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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王健 吴继峰

推动工作 、打拼事业 ，一帆风
顺的概率是不大的 。 创意有了 ，
想法有了 ， 但是想到世事难料 、
前路多艰 ， 越发觉得心里没底 ，
不少人还没迈出第一步 ，就打起
了退堂鼓 。 那些本来还不错的思
路 、点子胎死腹中 ，终致日复一日
碌碌无为。

“古之立大事者 ，不惟有超世
之才 ，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 ”创
业艰难百战多，这是常态。 但是只
要我们勇敢地迈出第一步 、 踢开
头三脚 ， 并以坚持不懈的恒心和
毅力向着心中的目标笃行 ， 那就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没有比脚更
长的路”。

在《道德经》第六十四章中，圣
哲老子指出 ：“合抱之木 ， 生于毫
末 ；九层之台 ，起于累土 ；千里之
行，始于足下。 ”“合抱之木”“九层
之台 ”“千里之行 ” 这些远大的事
物 、宏大的目标 ，无不发端于 “毫
末”“累土”“足下”。 荀子在 《劝学
篇 》 中也提出了和老子相近的观
点。 荀子坚信“积土成山”“积水成
渊”“不积跬步 ，无以至千里 ；不积
小流，无以成江海”，而且笃定地认
为“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老子说 “千里之行 ， 始于足
下 ”，强调的是要立下 “千里之行 ”
的理想。 老子的无为思想，并不是

让我们浑浑噩噩、无所作为，而是要
告诉我们怎样做才能顺应自然、日
积月累，怎样做才能水到渠成、达到
目标。 理想如火种、明灯，能引领我
们以积极的心态走出平庸， 实现多
彩人生。没有理想的生活，犹如一潭
死水，波澜不兴、毫无生机。 没有理
想的人， 心似枯井， 人生也是灰暗
的。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
不还”“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
济世穷”……古今中外的伟大人物、
杰出人才， 莫不是矢志不渝地坚守
着自己心中的理想， 正是这些伟大
的理想，照亮了他们的前行之路，指
引着他们九死不悔、拼搏奋斗，最终
实现了伟大的抱负。

老子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强调的是坚持日进日新的躬行。 唐
代有位禅师 ， 他的修行方式很特
别，不住寺庙，不住庵棚，而是在大
树上搭一个像鸟窝的棚子 ， 人称
“鸟巢禅师”。 唐元和年间，时任杭
州太守的白居易，听闻鸟巢禅师之
名，于是前去拜访。 白居易问：“吾
自小学佛 ，几十年来 ，还没有入门
之处 ，请师父指教 ‘什么是佛法大
意’。 ”鸟巢禅师说：“诸恶莫做，众
善奉行。 ”白居易笑了，说：“这不过

是三岁孩童都会说的道理， 何必用
这教训我这个老头子呢？”鸟巢禅师
说：“这的确是三岁孩童都会说的道
理， 可惜许多八十老翁也没有做到
啊! ”鸟巢禅师这一席话，放在今天
仍然值得人们深思。 “世所相信，在
能行，不在能言”，口中日行千里，脚
下不迈一步，什么理想、什么愿景也
不过是镜花水月，什么创意、什么思
路也不过是纸上谈兵。

老子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强调的是实现“道法自然”的积累。
老子提倡立言立行、日进日新，但是
他并不鼓励任性而为、盲动蛮干，而
是强调要遵循“道法自然”之原则。
老子教导我们要做到心中有理想、
前进有目标， 但也明确反对好高骛
远、心浮气躁。 “天下难事，必作于
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做事情三
分钟热度，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看似
干得热火朝天， 到头来哪一件事也
干不好。定目标不切实际，违背规律
去干，做起来必然不接地气、没有头
绪，妄想挟山超海，也只会让我们碰
得头破血流。

������◎在《道德经》第六十四章中，圣哲老子指出：“合抱之木，生
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合抱之木”
“九层之台”“千里之行”这些远大的事物、宏大的目标，无不发端
于“毫末”“累土”“足下”。 荀子在《劝学篇》中也提出了和老子相
近的观点。 荀子坚信“积土成山”“积水成渊”“不积跬步，无以至
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而且笃定地认为“锲而不舍，金石
可镂”。

