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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论坛

●用好斗争这块“磨刀石”，敢
于在艰难困苦和挫折坎坷中接受
挑战、经受历练，才能不断增长本
领、不断积累经验，成长为强军兴
军的中坚力量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主席围绕

“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

队伍”提出明确要求，强调“加强实践锻

炼、专业训练，注重在重大斗争中磨砺

干部，增强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

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

这一重要论述，既深化了我们党对高素

质干部队伍成长规律的认识，也为广大

党员干部成长进步指明了方向。

任何通向成功的道路都不会一马

平川。当前，我国正处在由大向强发展

的关键阶段，越是发展壮大，面临的阻

力和压力就会越大，面临的外部风险也

会越多。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

化，面对强国强军的时代要求，党员干

部尤其应强化斗争精神，不惧艰险、不

辞劳苦，勇于投身急难险重任务磨砺自

己，真正磨出真功夫、练出真本领，用过

硬的本领应对各方面的挑战。

刀要在石上磨，人要在事上练。党

员干部要在事业中实现个人成长，就必

须主动到一线去、到任务中去，多接几块

“烫手山芋”，多做几回“热锅上的蚂蚁”，

在真刀真枪的斗争中磨砺本领、强壮自

我。如果总是游离于斗争之外，怎能强

大心智、练就真功？“略裕于学，胆经于

阵”，无数事实表明，在斗争中接受磨砺，

对一个人的成长进步是行之有效的，作

用是显而易见的。对于军队党员干部来

说，用好斗争这块“磨刀石”，敢于在艰难

困苦和挫折坎坷中接受挑战、经受历练，

才能不断增长本领、不断积累经验，成长

为强军兴军的中坚力量。

在重大斗争中锤炼过硬政治定力。

党员干部只有具备过硬政治定力，才能

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

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

定，在关键时刻让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

住、能放心。这种政治定力不是与生俱

来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党员干部只

有主动到风浪考验中磨练意志心智、毅

力定力，不断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

别力，才能做到不为杂音所扰、不为歪风

所惑、不为暗流所动，始终站稳正确政治

立场、保持正确政治方向。

在 重 大 斗 争 中 扎 实 提 升 胜 战 能

力。“责重山岳，能者方可当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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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要落到全面

提升胜战能力上来。能打胜仗不是喊

口号喊出来的，不经过真刀真枪的洗

礼、斗争一线的锻炼，难以收获真本事、

练就硬功夫。党员干部尤其要主动到

矛盾多、困难大的地方去，主动经历重

大斗争的考验，在斗争实践中努力提升

胜战本领，做到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

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劲，紧盯强敌对手、

紧扣使命任务更新观念、扩容能力、创

新战法，紧贴实战环境练指挥、练谋略、

练协同，最大限度发挥科技的力量、专

业的力量，确保全时待战、随时能战，关

键时刻能够顶得上、打得赢。

在 重 大 斗 争 中 着 力 涵 养 血 性 胆

魄。不可否认，有的党员干部因缺乏艰

苦环境和复杂斗争的锻炼，时常会出现

“解决棘手问题不敢上，遇到矛盾往外

推，碰到困难绕着走”的现象，应对复杂

严峻形势脑发懵、腿发软、心发慌等血

性胆魄不足的问题不同程度存在。所

以，党员干部在重大斗争中接受磨砺、

在注重增本事长才干的同时，还应着力

涵养血性胆魄，培育“一不怕苦、二不怕

死”的战斗精神，敢于直面各种困难、阻

力和变数，遇挫不馁，以敢闯敢干、勇往

直前的姿态攻坚克难，在斗争磨砺中不

断成长，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陆军工程大学石家庄

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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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任务面前不讲条件、保
持“不择地”的胸襟，困难挑战面前敢
于迎难而上、坚定“亦逢春”的信心

