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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中哲丝

书边随笔

看新闻说修养

方 法 谈

●抓落实，难在求深求实，也
成在求深求实。落实深度，关系收
获程度

毛 泽 东 同 志 说 过 ，一 件 事 不 做 则

已，做则必须做到底，做到最后胜利。

对于党员干部来讲，干工作即是如此，

须有“深落实”的自觉意识，始终保持

“深落实”的工作状态。

“浅落实”与“深落实”，最大区别在

于功夫与质量。“浅落实”多半是表面落

实、粗放落实，一般来讲，更加突出效率

数量，追求的是“显绩”。“深落实”多半是

深度落实、精准落实，注重的是质量效

果，追求的是“潜绩”，得到的是能量积淀

和长远效益。与“浅落实”相比，“深落

实”付出的时间精力更多，有时需要“跋

山涉水”“爬坡过坎”才能取得“真经”，但

往往含金量更高，工作更托底。

打仗是实力的比拼，来不得半点虚

浮、虚假，事关打仗的工作必须“深落实”。

然而现实中，有的同志搞“闭门造车”式落

实，写方案、做计划、搞总结，只看上情、不

摸下情，不脱鞋下田；有的搞选择性落实，

对难度大的、一时看不到效果的轻描淡

写，对难度小的、立竿见影的倾心倾力；有

的搞“走马观花”式落实，检查落实只看表

面、不看里子，只问其一、不问其二，只顾大

概、不求精准；有的搞“虎头蛇尾”式落实，

重部署、轻落实，把部署了、传达了当作落

实了，没有压实责任链条，没有形成落实

的闭合回路。凡此种种，看似是工作作风

不实，实质上是政绩观出了偏差。

抓落实，难在求深求实，也成在求

深求实。从实际情况看，“浅落实”不仅

达不到应有的工作效果，也势必经不住

历史、实践和群众的检验，还有可能造

成这样那样的遗留问题、埋下看不见的

短板隐患甚至“地雷”，需要亡羊补牢甚

至从零开始。如此一来，付出的时间精

力更多，还可能错过工作“窗口期”，造

成工作的被动和建设的迟滞。

“涉深水者得蛟龙，涉浅水者得鱼

虾。”落实深度，关系收获程度。我们应

认识到，工作就是平台，任务就是机会，

只有“深落实”才能长本领、壮筋骨，才

能把“深落实”的过程变成能力素质提

升的过程、意志品质拔节淬火的过程、

工作出成绩见成效的过程。

做到“深落实”，关键在找准方法。

要坚持求真务实，充分调查研究，摸准

实际情况筹划工作，深入末端、到点到

位、直达一线抓落实；尊重科学、把握规

律、依法依规抓落实，善于去伪存真、删

繁就简、总结经验，增强抓落实的本领；

坚持跟踪问效，不断发现问题、研究问

题、解决问题，在全过程、全周期的跟踪

落实中，提升工作质量。

（作者单位：空军预警学院）

保持“深落实”的工作状态
■程肇睿

●经常用“显微镜”检视自己
的言行，不怕“小题大做”，时刻给
自己紧紧“风纪扣”，哪怕再小“一
点泥”，也防微杜渐，才能避免出
现“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后果

明代《松窗梦语》里记有一则故

事，说一个人买了双新鞋，起初还很爱

惜，专拣干净地方走，后来鞋上沾上了

一点泥，就不太在意，走泥路也无所谓

了，导致鞋越来越脏，最后没法穿了。

这个故事讲出了慎始的重要性。人的

品德修养也是如此，如果在“一点泥”

