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幸福是人们积极探讨的话题和不懈追求的，每
个人都渴望拥有美好的生活。马克思一生的理想是
为大多数人的幸福而奋斗，也把这种奋斗视为自己
的幸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幸福都是奋斗出来
的”重大命题，揭示出幸福与奋斗的密切关联性。
奋斗是为了过上幸福生活，创造幸福生活就是生活
的目的；而幸福生活绝非唾手可得，必是经过一番
奋斗才能获得。中国共产党人要牢记为中国人民谋
幸福的初心使命，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视
为我们的奋斗目标。

充分认识幸福的丰富内涵

幸福的朴素形式指的就是美好生活，新时代的
美好生活丰富内涵，不仅包含伦理学“幸福”的价
值导向，也包含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的价值导向，还
包含新时代独特的时代价值导向，因此，把握幸福
的内涵离不开对现实生活的理解。

生活是人的现实活动本身，影响人的各种因素
也必然影响到人们对幸福的理解，但是无论选择什
么样的生活方式、从事什么样的生活活动，人只有
在生活中才能感受幸福、获得幸福。按照马克思关
于人与社会的关系，幸福生活可以划分为三个层
次：一是物质条件的获得，二是社会关系的和谐，
三是精神信仰的跟随。幸福生活的三个层次体现人
的不同需求且满足需求的难度越来越高，三个层次
之间具有相对独立性、同时又互相关联、不可分割。

物质条件的获得是最基本的幸福。人是生存与
生活构成的生命体，生存是人的本能，生存得到保
障后才能谈及生活。我们正享受着历史上人类创造
的和同时代人们创造的伟大成果，有着前人无法想
象的丰富产品和日益便捷的生活条件，身处一种

“物质条件的获得”的极大幸福中。但现实中我们发
现，有的人似乎什么都还需要，却什么都变得没
劲，现有的一切似乎都是“理所当然”，他人的劳动
和付出不再被珍视，由此，自己也失去劳动和付出
的原动力。不要忘记，劳动是人存在的基本方式，
是维持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手段。劳动不仅创造物质
条件，也创造精神世界，人在劳动中不仅改变着自
己的环境，也改变着自己。劳动是实现自我价值的
必要途径，通过劳动提高和改善自己生活的基本条
件本就是幸福，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是获得幸福
的起码要求。社会关系的和谐是人的普遍性幸福。
人是社会性动物，无法脱离社会独立生存，人只有

身处社会关系之中并依赖社会关系才能生活。
社会关系把人的生存与生活问题紧密联系在一

起，我们在工作中改变着身处的环境，并在各种环
境中改变自己以适应环境。为了能够通过工作在社
会关系中获得价值和幸福，我们不能不思考世界、
国家、时代、人民的需求与个人生活的关系，破除
以自我为中心的狭隘观点。一个人如果夸大自我、
宣扬个人主义，只考虑他的个人需求，无视社会需
求，把他人、社会乃至国家和民族都看作是达到他
的目的、实现他的利益的手段，所有人在他眼里只
是实现他的目的的工具，他便失去了生活的全部意
义，只保留生存的本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
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是每个党员通过工作可
以获得的普遍幸福。

精神信仰的跟随是更高层次的生活意义。没有
信仰的人以及没有信仰的生活是无法想象的，人总
要有某种内在的力量以作日常时的提醒、迷茫时的
引领、困苦时的支撑。如果只把幸福等同于物质的
满足，得到了就快乐，就感到幸福，这种认识降低
了人对“美好生活”的诉求和理解。快乐相较于幸
福主要是感官的满足，幸福则不仅有感官的满足，
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富有。感官的满足不需要信仰就
可以获得，而精神的幸福离不开信仰，幸福的生活
必然是有信仰的生活。幸福生活不是给定的，是创
造出来的，是全部生活行为所追求的持续性状态而
非某种美好的结局。这种持续性状态就是那些值得
一个人真情投入的事情，是比他的生命更重要、比
他的自我更伟大的事情，也就是能让人“忘我”的
事情，这就是他生活的意义所在，是他的信仰所
在。如果一个人总是把自我和自己的生命放在意义
的最高点，生活中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目的，他永远
都不会得到满足，不会感受到历史、社会、他人的
力量，感受不到伟大以及伟大的事情、伟大的艺
术、伟大的真理。把马克思主义视为终生信仰的中
国共产党人，为实现共产主义而终生奋斗，必要时
刻宁愿牺牲生命以保住人民的根本利益，行为本身
就是幸福的。

