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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在创业的征途上会遇到种种
困难。面对困难，通常有两种态度:一种是
把困难视为一种挑战，全力以赴地同它作
斗争;另一种是把它视为一种麻烦，牢骚
满腹，怨天尤人。两种不同态度，将会决定
一个人在困难面前，能不能继续保持进取
的心态。

在困难面前怨天尤人是弱者的表
现，它会消解人们同困难作斗争的勇气。
一个冷静、理智和相信自己能力的人，无
论在工作中遇到多大困难、陷入多么不
利的境地，都会去冷静地考虑对策，依靠
自己的努力征服困难，扭转被动局面。而
怨天尤人者，往往只用一只眼看问题，他
们只看到不利局面的存在，却看不到自
己改变这种不利局面的条件和能力。困
难和不利环境到了他们嘴里，如同小孩
玩的气球，越吹越大。埋怨同泄气是同步
増长的，越是埋怨，越找不到克服困难的
途径和办法。随着怨天尤人的不断升级，
进取的雄心和热情也不断下降。怨天尤
人到了登峰造极之日，也就是进取雄心
彻底泯灭之时。

从心理活动的角度分析，怨天尤人
是人们自尊心和怯懦性混合造成的。人
一怯懦就会害怕困难，屈从环境，但自尊
心又往往使他们不愿认输，不肯冷静地
正视自己，于是就怨天尤人，牢骚满腹，
为放弃自我努力找托词，为逃避责任找
借口。怨天尤人正是个体保护惰性的一
面盾牌。

通过怨天尤人，他可以把自己不能
成功的一切原因都归之于外界的不利因
素，一切经过努力完全可以做好的事，他
通过怨天尤人找到不再努力的理由，什
么“条件差”啦，“困难多”啦，“别人不支
持、不配合”啦，如此等等。总之，认为不
是自己无能，而是条件太差;不是自己不

努力，而是困难太多；不是自己不想干，
而是别人不配合。这样，他就既能借口躲
避困难，又可使自己不太丢面子。有了这
种在困难面前怨天尤人的习惯，就很难
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因而也就
做不出富有创造性的成绩。

风物长宜放眼量。如果你有在困难
面前怨天尤人的习惯，那么，就应当努力
克服它。

第一，变换角度。有句俗语说，“人人
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能不能念好成就事
业这本“经”，就看你到底怎么念。一个劲
地喊难，在个人遭遇上抚伤吁痛不止，就
会蹉跎了岁月，无所作为。条件是人创造
的，“善假于物”，这是人的高明之处。“夕
阳芳草寻常物，解用都作绝妙词”，只要
善于巧用，到处都有可供利用的条件。有
条件不用，或不会用，等于没条件，条件
差，能够尽量发掘利用，则能化劣势为优
势。因此，如果我们遇上了不如意的事，
不要埋怨，变换一下角度，想一想还有哪
些可以利用的有利条件，想一想怎样化
不利为有利，想一想如何来借助其它方
面的力量克服眼前的困难，这样做，困难
在我们面前就不会显得那么可怕，也就
很难羁绊我们的进取脚步、扼杀我们的
进取之心了。

第二，反省自己。怨天尤人的人，总是
埋怨社会、埋怨环境、埋怨命运、埋怨他人，
却从不在自己的主观上找原因。实际上，一
个人境遇和条件的好坏，固然受各种客观
因素的制约，但同时也受主观努力程度的
影响。遇到不顺利的情况，如果总把原因归
之于客观环境和条件，那就永远会找到埋
怨的理由。学习成绩不好，怨老师偏心;找
不到好工作，怨父母没本事;在某些方面落
后他人，怨自己条件不如人，等等。每一种
埋怨都妨碍着人的主观努力，影响人的进

步。科学的态度应当是问问自己:“你自己怎
样？你去做了没有？做得如何？事情的结局
还得看你自己”。人生要遇到的麻烦固然很
多，但最大的麻烦莫过于不能正确看待自
己。古代思想家荀子说:“自知者不怨人，知
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穷，怨天者无志，失之
己，反之人，岂不迂乎哉。”

因此，在挫折面前，要善从自己身上
找原因，冷静下来，反省一下自己。

第三，拿出行动。客观环境和条件并
不是以现成的样式不变地呈现在我们面
前的，它有着很大的“潜力”，很强的“伸
缩性”，关键看我们怎样对待它。诅咒它、
埋怨它，它不会给你以帮助;驾驭它、改造
它，它才会为你服务。所以，面对困难，消
极地埋怨，对于改变环境一点作用都没
有，关键在于要拿出行动。没有任何困难
会被埋怨吓跑，只有行动才能克服它。许
多有作为者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不向
不利的环境和条件屈服，不埋怨，不叫
苦，最大限度地利用客观条件中的有利
因素，尽最大努力克服客观条件中的不
利因素。

