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铮铮誓言，字字铿锵，入党誓词见
证着我们党的初心使命，浓缩了我们党
浴血奋斗、英勇牺牲、奋发图强、顽强拼
搏的光辉历程。党员干部要读懂入党誓
词的“精神密码”，明确“我是谁”“依靠
谁”“为了谁”，汲取精神力量，书写奋斗
华章。

读懂“矢志报国终不悔”的忠诚信
仰密码。“我决心把自己培养成军事工
程师，终身献给国防事业。”这是钱七虎
入党时写下的铮铮誓言。六十年坚守，
钱七虎院士始终秉持“苟利国家生死
以”的家国情怀，甘于到最艰苦的地方
下苦功钻研，为国防工程的建设发展和
科技水平跻身世界前列作出开创性、历
史性贡献，诠释了“矢志报国终不悔”的
铮铮誓言。我们要像钱七虎院士那样，
将“小我”融入“大我”，以信仰忠诚为

“本色”，把“愿得此身长报国”的忠诚镌
刻在“心坎上”、诠释于行动中，不断筑
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

“思想之舵”，“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
党为党”，让点滴“爱国力量”汇聚成强
大的奋斗力量。

读懂“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担当创业
密码。“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是光荣的，更
是我平生的夙愿。我入党的动机就是把
我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伟大事业。”这是
刘玲琍在 16 年前入党时许下的铮铮誓
言。30 余年如一日，刘玲琍帮助有听力
缺陷的孩子训练正常说话的能力，让“星
星的孩子”逐渐回归社会，拥有美好前途
和幸福家庭。我们要在重温入党誓词中
厚植敬业乐业情怀，一方面要发扬敬业
精神，以“择一事终一生”的倾心专注，以

“偏毫厘不敢安”的一丝不苟，以“千万锤
成一器”的坚持不懈，甘做一颗永不生锈
的“螺丝钉”，做到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
另一方面要发扬乐业精神，鼓足“黄沙百
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拼劲，在
择一事、终一生中培育“匠心”精神，在学
一技、长一能中锤炼“匠艺”本领，让“匠

心”“匠艺”同频共振。
读懂“一枝一叶总关情”的亲民为

民密码。“我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组
织里做好党的工作，认真钻研业务，和
人民群众在一起，紧密联系、依靠他们，
共同面对困难，艰苦奋斗，争取做出好
成绩。”这是李桂科在43年前入党时写
下的铮铮誓言，他默默地在大山中守护
一方土地，使山石屏村从与世隔绝的

“麻风孤岛”，变成了居民安居乐业的
“幸福村”。广大党员干部要在重温入党
誓词中厚植为民情怀。以“江山就是人
民，人民就是江山”“我将无我，不负人
民”的崇高情怀，秉持为民初心；以“肝
胆相照两昆仑”的血肉联系，满怀爱民
之心。时刻牢记“我是谁、为了谁、依靠
谁”，善于把“桌子”搬到群众当中，以

“亮牌上岗”的行动自觉为群众排忧解
难，在造福人民的漫漫征程中诠释人民
至上的情怀。

(作者单位：北塔区委党校）

读懂入党誓词的“精神密码”
李忠华

“宣传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
层，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
办公下基层”是我们大力倡
导的“四下基层”工作制度。
践行“四下基层”，广大党员
干 部 要 深 入 基 层 、深 入 群
众、深入实际，做到理论宣
传“ 钻 劲 不 松 ”、调 查 研 究

“拼劲不减”、干事创业“韧
劲不止”，在新征程上答好

“为民考卷”。
理 论 宣 传 要“ 钻 劲 不

松”，眼睛向下“接地气”，答
好“ 四 下 基 层 ”的“ 初 心 答
卷”。党的政策理论内涵丰
富、博大精深，党员干部宣传
时要站在群众的角度“看事
情”、坐在群众的位置“想问
题”，拜群众为师，向群众学
习，把党的理论知识用到群
众服务上、送到群众需要上、
暖到群众心坎上。要在看群
众生产生活、问群众吃穿住
行、听群众意见建议上广开
门路、谈心交心、集思广益，
变“官话”“套话”“大话”为

