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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指出，干部成长无捷径可走，

经风雨、见世面才能壮筋骨、长才干。这

既是对党员干部坚定人生方向、树立正

确成才观的谆谆教诲，也饱含对广大官

兵主动经风雨、长本领的殷殷期盼。

捷径，就是近路。走捷径能省时省

力，以更短距离、更快速度到达目的地。

捷径虽然好走，但并非事事都有捷径可

循，更多情况下还得靠稳扎稳打、步步为

营。兵法讲：“胜兵先胜而后求战。”意为

先有胜利把握再去交战，不打无准备之

仗。定向越野中有一个原则叫“有路不

越野”，比赛选手规划路线时通常选择现

有道路，即使因此而绕远，也比盲目越野

更加节省体力。

脚踏实地方能行稳致远。辩证唯物

主义认为，事物发展是从量变开始的，没

有达到一定程度量的积累，就不能实现

质的飞跃。古往今来，但凡在某一领域

有所成就的人，大多经受过“苦其心志，

劳其筋骨”的磨砺，有过“头悬梁，锥刺

股”的奋进。作家格拉德威尔对此有过

经典概括：“1万小时的锤炼是任何人从

平凡变成世界级大师的必要条件。”

“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

成”。有时候看似走上了捷径，一时捷足

先登，实则容易在歧途上越陷越深。捷

径窘步、竭泽而渔、揠苗助长……说的正

是这个道理。现实中，有些人热衷自我

设计，重视学历、履历的“颜值”，忽视了

能力的实际提升；有的心气浮躁，不能沉

下心来研究工作、琢磨问题；有的甚至为

了“走捷径”突破了纪律和法律的底线，

成为了反面典型。凡此种种，本质上是

心态不正、作风漂浮，不愿踏实付出，结

果往往事与愿违。

物体位置越高，拥有的势能越大；一

个人思想沉淀和实践积累越多，内含的

创造势能也会越大。经历过惊涛骇浪的

水手，更懂得如何驾驭船舶；经受过严格

训练的运动员，更容易在赛场上出色发

挥。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实践成才”的

著名论断，认为应该通过实践来培养、检

验和评判人才。当我们的经历、积累、思

考足够丰富，思维方式、视野格局、处事

态度达到新境界，成长成才自然会水到

渠成。

实践成才是青年官兵成长的必由之

路。如果军队是一座大熔炉，基层就是

炉火烧得最旺的地方；如果军队是一所

大学校，演训场就是教与学、学与思最鲜

活最生动的地方。优秀的军人无一例外

都是成长于近乎残酷的挑战和磨炼之

中。军旅作家吴东峰做过统计：“在我采

访的200多位开国将帅中，90%以上都负

过伤。如果把他们身上的战创累积起

来，比任何国家将军身上的战创都要

多！”事辍者无功，耕怠者无获。青年官

兵应当多到基层一线锻炼本领，在大项

任务中增长才干，以“燕子垒窝”的恒劲、

“蚂蚁啃骨”的韧劲、“九牛爬坡”的拼劲

砥砺奋进，在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而奋

斗中锻炼成才。

（作者单位：66157部队）

牢记“成长无捷径可走”
■朱沛军

北宋初期，宋太宗赵光义命文臣编
写一部规模宏大的百科全书，全书共
1000 卷，摘录了 1600 多种古籍。编成
后，宋太宗规定自己每天至少要看两到
三卷，一年内全部看完。当时，曾有人
觉得皇帝每天要处理那么多国家大事，
还要去读内容这么多的一部书，太辛苦
了，就劝他少看些，以免过度劳神。宋
太宗却回答说：“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
也。”“开卷有益”这一成语便由此而来。

古代印刷条件十分有限，加之书籍
匮乏，因此喜好读书之人借书、抄书的
现象屡见不鲜。明朝“开国文臣之首”
宋濂就十分喜欢读书。因为家里穷，没
有书读，他就向藏书之家借书，并亲手
用笔抄写，计算着约定的日子按期归
还。天气特别寒冷时，即使砚池里的墨
汁结成冰，手指冻得不能屈伸，他也不
敢放松。抄写完毕后，宋濂赶快把书送
还，不敢超过约定的期限。如今，我国
每年出版 20多万种新书，加上存量书
目，可谓书海浩瀚，不必再为读书而“手
自笔录，计日以还”。不仅如此，随着手
机阅读、在线阅读等多种阅读模式的兴
起，“开卷”早已不再是什么难事。如今
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知识总量呈几何级

数增长。书籍的可选择性虽多，但是人
的精力有限，即使废寝忘食地读书学
习，所能学到的知识也非常有限。因此
在有限的时间里，干什么学什么、缺什
么补什么，更新读书观念，从“开卷有
益”到“开有益卷”，就显得十分有必要
了。
“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读

