造无愧于时代的人生。

志存高远方能登高望远，胸怀天下

才可大展宏图。远大的理想、坚定的信

念，从来都不是空洞的、抽象的，而应该是

具体的、实践的。我军是党绝对领导下的

人民军队，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意

志为意志、以党的使命为使命，始终是一

代代官兵心中最坚定的信念、最真挚的情

愫、最澎湃的力量。对广大青年官兵而

言，做理想远大、信念坚定的模范，有着鲜

明的实践要求和具体的检验标准，不仅要

有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

的魄力，也要有平常时候看得出来的韧

劲，真正把远大理想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把坚定信念落实到一言一行、体现在一点

一滴、贯穿于一生一世。

“人生万事须自为，跬步江山即寥

廓。”新时代的青年官兵，是强军兴军的

生力军和突击队，肩负着奋斗强军的时

代重任，但同时也面临各种社会思潮的

现实影响，不可避免会在理想和现实、

主义和问题、利己和利他、小我和大我、

民族和世界等方面遇到思想困惑。面

对形形色色的诱惑考验，青年官兵尤其

要常修常炼、常悟常进坚定理想信念这

个终身课题，切实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

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从中

获得察大势、观未来的指路明灯，获得

奋斗不止、精进不怠的动力源泉，获得

辨别是非、廓清迷雾的政治慧眼，获得

抵御侵蚀、防止蜕变的强大抗体，矢志

不渝地与时代同步伐、与强军事业共奋

进，使自己的人生奋斗有更高的思想起

点，干事创业有不竭的精神动力。

远大理想、坚定信念的形成，既不

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而

是 要 在 斗 争 实 践 中 不 断 砥 砺 、经 受 考

验，要一辈子学习、思考、磨砺，一辈子

改造、提高、升华。青年官兵想要成为

理想远大、信念坚定的模范，就应在理

论学习上立起新标高，坚持不懈深学深

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下大力领会精神要义、把握实质内

涵、感悟实践要求，确保“两个确立”在

思想上固牢扎深、在行动上落地砸实。

就应在能力提升上激扬新状态，始终以

临战的要求、实战的标准抓训练，一刻

不停提升打赢能力，努力练就精通本专

业本领域的实际本领，锻造百折不挠、

无坚不摧的战斗意志，培塑大胆探索、

敢闯新路的创新意识。就应在担当作

为上展现新风貌，自觉坚守岗位、尽责

战位，主动到艰苦环境中吃苦磨炼、茁

壮心力，到军事斗争一线增长才干、施

展才华，做到忍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辛

苦，挑得起常人难以挑起的重担。就应

在律己正身上落实新要求，时常用真善

美来雕琢自己，涵养闻过则喜的胸襟，

养成有过则改的习惯，勤掸“思想尘”、

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切实以

内无妄思保证外无妄动。

坚 定 理 想 信 念 ，必 先 知 之 而 后 信

之，信之而后行之。能不能勇于担苦、

担难、担重、担险，检验着青年官兵理想

信念的纯度、硬度与成色。当前，我军

正朝着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越是使命光荣、任务艰巨，越需要广大

青年官兵知重负重、攻坚克难。我们应

把远大的理想、坚定的信念转化为对本

职工作的不懈进取、对高尚情操的笃定

坚持、对艰巨任务的勇于担当，紧紧抓

住制约转型发展的主要矛盾、影响练兵

备战的重点问题，一个矛盾一个矛盾破

解，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攻克，在爱党尽

忠、爱国奉献、爱军精武、爱岗敬业中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在实处，用青

春的能动力和创造力激荡强军兴军澎

湃浪潮，用奋斗姿态和进取状态彰显理

想信念的强大力量。

（作者单位：91208部队）

做理想远大信念坚定的模范
——培养发扬青年追求进步的宝贵特质①

■樊伟伟

骤雨将歇，疾风不止，一簇沾着雨

水的小草经历着风吹雨打，但始终没

有被吹倒，不屈的身姿令人动容。

小草能否抵抗住疾风，关键要看

土壤下的根须是否扎得牢固。根须扎

不牢，疾风一来，就很容易被吹倒、吹

跑；只有那些根须扎得深、固得牢的小

草，才能经受住疾风的考验。

现实中，我们也常会面对各种各

样的“疾风”。紧要关头能否经受住考

验，主要取决于平时的扎根。信念坚

定、本领过硬、意志坚强，“根须”就扎

得牢，就能“任尔东西南北风”，在考验

面前自信从容、底气十足。疾风知劲

草，烈火见真金。在“疾风”“烈火”面

前，我们要做“劲草”而不做随风倒的

“墙头草”，做“真金”而不做怕见风雨

的“泥菩萨”。

风中小草——

疾风知劲草
■孙梓涵/摄影 苏浩翔/撰文

知行论坛

谈 心 录

编者按

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
指出，追求进步，是青年最宝贵的特质，也是党和人民最殷切的希望。广大青
年如何追求进步？习主席提出新时代的共青团员要做“五个模范”，认真接受
政治训练、加强政治锻造、追求政治进步，为共青团员和广大青年培养发扬追
求进步的宝贵特质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努力方向。“军人修养”专版从今
天起，以“培养发扬青年追求进步的宝贵特质”为主题推出一组文章，深入学
习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与读者交流学习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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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最大的敌人，往往不
是别人而是自己