◎老子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强调的是要立下“千里之
行”的理想，是坚持日进日新的躬行，是实现“道法自然”的积累。

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 推动周口文化繁荣发展
王艳 李艳华

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文化理论

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
布局上的部署要求，明体达用、体用
贯通，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
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 周
口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文
化底蕴深厚，文化资源丰富，文化特
色鲜明。 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
引，坚持守正创新，不断提升周口文
化软实力，奋力开创周口文化繁荣发
展新局面。
在加强文物保护中赓续历史文脉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和载体，是文
化传承发展的重要依托。 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强调，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
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
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周口是文
化资源大市，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
化在周口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留下了

众多名胜古迹。 周口有不可移动文物
3880 多处，淮阳太昊陵庙、鹿邑太清
宫遗址、周口关帝庙等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18 处， 时庄遗址等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 72 处。

近年来，我市加强文物保护利用
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精心打造“考
古周口”“典籍周口” 等文化活动，文
化研究阐释纵深推进，文化根脉保护
渐成体系。 要切实扛牢守护历史文脉
的重大责任， 积极推动伏羲文化、老
子文化、陈楚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入阐释文

物遗产中蕴藏的周口优秀传统文化

精髓，加大淮阳、太康区域夏代遗址
群落考古发掘力度，加快打造以淮阳
古城、龙湖、平粮台古城遗址、时庄遗
址等为支撑的历史文化核心展示区，
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夏文化研究

作出周口贡献。 要加强红色遗址、革
命文物的保护工作，进一步挖掘整理
红色文化资源，打造好建设好周口红
色文化基地， 用红色文化铸魂育人。
要处理好城市有机更新和历史文化

遗产保护利用的关系，坚持以申报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为抓手，扎实推进历
史文化街区保护与活化利用，让文脉
生生不息，让城市留下记忆。
在坚持守正创新中推动文化出彩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人民的精神
家园，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
族强。 从远古到现当代，周口文脉绵
延，周口文人灿若星辰，周口经典传
承不绝。 这片土地孕育了伏羲文化、
老子文化、陈楚文化、农耕文化、漕运
文化等丰厚文化资源。 《道德经》《诗
经·陈风》《千字文》等经典作品，穿越
历史烟云，仍绽放出璀璨夺目的光芒。
从 2023 年中国杂技春晚“花”开周口
到首届河南周口伏羲书展 “书香”氤
氲，从荣获中国“文学之乡”称号到举
办中国杂技产业发展论坛， 周口文化
焕发出新气象，不断出新出彩出圈。

坚持守正创新，从传统文化中汲
取营养， 在文化创新中勇立潮头，讲
好周口故事，传播周口声音，是时代

赋予的使命，周口儿女责无旁贷。 要
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文化的前进方向，
结合正在开展的主题教育，坚持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立心铸魂，扛牢举旗帜、聚民心、育新
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积极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打
好意识形态领域主动仗，巩固壮大奋
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 要持续办
好 “典籍周口”“书香周口”“诚信周
口”等文化活动，举办高规格论坛、讲
座、书展，大力弘扬越调、太康道情等
戏曲文化， 全力保护传承泥泥狗、余
家杂技、 老子祭典等非物质文化遗
产。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实施文艺精品战略，壮大“周口作
家群”，做优周口戏剧、书画、杂技，推
出更多彰显时代风貌、具有本土特色
的文艺精品。 要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
程， 统筹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推动公共文化服务进社区、进农
村，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文化
活动，不断满足群众多元化的精神文
化需求。
在推进文旅融合中擦亮文化标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文
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融
合发展，让人们在领略自然之美中感
悟文化之美、陶冶心灵之美。 近年来，
我市始终把实施文旅文创融合战略

