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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寄语

影中哲丝

知行论坛

谈 心 录

方 法 谈

●讲短话不是目的，目的是讲
出有战斗力的短话，短而有用才能
提高效率、产生效果

讲短话，是思想深度、办事作风和表
达能力的综合体现。军情瞬息万变，部
队讲究雷厉风行，军人尤其要有时间观
念和效率意识。废话多了会耽误时间、
贻误战机，因此部队干部应切实提高讲
短话的能力，力求言简意赅。讲短话不
是目的，目的是讲出有战斗力的短话，短
而有用才能提高效率、产生效果。

讲有战斗力的短话，须心有所悟。
胸无点墨，所言必虚。语言的力量归根
结底是知识的沉淀、思想的升华。如果
总是不经过深入思考，讲话不走心、念文
稿，没深度、不落地，即便讲得少、用时
短，也难以对官兵产生影响。要想讲出
官兵听得进、记得住、用得上的短话，就
必须勤学善思，让思想领先一步，认识深
入一层。厚积才能薄发，有的则可放
矢。有了丰富的知识储备，过硬的军事
素养，讲话自然能够抓住关键点，讲出的
话才会得到官兵认可，才能对提高战斗
力有用。

讲有战斗力的短话，须心中有底。
心中无底，所言则空。毛泽东同志讲：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有的干部之
所以滔滔不绝却难一语中的，连篇累牍
却难字重千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能
到基层扎扎实实地摸排情况，因此掌握
的信息难以全面、深入、具体。如果不愿
深入基层，习惯于隔空指挥，就会对部队
现状底数不清，对复杂敏感问题情况不
明，也就难以抓住要害，讲不出所以然
来。心中有底，方可精准扼要。部队领
导干部要想提高讲话的能力，就应重视
实地考察、调研，勤于走出办公室，深入
基层一线，摸清实情，掌握动态。如此才
能胸中装全局，脑中有数据，手中抓典
型，做到有理有据，讲出有助于解决实际
问题的精当话。

讲有战斗力的短话，须心有担当。
苏轼说：“为国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
事。畏事之弊，与生事均。”如果讲话总
是顾虑重重，避重就轻，敏感问题不提、
焦点问题不碰、棘手问题不谈，一味绕
来绕去，不说透、不讲实，打官腔、和稀
泥，只会隔靴搔痒，起不了任何作用。
“为官避事平生耻，视死如归社稷心”。
部队干部在讲话上也应勇于担当，真心
实意讲真话、为官兵办实事，慷慨直言、
敢说敢干，自然能调动起广大官兵敢打
必胜的高昂士气。

