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军 人 修 养２０２３年３月２１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苗盼桃

影中哲丝

知行论坛

●挫折磨砺人的意志，增加人
的韧劲，更能使人成就自我

面粉一拍就散，但如果往面粉里加

入水，经过揉压变成面团后，怎么拍也

不会散。这一被称为“揉面定律”的现

象告诉我们，真正强大的人在遭遇挫败

时，会把这些挫折磨难当成揉进面粉里

的水，不断地“揉压”自己，使自己变得

坚韧顽强，抵挡得住一切拍打。这一定

律形象生动，给人以启迪。

“ 你 回 过 头 来 看 看 就 会 发 现 ，你

的 每 个 经 历 、每 次 失 败 ，都 帮 助 你 走

向 了 你 应 该 成 为 的 那 个 人 。”西 班 牙

作家塞万提斯一生多灾多难，从小就

跟随父亲外出谋生，后因参加战争左

手致残，又被海盗俘获卖到阿尔及利

亚为奴；在赎身重获自由后，他到军队

中担任军需官，又不幸蒙冤入狱，可谓

历尽千辛万苦。面对困境，塞万提斯

选择了和它斗争到底，将一次次挫折

转化为前进的不竭动力，写出了《堂吉

诃德》等一批影响深远的作品。古往

今来，像塞万提斯这样的例子不胜枚

举，无不印证了一个道理：挫折磨砺人

的意志，增加人的韧劲，更能使人成就

自我。

其实，遇见挫折不可怕，可怕的是

被挫折所打倒，将其视为成长路上的

“拦路虎”，消极面对，畏葸不前。当我

们遭遇挫折时，是积极应对还是消极躺

平，结果迥异。用积极乐观心态和挫折

过招，把跌跌撞撞视为铺垫，将失败失

利视为养分，在战风斗浪中反复锤炼摔

打自己，才能越战越勇，踏平坎坷，最终

赢得成功。因而，面对挫折我们当有豁

达心态，把每一次失败的经历都视为检

验能力素质的“试金石”和锤炼意志品

质的“磨刀石”，努力在挫折磨砺中汲取

力量，锻造出一颗强大内心，将走过的

“弯路”积累成财富，为未来的“逆袭”创

造条件。

应 对 坎 坷 就 好 比 揉 面 ，是 一 个 不

断反复的过程。正如一次次加水、按

揉，才能形成有韧劲的面团一样，每个

人都会不止一次地遭遇坎坷，重要的

是咬紧牙关踏平每一次坎坷，并在一

次 次 应 对 坎 坷 的 过 程 中 不 断 成 长 成

熟。“所有打不倒你的苦难和磨难，终

将使你变得更加强大”。坎坷磨难面

前，我们应拿出“纵有疾风起，人生不

言弃”的毅力和决心，越是吃劲就越是

态度坚决，越要发扬敢打敢拼敢闯的

精神，摔打磨砺出坚强的意志品质和

过硬的本领技能，使自己百炼成钢，有

所作为。

“揉面定律”的启示
■史学强 孙晋升

●使工作具备前瞻性，需要准
确把握事物的发展趋势，需要敏锐
洞察潜在的风险挑战，需要紧盯目
标任务的部署和走向

《战国策》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晋国大臣智伯想攻打卫国，就先给卫国

送去良马和白璧，卫国大臣纷纷庆贺，

唯南文子面带愁容。卫君问其故，南文

子说：“野马四，白璧一，此小国之礼也，

而大国致之。君其图之。”卫君听后，立

即要求加强戒备。后来，智伯果然起兵

伐卫，因卫国早有防备，未能成功。“图

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这个故事对于

我们今天干事创业具有启示意义。无

论做什么工作，都不能只盯着眼前，而

要具备前瞻性，如此方向才能辨得清，

决策才能作得准，才能料事于先、未雨

绸缪，把握住时机、掌握主动，因势而

谋、顺势而为，使自己能够从容施策，稳

步前进。

干工作具备前瞻性，需要准确把

握事物的发展趋势。把握趋势是顺势

而为的基础，在洞察发展趋势中做到

顺势而为，既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能