三年行动计划，作为擦亮“道德名城、
魅力周口”文化标识的主要抓手。

文旅文创，“文”字当头 ，优质的

文化内涵与精神内核始终是文旅文

创融合发展的要义所在。 周口虽然有
丰厚的文化“家底”，但文化品牌的塑
造不能全面开花，要突出自身特色和
亮点，放大文化优势，打造自身独有
的文化 IP，并通过全媒体平台和传播
渠道，提升文化传播力和影响力。

传承文化基因可看可赏，树立文
化自信可品可思， 周口正积极融入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品牌塑造，聚
力打造展现中国精神、 彰显周口风
韵的著名文化旅游目的地。 要以淮
阳入选全省首批“文旅消费示范区”
为契机，持续提升羲皇故都朝祖会、
周口荷花节等节庆活动影响力 ；深
度挖掘老子文化底蕴，系统谋划，科
学规划，打造老子文化产业园；依托
周口杂技文化产业园和周口野生动

物世界 ，擦亮 “周口杂技之乡 ”文旅
名片。 要打造精品旅游线路，依托太
昊陵 、关帝庙 、太清宫 、建业运河古
镇等景区景点，吉鸿昌纪念馆、杜岗
会师纪念地、 黄泛区农场场史馆等
红色资源， 沙颍河生态文化休闲旅
游带等生态资源， 推动文旅项目从
“点上开花”到“串珠成链”。 要丰富
业态体验，打造 “旅游+”新模式，深
化创意创新，强化数智赋能，创新沉
浸式、互动式文旅融合新业态、新场
景 ，发展全链条文创产业 ，提升 “吃
住行游购娱”服务品质，实现文化传
承和促进消费的同频共振。

（作者单位：周口日报社）

履霜常思坚冰至
宋钊

近读《周易》，见“履霜坚冰，阴始
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的名句，
深深地触动了笔者。 天气日渐寒冷，
坚冰自然会随之而来、侵人体肤。 由
寒气袭人联想到腐败毁身，“履霜常
思坚冰至”， 不正是告诫我们容易乱
了方寸的未必是大是大非问题，更多
的是反映在“履霜”的侵袭之害上。

“履霜常思坚冰至 ”，要有 “心不
动于微利之诱， 目不眩于五色之惑”
的自警。 历史上贪官污吏落马和现实
中领导干部摔跟头，陷深渊，葬自身，
就在于缺乏“履霜常思坚冰至”的自
警意识。 在古代，包拯“不持一砚归”，
在于他自警一尘不染的洁身自好；张
伯行一清二白，在于他自警两袖清风
廉为品。 中国共产党人焦裕禄发现孩
子看戏没有买票，当即建议县委起草

通知不准任何干部搞特殊化，不准任
何干部和他们的子弟“看白戏”，自警
严格执行党的纪律；杨业功用“携礼莫
入家门”挡住送礼者。廉洁自律要从领
导干部抓起，从家庭做起。 垃圾如山，
是一点点堆积起来的；满屋尘垢，是一
天天落下的灰尘而致。自警，必须把问
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必须抓早、抓小、
抓细。

“履霜常思坚冰至 ”，要有 “人非
圣贤，熟能无过”的自省。 在人生旅途
中，让人感到最疲倦、最困惑的未必
是眼前的崇山峻岭，往往可能是鞋里
有了沙粒，它扎人，使人感到难受。 要
知道，不能“履霜常思坚冰至”的原因
就在于鞋中有了沙粒，让你走不成前
进之路。 思想出了问题，要善于从个
人身上找原因，从鞋里沙粒上挖根找

源。 读《韩非子》，有一则故事不能不
使我们强化自省。 一次，商纣王命下
属为他做了一双象牙筷子，这件事被
一位名叫箕子的大臣知道了，他从由
小到大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看演变，
认为商纣王用上了象牙筷子之后，就
不会使用粗碗了，一定会用“犀玉之
杯”、食“旄象豹胎”，着“锦衣九重 ”，
居“高台广室”，“称此以求，则天下足
矣”。 没过几年，商纣王由于腐化腐败
而身死国灭。 有些领导干部在大事上
能自省自身之过，却不能在小事小非
上认识自身之过。 “君子为政之道，以
修身为本”，要始终把自省看作做人、
做事、做官的根本和基础。