读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的诗

作《西溪见牡丹》，掩卷而思，感悟良多。

诗中一句“阳和不择地，海角亦逢春”，赞

扬了牡丹处逆境而生长、置荒芜而盛开

的宝贵品格，这又何尝不是范仲淹的人

生写照？

范仲淹胸怀大志，一心想为国家干

出一番事业。但为官从政这件事不以人

的意志为转移。有一年，范仲淹被安排

到泰州做监督淮盐贮运、转销的小官。

一位好友得知情况后惋惜地说，范仲淹

有大才，在泰州做这样的小官，实在太屈

才了。范仲淹却认为，职务不在大小，能

为国家分忧、为百姓办事，在哪里任职、

任什么职务都没关系。某日，他在泰州

的西溪看到有牡丹盛开，便写下了《西溪

见牡丹》一诗。

泰州靠近海边，土壤条件不好，但春

天里只要风和日丽，牡丹就会在盐碱地

上茁壮生长，之后绽放花朵。范仲淹在

《西溪见牡丹》一诗中，表面上用“不择

地”和“亦逢春”称赞牡丹不怕环境艰苦、

在荒芜中坚持成长的精神，实际上是以

花喻人、以物言志。在范仲淹看来，牡丹

尚可以在泰州“不择地”“亦逢春”，对于

一个人来说，只要有“不择地”的胸襟和

“亦逢春”的信心，就一定能克服一切困

难、积极创造条件，在事业上有所作为。

面对组织安排，革命军人同样需要

有“不择地”的胸襟。“革命军人是块砖，

哪里需要哪里搬”，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是军人的基本素质，根据工作安排、任务

分工，到哪里工作、担负什么职责都是党

和人民事业的需要。抗日战争时期，李

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为了抗战大局，曾

甘愿连降数级到基层任职。战功卓著的

战斗英雄张富清，退役后被安排到地处

偏远的湖北省来凤县工作，深藏功名 60

多年，把一生奉献给了党和人民。军队

如同一台精密复杂的大机器，每一名官

兵都是这台大机器上不可缺少的零部

件。我们无论干什么工作，都要无条件

服从组织安排，绝不能推诿扯皮、挑三拣

四，要真正做到“党让干啥就干啥、打起

背包就出发”。

面对任务和挑战，革命军人更要坚

定“亦逢春”的信心。广大官兵到艰苦边

远地区去、到练兵备战一线部队去、到党

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注定

要经常和困难打交道，只有做到不惧风

雨、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才能战胜一切

困难挑战。“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杨富

祥常年驻守在高海拔地区，疾病赶不走

他、意外打不倒他、困难吓不退他，十几

年间他带领官兵出色完成了多项任务。

面对工作任务和困难挑战，广大官兵只

有坚定“亦逢春”的信心，敢于迎难而上，

再多的“雪山”“草地”、再难的“娄山关”

“腊子口”，也能够被征服，自己也能在攻

坚克难中淬炼成长。

有志者，任何岗位皆可成才；勇毅

者，任何困难皆可攻克。工作任务面前

不讲条件、保持“不择地”的胸襟，困难挑

战面前敢于迎难而上、坚定“亦逢春”的

信心，广大官兵就一定能在强军征程中

书写出绚烂、无悔的青春篇章。

“阳和不择地，海角亦逢春”
■陈荣翔 张凤波

●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
题、总结新经验、探索新规律，“使
调研的过程成为加深对党的创新
理论领悟的过程，成为保持同人民
群众血肉联系的过程，成为推动事
业发展的过程”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

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

强 调 指 出“ 调 查 研 究 是 我 们 党 的 传 家

宝”，要求“大力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

良作风”“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深

入基层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对于广

大党员干部而言，贯彻落实这一指示要

求，需要我们向革命前辈学习，不断增

强 做 好 调 查 研 究 的 思 想 自 觉 、政 治 自

觉、行动自觉，从而真正练好调查研究

这个基本功。

习主席深刻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

之基、成事之道”。回顾党的历史，不难

发现，不论是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周

恩来、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认识中国

国情，探索革命之路；还是和平建设时

期，一批批党员干部找寻破解改革、发

展和建设进程中遇到各种问题的“金钥

匙”，都离不开调查研究这一重要工作

环节。这些宝贵经历中蕴含的科学实

践，至今仍给人智慧与启迪；蕴含其中

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所体现的品德

修养与工作作风等，同样值得我们很好

地总结提炼、学习发扬。

调查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把事

情的真相和全貌调查清楚，为后续工作

的展开创造良好条件。这就要求我们必

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听真话、察实

情，确保掌握到的情况真实客观全面。

1961 年，周恩来同志来到河北省武安县

伯延公社开展调查研究。期间，他多次

组织座谈会，鼓励大家“有话只管说，说

错了也不要紧”，从而掌握了伯延公社遭

灾情况和公共食堂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也是在同一年，陈云同志来到上海市青

浦县小蒸人民公社调研。他来此的考虑

是：“这里是我 1927 年搞过农民运动的

地方，解放后也常有联系，当地的干部、

群众能够同我讲真话”。实践反复证明，

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搞调研，才能确保想

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都符合客观实际，经得起群众、实践和历

史的检验。党员干部开展调查研究，应

当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坚守党性原则，说

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坚决杜绝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搞作秀式调研、