上不注意，就会越来越放松警惕，最后

很容易在大是大非面前作出错误选

择，逾规逾矩，触碰法纪底线。

小事是大事的根。经常用“显微

镜 ”检 视 自 己 的 言 行 ，不 怕“ 小 题 大

做”，时刻给自己紧紧“风纪扣”，哪怕

再小“一点泥”，也防微杜渐，才能避免

出现“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后果。

共产党员做到慎始，就要把讲党

性、重品行、守规矩贯穿工作和生活始

终，时刻牢记党的宗旨，做事之前先要

以党章党规党纪和法律法规的尺子衡

量一下，确保自己始终“在轨运行”。

小事小节是一面镜子，能够反映

人品、反映作风。小事小节中有党性、

有原则、见品格。很多腐败案件警示

我们，小节不慎，大节难保。做到慎

始，就要注重小事小节，勤于正身。要

加强自身修养，勤于打扫思想灰尘，以

“不矜细行，终累大德”自警自励，筑牢

思想“防火墙”，真正做到在细微处如

履薄冰；要保持敬畏之心，敬畏群众、

敬畏法纪，经常检视思想行为、检视自

己的初心，确保不踩法纪红线，不破党

性原则底线。

慎终如始，更须做到慎独，在私底

下、无人时始终不放纵、不越轨、不逾

矩。现实中，一些党员干部违纪违法，

往往就是因为修身不严，不能做到慎

独。慎独，是自内而外的修养，对共产

党员而言，做到慎独，重在补足精神之

钙，不断坚定理想信念，不断提纯思想

品德，在工作和生活中自觉加强自我

约束，做到自重自爱。通过不断反躬

自省，除非分之想，修为官之德，做到

人前人后一个样、台上台下一个样。

同时，要把握好交往尺度，明确交往原

则和界限，做到交往规规矩矩、清清爽

爽，而决不能自缚于“关系网”，甚至将

所谓“友谊”凌驾于道德法律之上；决

不能拿人情与党性原则做交易，始终

保持共产党员应有的风骨和气节。

坚守初心，牢记宗旨，莫让自己沾

染“一点泥”，用这样的心态对待事业，

克己修身，才能不断进步，在人生路上

行稳致远。

莫沾“一点泥”
■张植森 孙家斌

●用拼搏奋斗让青春永驻，让
事业之树常青

前不久，一则题为《榜样！中国航天

的那些年轻人》的微视频在网络上热传，

让人们把目光聚集到一大批青年航天人

身上。1988 年出生的常晓飞，带头攻克

了航天领域很多技术难题；1991 年出生

的于新辰，已成为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低

温 动 力 系 统 指 挥 员 ；1992 年 出 生 的 鲍

硕，在首次火星探测任务中担任北京总

调度……他们胸怀“国之大者”，开拓创新，

拼搏奋斗，把年轻活力和青春热忱献给了

中国航天事业，用追求极致、脚踏实地的奋

斗姿态担当起了新时代中国航天的重任，

赢得人们赞誉：“中国航天正青春”。

其实不仅在航天领域，当今社会的各

行各业都有大批青年走上重要岗位，他们

用智慧点燃希望，用激情浇灌梦想，让新时

代的中国源源不断焕发出生机活力。无数

青年用实际行动证明——新时代的中国

青年是好样的，是堪当大任的！

“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有理

想、有格局，自然就会有前进的动力、奋

斗的方向。有句话说得好：“因为站得更

高，所以看得更远。”见识和格局决定着

一个人的层次。只有胸怀“国之大者”，

才不会患得患失，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

干事创业中。100 年来，我们党的队伍

中始终活跃着胸怀崇高理想、充满奋斗

精神的青年人，这是我们党历经百年风

雨而始终充满生机活力的一个重要原

因。无数革命先辈的事迹告诉我们，怀

抱崇高理想并为之不懈奋斗，就是一种

格局、一种胸襟。青年官兵当有海纳百

川的胸襟，有鲲鹏展翅的理想抱负，把小

我融入大我，积极主动投身时代洪流、挥

洒青春热血。

如果说有理想抱负是担当重任的航

标灯塔，那么创新创造就是源源不断的

动力源泉。创新创造是一个解放思想、

激发活力的过程，有创新创造，才会有美

好未来。青年官兵当强化创新创造意

识，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善于发现，勤于

思考，敢于动手，勇于打破思维禁锢，用

点滴创新激发自己干事创业的主动性，

用创新创造书写不一样的青春精彩。

青春由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

升华。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青春

有鲜花也有泥泞，经历风雨后，才会迎来

人生的彩虹。青年官兵应当脚踏实地、

埋头苦干，保持“千磨万击还坚劲”“越是

艰险越向前”的勇气和决心，主动挑战艰

难困苦，勇于接受摔打磨练，肩负起强军

重任，用拼搏奋斗让青春永驻，让事业之

树常青。

（作者单位：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

队）

有感于“中国航天正青春”
■贾 乾

●顾全大局，需要坚强党性修
养作保证。顾全大局，是一种“功
成不必在我”但“功成必定有我”的
情怀和本色

“雄师十万到天山，且守边疆且屯

田 。 塞 上 江 南 一 样 好 ，何 须 争 度 玉 门

关。”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时任

新疆分局第一书记的王震同志从党和国

家需要的大局出发，建议他参与创建的

几个红军师与其他部队一起集体转业，

参加新疆的生产建设。中央根据王震同

志的建议，批准成立了新疆军区生产建

设兵团，“劳武结合，屯垦戍边”。广大党

员干部以高度的政治觉悟和革命军人的

赤胆忠诚，纷纷表示“党让我们执行什么

任务，什么就光荣”，轰轰烈烈地投身到

新疆生产建设的各项工作中，共同写下

了一段激情燃烧的奋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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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小我融入大我，顾大局讲