“土话”“实话”“真话”，推动
理论宣传“传声”更“传神”，
着力解决“为何下”问题。

调 查 研 究 要“ 拼 劲 不
减”，脚步向下“摸实情”，答
好“ 四 下 基 层 ”的“ 担 当 答
卷”。调查研究贵在担当作
为。党员干部要到群众中去，

变“上访”为“下访”，变“声
边”为“身边”，变“坐诊”为

“出诊”，在下好“制胜棋”上
防止“小事”变“大事”。在面
对面处理群众信访中，抓住
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
面，各个击破，有的放矢解剖
麻雀。要聚焦群众急难愁盼，
愿坐“冷板凳”、敢啃“硬骨
头”、能接“烫手山芋”，从中
增长见识、积累经验、磨砺才
干，切实把调查研究转化为
推进发展的实际成效，着力
解决“怎么下”问题。

干 事 创 业 要“ 韧 劲 不
止”，身子向下“解难题”，答
好“ 四 下 基 层 ”的“ 幸 福 答
卷”。衡量“四下基层”质量，
归根结底在于群众幸福感。
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切实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密切党
群干群关系的治本之策，也
是最根本的群众工作。“四下
基层”立足于下、根植于民，
下的是基层、抵达的是民心。
党员干部要把人民放在心中
最高位置，同人民想在一起、
站在一起、干在一起，在聚焦
群众“操心事、烦心事、揪心
事”上动真碰硬、见筋见骨。
要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向
解决“一类问题”延伸，让干
事创业在基层一线落到实
处，着力解决“下什么”问题。
（作者单位：武冈市委组织部）

答 好“ 为 民 考 卷 ”
胡南春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群子不大也
什么人都有。这天，我进了一个小群，百
来人，也算一个小村了，更是一个大单
位了，因为中小型企业，也未必上百人。
只是群里几天都没看到一个人头浮动，

“鱼泡”难冒一个。
这天冒了个泡，一个诗人发了一首

诗到群里，说是诗，实是农谚加口语，开
首一句是：布谷布谷，割麦种谷。并说
明：旧农村旧，新农村新，喜鹊来了，喜
就来了，喜在哪里？喜在丰收，可以割麦
子；喜在哪里？喜在希望，可以种谷子。
未几，一位老兄@了诗人：布谷是布谷，
喜鹊是喜鹊，布谷是布谷鸟，也叫杜鹃
鸟。诗人是个好诗人，竟然也懂得@老
兄：谢谢，谢谢。我涨知识了。不料，斜刺
里出来一个人：布谷催春是布谷鸟，非
喜鹊，这是幼儿园常识。看来，诗不是什
么人都能写的，鱼鲁不分，之乎莫辨，也
来写诗？

这诗人是个好诗人，他写诗不咋
的，守心还要得。诗人看得这些话，一句
话没说，一个符号也没表示。我想，若那
诗人是我，此刻咚咚咚下楼，找斧头，找
镰刀，欲与此公去拼命，至少要来几句
国骂，洗群里辱。

这个群是啥群，不太晓得，我是被
人乱拉进去的。进去时候，腾讯提醒了
我：你与其他人都不是好友，请注意隐
私安全。我倒没甚隐私，略有些忌惮，怕
年老轻狂去怼一句，会烧了老骨头，心
头千军万马奔腾，却做了沉默的大多
数。都不是好友的，我自以为不作声是

明智的，可以保身的；多是好友的，我倒
要“我也插一句话”，抒发我的情感，表
达我的见识。

这会，有个老兄，也作了一首打油
诗：老年乐，老年生活真不错，工资月月
给老婆，比养孩子好得多，孩子从没按
月给钱我，啊啊啊，呀呀呀，感谢新局
长，感谢老出纳，感谢如今好生活。自
然，这诗是老干体，若有老干部征文活
动，投去，获奖是肯定的。

但老兄投错地方了，投到这个群里
来，未几，一位长者说：老弟，你每月领
退休工资，是你过去的劳动与奉献所
得，用不着感谢谁谁谁。打油老兄不做
声了。不料，斜刺里出来一个人，写了蛮
长一段话，八百字怕是有，加个由头，就
是一篇千字文，文章蛮长，无甚高论，说
退休金是自己劳动报酬。句子都记不
得，单记得几句：动不动就感谢谁谁谁
的，不是某某余孽，即是封建遗老，典型
的奴隶思维与奴才本性。

打油老兄，是羞走了呢，还是寻柴
刀不着呢，半天都没见到老兄有何反
应，让我佩服敬服，你千言万语动起干
戈，他一言不发化干戈为瓦钵。我当时
不这么认为，我认为打油老兄太怂了，
写个打油诗，或是思想错了，也不至于
必须惹个文字骂。我起头想起义，帮打
油老兄说一句，按了按胸口，按下了过
快心率，保心要紧。一直心率跳得快，医
生说，安静，安静，好像当年老师讲课时
桌上敲戒尺。