善讲有战斗力的短话
■李 跃

每年军校学员毕业之际，总有我教

过的学员来索要毕业赠语，我喜欢写上

这样一句话：“奋斗拼搏，用生命之光照

亮一个角落。”有学员觉得这话不够提

气，没那么鼓舞人心，建议我改成“照亮

每一个角落”。我摇摇头，温和一笑，因

为我觉得这不大可能，即便灿烂如太

阳，皎洁似月亮，也有很多照不到的角

落。我以为，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尽自

己所能，坚持照亮一个角落，就活得很

有价值了。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每个人都是

个发光体。有的光线强，能量足，照的

角落多，人生价值大，譬如那些“一灯

能除千年暗”的杰出人物；有的光线

弱，能量小，照的角落少，譬如一个普

通教员，能照亮的角落就是军校教室

这“一亩三分地”，每日里忙忙活活，孜

孜矻矻，就是希望用自己的知识和所

思所想来照亮所教过的学员，让他们

从自己这里学到知识技能，丰富思想

内涵，提高修养水平。

业余时间我还热衷于写作，杂七

杂八、林林总总也发表了一些作品。

虽然我的读者不多，影响有限，但我

仍乐此不疲，耕耘不止。因为有一件

事对我触动很大。有一年我去西藏，

在列车上遇到一个在阿里服役的战

士，正在读我的一本书。知道我是书

的作者后，他十分惊喜，要与我合影

留念，并让我在书上题字。我想了

想，就写下“开卷有益，雪域高原做贡

献；读万卷书，为国戍边献青春。”我

觉得我的文字能照亮一个小小的角

落，就很有成就感，就值得继续写下

去。一个人不论能力多大，只要尽力

而为，有多少能量发多少光，坚持把

自己负责的角落尽可能照得亮一些，

就不虚度人生。

其实，即便是照亮一个角落也是不

容易的。因为，这世界上也确实有不少

人，浑浑噩噩，无所事事，一辈子连一个

最小的角落也没照亮，甚至还起到负面

作用，我们当然不屑与他们为伍。要做

一个能照亮一个角落的人，首先自身要

过硬，有充足的能量，有献身的精神，有

负责任的态度，还要有强烈的使命感。

说到这里，我想起守岛夫妇王继才、王

仕花，他们以为国家守岛为使命，兢兢

业业，坚忍不拔，32年的发光发热，坚持

不懈，不仅照亮一个小岛，其精神之光

也照亮了神州大地，感动了无数的人。

人的能量有高低，照亮角落有大

小，但只要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有

一分热发一分光，就没有必要自轻自

惭，就会问心无愧，拥有无悔人生。清

代诗人袁枚有首小诗《苔》：“白日不到

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

丹开。”明白如话，寓意深刻，受到很多

人的喜爱。以花喻人，我们可能默默无

闻，花开不大，结果不肥，貌不惊人，但

也要自尊自强，傲立世间，不与牡丹较

高下，却把芬芳洒人间，努力发光发热，

实现生命的价值，照亮工作岗位，照亮

那个属于自己的角落。

照亮一个角落——如果每个人都

能坚持做到这一点，光明就会无处不

在，大地就会充满生机。

坚持照亮一个角落
■陈鲁民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战士小王探

亲后，遵照防疫规定一直在家隔离，直

到半年体能考核前夕才归队。小王回

来后，我和连长一看傻了眼，他的体形

整整胖了一圈。为了让他尽快减重，我

和连长每天监督他“管住嘴、迈开腿”。

通过一番刻苦训练，小王很快瘦了下

来，最终如愿通过考核。

考核结束后，小王找到我说：“指导

员，对不起，让你和连长操心了！”他告

诉我，其实在家里，他也提醒过自己，要

注意控制身材，可就是管不住自己，懒

得动，又爱吃，生活作息也不规律……

一不留神就长胖了。“好在有你们监督

我、有考核期限逼着我，才让我快速瘦

了下来。”小王说。

小王的一番话引起了我的思考。

控制身材的“秘诀”真的如他所说，是因

为有人监督、有任务压着吗？那么，为

什么同期归队的其他人，大部分身材却

控制得很好呢？我语重心长地对小王

说，控制身材不能仅靠他律，更要靠自

律，否则，一旦失去了外在约束，不仅是

身材走样变形的事，人生也可能面临走

错路的危险。小王听后沉默片刻，表示

今后一定要注重节制和自律。

在我们身边，总有一些像小王这样

缺乏自律、难以做到慎独的同志。我们

有必要在告诫他们的同时也提醒自己：