奉献，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纵观革

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从抗

战时期，为了共同抵御外侮，红军将士

们含泪摘下红五星、穿上灰军装，改编

成八路军、新四军，奔赴抗日前线；到为

了实现“两弹一星”的梦想，以钱学森为

代表的一批爱国科学家隐姓埋名搞科

研，在戈壁大漠深处艰苦奋斗；再到为

了各民族团结进步，在修筑川藏、青藏

公路中，共产党员模范带头，不畏高寒

缺氧战天斗地，创造了人类公路建设史

上的奇迹……正是因为无数党员干部

一次次自觉服从服务大局，任何时候都

把党的利益、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作为

追求的最大价值，不断加强和提高创造

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才使得我们党的

事业一次次闯难关、过隘口，一次次从

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大局是事物各个要素、各个部分的

总和，事关战略部署，事关整体合力，事

关长远发展。在抗大授课期间，毛泽东

同志反复强调要“提高战略空气”，并深

刻指出，“只有了解大局的人才能合理

而恰当的安置小东西。即使当个排长

也 应 该 有 全 局 的 图 画 ，也 才 有 大 的 发

展”。今天，面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每

名党员干部都应着眼这个大局想问题、

理思路、作决策，如此方能在复杂形势

面前把定方向，在大是大非面前坚守信

念，在困难挑战面前担当作为。

顾全大局的前提，是有正确的大局

观。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一次站

在 黄 洋 界 上 问 战 士 们 ，从 这 里 能 看 多

远？战士们说能看到江西，甚至看到湖

南。毛泽东同志接话说：“不仅要看到江

西和湖南，还要看到全中国、全世界。”处

一隅而观全局，这既是一种胸襟、眼界和

格局，也是一种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

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邓

小平同志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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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度自觉地跳出一时一事、一地一己的

局限，坚持只要对大局有利，局部受损的

事也要做；只要对大局不利，即使局部得

利的事也不做。如此，才能更好地在大

局之下、全局之中开展各项工作。

顾全大局，需要坚强党性修养作保

证。刘少奇同志曾说，共产党员要交出

一头，只顾一头。只顾什么呢？只顾全

心全意为人民做工作。交出什么呢？交

出个人的利益，个人的地位，个人的前

途。被毛泽东同志称赞为“为革命立过

大功的人”的徐海东同志，在自传中回忆

过这样一件事：长征时，中央红军刚到陕

北，衣衫褴褛、经济拮据。一天，他收到

了一封来自党中央、毛主席批的“借款”

条子，于是，“我把供给部长找来，问他还

有多少钱，他说全部七千元。我说留下

二千，其他五千元全部送交中央。当时

我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无条件的服

务中央。”毛泽东同志事后深情地说：“在

陕北最困难的时候，多亏了海东同志借

给我的五千块大洋，那可是为革命帮了

大忙啊！”1950 年初，中央决定进军西

藏。18军军长张国华已经在去富庶之地

的上任途中。被临时改派执行“向西藏

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后，他以“一切

听从党安排”的党性和“坚决完成任务”

的决心，毅然率军进藏，彰显了无条件服

从大局需要的修养境界。党员干部就是

要自觉把全局利益放在首位，坚持个人

利益服从组织需要的原则。

顾全大局，是一种“功成不必在我”

