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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开的蜀葵 刘宝宝 摄

在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我
和支部其他党员们一起观看了历史文
献纪录片《信仰》，感触颇深。

《信仰》这部片子是以党的90多年
发展历程为背景，以理想信念教育为
主题，讲述了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
史时期优秀共产党员坚持理想信念、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保持先进性和纯
洁性的故事，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
核心价值观。

坚守信仰，需要我们共产党员一
生忠贞不渝为之奋斗。革命战争年
代，红军战士张思德作战英勇，工作有
声有色。在关键时刻，他能不顾自己
的安危，为救战友不惜牺牲自己宝贵
的生命。

践行信仰，需要我们共产党员时刻
发扬自强不屈的精神。1948年鞍钢回
到了人民手中的时候，老工人孟泰带
着他的工友奔波在厂区，回收了上千
种材料，捡回上万个零备件，使炼铁高
炉很快恢复了生产，产出了新中国第
一炉钢。

践行信仰，需要我们共产党员发扬
艰苦创业的精神。上世纪六十年代，共
产党人带领林县人民经过五年零两个
月的艰苦奋斗，奇迹般地开辟了一条穿
行在蜿蜒起伏的太行山腰、长70.6公里
的“人间天河”红旗渠。共产党员王进
喜在“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
也要上。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
下大油田”的口号中，带领大庆油田钻

井队工人艰苦创业，一举甩掉了中国
“贫油落后”的帽子。

践行信仰，需要我们共产党员作时
代的先锋。上世纪六十年代，河南省兰
考县县委书记焦裕禄带领兰考人民封
沙、治水、改地。鞍山市齐大山铁矿采
场公路管理员郭明义，从1991年开始，
20年献血6万毫升，为希望工程、身边
工友和灾区群众捐款12万元，先后资
助180多名特困生。

90多年来，共产党人的信仰，已经
变成了旗帜。观看《信仰》，了解站在时
代前列的先锋们践行信仰的事迹，更加
坚定了我们新时期共产党人的理想信
念，为我们不断前行提供了不竭的精神
动力。

工匠精神就是专注
于自己做的事，精益求精，
把99%提高到99.99%；严
谨敬业，欣赏自己的工
作，在每一个细节中，体
会做事的乐趣。

据统计，在全球创办
时间超过 200年的企业
中，日本有3146家，为全
球之首，德国有 837家，
远远高于其他国家。这
些公司基业长青的奥秘
就在于保持工匠精神。

在日本，有很多手艺
人哪怕做最简单的工作，
也恪守着工匠精神。86
岁的村嶋孟在大阪开店
卖了 50多年的米饭，他
煮的米饭被中国媒体称
为“有灵魂的米饭”。村
嶋孟说：“集中精神才是
做好米饭的前提。”相比
日本人，德国人做事对于
细节和严谨的追求毫不
逊色。德国人从生活起
居到工业制造，事事一丝
不苟。德国哲学家费希
特曾在一篇演讲中这样
描述德意志人民的性格：

“我们必须严肃认真地对
待一切事物，切切不可容
忍半点轻率和漫不经心
的态度。”

中国历来不缺技艺高
超的工匠，但是工匠精神
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不少国人做事只
求“短、平、快”，一味追求效率、表面的业绩
而牺牲质量；一些人是“差不多先生”，工作
中抱着得过且过的态度；还有些人空谈情
怀，却不出好活儿。我们身边充斥着假冒伪
劣商品，“中国制造”在国际上甚至国人心里
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认可。

虽然并不是人人都要做工匠，但工匠
精神却是每一个职场人做好本职工作必不
可少的。我们需要工匠精神，不仅是为了
把工作做好，还要在做好的过程中体会乐
趣，树立工作的尊严。

海尔总裁杨绵绵说：“要想改善自己，
先从认真做事开始。”当你真正拥有了工匠
精神，你会很容易感知工作的乐趣，产生有
诚意的劳动成果，人们也会从你的“作品”
中，体会你的良苦用心，感受到每一个细节
的美感或专业。无论这样的成果是什么，
它已经被你的全心投入赋予了灵魂。