越是远离集体、独处独行，越要严格约

束自己；越是在他人看不到的地方，越

要高度警惕、小心谨慎，做人做事始终

严格自律，秉持一个标准。

《大学》中说：“诚于中，形于外，故

君子必慎其独也。”《中庸》中讲：“莫见

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这

些话大意都是在强调，当独自一人而无

别人监督时，也要表里如一，本分做人，

不逾矩，不自欺。工作生活中，能做到

慎独自律的人不仅活得轻松坦荡，也可

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灾祸烦恼。比如，

过马路遇到无车时，也要自觉遵守交通

规则，避免发生交通事故；落实指令性

工作时，有无监督检查一个样，确保工

作落细落实；锻炼身体，不论有无考核

任务，都坚持不懈，哪怕独自一人也要

完成预定的运动量，等等。

古往今来，许多先贤以自律修身著

称，留下脍炙人口的佳话。杨震的“四

知”箴言，以“天知、神知、我知、子知”暮

夜却金；许衡的不食无主之梨，“梨无

主，吾心独无主乎”；曾国藩在家书中写

的“慎独则心安”……无一不是慎独自

律、完善自身的体现。

干好工作往往也离不开慎独自

律。一位舞蹈家说过：“一天不练，自

己知道，两天不练，老师知道，三天不

练，观众知道。”“最美奋斗者”王顺

友，独自在雪域高原跋涉了 20多年，

没有延误过一个班期，没有丢失过一

封邮件，投递准确率达到 100%。他的

秘诀就在于，对待邮件“一不能贪，二

不能丢，三不能脏，四不能慢”，无论

遭遇暴雨、泥石流还是铁索桥断，他

都能把邮件安全送达。这就是慎独

自律的力量。

身在军营，广大官兵同样需要把慎

独作为一种工作作风、职业习惯来培养，

坚持自我约束和规范言行，审慎地对待

欲望和诱惑。在自警自省中，不断发现

缺点不足，勤加修炼改进，培养坚强的意

志、长久的定力；在每一次坚守、每一次

选择、每一个举止中，懂得自律、善于自

控、勤于自省，做到慎终如始；在点滴中、

细微处，常思“不虑于微，始成大患；不防

于小，终亏大德”，始终保持敬畏之心，不

放纵、不越轨、不逾矩。唯有始终对自己

高标准严要求，才能让自己变得更优秀。

慎独自律是修身“秘诀”
■杨思聪

部队建设基础在基层，活力也在
基层。基层就像是一本厚重立体的无
字之书，既是年轻干部加钢淬火之
地，也是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选择
了基层，也就选择了更多的学习锻炼
和扎实成长的机会。

读好基层这本书，并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情。部队的基层工作，具有其
特殊性，尤其是随着军队调整改革的
深入推进，基层建设面临许多新情况
新问题，需要我们以全新理念和视角
去深入地探索、分析与研究，在继承
我军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拿出新思路

和新办法。
对年轻干部来说，读好基层这本

书，首先应调整心态，树立扎根基层
的思想。干好基层工作，好高骛远不
行，心浮气躁更不行。身处基层，就
要真正地安下心来，以不怕困难、干
好工作的韧劲，以脚踏实地、一步一
个脚印的实劲，以“十年磨一剑”的
决心，扎扎实实打基础，做到身入官
兵、心入官兵、情入官兵，真正融入
到基层官兵日常的工作、训练与生活
中去。

其 次 是 要 摆 正 位 置 ， 主 动 学

习。基层是与广大官兵联系最紧密
的地方，也是最具活力的地方。基
层的实情，官兵的呼声，既是部队
建设的“晴雨表”，也是领导者科学
决 策 的 重 要 依 据 。 因 此 ， 扎 根 基
层，利用好基层工作机会，在基层认
真研究问题、学习知识、积累经验，
是年轻干部成长的重要一课。这就要
求年轻干部以甘当小学生的精神，以
虚心向学的态度，拜基层官兵为师，
善于从基层官兵身上汲取智慧和高标
准做好工作的动力源泉，善于听真
话 、 摸 实 情 ， 切 实 掌 握 第 一 手 材

料，在基层这片沃土上扎实成长，
结出丰硕的成果，为抓好部队转型
建设出力。

最后，要善于总结经验，打一仗
进一步。运用所学知识，有的放矢地
解决问题，善于由此及彼、由表及
里，举一反三地思考研究问题，做到
融会贯通，把实际问题上升到理论和
科学决策的层面，摸清摸准基层建设
的客观规律，在搞好基层建设的同
时，使自身能力素质得到锻炼提高，
更好地适应部队建设需要和形势任务
发展要求，干出一流业绩。