书史”。从书中追随伟大人物的思想，
是寂寞的坚守，也是一种有趣味的学
习。《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中就提
到，在梁家河那段艰苦的日子里，习近平
从来没有放弃过读书和思考。他带来
不少书，不仅自己经常看，也把书借给
别的知青和村里的老乡看，他也从别的
知青那里借书、找书看。后来习主席在
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说，读书已成了
我的一种生活方式，读书可以让人保持
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
养浩然之气。
“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

是更重要的学习”。“开有益卷”最终目
的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将学到的知
识用在工作中，落在实践中，把知识转
化为能力。好书读多了，视野开阔了，
人往往也会变得谦逊、沉着，看问题能
拨云见日。把读书作为一种爱好，一种
健康的生活方式，做到好读乐读，就可
以变“要我读”为“我要读”，不是“学一
阵”，而是“学一生”。

遍地是黄金，还要明眼人。读书也
一样，虽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但世上
书籍浩如烟海，爱读书还要会读书，读
了要能辨优劣，多“开有益卷”，才不致
徒费功夫。

多“开有益卷”
■刘含钰

随着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一些人
常被纷杂的观点冲淡了思考，被浮躁的
情绪架空了认知。这时，有必要让自己
静下来，沉淀内心，思考总结，在处“静”
中积蓄前行的力量。

一位农场主为了找到掉进谷仓里
的金表，悬赏 1000金币，工人们为此把
谷仓翻了个底朝天，仍是遍寻不着。而
一个小男孩则静静地躺在谷仓的一角，
听到谷堆下传来“嘀嗒嘀嗒”的声音，
找到了表。这启示我们，有时候竭尽全
力却少有所获时，不如换一种方式，让
自己沉静下来，排除杂念，找寻被忽略
的细节，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如果没有养成处“静”的意识和
能力，往往会在忙乱中迷失自我。非
洲有种吸血蝙蝠，身躯虽小，却是野

马的天敌。可实际上，杀死野马的并
不是蝙蝠，当野马遭遇蝙蝠进攻时，
就会惊慌狂奔，最终没有死于蝙蝠的
吸血，而是死于筋疲力尽。工作生活
中，我们都难免会遇到种种让人烦躁
的问题，与其漫无目的四处出击，不
如静下心来深入思考，找准方向，摸
索方法，才能最终解决问题。

军人更要培养处“静”的能力，做到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
目不瞬”。一方面要立足使命担当，在
处“静”中排除私心杂念，练就不受外界
干扰的定力；另一方面要戒急戒躁，在
处“静”中深入思考，总结经验，增长才
干，在各项任务的锤炼摔打中砥砺意志
品格。如此才能在紧要关头稳得住、跟
得上、打得赢。

在处“静”中积蓄力量
■孙连臣

“钉子精神”源于毛泽东同志在延
安时期的一段著名论述。当年，毛泽
东同志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
上谈到学习时说，木匠师傅钉一个钉
子到木头上，就可以挂衣裳了，这其中
就是一个“挤”和“钻”的功夫。对于一
些同志反映的学习没时间的问题，他
认为，这就好比木匠用钉子向木头一
“挤”，木头让了步，就成功了，工作再
忙，时间也可以“挤”出来，这是个办
法；有的同志反映基础太差、学习太
难、看不懂，他说就要像木匠用钉子钻
木头一样“钻”进去，多看看，不懂的东
西就懂了。

对军人而言，要打赢明天的战争，不
注重加强学习是不行的。当前，新知识
层出不穷，新技术日新月异，新的战法训
法不断涌现，许多东西需要及时去学习，

那种“一觉醒来就怕落伍”的紧迫感应当
更加强烈。加强学习是当务之急，更是
提升战斗力的重要前提，我们应该发扬
“太忙就挤”和“不懂就钻”的“钉子精
神”，抓紧一切时间刻苦学习，一刻不停
地增强本领，让手中装备尽快形成战斗
力，发挥最大效能，让各种知识融会贯
通、融于实战。

习主席指出，我们党依靠学习创
造了历史，更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在强军兴军的征程中，面临的矛盾困
难就好比一颗颗钉子，不是一朝一夕
就能解决的，也不是一锤子就能钉好
的。因此，每名官兵都要认清使命、担
当责任，把握力度、充满干劲，坚持学
习、学习、再学习，实践、实践、再实践，
始终保持锐意进取、永不懈怠的精神
状态和敢闯敢干、一往无前的奋斗姿
态，保持钉牢一颗钉子再钉下一颗钉
子的韧劲，学好真本领，练就真功夫，
使思想、能力、行动跟上时代前进步
伐、跟上事业发展需要，切实把学习力
转化为战斗力，用过硬的能力素质为
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助力，让
战斗力标准在基层落地生根。