本人原来只有初中文化水平，却考
取了海军士官学院。我并没有特殊的条
件，在汽车连队和战友们一起带兵训练。
学习时间常常被训练工作挤掉，我从不
抱怨，想方设法补上文化课，一边训练一
边学习，顶住压力，树立信心。我说:“埋怨
只会中止、扼杀进取的脚步，急躁和脆弱
更不会使人撑开奋击的风帆。改变自己
的命运靠的是自己，我没有理由、也没有
时间埋怨。”要求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
有勇气对自己说:“现在，这里，就是我学
习、进步的最好条件。”如果当时没有那
样理智地面对现实，积极努力改变不利
条件，哪有今天的美好生活。
（作者单位：城步苗族自治县扶贫办）

风 物 长 宜 放 眼 量
冯世民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
面从严治党的深入推进，干部
担当作为的精气神不断激发，
但也有少数干部处在一种不温
不火的状态，群众称之为“温吞
水”干部：他们有的对工作缺乏
激情，做事慢慢悠悠，如老牛拉
车赶一下走一步；有的对群众
没有感情，办事拖拖拉拉，甚至
企图一拖了之；有的能力不足
不会为，干事缩手缩脚，“脚踩
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在

“温吞水”干部身上，看到的是
事业心和责任心的缺位，这既
不利于个人的成长进步，也影
响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必
须坚决纠正。

干部干部，干字当头，干事
是本分和职责。无论什么时
候、什么情况下，积极干事都是
干部成就事业、成就人生的重
要前提。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决胜之年、“十三五”规划
收官之年、脱贫攻坚决战之
年。面对艰巨繁重的任务，面
对前所未有的挑战，越是这个
时候，越需要干部的责任与担
当。作为干部理应以一种“等
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
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投入
到工作中，切实做到守土有责、
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这样才是
干部应有的状态。

当然，干部的自我要求是

一个方面，同时还得健全完善
干部监督管理机制，铁腕治理

“庸懒散浮拖”的问题，对那些
“温吞水”干部，该淘汰的淘汰、
该调整的调整、该转岗的转岗、
该惩戒的惩戒，绝不姑息迁就，
不搞“下不为例”。要敢于动真
碰硬，通过颁发“不作为慢作
为”牌、“蜗牛奖”等措施，倒逼
和鞭策干部主动担当作为。。

对干部既要严管也要厚
受。现实中，干部不作为、慢作
为，个人方面原因是主要的，但
外部因素的影响也还存在。干
事就可能会有风险，难免会有
失误，有的工作没有规律可循，
也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如果贸
然去干，很可能引起一些矛盾，
最后还可能被问责，这就导致
一些干部因害怕被问责而畏首
畏尾，逐渐成为不敢为的“温吞
水”干部。这就需要我们区分
属性，精准施策，对他们多一些
人文关怀、多一些思想教育、多
一些指导帮助，让他们能够甩
掉包袱、轻装上阵。

用人导向是“风向标”，风
正则一帆悬。要坚持正确选人
用人导向，大力选拔敢于负责、
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绩突出
的干部，让能者上、庸者下、劣
者汰成为一种鲜明导向。如
此，经济社会各项事业也就会
蒸蒸日上。

莫当“温吞水”干部
杨结宝

“吃人的嘴软”，这话出自何处？谁说
的？不好考证，也无法考证。可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意思。意思嘛，诸君都懂得。吃
了人家的，就得为人家说好话；或者是吃
了人家的，在人家面前就说不起硬气的
话，说话就得低三下四。这是一种常态，
也算是一种从古至今的至理之言。但还
是有例外的，就是“吃人的嘴不软”。

先学习一首唐诗。《兵部尚书席上
作》：华堂今日绮筵开，谁唤分司御史来？
怱发狂言惊满座，两行红粉一时回。

这是杜牧于唐大和九年所作的一首
诗。就是那个写作人人耳熟能详的《清
明》的杜牧。

杜牧的文采是蛮好的，但他对自己
的工作很不满意，一直不能得到国家的
重用。对了，这里要作一个简单的交待，
杜牧出生于官宦世家，从最近的他的爷
爷算起，算是官三代。按理说，这么好的

背景，应该是能得到重用的，只要稍微走
个后门，就可以成事的。可在杜牧这里却
不成。不成，也不是说唐朝官场清正廉
洁，而是恰恰相反。

唐文宗大和九年，“杜为御史，分务
洛阳时，李司徒罢镇闲居，声伎豪华，为
当时第一。洛中名士，咸谒见之。李乃大
开筵席，当时朝客高流，无不臻赴。以杜
持宪，不敢邀至。杜遣座客达意，愿与斯
会。李不得已，驰书。方对花独酌，亦已酣
畅，闻命遽来。时会中已饮酒，女奴百余
人，皆绝艺殊色。杜独坐南向，瞪目注视，
引满三巵，问李云：‘闻有紫云者，孰是？’
李指示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虚传，
宜以见惠。’李俯而笑，诸妓亦皆回首破
颜。杜又自饮三爵，朗吟而起作了上面那
首诗。作诗完毕，意气闲逸，旁若无人。”