力，更是成功的先决条件。前瞻性必

须以科学为前提、以事实为依据、以规

则为准绳。准确把握事物发展的趋势

和 规 律 ，须 学 会“ 钻 进 去 ”研 究 局 部 、

“跳出来”统观全局，善于用发展的、联

系的、辩证的眼光去分析和研究问题，

去看待和观察事物，脚力、眼力和脑力

同时用，才可能看得清、看得准。对党

员干部来讲，就是要注重在纷繁复杂

的事物中去粗取精、剖析麻雀，如此才

能 看 到 事 物 发 展 的 动 态 、动 向 和 趋

势。如果看到的是苗头性和倾向性问

题，就得提前动手解决它；如果是预示

着某种动态和动向，就得注重跟踪、密

切关注、及时跟进；如果是昭示着一种

发展方向，就得提前布局，早作打算，

跟上形势发展。

干工作具备前瞻性，需要敏锐洞察

潜在的风险挑战。“居安而念危，则终不

危；操治而虑乱，则终不乱。”工作推进

过程中，不可能一帆风顺，只有有意识

地对隐藏的风险作出准确预判，才能看

清前路，找准方向，找到对策。如果只

是一味低头做事、盲目乐观，眼里压根

就看不到问题，或者看到了也不去分析

研判，没有预案、不知应对，那么看到了

就等于没看到，这是要不得的，也是很

可怕的。《汉书·霍光传》中讲述了一个

“曲突徙薪”的故事：古时候，有户人家

建了房子，邻居亲友前来祝贺。有人看

见户主家的烟囱特别直，灶旁又堆着许

多木柴，便劝其把烟囱改弯，把木柴搬

远，以免发生火灾。户主却认为这是在

危言耸听，没有理会。结果没过多久，

他家果然失火了。看不到潜在风险是

最大的风险。如果缺乏预判风险的意

识，轻则贻误战机，重则满盘皆输。所

以，必须重视对潜在风险的预判，坚决

纠正和克服麻痹思想。当前，我们所投

身的伟大事业，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

鼓就能实现的，必然会遭遇很多难以预

料的风险挑战、艰难险阻甚至是惊涛骇

浪。只有主动挖掘潜在风险，才能下好

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及时解决隐患，化

危机于无形。

干工作具备前瞻性，需要紧盯目

标任务的部署和走向。紧盯目标任务

是增强前瞻性的基础。干工作所强调

的前瞻性，须紧紧围绕当前的目标任

务，否则就容易跑偏。广大党员干部

不仅要从大处着眼，做到放眼全局谋

一域，把握形势谋大事，用“望远镜”登

高远望；还要从小处着手，用好“显微

镜”，做到见微知著。如此才会谋事既

有高度，也有深度，又有广度。党的二

十大擘画了到 2027 年实现建军一百年

奋斗目标、到 2035 年基本实现国防和

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

世界一流军队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

“三步走”战略，铺展了新时代强军事

业的发展蓝图。把蓝图变为现实是一

个长期的、接续的奋斗进程，在承接规

划 任 务 、研 究 工 作 思 路 、制 定 方 案 措

施、进行任务部署时，我们要经常自觉

对 标 对 表 、及 时 校 正 偏 差 ，确 保 不 偏

向、不变通、不走样，在不断解决突出

问题中实现突破，在准确把握全局中

确保各项事业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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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清“情”与“法”的界限，知
道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不能
边界不清、是非不分，因顾及所谓