“履霜常思坚冰至 ”，要有 “欲胜
人者，必先自胜”的自戒。 获“履霜常
思坚冰至”之胜，不仅要有“惟以改过

为能，不以无过为贵”的觉悟，更重要
的是对自身存在的缺点、错误，有自
戒自胜的主动性、自觉性、坚定性。 元
朝名臣张养浩有言：“室已焚而徒薪，
舟已溺而市壶，疾已成而求艾，虽殚
力为之，无及矣。 ”对“履霜常思坚冰
至”，有些人不在乎、不重视，认为这
是小事一桩，不必大惊小怪。 古人曰：
“始以为无伤，卒至大可伤；始以为不
足虑，卒至深可虑。 ”凡不能自戒自胜
的人，“心中贼”就会在“你知我知、天
知地知”时钻出来，出现“人见利而不
见害，鱼见食而不见钩”，逐步走向陷
阱，迷失自我。 领导干部要以自戒完
善自我、改造自我、控制自我、净化自
我，在知错改过中日臻成熟、不断前
进，做人民满意的公仆。

（作者单位：西华县农村信用社）

聚焦实际问题抓落实
刘 雨

������抓落实是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
线、群众路线的根本要求，也是衡量
领导干部党性和政绩观的重要标

志。 今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
考察时就主题教育中教育引导党

员、干部落实“重实践”要求，在以学
促干上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作出重

要论述，强调“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
中央决策部署， 积极主动抓落实，聚
合众力抓落实， 以钉钉子精神抓落
实，聚焦实际问题抓落实，在抓落实
上取得新实效”。 一分部署， 九分落
实。不注重抓落实，不认真抓好落实，
再好的规划和部署也是空中楼阁 。
广大党员干部要全面准确领会党中

央决策部署， 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
各项要求， 一步一个脚印把党的二
十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努
力创造经得起历史、 实践和人民检
验的业绩。

怎样才能抓好落实？ 这是需要
广大党员干部认真思考的问题。 首
先要坚持人民至上， 担负起自己的
职责，以身许党、夙夜在公，有“时时
放心不下”的责任感，鼓起干事创业
的精气神。其次要坚持问题导向。 坚
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

点，也是抓好落实的关键。 推动事业
发展，就是解决一个又一个实际问题
的过程。 只有认真研究问题，才能找
到影响落实的根源， 抓住关键环节，
通过解决实际问题， 将党中央决策
部署贯彻好执行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总是
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前进的。”我们党领
导人民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都是
为了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 踏上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面
对复杂形势和艰巨任务，广大党员干
部尤其要提高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应
对新挑战、破解新难题、塑造新优势，
更好肩负起新时代赋予的职责使命。

聚焦实际问题抓落实，需要明确
聚焦什么样的实际问题。 习近平总
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我

们要增强问题意识，聚焦实践遇到的
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
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
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
突出问题，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
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 ”在实际工作
中，要摸清影响高质量发展的困难与
根源，真正了解发展所需、改革所急、
基层所盼、民心所向的问题，并认真
加以解决。 调查研究是发现问题、研
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起点。 我们要扑
下身子、沉到一线，自觉问计于民、问
需于民，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找到开
展工作的好思路、好办法。

想不想抓落实、 敢不敢抓落实、
会不会抓落实，能否聚焦实际问题抓
落实，检验党员干部的行动、考验党
员干部的能力。 实践中，一些党员干
部之所以没能聚焦实际问题抓落实，
有的是受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影响，
敷衍塞责、怕担责任；有的则是由于
本领不强，不善于抓住和解决实际问
题。 针对这些问题，要健全激励约束
机制，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加强全方
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确保各领域各
方面贯彻落实不偏向、不变通、不走
样。 科学思想方法是研究问题、解决
问题的“总钥匙”，只有把思想方法搞
对头，认识问题才能站得高，分析问
题才能看得深， 解决问题才能更有
效。要引导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深入把握包括“六个必须坚持”在内
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自觉用科学世
界观和方法论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切实提高战略思维、辩证
思维 、系统思维 、创新思维 、历史思
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做到善
于把握事物本质、 把握发展规律、把
握工作关键、把握政策尺度，增强工
作的科学性 、预见性 、主动性 、创造
性，提高抓落实本领，推动事业不断
迈上新台阶。

