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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中哲丝

言简意赅

●应当把有限的时间投向何
处、用在何事上，的确需要每个人
用心规划，科学管理，审慎把握

关 于 时 间 管 理 ，有 个“ 四 象 限 法

则”，讲的是人们每天面临四种事，即

“紧急又重要的、紧急但不重要的、重要

但不紧急的、不重要也不紧急的”，并提

出从“紧急又重要的”，到“重要但不紧

急的”，到“紧急但不重要的”，再到“不

重要也不紧急的”这一处理顺序。

现实工作生活中，“紧急之事”不论

重要与否，人们常因其紧急而不敢懈

怠；而对于那些“重要但不紧急之事”，

人们却常因其不够紧急或因其它琐事

干扰，要么引不起重视、提不上日程，要

么抓而不紧，急不起来，紧不起来。

“一寸光阴一寸金”，时间是宝贵而

有限的。应当把有限的时间投向何处、

用在何事上，的确需要每个人用心规

划，科学管理，审慎把握。有人说，“时

间就像一张网，你把它投在哪里，收获

就在哪里；精力就像土地，你的行动即

种子，种什么就会长什么。”随着时间的

流逝，我们会发现，那些抓住“重要但不

紧急之事”持续深耕的人，往往会成为

能在一个领域挑重担、单位建设离不开

的人。

马克思曾说：“时间实际上是人的

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

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从“把别人喝

咖啡的时间用在学习上”的鲁迅，到“把

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

之中去”的雷锋，再到“干惊天动地事，

做隐姓埋名人”的“两弹一星”科学家群

体，他们无一不是以自己认定的“重要

之事”为理想，并为之孜孜奋斗，不被其

紧不紧急所干扰，最终都成就了不凡人

生。他们的做法和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传承。

把“重要但不紧急之事”抓紧，先要

分清哪些是最重要的。作为新时代革

命军人，判断一件事情是不是重要，既

要看这件事是否影响自己今后的人生，

更要看这件事是否影响部队的发展。

要科学把握精力的分配，始终把适应科

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锤炼胜战

本领当成最重要的事，自觉远离“二八

现象”，腾出更多时间精力，去做影响和

决定未来胜算的大事要事。以掌握和

突破制胜未来战场的核心技术、关键环

节、战术战法及联合本领为己任，潜心

钻研，务求必成，确保在未来战场上拉

得出、顶得上、打得赢。

把“重要但不紧急之事”抓紧，就要

不被所谓“不紧急”迷惑干扰。一位作

家讲：“白云是重要的，飞机是紧急的。

知足是重要的，欲望是紧急的。宽心是

重要的，医院是紧急的。”许多人只有等

到身体患病着急赶往医院，才认清健康

的重要性，才意识到要加强锻炼；等到

面试招聘过不了关，才认清学习的重要

性，才想起要加强学习。可遗憾的是，

这些人中有的却挽不回健康，有的失去

了就业机会。迈步强军新征程，每名官

兵都应牢记肩负的使命，把那些重要的

事时刻放在心上，紧紧抓在手里，不因

其一时“不紧急”而放松懈怠，要只争朝

夕、紧抓快干，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

任感事业心，努力创造一流业绩。

把“重要但不紧急之事”抓紧，还要

有笃行不怠的恒心毅力。有志者立长

志，无志者常立志。心中有梦想的人，

早晨叫醒他的，常常不是闹钟，而是梦

想。身处价值观念多元、物质条件丰

富、生活方式多样的时代背景下，官兵

们在工作生活中或多或少会面临各种

诱惑。同样一部手机，有的人用它学到

了许多知识技能，有的人却深陷“垃圾

娱乐”不能自拔。我们在选定自己的奋

斗目标后，就要做到不为前进道路上的

“五色”而迷惑，不因人生经历中的“五

味”而消沉，既不随意把时间“碎片化”，

也要用好“碎片化”时间，拿出“一生干

好一件事”的专注纯粹，锚定目标，不急

于求成，不浮躁冒进，日拱一卒，持续用

力，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坚毅和“咬

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达到积跬步以

至千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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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大账是一种人生境界，体
现一种责任担当。心怀大格局才能
拨得动大算盘、算得清大账