盆景式调研、蜻蜓点水式调研，而是“近

的远的都要去，好的差的都要看，干部群

众表扬和批评都要听”，真正把情况摸实

摸透，确保每一次调查研究的过程和结

果都唯实唯真、可信可靠。

向革命前辈学习调查研究，要坚定

拜人民为师的群众立场。习主席指出，

“群众的实践是最丰富最生动的实践，群

众中蕴藏着巨大的智慧和力量”。只有

多问计于群众、多求教于群众、多向群众

学习，才能收获文件上学不到、会场上听

不到、办公室里想不到的解决问题的好

办法、好点子。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

跋》中，毛泽东同志回顾说，自己在湖南

五县调查和井冈山两县调查，找的是各

县中级负责干部；寻乌调查找的是一部

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

才，一个破了产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

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兴

国调查和长冈、才溪两乡调查，找的是在

乡一级工作的同志和普通农民。他认

为，“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

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他

还总结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广大

党员干部开展调查研究，同样应有这样

甘当“小学生”的精神，自觉尊重人民的

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在虚心向群众学

习、向实践学习中，认真总结群众的经

验，集中群众的智慧，从人民群众的创造

性实践中获得正确认识，不断提高理论

联系实际的水平；在主动倾听群众呼声、

接受群众监督中，不断深厚同人民群众

的感情，并把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作为

工作决策的重要参考，更好地找准下步

工作的思路和方向。

革命前辈在调查研究中所采取的唯

物辩证的科学工作方法，同样需要我们

学习和继承。调查和研究，二者互为表

里、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光调查不研

究，就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光研究

不调查，则只能是“纸上谈兵”“空中楼

阁”。因而，我们既要善于通过调查，广

泛收集第一手资料；更要善于对调查得

来的大量材料和情况，深入分析思考，把

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找出解决问题的

办法。焦裕禄任兰考县委书记时，面对

当地的“三害”问题，亲自组织和带领调

查队，历时 120 多天深入基层考察调研，

基本掌握了内涝、风沙、盐碱的规律，从

而制定了治理“三害”的科学规划。谷文

昌带领东山县人民战胜风沙、根治旱涝，

同样靠的是在飞沙滩上“旬旬种树”，定

时观察气候、湿度、风向、风力等对新种

木麻黄回青、成活的影响，深入摸清规

律，总结出了种植木麻黄的技术要点。

我们应当牢记“调查研究的根本目的是

解决问题”这个朴素道理，调查结束后一

定要进行深入细致的思考，努力把大量

零碎的材料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

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考、分析、综合，加

以系统化、条理化，由此透过纷繁复杂的

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找出它的内在规

律，在此基础上作出正确的决策。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在

党的历史上，值得我们学习感悟的革命

前辈开展调查研究的事例还有很多。今

天，面对新的形势任务扎实做好调查研

究，需要我们自觉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

优良作风，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

题、总结新经验、探索新规律，“使调研的

过程成为加深对党的创新理论领悟的过

程，成为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过

程，成为推动事业发展的过程”，努力为

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向革命前辈学习调查研究
■杨思聪

新疆伊犁昭苏县有“天马之乡”美

称，每年这里都会举行声势浩大的赛马

活动。每当这时，一匹匹骏马就像离弦

之箭，在一望无际的茫茫雪原上竞相驰

骋，场面恢宏壮观。

骏马奔腾雪原，一路飞驰向前，展

现出奋勇争先的精神。在大有可为的

新时代，也需要千千万万奋斗者加速

“奔跑”、敢闯敢拼。我们应像奔腾的

骏马一样，始终以高昂的士气和拼搏

的姿态，无须扬鞭自奋蹄，驰骋在时代

的大潮中，奋进在追梦的征途上，努力

创造出不负时代、不负青春、不负使命

的业绩。

骏马奔腾—

无须扬鞭自奋蹄
■狄 凯/摄影 刘国辉/撰文 书边随笔

方 法 谈

●实事求是、谨慎全面地分
析情况、权衡得失，然后再决定哪
些事该干，哪些事不该干

即将走上新的领导岗位的干部，大