以“钉子精神”抓学习
■汤 彬 张 航

习主席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今天，我

们的生活条件好了，但奋斗精神一点

都不能少，中国青年永久奋斗的好传

统一点都不能丢。在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必然会有艰巨繁

重的任务，必然会有艰难险阻甚至惊

涛骇浪，特别需要我们发扬艰苦奋斗

精神。”这一重要论述，对当前中国青

年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提出了新的

时代要求。

艰苦奋斗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也是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我

们靠艰苦奋斗写就历史、成就现在，也

要靠艰苦奋斗开创未来。邓小平同志

曾经指出：“在艰难困苦的时候需要艰

苦奋斗，在物质条件优越的时候也需

要艰苦奋斗。”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

的历史环境中，艰苦奋斗虽然有不同

的表现形式，但它的内涵是相同的，本

质是一样的。它体现为一种斗争精

神，无所畏惧、英勇顽强；体现为一种

进取精神，奋发向上、勇往直前；体现

为一种创业精神，埋头苦干、锐意进

取；体现为一种奉献精神，乐于付出、

敢于牺牲。可以说，艰苦奋斗精神永

远都不会过时，在当前尤其需要发扬

艰苦奋斗精神。

孟子有句名言：“生于忧患，死于

安乐。”为什么人们常在忧患中奋起，

而在安乐中沉沦？古往今来的无数事

例证明，除了客观偶然因素外，更多在

于主观必然因素，说到底就是有没有

丢失奋斗精神、丧失奋斗状态。客观

地说，趋乐避苦、喜易畏难是人之常

情。人们在困难阻碍面前，为了摆脱

现状、扭转局面，往往能迸发昂扬斗志

和蓬勃热情，正所谓“艰难困苦，玉汝

于成”；而一旦有所转变、有所成就，就

容易贪恋舒适安逸的环境，斗志和热

情便会逐渐消退，正所谓“骄奢淫逸，

所自邪也”。如果说在艰苦的环境里，

能否愿于奋斗、敢于奋斗、善于奋斗是

一种考验，那么在告别艰苦的情况下，

还能否接续奋斗、不懈奋斗，则是更为

严峻的考验。

泰山半腰有一段平路叫“快活三

里”，游客经常在此歇脚，但挑山工一

般不会在这里久歇。如果久歇，就难

有恒心毅力登上“十八盘”。奋斗过程

中，也会遇到“快活三里”，此时是选择

当游客，还是做挑山工？我们如果要

继续奋斗，就不能像前者那样随欲而

歇，而应像后者那样坚持不懈。无论

是在艰难困苦当中，还是在舒适享受

面前，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能少，奋斗

的脚步一刻都不能停。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共产党人

的奋斗，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如今，

虽然我们早已告别物质匮乏，经济社

会发展长足进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

提高，但在奋斗的征程上仍有艰难困

苦、风险挑战相伴相随。除了奋斗本

身的艰辛劳作之苦，更有奋斗环境的

艰难险阻考验。特别是随着国防和军

队改革的深入推进，越往后越是硬骨

头……对于广大党员干部和革命军人

来讲，现在没有行进在平路上，还要面

对艰难险阻，还不能“歇歇脚”，还需要

从对艰苦奋斗的感悟中，进一步焕发

奋斗的热情，激发奋斗的动力，释放奋

斗的力量。

习主席指出：“我们决不能安于现

状、贪图安逸、乐而忘忧，必须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奋发有为，努力创造属

于新时代的光辉业绩。”在新形势、新

任务和新挑战面前，党员干部和革命

军人只有牢记统帅殷殷嘱托，始终保

持奋斗的状态和冲锋的姿态，“咬定青

山不放松”，专心精武强能、一心练兵

备战，方能无愧时代、不辱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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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东
滨

古希腊神话中安泰的故事，许多人

耳熟能详。安泰败亡的教训，在于离开

了赐予他力量的大地。安泰是怎样离

开大地的呢？是被他的对手赫拉克勒

斯“抱”离的。赫拉克勒斯发现大地是

安泰的力量来源后，便用花言巧语哄得

安泰放松警惕，趁机将他高高“抱”起

来。安泰离开大地便失去了力量之源，

被赫拉克勒斯活活勒死。

我们党和军队，之所以历经无数艰

难险阻而不断发展壮大，面对众多强敌

而立于不败之地，其秘密就在于始终牢

牢地站在人民群众这个大地上，人民群

众是我们的坚强后盾，是取之不尽用之

不竭的力量源泉。与人民群众紧紧地

站在一起，心贴心、共命运，是我们的力

量所在，优势所在，同时也是敌对势力

害怕之处、绞尽脑汁攻击之点。这些年

来，他们在军事侵略、经济制裁、技术封

锁、煽风点火等“硬”动作连遭失败后，

也从赫拉克勒斯那里学会“抱”起来这

一招，哄、捧、吹、抬，企图让我们的党员

干部脚不沾大地、身不靠群众，在“抱”