守岛英雄王继才守卫孤岛 32 年，半

生以海岛为家、与清贫孤独相伴。在他

守岛的岁月里，同村人都陆续富了起来，

他家却经济拮据。对此他曾说：“经济账

怎么算？个人小账算不过来时，算算国

防账，心里就平衡了。”朴实的话语，折射

出崇高的思想境界。王继才站在国防安

全的高度算大账，用大格局算出了沉甸

甸的责任和担当。

用大格局算大账是共产党人应有的

思想境界和党性觉悟，也考验党员干部

的政治素养。事实证明，党员干部只有

胸怀国之大者，多打大算盘、算大账，少

打小算盘、算小账，立足全局想问题、做

事情，才能干出不凡成绩。相反，如果以

个人利益为中心，总盯着个人“想要”，不

考虑组织“需要”，终究难当大任，也不可

能有大作为。

算大账是一种人生境界，体现一种

责任担当。回顾我们党的历史，许多心

怀家国的有志之士都善于算大账。“两弹

元勋”邓稼先毅然放弃国外高薪岗位和

优越条件，扎根大漠数十载打造出“大国

重器”；黄旭华为了造出中国自己的核潜

艇，甘愿在荒岛隐姓埋名 30 年，不能照

顾家庭，依旧无怨无悔；张富清功勋卓著

却数十载深藏功名，即使生活过得并不

宽裕，也不向组织提要求……正是因为

这些用大格局算大账的人实干在前、吃

苦在前、拼搏在前，才撑起了民族复兴的

伟大事业。

“若以小利计，何必披征衣；若为强

军计，何虑得与失。”顾大局算大账、敢

牺牲讲奉献是我军的优良传统。然而

也有个别人为“利”所障目，喜欢打个人

的小算盘。干事前要先算付出收益账，

任务前要先算苦累风险账，岗位调整要

先算福利待遇账，职业规划要先算个人

利益账……如此一来，对个人得失想得

太多、算得太细，必然对岗位任务想得

就少，陷入小我的泥淖而难以自拔，缺

少大格局，也难有大发展。

心怀大格局才能拨得动大算盘、算得

清大账。党员干部应当清楚，成长的每一

步都要感恩组织的培养，而不应斤斤计较

个人利益得失。陈云同志曾说，一个人

工作有了成绩，第一要归功于人民，第二

要归功于党，第三才是自己，这个顺序颠

倒不得。党员干部算大账，就是要处理

好个人和集体、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

的关系。要多算使命账，时刻把军人的

使命责任放在心头，常思国防建设所需

和人民利益所系，为强军事业付出全部

心血；要多算全局账，跳出一时一事的局

限，多从党和军队事业全局思考问题，不

为名利所诱，不为私心所扰，在维护大

局、服务全局上作表率；要多算长远账，

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以“功成不必

在我”的胸怀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

干事创业、攻坚克难，做到“一张蓝图绘

到底”，在算大账中做出更大成绩。

（作者单位：武警济南支队）

用大格局算大账
■刘士伟

草丛间，一株嫩芽率先破土而出，

伸展着嫩绿的身躯，告诉人们春天的

到来。

“浇灌同一时，萌芽或先后。”嫩芽

能率先发出春天的信号，是因为寒冬

时的不懈积蓄。它深扎沃土，生长根

系，汲取了足够的养分，才能在初春时

节释放出生命的光彩。

嫩芽报春启示我们，赢得先机，脱

颖 而 出 ，需 要 有 意 识 地 提 前 做 足 准

备。对于年轻人而言，要想率先崭露

头角，成为本领域的佼佼者，就要下好

先手棋，积极主动地提升自身素质，耐

得住寂寞、忍得了艰辛，不断地提高，

这样才会在时机来临时将其紧紧抓

住，成就精彩人生。

嫩芽报春—

有准备才能得先机
■李永鑫/摄影 史学强/撰文

●时代的发展、事业的推进，
都是在解决一个个问题中实现的，
衡量一名党员干部能力素质过不
过硬，善不善于研究问题、能不能
有效解决问题是一个重要标准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强干部

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着力增强防

风险、迎挑战、抗打压能力”。广大党员

干部加强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一

个重要途径就是勇于在应对复杂形势、

化解复杂矛盾、推动工作落实中，经受

磨砺、弥补不足，提升研究问题、解决问

题的本领，更好地履行职责使命，推动

部队建设发展。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问题是工作的

导向。时代的发展、事业的推进，都是

在解决一个个问题中实现的，衡量一名

党员干部能力素质过不过硬，善不善于

研究问题、能不能有效解决问题是一个

重要标准。现实中，无论是抵御外部势

力干扰还是解决处理内部矛盾问题，我

们都要始终保持科学态度，掌握辩证思

维，努力提升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本

领。提升这一本领，一个重要抓手就是

解决棘手问题。“刀在石上磨，人在事上

练。”实践一再证明，越是困难大、矛盾

多、情况复杂的问题，越能使人在披荆

斩棘、爬坡过坎中磨砺意志、积累经验、

增长才干。面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道路上诸多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甚