以上是从物质世界、社会关系和精神世界的独
立性、关联性看待幸福的三个层次，对幸福的理解
本质上就是如何理解人的生活方式。

通过奋斗获得幸福

幸福在生活之中，是生活的目的，因而只有通
过现实生活才能获得。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在现实的
活动中，不断磨练自己，具备获得和保持幸福的持
续状态的能力。而我们又只能依靠奋斗不断创造幸
福生活，不断在现实活动中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
营造和谐的社会关系、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

创造性在于“给予”而不是被动“接受”。“给
予”是一种让他人有所获得的行为，同时这个行为

本身就是自己所愿意的，行为本身已经满足了自己
的意愿，因而是幸福的。我们会因为具有“给予”
他人幸福的能力而感到幸福，在“给予”行为中，
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和谐融洽。不
肯、不善、不能给予的人大多情况下不是因为物质
贫乏，而是精神上的贫瘠和对社会的冷漠。能够

“给予”需要奋斗意识、奋斗精神、奋斗行为。习近
平总书记不止一次强调过“实干兴邦”，实干、奋斗
才能过上美好生活。

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理解奋斗。从个体利益
看，奋斗可以获得生存和生活的利益，人们常说

“苦尽甘来”。如果一个人的生活全部意义在于获得
个体利益，也就是说个体利益是他义无反顾且求而
不得则死不甘心的东西，他的生活只是个充满欲望
的利益场，只能停留在幸福的最低层，与高层次幸
福无关。因为一旦陷入追求个体利益的无止境欲望
中，人的行为不是给予而是索取，即使表面看似给
予的行为实则是索取，个体利益成为行为最终的目
的。那么，为个体利益的满足付出的种种“努力”
只能是最低层次的奋斗，要么是生存所迫，要么是
精神信仰缺失。信仰动摇、信念缺失的共产党人，
必然牺牲人民利益以满足个人私利。

从生活意义看，“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
的”，奋斗本就是幸福的行为。追求个人利益如果是
幸福的话，那么个体之间的行为是冲突的，冲突的
行为不会是幸福的。所以，人们不会问“生存的意
义”，生存的事情关乎利益，利益所带来的幸福感短
暂而缥缈。人最终想要的是幸福的生活，在某种精
神信仰指引下实现社会关系的和谐，具有给予他人
生存或生活的力量和能力。行为由生活需要来决
定，也就是说，幸福生活或生活的意义由生活需要
来决定。想要理解这点，不能靠头脑猜测或人心推
测，必须由生活来理解。

给人以道，然后才有德。给人们美好生活的机
会，然后才有其他问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人们
的生活需要，美好生活是人民的向往，给予人民美
好生活的机会，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生活意义；给予
他人美好生活的机会，是每个个体的生活意义。因
此，中国共产党要实现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益，不是某个个体的无止境欲望；是全体人民的全
面发展，不是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的简单重复。毫
无例外，每个人的幸福都要靠奋斗来实现，每个人
都应成为自己生活的奋斗者。

奋斗者必有理想，始终有伴随终生的理想和信
念，如此，生活亦可成为事业。奋斗者必要看到现
实的困难，敢于面对困难，因为解决问题的行为本
身就是幸福。奋斗者必要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避
免陷入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泥淖。奋斗者更必能给
予他人获得幸福的能力，以保持自己幸福的状态。
我们渴望美好生活，没有理由不去热爱生活，没有
理由不去奋斗。 （作者单位：市委党校）

共产党人的奋斗幸福观
王桂娟

一勤天下无难事。一个“勤”
字，胜过无数成功学“秘笈”。

勤政务实，是新时代好干部五
条标准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把干净和担当、勤政和廉政统一
起来，勇于挑重担子、啃硬骨头、接
烫手山芋。”在“勤”字上下功夫，是
党员干部成长进步的必修课。

“勤”，就要用心用情用力。“政
如农功，日夜思之”，作为领导干部，
不仅要“时时放心不下”，还要紧紧
抓在手上，把工作往实里抓、往深里
干，为的是在有限时间里，为百姓做
更多的实事、办更多的好事。