中飘飘然昏昏然，失去斗争的勇气和力

量，从而败下阵来。

然而不无遗憾的是，近年来确有一

些党员干部上了“抱”的当、中了“抱”的

套，被别人“抱”得自视高人一等，身心不

再贴近群众；惯于高高在上，不再深入群

众；追求个人私利，行事不再造福群众；

肆意贪赃枉法，用权不再为了群众。党

员干部被“抱”离群众，其结果就像安泰

离开大地，再无斗争精神，丧失战斗力

量，大有被扼住咽喉丢失性命之虞。

党员干部防止被“抱”离群众，是保

持本色、纯洁党性、增强战斗精神的时

代要求。为此，必须经常回望初心，任

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

群众的子弟，是老百姓养育了我们。当

年沂蒙母亲王换于为了革命的后代，自

己的奶水先给烈士孩子喝、自家的粮食

先给八路军孩子吃，仅有的小地洞先藏

“红孩子”，面对敌人严刑拷打以身护

娃，自己亲生的4个孩子因饿因病全都

夭折，而战时托儿所里的革命后代全部

活了下来。老人心中就一个信念：“革

命的根不能断。”作为革命的“根”，我们

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人民群众的养

育之恩。心中有恩不忘本，对手就没有

机会“抱”离。

党员干部防止被“抱”离群众，任何

时候都不能忘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我们党区别于剥削阶级政党

的显著标志就是和广大人民群众紧密

相连，我们党的干部区别于旧时代官员

的应有标志就是时刻把人民群众利益

放在第一位，始终为党和人民而努力工

作，否则就没有资格成为共产党员。

习主席曾对井冈山的群众说，我们是

帮你们“跑事”的。党员干部要有为群

众“跑事”意识，进群众门、知群众情、解

群众忧、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一切

为民者，则民向往之”，有了群众认可这

个“资格”，对手就没有办法“抱”离。

党员干部防止被“抱”离群众，还要

严防“低级红”“高级黑”。为群众办实

事、做好事、解难事，是党员干部的应尽

之责，是获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支持的重

要途径。然而，有人则利用其大做文

章，以正面形式制造负面议题，以“低级

红”达到包藏祸心的“高级黑”。为此，

党员干部要提高警惕，始终坚持正确的

荣誉观，既洁身自好不让荣誉蒙尘，更

要保持清醒头脑，坚决向“低级红”“高

级黑”说“不”，谨防被“抱”离群众，始终

保持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

谨防被“抱”离群众
■李云龙

从新疆西部的伊宁市驾车去

风景如画的赛里木湖，必须穿越山

高谷深坡陡的果子沟。过去，人们

途经此地，道路崎岖，常常险情不

断；而今，此地的山谷里架起平直

宽阔的大桥，桥面连接着穿山而过

的高速公路，交通十分顺畅，天堑

终于变成了通途。果子沟大桥因其

宏伟壮观，而成了一道远近闻名的

风景。

远眺果子沟大桥，不禁深有感

触：只要我们有逢山开路的勇气，

有遇水架桥的智慧，即使没有路的

地方也可以通达，看似迈不过去的

沟壑也能够跨越。

当 你 在 人 生 道 路 上 遭 遇 坎

坷、遇到障碍时，就请看看果子沟

大桥吧，它用矗立山间的雄姿告

诉我们：世上没有过不去的坎。

果子沟大桥——

世上没有过不去的坎
■朱金平 摄影并撰文

谈 心 录

言简意赅

影中哲丝

知行论坛

方 法 谈

书边随笔

●把读书作为一种爱好，一种
健康的生活方式，做到好读乐读，
就可以变“要我读”为“我要读”，不
是“学一阵”，而是“学一生”

●无论是在艰难困苦当中，
还是在舒适享受面前，奋斗的精
神一点都不能少，奋斗的脚步一
刻都不能停

●当我们的经历、积累、思考足
够丰富，思维方式、视野格局、处事
态度达到新境界，成长成才自然会
水到渠成

生活寄语

●抓紧一切时间刻苦学习，一
刻不停地增强本领

●党员干部防止被“抱”离群
众，是保持本色、纯洁党性、增强
战斗精神的时代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