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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紧张忙碌的尘世生活中，实际上丢弃了很多东西，丢弃了对人生温馨的品味。 能读到一篇好文章是一种幸福。 近日，喜读信阳市地税局
王东风局长发表在《信阳日报》的《高度重视学习问题———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重读札记》一文。 这篇文章既抒发了他对学习的真切内心
感受，字里行间传递着贴近心灵的温润，宛如盛开沁人心脾的感性之花，让人觉得朴实的文字中散发出智慧的光芒。他从四个方面对地税系统
学习的现状及对策进行初步探讨，娓娓道来。 我在怀着敬慕之情对该文欣赏和研读的过程中，觉得是一次很好的学习，很好的阅读享受。

李永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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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们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学习是一个人
成长进步的前提，是生存之道，是人生的主题。 腹有
诗书气自华。 正确对待学习，克服心浮气躁，潜下心
来抓好学习，让所学的知识转化成一种思路、一种能
力、一种办法、一种高度。

现在的工作很具体，甚至很琐碎，这是地税工作
的特点。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在工作之余，勤学
习，多读书，用书本上的知识充实丰富自己，让学习、

读书成为一种乐趣， 以积极的认知心态不断开拓事
业的新境界。

情到真处文自华。 王东风是一位文学爱好者，一
位担负繁重工作任务的领导干部， 从他的文章中可
以看出，工作之余，通过亲近学习，亲近读书，亲近文
学，亲近一切美好的事物，寻求自己精神的解脱和释
放，获得心灵的寄托和抚慰，倾诉心中的幸福快乐。

情形所至，一挥而就。 他的学习感悟告诉我们，丰富
的生活阅历，厚实的文化素养，充沛的学习激情，是
获得人生事业成功的必备条件。 他在文中写道：学习
已成为人们的一种责任、一种追求、一种境界、一种
素养。

奇文共欣赏。 阅读《高度重视学习问题》之后，我
感悟颇深，万千话语，倾注笔端，力求学深悟透内容
实质。

其一，突出一个“新”字。 一篇文章应具有令人耳
目一新的思想，独树一帜的观点。 王东风谈学习，就
是善于学习，融会贯通，做到另辟蹊径，力求文章有
新观点、新思想、新内涵、新论述。

其二，强调一个“精”字。 好文章应力求精益求
精、意尽言止，达到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的效果；化
“繁”为“精”、化“粗”为“细”，讲精炼的话，做精细的
事，切忌繁文缛节、重复冗长，有的放矢，“窥一斑可
知全豹”。

其三，讲求一个“实”字。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学
习如干事，需要以深厚的知识修养为支撑，用博学多

思锤炼自己，提高为人处世能力。做人、做事，要真实，

善于望闻问切、解剖麻雀，让学习变“作壁上观”为“脱
鞋下田”接地气，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真
抓实干上下功夫。

另外，该文作为读书札记，王东风引用伟人毛泽
东名句比较多，用它给自己的文章做点染，起到画龙
点睛的作用。

地不耕种，再肥沃也长不出果实；人不学习，再聪
明也目不识丁。 习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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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大会上发出了“事业发展没有止境，学习就没有止
境”的号召。作为地税干部，担负着“为国聚财、为民收
税”的使命，坚持带头学习、抓紧学习，努力在学习中
修身立德、增长才干、锤炼作风，矢志不渝地为实现中
国梦、我的梦而奋斗。学习“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学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的献身精神……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
律己之心。 注重学习超前思维，既立足当前又超越当
前，用超前思维谋划和解决地税建设中将要面临的关
键问题；注重学习创新思维，善于用新思路、新办法、

新举措解决工作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君子
博学而日参省乎己”，注重在学习中提高、在实践中领
悟、在运用中发展，深入调查研究，切实把准基层所
需、纳税人所想，带着问题学习思考，锤炼敢于担当作
风，使学习成为一种生存需要和生活习惯。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士欲宣其义，必先读
其书”，读书生灵气，学习筑底气，沉淀养才气。正如培
根所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智慧，哲理使人深
刻。 只有让知识充盈头脑，才能形成良好的气质。 学
习，使我领略到了知识所给予的智慧和力量，感受到
了知识特有的内涵与神奇。

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我将以河南省地
税局近期开展的“我为地税添光彩”活动为动力，立足
本职工作岗位，以自己的所思所为，描绘人生愿景，做
坚持学习的表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