读好基层这本书
■罗 飞

●我们要勇于正视能力差
距，不能羞于承认、自欺自误，更
不能悲观消极，被差距吓倒。“知
耻近乎勇”，只有认清短板、直面
差距，才能扬鞭奋蹄、奋起直追

能力差距是指人与人之间由于先

天素质、教育环境、社会实践等不同，

在智力、体力、工作能力等方面存在的

差距。对于每个人来说，能力差距是

客观存在也是普遍存在的，能正确认

识就能转化为进步动力，如果在认识

上片面极端，不仅无益于能力提升，还

会使人变得自欺欺人、不思进取，阻碍

成长进步。

一位心理学家曾言：“做人最重要

的是要有清晰的位置感。”倘若对自身

能力认知不清，对能力差距缺乏理性认

识，就可能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

对自身能力过于自信，不善于发现和学

习别人长处，不能虚心听取别人意见，

盲目乐观，遇到问题不主动审视自身短

板，总归咎于客观条件。另一个极端是

过低估量自身潜力或盲目放大与他人

的能力差距，由本领恐慌异化为能力自

卑，对能力提升、成长进步、发展前景持

悲观态度，对个人能力、进步潜力、自我

价值持怀疑态度，面对差距想的不是如

何迎头赶上，而是自暴自弃“打退堂

鼓”。这两个极端，实质上都是对能力

差距存在认识偏差，缺乏正视差距和问

题的勇气，应坚决摒弃。

生活中，能力高低往往是能否适

应任务需求的动态变量。过去能适应

现在未必适应，在一些方面能适应其

他方面未必适应，在这个岗位上能适

应换个岗位未必适应。从不适应到适

应是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过程，也是

消除能力差距的过程。我们要清醒认

识到，时代的发展和强军事业的推

进，对每名官兵的知识水平和能力素

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出现一些不适应

是客观的、必然的，也是正常的、暂时

的，是通过努力完全可以克服和解决

的。我们要勇于正视能力差距，不能

羞于承认、自欺自误，更不能悲观消

极，被差距吓倒。“知耻近乎勇”，只有

认清短板、直面差距，才能扬鞭奋蹄、

奋起直追。

正确认识能力差距需要从根源上

找准差距产生的原因。唯物辩证法告

诉我们，事物的发展是内因和外因共

同作用的结果，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

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

内因起决定性作用。对能力提升而

言，成长环境是外因，主观努力才是起

决定性作用的内因。只有树立正确认

识，才能有正确态度，拿出弥补差距的

行动。树立正确认识，尤其应注意克

服错误思想倾向的影响。

一是克服缺乏理性思维的倾向。

如果观察问题浮光掠影只看表面，思考

问题只重感性认识不重理性思考，解决

问题只满足于治标治表，就不能在总结

反思中把握工作的特点规律，容易陷入

事务主义。只有善于从感性材料中去

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

分析研究，才能掌握判断形势、解决问

题、推动工作的规律方法，从而提高思

维层次和工作能力。二是克服缺乏辩

证思维的倾向。如果不会用联系的、发

展的、一分为二的观点看待事物，认识

分析问题就会困于非此即彼的绝对化

片面化思维，工作思路就会受局限。只

有善于换位思考，辩证把握矛盾问题，

才能掌握好正确解决矛盾问题的方

法。三是克服缺乏创新思维的倾向。

如果束缚于经验主义、教条主义的定式

思维，抱残守缺不敢创新，工作就会在

低层次徘徊，能力素质就难以提升。只

有勇于突破传统束缚，更新理念、大胆

创新，才能培养求异思维、逆向思维、

发散思维，学好用好新思想、新理念、

新方法。四是克服缺乏系统思维的倾

向。如果对自身能力缺乏系统科学评

估，忽视能力全面提升的重要性，干工

作只热衷于做自己擅长的事，就会导

致在单一方面获得较多经验，在其他

方面产生能力短板。只有冲破既有专

业、能力、视野的限制，在不擅长的领

域多投入精力，逼迫自己突破短板，才

能全面均衡提升素质，消除某些方面

的能力差距。

能力素质的提升不是一朝一夕的

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下长功夫、

细功夫，持续不懈地努力。当能力素

质在短期内不能与任务需求匹配时，

我们要敢于正视、正确面对，通过主

动学习、更多投入来弥补。只有做到

勤学多思、脚踏实地、积极进取、持之

以恒，才能在学思践悟中弥补差距、补

齐短板，在真抓实干中提升本领、锤炼

作风，成为干好强军事业的栋梁之材。

正
确
认
识
能
力
差
距

■
郑
逢
民

美轮美奂的肩上芭蕾，给无数观众

带来惊艳的美感。这种动作惊险而优雅

的双人舞，没有双方高度的心灵默契和

相互配合，是难以成功的。正是两位舞

者的心心相印，才创造了舞台上的动人

场景。

生活也是舞台。一般情况下，一个

家庭都有一男一女两个主角。如果双

方心意相通，彼此信任、相互支持，就会

拥有甜蜜幸福的家庭生活，并由此酿造

出事业的芬芳，正所谓“家和万事兴”。

反之，夫妻之间如果心存芥蒂，缺乏信

任，就难以跳好家庭生活中的“双人

舞”，等待他们的很可能是生活的苦涩

与失败。

肩上芭蕾——

跳好家庭生活“双人舞”
■朱金平 摄影并撰文

●一个人不论能力多大，只要
尽力而为，有多少能量发多少光，
坚持把自己负责的角落尽可能照
得亮一些，就不虚度人生

●基层就像是一本厚重立体
的无字之书，既是年轻干部加钢
淬火之地，也是施展才华的广阔
舞台

黄智臻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