“人情”而触犯法纪

生 活 中 ，人 情 往 来 在 所 难 免 。 中

国 人 历 来 看 重 人 情 ，人 情 文 化 是 中 国

延续数千年的一种传统文化。人际交

往中，讲人情无可厚非。在工作、生活

中与人交往，注入一份温情，对于我们

完善人格、团结他人、营造和谐氛围也

大有裨益。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投之以桃，报

之以李”的人情往来在有些人那里却变

了味道。这些人以“人情往来”为幌子，

把讲人情变成了拉关系、谋私利的突破

口，许多违纪违法的事往往就是从一顿

饭、一份土特产等所谓“人情往来”开始

的。党员干部如果对这样的“人情”不能

保持应有的警惕，就很容易行差踏错，做

出违反原则甚至触犯法纪的事情，最终

栽倒在“人情”上，酿成人生悲剧。

清代学者钱泳在《履园丛话》中说：

“然情有公私之别、有正邪之分。情而

公 ，情 而 正 ，则 至 贤 也 。 情 而 私 ，情 而

邪，则禽兽矣。可不警惧乎！”党员干部

要学会区分人情的性质，不要为变了味

的“人情”所羁绊，不给打着人情幌子的

不 正 之 风 和 腐 败 现 象 提 供 生 存 土 壤 。

“人情大不过法律”，党员干部在处理日

常工作和人际关系时，须把人情置于法

律法规范围之内。在人际交往中切实

增强法纪意识，在面对人情往来时，绷

紧党纪国法这根弦，划清“情”与“法”的

界限，知道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

不能边界不清、是非不分，因顾及所谓

“人情”而触犯法纪。

党员领导干部手中或多或少都有权

力，难免会遇到人情的牵绊乃至“围猎”

的考验。在诱惑考验面前能不能保持定

力、守住底线，关键在于党性强不强、信

念坚不坚定。如果党性不强、信念不坚

定，在面对各种人情干扰和利益诱惑时，

该坚持的原则就很难坚持，该坚守的底

线就很容易被突破。现实的教训一再告

诫我们，只有不断强党性、筑牢信念之

基，才能经得住各种考验，坚持秉公办

事，不被变了味的“人情”拖拽下水。

“不虑于微，始成大患；不防于小，

终亏大德。”如果小事小节不注意，就会

越陷越深，等到触碰法纪红线后再想收

缰勒马，已经晚了，等待自己的只能是

坠马落崖。彭德怀元帅曾说：“很多事

情都是从第一次开了口子，以后就收不

住了。”因而，党员干部从一开始就要防

微杜渐，对于变味的“人情”坚决不受，

牢 牢 把 好 第 一 道 关 口 、守 住 第 一 道 防

线，切实做到慎初慎微。不仅在有人监

督的时候要做到一尘不染，在无人监督

时更要做到洁身自好。始终保持高度

自律，不存侥幸心理，始终怀着敬畏之

心，如履薄冰用权、规规矩矩交往，才能

不被所谓“人情”羁绊，不给别有用心者

以可乘之机。

对变味的“人情”说“不”
■简立夫

●调查研究对于干事成事有
着重要意义，既是发现问题的“探
测仪”、分析问题的“显微镜”、解决
问题的“金钥匙”，也是党员干部的
谋事之基、成事之道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