至是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广大党员干

部如果不经历一些“风吹浪打”，不接一

接“烫手山芋”，不当几回“热锅上的蚂

蚁”，怎么会磨砺出真本领？如果整天

总想着“大树底下好乘凉”，遇到困难就

躲，碰到矛盾就推，这样的干部在关键

时刻就很难顶得上、靠得住，在严峻考

验面前难保不会出问题，甚至会出大问

题。正所谓“路不险则无以知马之良，

任不重则无以知人之德”，党员干部只

有主动把火热的实践作为最好课堂，真

刀真枪地、扎扎实实地研究解决问题，

才能真正经受磨砺，收获成长，练就能

担大任的硬功夫和铁肩膀。

提升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本领，

须在勇于担当中敢于作为、善于作为。

现实中一些矛盾问题之所以棘手，是因

为解决起来有难度、处理不好有压力、

妥善解决要能力。但越是艰难，越是难

得的“教材”，党员干部越要主动担当，

勇于攻坚克难、攻城拔寨，这样才能切

实 增 强 全 面 素 质 、提 升 打 赢 本 领 。 面

对问题要坚持“敢”字当头，敢当挺身

而 出 的“ 斗 士 ”，敢 赴 充 满 风 险 的“ 雷

场”，敢蹚矛盾问题突出的“深水区”。

像 排 雷 英 雄 杜 富 国 那 样 ，面 对 危 险 对

战友喊出“你退后，让我来”；像“卫国

戍边英雄团长”祁发宝那样，哪怕要流

血 牺 牲 也 绝 不 后 退 一 步 ；像 抗 疫 英 雄

那样，面对疫情的凶险，逆行疫区 、义

无反顾。要坚持“能”字为本，围绕理

清 矛 盾 问 题 的 主 客 观 因 素 ，主 动 向 书

本求知 、向基层问计 、向官兵请教，围

绕 找 到 破 解 矛 盾 问 题 的 突 破 点 ，主 动

放 下 架 子 问 、俯 下 身 子 看 、甩 开 膀 子

干，切实在补短板、强弱项、打基础中，

拓展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掌握破解难题

的主动权。要坚持“闯”字为要，瞄准

“靶心”，找准“纹路”，敢闯敢干、敢为人

先、敢于碰硬，想方设法解决问题，用心

用力推动工作，努力为单位建设献计献

策，为备战打仗作出贡献。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政治

上不合格，经不起风浪，这样的干部能

耐 再 大 也 不 是 我 们 党 需 要 的 好 干 部 。

提升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本领，最根

本的是要政治上过硬，始终站稳政治立

场 、坚 持 正 确 政 治 方 向 。 随 着 国 际 国

内 形 势 的 深 刻 变 化 ，在 各 种 风 险 和 考

验面前，要做到“千磨万击还坚劲，任

尔东西南北风”，关键是要有过硬的政

治素质和党性原则作保证。这就要求

我 们 在 推 动 问 题 解 决 的 过 程 中 ，居 安

思危、警钟长鸣，未雨绸缪、保持定力，

自觉把党性原则立起来。要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高度的

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不断

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

行力，在善于发现问题、有效化解矛盾、

高效解决问题中，做到不负重托、不辱

使命。

（作者单位：沈阳联勤保障中心）

提升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本领
■纪春鹏

●形势在变、任务在变、工作
要求也在变，要求我们准确识变、
科学应变、主动求变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党必须

坚定信心、锐意进取，主动识变应变求

变，主动防范化解风险，不断夺取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当

前，世界之变 、时代之变 、历史之变正

以 前 所 未 有 的 方 式 展 开 ，直 接 考 验 着

我 们 的 素 质 本 领 和 胆 识 魄 力 ，迫 切 需

要 党 员 干 部 主 动 识 变 应 变 求 变 ，下 好

先手棋、打好主动仗，牢牢掌握斗争主

动 权 ，在 新 征 程 上 开 创 强 国 强 军 事 业

发展新局面。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我

们党一百多年辉煌历史，就是一部因变

而进、变中求胜的奋斗史。进入新时代，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变中求新、变中

求进、变中突破，因势而谋、应势而动、

顺势而为，从稳经济 、促发展，到战贫

困、建小康，无不彰显着中国共产党人

识变应变求变的精神特质和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的过硬本领。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事物处于