（原载《人民日报》）

担当大事 全在明强
桑林峰

“至于担当大事 ， 全在明强二
字……凡事非气不举 ， 非刚不济 ，
即修身齐家，亦须以明强为本。 ”曾
国藩以 “明强 ”要求家人 ，自己也是
这样做的 。 由此带来启示 ，一个人
想成就一番大事业 ， 既要看得明
白，也要行得坚强。 只有看得清楚，
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成为什么样
子 ；只有坚持到底 ，才能久久为功 ，
铸就非凡。

人生在世，方向明确，方能大道
直行。 倘若缺少人生志向， 浑浑噩
噩， 则可能什么事也做不成。 古人
言，“莅事以‘明’字为第一要义”。 这
个明就是明人生志向、明事业选择、
明奋斗目标。 《阳明先生年谱》 中记
载， 王阳明在学童时期曾问老师一
个问题：“何为第一等事？ ” 老师答：
“惟读书登第耳。 ”王阳明听后不以
为然：“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 或读
书学圣贤耳！ ”老师认为王阳明想当
圣贤只是随口说说。 殊不知，王阳明
一生瞄着做“圣人”，坚持“学为圣人
之道，学以致良知”，创造了“阳明心
学”， 真成为泽被后世的圣贤之人。
王阳明可谓是知晓人生方向之人。

“明”很重要 ，但是仅有 “明 ”还
不够，还要“强”。 这个“强”就是有韧
性，有恒心，笃定目标，驰而不息，直
至到达成功的彼岸。 明朝李时珍曾
写下一首诗：“身如逆流船， 心比铁
石坚。望父全儿志，至死不怕难。 ”伴
随这首诗，李时珍坚持撰写《本草纲
目》。 这本书从下笔到最终完成，历
时 30 年。 成书后，本着严谨求实的
科学精神，李时珍又用了 10 年时间
进行了修订完善。 李时珍的一生，是

明志的一生，也是执着的一生。 正是
这些特质， 成就了一代大写的医药
学家。

“工贵其久，业贵其专。 ”对于党
员干部来说，想要干出名堂，就要立
志高远，脚踏实地，一步步往前走，敢
于“十年磨一剑”，勇于“一辈子办成
一件事”。 事实上， 很多党员干部的
成功，就在于专注于一件事，把一件
事干到底、 干精彩。 “中国航空发动
机之父”吴大观常说：“自从投身发动
机事业之后，一天也没有改变努力的
方向。 不研制出自己的发动机，死不
瞑目”；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王
泽山院士立下誓言：“我一辈子做一
件事，就是火炸药的研究，这是国家
给我的使命，我必须完成好”……这
些共产党人无不倾其所有， 毕其精
力，“用心做好一件事”， 充分体现了
“坚持是最快的脚步”。

现实生活中，很多党员干部明白
自己是谁、到底要干什么，从而坚持
不懈地追求梦想， 收获了灿烂的人
生。 然而，仍有一些人没有明确的志
向，缺少坚定的意志，在工作中“东一
榔头，西一棒槌”，看似忙忙碌碌，到
头来却两手空空，毫无建树。 探究起
来，缺少的就是“明强”二字。

事业常成于坚忍，毁于急躁。 奋
进新征程， 广大党员干部只有悟透
“明强”二字的深意，立起人生目标，
振奋精神状态， 保持坚韧不拔的毅
力、百折不挠的恒心，知重负重、奋斗
奋进、实干苦干，才能在日积月累、铢
积寸累中抵达梦想的彼岸，创造无愧
于这个时代的绚烂人生。

（原载《中国纪检监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