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习主席在党的

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弘扬党的光

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促进党员干部特别

是领导干部带头深入调查研究，扑下身

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今年是全

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

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

局起步的重要一年。近日，中共中央办

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

工作方案》，要求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

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

好局起好步。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

部只有持续练强调查研究基本功，主动

对接工作职责、建设要求和岗位实际，

下大力把现实情况摸深摸透，把目标任

务搞清搞准，把政策措施落实落细，才

能不断打通工作梗阻点、夯实建设薄弱

点、扫除一切“拦路虎”，使各项事业在

新起点上再奋楫、在新征程上再突破。

“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

要 想 知 道 梨 子 的 滋 味 ，就 得 亲 口 尝 一

尝；要想知道事实真相，就得亲眼看一

看、亲耳听一听。1941 年 8 月，毛泽东

同 志 在 主 持 起 草 的《中 共 中 央 关 于 调

查研究的决定》中指出：“我党现在已

是 一 个 担 负 着 伟 大 革 命 任 务 的 大 政

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

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

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

县 内 外 具 体 情 况 的 调 查 与 研 究 ”。 可

以 说 ，调 查 研 究 对 于 干 事 成 事 有 着 重

要意义，既是发现问题的“探测仪”、分

析问题的“显微镜”、解决问题的“金钥

匙”，也是党员干部的谋事之基 、成事

之道。

调查研究是一门致力于求真的学

问，一种见诸实践的科学，也是一项讲

求方法的艺术，只有策略到位、方法得

当 ，才 能 取 得 实 际 成 效 。 党 员 干 部 特

别 是 领 导 干 部 应 善 于 通 过 局 部 看 全

局、撇开枝叶抓根本，务求把事情的真

相 和 全 貌 调 查 清 楚 ，把 问 题 的 本 质 和

规 律 把 握 准 确 ，把 解 决 问 题 的 思 路 和

对 策 研 究 透 彻 。 具 体 而 言 ，首 要 是

“深”，深入基层 、深入群众，既要到困

难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开展

实地调研，又要静得下心 、沉得下来 、

深得下去，避免浅尝辄止 、浮在表面；

关键是“实”，实事求是 、真蹲实调，既

要“身入”基层，更要“心到”基层，听真

话、察真情，真研究问题、研究真问题，

力戒走马观花、蜻蜓点水；重点是“细”，

严谨细致、认真仔细，多层次、多方位、

多渠道了解实际情况，以防一叶障目、

一得自矜；目标是“准”，定准方向、把准

脉搏，既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特

殊情况特殊看待，又要防止只见树木、

不见森林；落点是“效”，注重效率、讲求

效果，既要善于发现问题、抓住主要矛

盾，又要挖掘事物根本、找到内在规律，

切忌思路不清、举措不实。

正确的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正确

的贯彻落实同样离不开调查研究。党

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明确了新

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

任务。立足新起点向前进、开新局，党

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更要把调查研

究作为开展工作的先导、解决问题的法

宝，聚焦实践中的深层矛盾、现实问题

和差距不足，蹲在一线体察实情，沉到

末端解剖麻雀，通过深入的思考、分析、

研究，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理清事物

的本质规律，拿出管用的思路办法，确

保各项工作更好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

性、富于创造性。

能力不会凭空而来，本领要靠实践

积累。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把

调查研究这项基本功练扎实、练过硬，

离不开坚持不懈的淬炼历练，持之以恒

的锻炼训练。这就要求我们强化理论

素养，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牢牢把握“六个必须坚