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变化是绝对的，同

时也是有规律的。只要我们能动地认

识、把握和适应变化，制定正确的战略

策略，就能有效应变局、开新局。可以

说，识变应变求变，既是治国理政的时

代要求，也是每名党员干部履职尽责的

能力需要。识变，在于能够保持全面、

辩证 、长远的眼光，把握时与势 、危与

机，对形势发展准确预判、了然于胸；应

变，在于能够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

作方法，考虑各种不稳定因素，遇有突

发情况能够精准施策、措置裕如；求变，

在于能够主动打破路径依赖，联系实际

拿出解决问题的实招新招，创造性开展

工作、塑造态势。识变是基本前提，应

变是关键所在，求变是必然选择，三者

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统一于防范化解

风险、推进事业发展之中。

形势在变、任务在变、工作要求也

在变，要求我们准确识变 、科学应变 、

主动求变。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国防和

军 队 现 代 化 新 局 面 的 发 展 蓝 图 ，吹 响

了 如 期 实 现 建 军 一 百 年 奋 斗 目 标 、加

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号

角 。 强 军 新 征 程 上 ，面 对 艰 巨 繁 重 的

各 项 任 务 ，面 对 可 以 预 见 和 难 以 预 见

的各种情况，是被动应付，还是主动出

击 ，体 现 的 是 两 种 不 同 的 精 神 状 态 与

责任担当。军队党员干部只有主动加

强思想淬炼 、政治历练 、实践锻炼 、专

业训练，长识变之智 、谋应变之方 、鼓

求变之勇，才能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

局中开新局，赢得优势 、赢得发展 、赢

得未来。

思维能力决定识变能力、关乎应变

水平、影响求变成效。党员干部特别是

领导干部，应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

本理论作为看家本领，深入学习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会运

用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分

析形势、预判风险、指导实践，掌握识变

应变求变的强大思想武器。同时，还应

加 强 调 查 研 究 ，把 历 史 与 现 实 结 合 起

来，从党和军队应对风险挑战的历史经

验中汲取智慧，深入基层一线、任务一

线、岗位一线摸实情、寻实策，在事物的

客观变化中把握规律性，在事物的发展

态势中揭示必然性，在苗头隐患中发现

倾向性问题，提高对事物冷静观察、精

准 预 见 的 能 力 水 平 ，从 而 形 成 正 确 思

路、作出科学判断，以更高站位、更大格

局审视谋划工作。

淬 火 出 利 刃 ，百 炼 方 成 钢 。 一 切

能 力 的 生 成 ，都 需 要 实 践 的 锻 炼 和 时

间的加持。不多经历几次困难挑战的

磨砺，就不可能练就处变不惊、临危不

惧 的 铁 肩 膀 、真 本 事 。 党 员 干 部 应 把

实 践 作 为 最 好 的 课 堂 ，在 担 苦 中 涵 养

识 时 通 变 的 精 神 品 格 ，在 担 难 中 锤 炼

攻 坚 克 难 的 意 志 品 质 ，在 担 重 中 激 扬

负 重 前 行 的 奋 斗 姿 态 ，在 担 险 中 积 累

随机应变、化危为机的经验智慧，不断

强壮筋骨、增长才干，实现本领提升与

完成任务双促进。

越 是 发 展 现 代 化 ，越 要 人 才 专 业

化。军队党员干部尤其需要紧盯科技

之变，学习前沿知识，把科技嵌入实战

化练兵之中；紧盯战争之变，大兴研究

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之风，加深对

现代战争制胜机理的认识把握，着力提

高联合作战指挥素养；紧盯对手之变，

大力开展针对性练兵活动，厚实制胜对

手的信心和底气。

培养主动识变应变求变能力
■姜凯峰 邵天亮

谈 心 录

生活寄语

如今，年轻人虽然普遍学历高、知

识面广，但多在“温室”里长大，缺少实

际经验、缺乏实践磨砺，因而有的人眼

高手低，讲起来似乎什么都懂，但在面

对棘手矛盾问题时，却往往不知所措，

有 的 甚 至 遇 挫 即 折 ，面 对 矛 盾 问 题 打

“退堂鼓”。

年轻人就像一块璞玉，只有在急难

险 重 任 务 中 经 受“ 切 、磋 、琢 、磨 ”的 历

练，才能成大器。这就需要我们首先看

清楚自己这块璞玉有哪些瑕疵，准确找

到需要去除的“瑕疵”，不断打磨自己、

完善自己，才会使自己释放出光芒。此

外还要懂得，“勤能补拙是良训”，每个

人天分不尽相同，但并不是说质地不佳

的“璞玉”没有打磨价值，恰恰相反，越

是缺少天分，越是需要勤奋，越要投入

更多时间和精力历练自己、充实自己、

提高自己。

就像美玉经过打磨雕琢后还需要时

常保养一样，人在经过不断塑造后也需

要时常检视自己。《静心录》中讲：“若常

人之心，如斑垢驳杂之镜，须痛加刮磨一

番，尽去其驳蚀，然后纤尘即见，才拂便

去，亦自不消费力。”干净的地方落下一

点灰尘一眼便能看见，及时擦拭就能始

终保持洁净。人也是这样，只有坚持不

懈地“打磨”“保养”，才能使自己时刻保

持良好状态，始终绽放精彩。

玉不琢，不成器
■马植秋 李 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