言简意赅

●任何方面陡然地做事都是
不牢靠的，做事必须循序渐进，打
好基础、注重沉潜、善于总结

前不久，习主席在海南考察调研

时，对压力测试的做法表示肯定：“任何

方面陡然地做事都是不牢靠的。就像

想当个举重健将，开始 50 公斤，想提到

100 公斤，一把就上去那是不可能的。

压力测试也是自己能力提高的一个过

程 。 要 循 序 渐 进 ，尽 早 去 调 研 、去 准

备。”习主席这段话形象地揭示了事物

从量变到质变的客观规律，无论对于我

们求知治学还是干事创业，都具有重要

指导意义。

南宋朱熹读书治学，一条重要经验

就是“循序而渐进”。谈到中国女排成功

的秘诀，郎平的回答是，通过一天天慢慢

地进步，直到登上奥运领奖台。无论是

成就学业还是事业，量变的积累都至关

重要。只有遵循事物的内在规律，下滴

水穿石的功夫，才能由小到大、积少成

多，由量的渐进实现质的飞跃，品尝到成

功的甘甜。无数事实证明，任何方面陡

然地做事都是不牢靠的，做事必须循序

渐进，打好基础、注重沉潜、善于总结。

打好基础，就要稳扎稳打，厚植功

力。看过这样一个寓言：有位富人看见

别人建了一幢三层楼房，又高又大，富

丽堂皇，便要工匠为他仿造。当工匠动

手建第一层时，他却说：“我今不用下二

重屋，必可为我作最上者。”周围的人听

了，都觉得这个富人愚蠢可笑。这个富

人之所以可笑，是因为他不懂得尊重客

观规律，盲目做事，急功近利。古人曰：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

累土”；民间也有俗语，“万丈高楼平地

起”“磨刀不误砍柴工”，说的都是干事

创业必先打好基础。如果抱有投机心

理、浮躁情绪，不会走就想跑，不流汗就

想有收获，最后只能是欲速则不达，与

成功失之交臂。

注重沉潜，就要沉心静气，蓄势待

发。著名学者汤用彤说：“沉，就是要有

厚重的积淀，真正沉到最底层；潜，就是

要深藏不露，安心在不为人知的底层中

发展。”做学问要重沉潜，不然就学不到

真知；干事业要重沉潜，不然就创造不

出真业绩。“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

不鸣，鸣将惊人。”世界上很多事情都需

要厚积薄发、久久为功。“太行赤子”李

保国每年用 200 多天扎在山区，努力寻

找适合太行山的经济作物，致力于让群

众实现脱贫致富。国家最高科学技术

奖获得者屠呦呦，几十年如一日地研制

防治疟疾的药方，从 2000 多个药方中

整理出 640 个，再从中进行 100 多个样

本的筛选，最终才获得青蒿素样品。沉

潜的过程，既是积累的过程，也是升华

的过程。积累的是经验，升华的是境

界。只有耐得住寂寞、挡得住诱惑、沉

得下心来，才能一步一个脚印地扎实发

展，成就自己的梦想。

善于总结，就要开动脑筋、探索规

律。总结是一种智慧、一门学问，也是

成功之道。战争年代，我军正是通过对

每次战斗的认真总结，使部队打一仗进

一步。我军不仅总结自己的经验，还善

于总结敌人的特点；不仅总结成功的经

验，还善于总结失败的教训。因而，我

军总能知己知彼、固强补弱，不断夺取

胜利。一支军队是这样，一个人也是如

此。事做对了，要善于总结，“不能占糊

涂便宜”；事做错了，要找出内在的原

因，认真吸取教训，使之成为成功的先

导，“不能吃糊涂亏”。无论是从成功中

学习和总结，还是从失败中学习和借

鉴，都是为了帮助我们加深对事物规律

性的认识和把握，增强预见性、克服盲

目性，增强自觉性、克服随意性，把事情

做得更牢靠，把工作做得更有成效。

道不可坐论，德不可空谈。我们懂

得了“任何方面陡然地做事都是不牢

靠”的道理后，就要做到知行合一，真正

付诸行动，将其转化为做好工作的思路

和办法。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把

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既有“功成

不必在我”的胸怀，又有“功成必定有

我”的担当，注重调查研究，坚持求真务

实，力求把真实情况掌握得更多一些，

把工作思路和举措筹划得更实一些，做

到戒骄戒躁、稳扎稳打，滴水穿石、久久

为功，就一定能一步步攀上人生的高

峰，赢得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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