“播下一个行动，收获
一种习惯；播下一种习惯，
收获一种性格；播下一种性
格，收获一种命运。”一个人
一天的行为中，大约只有百
分之五是属于非习惯性的，
而剩下的百分之九十五的
行为都是习惯性的。即便
是打破常规的违章，最终也可以演变成
习惯性的违章。

有这样一则故事：有一个小和尚学
剃头，老和尚让他削冬瓜皮来练习，每次
练完之后他就随手把刀扎在冬瓜上，老
和尚多次劝说，小和尚都充耳不闻，置之
不理，久而久之养成了坏习惯。有一天，
老和尚让他给自己剃头，小和尚照样顺
手把刀插在老和尚的头上，结果造成老
和尚一命呜呼。这说明“事先预防总比
事后后悔好”，养成良好的安全习惯多么
重要。

“刀不及身，肤不晓痛。”人们往往只
把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故当成茶余饭后
的话题，却不相信哪一天可能就会在自
己身上发生。前几年，一名年龄只有28

岁的外协维修人员，在进行维修作业时，
未抓好扶手，不慎从天车走台上摔落地
面，由于受伤严重，当场死亡。试问，我
们养成了上下楼梯手扶扶手栏杆的习惯
了吗？……一次小小的疏忽引发一场惨
烈的大火，一次违规的操作造成一起严
重的事故……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生命
那么脆弱？为什么悲剧一再上演？为什
么总有那么些陋习屡禁不止？为什么一
些安全隐患总是得不到根除？究其原
因，还是人们的安全知识缺乏、安全意识
薄弱、安全责任心缺失，没有形成良好的
安全习惯。

“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山不择
细壤，方能就其高。”对待安全工作，应该
持有“举轻若重”的态度，把安全工作的

小事当作大事来抓，高度重视安全工作
的细节。只有自己学会了如何安全，才
是真正的安全。只有责任感与安全意识
相辅相成，只有人人养成良好的安全工
作习惯，才能真正消除安全隐患、避免违
章操作。生命是短暂、脆弱的，因其短暂
才显得宝贵，因其脆弱才应好好珍惜。
安全来自警惕，事故源于麻痹。自己多
一分责任，家人多一分安心。安全源于
良好习惯。养成良好的安全习惯，是对
自己生命的负责，是对自己家庭的担当。

我们必须强化各级人员的安全意
识，认真落实好“知责、履责”，有效杜绝

“直观性、重复性、习惯性违章”行为，严
格现场安全监督和考核，实现企业长周
期安全稳定。

安全是企业永恒
的主题，关系着职工
的健康与生命，安全
对我们意义重大，我
们每一位职工都要对
安全肃然起敬。我们
天天讲安全，进行上
岗前安全宣誓，班前
会交接生产注意事项
等，但是在工作中仍
存在着因思想麻痹造
成的习惯性违章行
为，对安全生产构成
了很大威胁，甚至会
酿成事故给我们带来
无法估计的损失。

当我们一家人在
享受天伦之乐时，当
我们在孝敬父母的时
候，当我们在陪伴孩
子成长之时，有多少
因事故造成残缺的家
庭无法再拥有这一
切，人生的悲哀是无
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我们必须在安全的环

境下工作，我们必须保证自身的安全。
安全教育是我们每一位职工的必修课，
要想保证安全，就必须熟知工艺知识，掌
握设备性能，学习标准化操作和操作时
需注意的事项，遇到危险时应该怎样处
置，只有精力充沛、思想集中、时刻紧绷
安全弦，才能确保安全生产，才能使我们
的生活充满阳光和幸福。

安全是最大的幸福，为了你和他人
的幸福，为了家庭的温暖，我们必须牢记
安全，把安全铭刻在心。安全规程是用
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必须深刻吸取
教训。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引以为戒，
重视安全，珍惜生命，那么我们就能拒事
故于千里之外。

人生道路漫漫长，悠悠岁月需平
安。为了我们的家庭幸福，为了我们的
企业兴旺，为了世界少一点悲哀，多一分
欢笑，让我们时刻珍惜生命，杜绝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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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 信 仰 为 我 们 导 航
—— 观 历 史 文 献 纪 录 片《信 仰》有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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