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全面掌握蕴含

其中的道理学理哲理，更好地运用党的

创新理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

结新经验、探索新规律，保证工作朝着

正确方向、按照客观规律推进；增强思

维能力，学会从现象中透视本质、从细

节中发现端倪、从规律中探寻趋势，对

调 查 的 问 题 、研 究 的 成 果 进 行 一 番 交

换、比较、反复，务求把零散的认识系统

化，把粗浅的认识深刻化，把抽象的认

识 具 体 化 ，以 更 新 更 勇 敢 的 头 脑 出 新

招、谋新策、走新路；锤炼务实作风，坚

持思想求实、工作扎实、办事踏实，自觉

拜人民为师、向群众请教，把吃透上情

与摸透下情贯通起来，把灵活形式与讲

究方法结合起来，把分析外因与找准内

因统一起来，切实在放下架子、扑下身

子中察到实情、获得真知，把党的正确

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一语不能践，万卷徒空虚。”调查

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服务决策、解决

问题、推动工作。衡量党员干部调查研

究基本功的标尺，归根结底要看调研实

效、看工作成效、看建设质效。新征程

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有很多建设

规划亟盼紧前推进，有很多创新举措亟

需谋深落实，有很多现实矛盾问题亟待

研 究 解 决 ，我 们 尤 其 要 大 兴 调 查 研 究

之风，瞄准既定目标、扭住重点任务，一

个问题一个问题突破，一个节点一个节

点攻坚，一项任务一项任务完成，真正

在知重负重、知难克难、知险化险中砥

砺奋进，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积

极担当作为的精气神履职尽责，推动各

项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

（作者单位：海军政治工作部）

练强调查研究基本功
■韩德明

一座建筑内，一根根弧形钢材排列

有序，自下而上，撑起一个巨大网状结

构的穹顶。如果再仔细观察，会发现这

个钢架结构是由许许多多螺栓铆在一

起，连接而成的。

螺栓虽不起眼，却发挥着不可或缺

的作用，它直接决定着建筑结构是否牢

固，一个都不能少。平凡岗位之于伟大

事业，亦如这一颗颗螺栓，同样不可或

缺。平凡岗位上的每一个人都坚守岗

位、履职尽责，就能汇成磅礴力量，推动

伟大事业稳步向前。岗位平凡，职责不

凡。平凡岗位上的你我，都应像钢架上

的螺栓一样，牢牢铆在自己的位置上，

在平凡中坚守，高标准尽好自己的职

责，让自己的岗位成为过硬的一环，事

业的大厦才能坚不可摧。

钢架上的螺栓—

一个都不能少
■吴 超/摄影 徐明阳/撰文

人际关系

谈 心 录

●有远大目标的人生，是积
极的人生、主动的人生、进取的人
生，也会是充满希望与活力的人
生、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

目标是人生努力的方向，它标定

一 种 人 生 追 求 ，也 是 人 生 奋 斗 的 动

力。有人说，有目标的人生就有希望，

过一种有明确目标的生活远比浑浑噩

噩地生活更加有意义，也更能带来成

就感。仔细想想，确实如此。

有这样一项调查：某大学用了 25

年时间跟踪调查一群智力、学历、成长

环境等条件都差不多的年轻人，他们

当中 27%的人没有目标，60%的人目

标模糊，10%的人有清晰但比较短期

的目标，只有 3%的人有清晰且长远的

目标。结果显示，那 3%有清晰且长远

人生目标的人，25 年后都在各自领域

取得了成功，成为社会精英。可见，远

大目标对人生能产生积极影响，一个

人能够取得多大成就，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他确立什么样的奋斗目标。

有远大目标的人生，是积极的人

生、主动的人生、进取的人生，也会是

充满希望与活力的人生、有意义有价

值的人生。人生如果没有远大目标，

就好比船只航行时没有灯塔，很容易

迷失前进的方向，丧失奋斗的动力。

没有目标的牵引，就会随波逐流、浑浑

噩噩，这样没有规划的人生很难有作

为。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人，必定有

远大人生目标，有实现目标的强烈愿

望，这样的人生必然充满希望与活力。

远大目标一旦确立，就要有朝着

目标坚定前行的决心。有目标的感召

和牵引，才能付诸踏实的行动，锻造出

持续努力的韧性和毅力。爱因斯坦在

读小学和中学时成绩平平，但他对物

理和数学有兴趣，成绩相对较好。于

是，他为自己确立了研究物理学的目

标。为了目标他不懈地努力，潜能得

以充分发挥，最终创立了相对论，取得

了超越前人的成就。爱因斯坦的成功

告诉我们，制定适合自己的目标，就是

为自己的未来描绘了一幅蓝图，为了

实现人生蓝图而努力，就能拥有积极

的、奋进的人生。有恒者方能有所为，

在为实现目标而奋斗的过程中，不断

坚定信念，保持进取的动力，不断挖掘

自身潜力，就能在通往目标的道路上

不断取得突破，直至实现目标。

一个人有奋斗目标，一个国家、一

个政党、一支军队也有奋斗目标。革

命军人应当把个人目标融入党和军队

的奋斗目标，在为共同目标的奋斗中

找准自己的坐标，通过不懈努力，实现

自己的理想抱负，让人生在强国强军

事业中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人生当有远大目标
■汪天玄

生活寄语

方 法 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