说来很是可笑的。原兵部尚书李司
徒退休闲居洛阳，巧合的是杜牧同学任

监察御史分务洛阳。李司徒宴请洛阳名
士，是要大摆筵席的，筵席上嘛，自然是
好酒好肉，说不上满汉全席，想来也是不
会逊色的，起码的山珍海味是不会少的，
各地名优好酒也是要的，为了助兴，当然
还是要请歌舞团来歌舞数曲的。这样的
宴会，腐败嘛，可想而知。故李“以杜持
宪，不敢邀至。”可让李司徒没有想到的
时，杜却要来蹭饭——“杜遣座客达意，
愿与斯会。”监察官来蹭饭，这下有点意
思了，请还是不请？李司徒经过激烈的自
我思想斗争后，决定还是请了。

杜牧有着文人与俗人的与众不同。酒
过三巡之后，宴会到了高潮处，杜牧醉眼迷
离地问李司徒：“听说您这里有个叫紫云的
美眉，是哪一位呢？把她送给我可好。”李司
徒听后，俯身大笑，诸妓也是回首破颜。

当局者迷，当局者也不迷。迷的是李
司徒，不迷的是杜牧。杜牧来蹭李司徒的
饭，本意不是蹭饭，而是来奚落李司徒。
意图达到也就够了，吃你的饭也不会说
你的好话——吃人的嘴不软，无奈的是
杜牧生不逢时，否则退休的李司徒是不
会也不敢大摆筵席的。

吃 人 的 嘴 不 软
行者杂谭

据新华社长沙 6 月 12 日
电，湖南省近万名纪检监察干
部近期深入脱贫攻坚一线与群
众面对面沟通，倾听民意诉求，
督促和帮助解决群众困难逾万
个。截至目前，湖南 6920 个贫
困村已实现纪检监察干部入村
督查全覆盖。

督查发现，湖南各地各单
位把脱贫攻坚作为重要政治
任务来抓，全力克服疫情影
响，实现了良好开局，群众满
意度较高。但有的地区和单位
也出现干部精力分散、工作频
道转移、投入力度下降、坐等
过关等现象。

为此，湖南各级纪检监察
干部入村督查工作不实、“微腐
败”等各类问题，督促和帮助解
决群众困难。下一步还将紧盯
问题整改，将联县入村督查与

“一季度一专题”集中治理、扶
贫领域信访问题动态清零等有
机结合，持续深化扶贫领域腐
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

扶贫是民生工程，是希望
工程，是战略工程。实现中国
梦，实现共同富裕，精准扶贫不
容出现问题。紧扣统筹推进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围绕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推进

“六稳”“六保”任务落实，必须
坚守人民立场，让政策红利精
准惠及广大人民。

众所周知，低保救助、残疾
补贴、扶贫发展等民生资金事
关救助对象的生产生活，一分
一厘都要精准，发放到位，并接

受群众的监督。扶贫救济款一
分钱都挪用、克扣不得，要原原
本本地、一分不少地发送到扶
贫对象手中，绝对不能瞒天过
海、贪污挪用。

扶贫事业关系重大，是社
会关注的焦点，需要强力监督；
扶贫工作任务艰巨，千辛万苦，
需要党内外同舟共济，众志成
城。脱贫攻坚越是进入冲刺阶
段，越需要毫不松懈、毫不动
摇，越需要凝聚共识、凝聚合
力，越需要更好地发挥纪委监
察的监督作用。

要一如既往抓好脱贫攻坚
各项任务的落实，切实做好兜
底保障工作，做到不落一户，不
落一人。做好扶贫监督，纪委监
察大有文章可做，查处扶贫领
域的违纪问题，是保障扶贫攻
坚圆满收官的重要保障。

怎样让扶贫帮困资金名副
其实，真正发挥扶贫资金的作
用，关键在于加强廉政建设，大
力整治扶贫领域的腐败行为。
要向群众公开，不能躲猫猫；要
加强监督，对乡镇、村一级的扶
贫款项落实要跟踪调查，结果
要张榜，让群众了如指掌；要落
实责任制，签订承诺书、责任
书，如果识别不精准，就要追究
领导干部的责任，严惩不贷！

加强扶贫资金管理，要运
用纪检监督利器，全程监督，让
贫困资金一分一厘落到实处，
温暖贫困群众心窝，真正起到
扶贫帮困的作用。
（作者单位：邵东市城区三小）

扶贫资金要用在刀刃上
罗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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