但“功成必定有我”的情怀和本色。面

对山西省右玉县“十山九秃头”的贫瘠

山川，从第一任县委书记张荣怀起，一

场穿越时空的植树造林“接力赛”，在历

任县委书记带领下接续，一跑就是 70 多

年。当地的林木覆盖率从新中国成立

初期的不到 0.3％提高到如今的 56%，成

为一片塞北江南。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党和人民的事业是需要一锤接着一锤

敲、一茬接着一茬干的，只有进行时，没

有完成时。新时代新征程上，每一名共

产党员都应有这样的胸怀和担当：“功

成”虽然不必在我手中、在我任期内、在

我 有 生 之 年 实 现 ，其 中 却 要 有 我 的 执

着、我的奋斗、我的心血和汗水！

由屯垦戍边谈顾全大局
■刘亚武

夏日的夜晚，熄灯后的校园异常

宁静。我沿着法国梧桐掩映的道路

漫步，任无边的思绪在夜空中飘荡。

不知不觉间，我又来到了学员路

南端，那幢老式二层楼仍静静矗立在

原地。这里是我再熟悉不过的地方

了——原南京炮兵学院四大队十五

中 队 。 1995 年 12 月 ，正 上 大 二 的 我

在这里庄严宣誓，光荣地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开启了我的人生新旅程。

沿学员路一路向北，沿途设置的

10 余个灯箱，图文并茂地展示着学院

建院以来各个时期的典型集体和个

人。驻足刘怡昕教授的灯箱前，我的

思绪又回到了 2000 年。那年，刚到宣

传科任新闻干事的我全程参加了刘怡

昕事迹宣传，有幸近距离接触到了刘

教授的炮兵天地和内心世界。

在采访刘教授的过程中，感触最

深的是他已过不惑之年，却毅然放弃

了有着优厚条件和事业基础的地方科

研院所工作，走上了军队院校的三尺

讲台。

那个年代，随着市场经济快速发

展，军地反差逐步显现。在南京这样的

经济发达地区，部队里年轻干部人心思

转的现象不在少数，我也不例外。在和

刘教授近半年的朝夕相处中，我的内心

一次次被感动着、感染着，尤其是看到

他在日记本扉页上题写的“我愿做一块

煤，燃烧自己，放出光和热，燃成灰烬，

还要化作铺路石”这段话时，我瞬间读

懂了一名全国优秀教师将培养高素质

军事人才作为毕生追求的高尚情怀，读

懂了一名全军优秀共产党员矢志不渝

献身国防教育事业的执着坚守。

采写刘教授事迹的过程，也是我潜

移默化受到心灵洗礼、受到精神熏陶的

升华之路。我愈加体会到，在军人的天

平上，党的需要、祖国的需要永远是至

高无上、无比厚重的。面对各种诱惑考

验，军人自当“乱云飞渡仍从容”，始终

铭记初心、不负使命。我由此打消了内

心时不时冒出的“向后转”念头，坚定了

扎根部队干事业的信念。

与刘教授灯箱相邻的，是被誉为

“军中保尔”的自行火炮教员张战平

同志。2002年在参与张战平事迹宣传

过程中，令我感触最深的是他对事业的

热爱。因为热爱，他放弃了集团军正团

职处长岗位，选择到学院当一名自行火

炮教员；因为热爱，他在教学试验中不

幸失去右腿、左眼、右手食指和两耳鼓

膜。成为一等伤残军人后，仅仅时隔

10 个月，他便重新站上了讲台；受伤 2

年零 4 个月后，又独腿驾战车驰骋沙

场。热爱的背后，是沉甸甸的责任。张

战平曾给我们算过一笔账：作为坦克特

级驾驶员，自己有着 3000 多摩托小时

的驾驶经验，每小时的训练费用大约是

4000元，3000小时可谓“身价千万”，如

果轻言放弃，有遗憾，更有愧疚。

从张战平身上，我看到了光荣与

梦想，感受到了使命与担当。毕业留

校以来，我基本都在从事文字工作，日

子久了，难免感觉枯燥乏味。采访张

战平，让我对“热爱”两个字有了新的

认识感悟。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只有

热爱本职才能建功岗位，只有胸怀责

任才能不负使命，只有心中有梦才能

书写荣光。心中有了热爱，日复一日

的文字工作似乎也充满了灵动，不再

让人感到厌烦苦累，让我徜徉其中，享

受工作的充实与满足。

有一年暑期，根据上级统一部署，

华东地区近千名在校国防生来我院进

行基地化集训，我在国防生集训旅兼

任政治部主任。初到军营，艰苦的训

练、紧张的作息、严格的纪律，让一些

国防生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困惑，个

别人打起了“退堂鼓”。面对这些情

况，我找来刘怡昕事迹的专题片播放

给他们看，请张战平和国防生们开展

“我是一个兵”对话访谈，让他们从刘

怡昕投身国防教育事业的人生选择中

增强献身国防、投身军营的坚定决心；

从张战平独腿上讲台、独腿驾战车的

故事中，感受热爱背后的不变初心与

如山使命，让先进典型的引领感召，为

国防生们报效国家注入动力源泉。

工作中，重温先进典型的事迹，对

我也是一种无声的教育示范，鞭策激

励我以典型为榜样，在本职岗位上履

职尽责、积极工作，有一分热，发一分

光，尽一分力。在优秀共产党员的激

励下，我将继续奋楫前行，以实际行动

诠释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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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湖边落日、天边晚霞，有人

看到的是美丽风景，有人看到的则是美

好生活。你看，许多人在湖边端起相

机，留下日落玉渊潭的美丽瞬间，那落

日余晖下惬意享受生活的人们，不也是

一道动人风景吗？

“美到处都有，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

缺乏美，而是缺乏发现。”罗丹的这句名

言，告诉我们只要懂得欣赏，美就无处不

在。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怀着一颗欣赏

美好的心，我们的眼睛就能发现生活中处

处存在的美。心境旷阔，就能欣赏到高山

流水的气象博大；心态平和，就能体会到

柴米油盐的幸福悠长；心怀大我，就能感

受到边防战士对祖国清澈的爱。

有什么样的心态，眼中就会有什么

样的世界。有一颗懂得欣赏的心，生活

就会充满阳光，世界就会充满爱与友善。

玉渊潭夕照——

懂得欣赏，处处皆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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