“人民的好公仆”焦裕禄，“一腔
热血洒高原”的孔繁森，“草鞋书记”
杨善洲，“樵夫”廖俊波……优秀的
共产党人，无不心系百姓、以“勤”立
身。他们将群众的事当作天大的
事，日夜操劳、奔波忙碌，努力把为
民之责化作惠民之实，在人民心中
筑起不朽的丰碑。

“勤”，就要实干担当进取。“困
难挑战年年有，但我们从来都是在
风雨洗礼中发展、在历经考验中壮
大的。”事业遇到挑战，正是考验干
部的当口。有多大担当干多大事
业，没有担当只有靠边站。闯关夺
隘、攻城拔寨，容不得拈轻怕重、躺
平甩锅、敷衍塞责、得过且过等消极
现象。

深入调研、精准施策，逐一回应
民生之问；迎难而上、攻坚克难，以
改革扫除前进路上的拦路虎；事不
过夜、防微杜渐，打牢防御风浪挑战

的堤坝……面对改革发展稳定的繁重任务，党员干部要干
字当头，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与舍我其谁的责任感，鼓足
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冲在前、干在先，把各方面的干劲都带
起来。

共产党人勤不言苦、行不畏难，是因为懂得“为谁辛苦
为谁甜”的奋斗哲学。党员干部工作勤得像蜜蜂，老百姓
的日子甜得像蜂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才是勤政为
民的源头活水。锚定为民造福，就能辨析清楚得与舍、大
与小、有与无，干干净净做人、清清爽爽干事。

“勤”还能助廉，“勤于正事必疏于邪门”。得过且过、
慵懒懈怠、无所用心，往往难以获得工作的价值感、人生的
方向感，容易陷入空虚无聊，甚至丧失底线原则。勤奋者
专注事业、务实进取，是守住内心的体现，有助于摒除杂
念、砥砺操守。

还要看到，人的精力和时间是有限的，“勤”也要勤得
有意义、有价值。忙无谓的事务多了，做有用功的时候就
少了；忙于填表、开会和应付检查，跟老百姓在一起的时间
就少了。必须深化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瘴痼疾，持
续为基层减负、为干部松绑，让干部把更多精力用在抓落
实上，集中到推动发展、服务群众上。

为 者 常 成 ，行 者 常
至。以勤为先、锐意进取，
把改革抓在手上、落到实
处、干出成效，我们就一定
能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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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政府主导、企业积极行
动、公众广泛参与的生物多样性保
护长效机制，是推动生物多样性主
流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保障。

新引入的蜡梅悄然绽放，满足
参观者冬季赏花需求；良好的湿地
生态，为越冬候鸟提供了丰富的食
物和栖息繁殖环境；科普馆以“植
物与人类生活”为线索，多角度展
示植物在人类生活中的广泛应用
……即将迎来 3 周岁生日的国家植
物园，吸引不少游客前往打卡。

“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
物生。”生物多样性关系人类福祉，
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
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健全生物
多样性保护网络，逐步建立国家植
物园体系，努力建设美丽山川。”国
家植物园和华南国家植物园相继设
立，成为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研
究基地和科普阵地，标志着我国国
家植物园体系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对推进自然生态保护、建设美丽中
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重
要意义。

游览植物园最朴素的需求，是
体验自然之美。然而，国家植物园
体系的作用，不仅在于呈现自然，
更在于守护物种。我国是野生植物
种类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其中珍稀
濒危野生植物达 4000 余种，列入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的约
1200种。通过专类园、标本馆、种
质资源库、实验室等基础设施，对
植物类群进行系统收集、完整保
护、高水平研究和可持续利用，有
助于保护珍稀物种、守护生态安
全，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目
前，仅国家植物园迁地保育活体植
物就多达1.75万种。

保护生物多样性，打造种质资源
库是关键。以国家植物园“国家植物
种质资源库”项目为例，科技工作者
先后对12个省市开展野生植物资源
调查，收集的野生植物种质资源包括
黄檗、野大豆、紫椴、丁香叶忍冬等珍

稀濒危植物。一个物种可以影响国
家经济，一粒种子可以造福苍生。植
物种质资源库是物种多样性和遗传
多样性的构成主体，把优良的植物基
因保存下来、传承下去，可谓功在当
代、利在千秋。

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
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
享有的事业。生态环境部发布的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
划（2023—2030年）》，将“全民行
动”作为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优
先行动之一。建立政府主导、企业
积极行动、公众广泛参与的生物多
样性保护长效机制，是推动生物多
样性主流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
本保障。保护环境人人有责，从来
不是一句空话，需要每个人都作出
应有贡献。