布谷布谷，是杜鹃，非喜鹊。这个是

大家尤其是一些人最爱说的常识。把常
识告诉不懂常识者，或指出来，这个肯
定是对的。但对是对的，便可以既讽又
刺？写诗的，诗品不怎么样，批诗的，人
品好像不咋的。

对，不是硬币，正面是对，反面是不
对，没那么容易辨别。自然的对，或说得
清，人类的对，难识得明。退休金本是自
己的钱，若感谢一句，貌似也错不到哪
里去，打个的，自己付的费，司机殷勤，
给他一句谢，也不见得阁下是奴才。老
汉今天领钱，估计加了几十百元工资，
高兴，兴之所至，打油来之，也没那么多
的观念与立场。算他老汉糊涂，不明事
理，不懂现代伦理，也不至于给他一顿
臭骂。告知则可，提醒则可，都在思想战
线的呢，都懂，不懂，提示一句便懂，不
用棍子舞帽子飞。

见群如见面，入群如入殿。同一个
群，如同在一个村，同一个办公室，没必
要点着鼻子骂人。不知道这些老兄，在
家在单位是何模样，逮着老婆辫子往地
下踩的不？戳着局长的鼻子往脸上吐的
不？许是恰好相反，在家在单位当了太
多的孙子，来得群里，想着当回老爷，与
人不合，揪住来，教育一顿，训斥一顿，
臭骂一顿，戴帽一顿，自显博学与权威。
小肚不容，不容对方一点错；开口即骂，
大骂天下百般过。

常常能说得对，是他博识，是他见
识，也不过常常而已，谁保证谁不出错
的，请举手。说得好，是他素养，是他善
心，这个是人人都可以尽量做到的。有
些老先生，把自己当智者，当大咖，当思
想先进工作者，自以为是智叟，人以为
是恶汉。说得不对，而说得好，余以为这
是兄弟。

（作者单位：双清区政协）

说 得 对 与 说 得 好
刘诚龙

“假如当时组织上能对
我狠一点，哪怕是给个处分
或降一级，让我警醒收手，也
许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了！”这是某官员落马后的忏
悔。忏悔虽然痛心疾首，但为
时太晚。

我们从这番有些推卸责
任的话里，也不难理解到：姑
息必养奸，治病可救人。

不容置疑，一个人走向
违法犯罪的深渊，个人的腐
化堕落是主要原因。但也与
监督管理的缺位有关系。有
的 单 位 领 导 奉 行“ 好 人 主
义”，平时怕得罪干部，一发
现单位干部出问题、有“苗
头”，便条件反射般护短、遮
盖，找理由为其“松绑”或开
脱，错误地认为是在营造爱
护干部的宽松环境，实质却
是为干部违规违法创造了条
件，导致有的干部在这种放
纵中渐行渐远，及至滑入腐
败的泥潭，说什么都晚了。

“好干部是选出来的，更
是管出来的。严管就是厚爱，
是对干部真正负责。”可以这
样理解，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
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行动，
既是推动反腐败斗争向基层
延伸的重要举措，更是真心爱
护干部、真诚对干部负责的有
效抓手。因为，对干部最大的
关心和爱护，不仅要悉心培养
干部，还要从严管理干部，管
思想、管工作、管作风、管纪
律。如果能坚持做到抓早抓

小、防微杜渐，发现苗头性、倾
向性问题及时批评教育，经常
敲响思想警钟，使咬牙扯袖、
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干部腐化
变质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减少，
群众对干部的信任度就会大
大增加。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
“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
和约束并重”。这些年来，越来
越多的干部感受到了严管中
蕴藏着的厚爱，感受到了从严
执纪的力度与全面从严治党
的温度。有一位县局的副局
长，因贪小利受到了比较重的
党纪处理后，大家担心他会从
此消沉下去，结果却发现他

“知耻而后勇”，真正痛改前
非，工作更加努力，为此，他道
出了自己的感悟：“如果组织
不给我当头一棒，我迟早要进
牢房的！”

然而，至今仍有一些干部
对组织的严管感到不舒服，认
为组织上对自己所处岗位采
取的监督措施和领导的警示
提醒，是对自己不信任，是在
和自己“过不去”。殊不知，宠
是害，严是爱，好干部是管出
来的。特别是对于那些身负重
要职责、处在敏感岗位、且承
担风险较多的干部来说，只有
多些警醒敲打或当头棒喝，才
能促其悬崖勒马、及时回头。
也只有多些“过不去”，才能确
保其最终“过得去”。

（作者系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退休干部）

“过不去”与“过得去”
刘克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