都会思考怎么尽快进入情况，如何干出

一番业绩，回报组织的信任和群众的期

望。在肯定这种干事激情的同时，也要

警惕这样的现象：有的刚上任喜欢“变”，

工作上总想另起炉灶、标新立异；有的热

衷于“秀”，不愿在一些不显山不露水的

长期性、基础性工作上花精力，而是想用

“面子工程”“盆景工程”博眼球、刷存在

感；有的追求“快”，恨不得今天工作刚部

署，明天就出成果。凡此种种，皆可称之

为“政绩冲动”。

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上任之初会

产生“政绩冲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

绩观出现偏差。他们把任职单位当作

耍花拳绣腿的“试验田”、图出名挂号的

“自留地”，干出一些“瞎折腾”的事情

来。这样的“政绩冲动”，不仅容易打乱

既定发展思路，还容易引发一些短期性

和投机性行为，破坏政治生态。怎样树

立正确的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

党性。党性强了，才能自觉摒弃私心杂

念，在事业的征途上踩得实、行得正、走

得稳；倘若一事当前总是先考虑自身利

益，甚至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党和人民的

利益之上，自然绕不开私心杂念的缠

绕，跳不出名缰利锁的羁绊，很难做到

秉公用权、执政为民。

人们常用“情况不明决心大”来

形 容 一 些“ 政 绩 冲 动 ”者 的 所 作 所

为。其实，作决策不难，难的是对情

况的准确把握。真正熟悉了解情况

后，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没有调查

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

权；正确的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正

确的贯彻落实同样也离不开调查研

究。面对新岗位、新挑战，只有耐住

性子，扑下身子，迈开步子，深入基层

摸实情，在调查研究中找规律，才不

会 被 一 时 的 表 象 迷 惑 双 眼 、扰 乱 心

智，进而妥善处理局部与全局、眼前

与长远、上级与下级、显绩与潜绩等

辩证关系，作出正确的决策。

当然，谨防“政绩冲动”，并非要打

着“稳妥”旗号慢作为、不干事，更不是

提倡“躺平”，而是要求我们在保持激

情和干劲的同时，以“功成不必在我，

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实事求是、谨

慎全面地分析情况、权衡得失，然后再

决定哪些事该干，哪些事不该干。唯

有如此，才能在新的岗位上创造出能

够经得起检验的实绩。

（作者单位：安徽省安庆军分区）

谨防“政绩冲动”
■高 峰

从身边事看修养

●抓落实，要在“实、严、恒、
创”四个字上下功夫

一 分 部 署 ，九 分 落 实 。 一 项 工 作

如果不沉下心来抓落实，再好的目标、

再宏伟的蓝图，也只能是镜中花、水中

月。如何进一步提高抓落实的质效？

笔者认为，要在“实、严、恒、创”四个字

上下功夫。

实，就是要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

出发，扎扎实实、老老实实抓落实。要

知实情，步子多往基层迈，身子沉到一

线去，在与基层官兵打成一片中摸实

情，善于从“兵言兵语”中察实情；要用

实招，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区别情况对

症下药，针对不同问题拿出不同对策，

而不能千篇一律，搞“一刀切”；要办实

事，坚持基层至上、士兵第一，多为基

层官兵解决实际问题，本级能够解决

的，不拖不推，马上解决，一时解决不

了的，创造条件逐步解决，自己不能解

决的，主动向上级反映情况，积极争取

解决。

严，就是要严格要求，一丝不苟抓

落实。抓工作落实，得之于严，失之于

宽。常严不松，百事可成；时松时紧，问

题丛生。首先，自身要求要严。自身过

硬才能腰杆挺直，才有底气去要求别

人。其次，制定标准要严。不论对待什

么工作任务，都要始终坚持高标准，如

此，总体任务和目标完成的标准和质量

就不会低。最后，岗位责任要严。强化

岗位责任，严明奖惩，避免出现“奖牌挂

不到具体人脖子上，板子打不到具体人

身上”的情况。

恒，就是要“咬定青山不放松”，坚

持不懈、一以贯之抓落实。抓落实过程

中，要善用“恒”劲，把抓落实当成一个

不懈努力的过程，克服一劳永逸、一蹴

而就的思想，杜绝时抓时放、时紧时松

的情况。抓落实必须从长计议，不能急

功近利搞短期行为，要不图虚名、坚持

实干。抓落实不是一日之功，有些问题

不可能一次性解决，即使有的问题解决

了，随着时间、条件的变化，同样的问题

还可能发生，这就要求我们不厌其烦地

反复抓、抓反复。对单位建设中的一些

薄弱环节，对落实中遇到的一些难题，

应以高度负责精神做到问题不解决不

撒手，一抓到底，决不手软。

创，就是要注重研究新情况，解决

新问题，创造性抓好落实。要把上情与

下情、外部经验与本单位实际充分结合

起来谋创新，结合自身实际创特色、出

实绩。面对新情况新问题，要注重搞好

调查研究，突出问题导向，跟踪随时变

化的形势及时调整内容，力求工作富有

创造性。对调查来的新情况要认真分

析，深入研究，从观察事物表象入手，形

成对事物的规律性认识，努力上升到理

论高度，用于指导实践，在守正创新中

推动工作落实。

抓好落实“四字诀”
■郭龙佼 李善禄

谈 心 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