作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态环境需
求的“绿色网红”，越来越多的植物
园成为城乡一体、全民共享的自然
教育基地，激发起人们对自然的热
爱与责任感。自 2023 年开讲以来，
国家植物园累计推出60场《万物共
生大讲堂》，以“讲好中国植物故
事，传播生物多样之美”为宗旨，
邀请专家学者深入浅出地阐述科学
知识、经典学说、重大发现。将生
物多样性保护的理念传播至千家万
户，提升全民生物多样性素养，必
能推动全民保护行动取得更大进展。

从全球来看，生物多样性丧失
和生态系统退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
构成重大风险，自然不能等，人类
更不能等。我国作为最早签署《生
物多样性公约》的国家之一，在全
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中发挥了重
要引领作用。国家植物园体系并不
是孤立的存在，与以国家公园为主
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一道，通过有
机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正显
著增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力，
助力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迈上新台
阶。

生态兴则文明兴。一幅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生动画卷在中华大地
徐徐铺展，必能为实现中国式现代
化提供有力支撑，为共建一个清洁
美丽的世界、打造人与自然生命共
同体贡献更多力量。

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常钦

“木桶有短板就装不满水，但木桶底
板有洞就装不了水。”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过“木桶原理”，强
调木桶的底板问题，指出“更要注重加固
底板”。固底板蕴含的科学方法论，对于
我们积极应对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推动中
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底板是基础，是根本，在事物发展中
通常起支撑性作用。底板不牢固，发展就
失去坚实基础，面对风险挑战就容易陷入
被动。夯实基础、加固底板，才能牢牢掌
握发展主动权。《诗经》 中有“迨天之未
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说的是一
种小鸟，在天未下雨之前，就懂得衔取桑
树根，缠绕巢穴，使巢更加坚固。从这个
意义上说，固底板是立足当下、放眼长远
的一种忧患意识。未雨绸缪、扎扎实实在
固底板上下功夫，才能赢得未来发展的主
动权。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

键时期，前进道路上必然会遇到各种矛盾
和风险挑战。特别是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加速演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
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
发生。加固底板，为中国式现代化打牢基
础、夯实根基，才能更有信心、更有底气
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确保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进程不被迟滞甚至中断。

就拿高质量发展来说，其前提就是要
确保安全发展，这就要求加固底板。习近
平总书记曾作过一个生动的比喻：“供应链
的‘命门’掌握在别人手里，那就好比在别
人的墙基上砌房子，再大再漂亮也可能经
不起风雨，甚至会不堪一击。”面对全球产
业链供应链重构、外部环境更加严峻复杂
的形势，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
掉链子就是我们必须加固的一块底板。健
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
度，努力提升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和安全可
靠水平，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经济竞争力、创
新力、抗风险能力。这也启示我们，只有统

筹好发展和安全，在发展中更多考虑安全
因素，才能不断加固高质量发展的底板，实
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

底板关系底气。固底板，需要胸怀
“国之大者”。“国之大者”往往事关根
本、事关长远，在这方面底板不牢、出现
风险，就会动摇中国式现代化的根基。新
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对“国之大者”作出
许多重要论述。比如，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
食生产的命根子。”我国有 14 亿多人口，
一旦粮食安全出了问题，饭碗被人拿住，
看别人脸色吃饭，那就会处于十分被动的
地位。只有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加固粮食
安全这个底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
在自己手中，我们稳大局、应变局、开新
局才有充足底气和战略主动。再如，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
计 民 生 ， 是 须 臾 不 可 忽 视 的 ‘ 国 之 大
者’。”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这个底板不加

固，我们就会受制于人。我国能源发展仍
面临需求压力巨大、供给制约较多、绿色
低碳转型任务艰巨等一系列挑战。大力发
展新能源，就是应对这些挑战、加固能源
安全底板的重大举措。近年来，我国新能
源产业快速崛起，在加固能源安全底板方
面成效卓著。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
工程，既要补短板、锻长板，也要固底
板。党员干部要增强忧患意识、底线思
维，加强前瞻性思考、系统性谋划、整体
性推进，更加注重固底板、堵漏洞，力争
在出现重大风险时扛得住、过得去，真正
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
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推动中国式现
代化行稳致远，赢得更加光明的未来。

固底板才能行稳致远
孙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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