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语”近人
——习近平总书记用典（七）

绝知此事要躬行

典出：

党的十九大，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进程。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实干是最响亮的语言，是赢取事业胜利
的根本保证。

本期《绝知此事要躬行》集中阐释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实践观，选取了习近平总书记常用的“功崇惟志，业广惟勤”、“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
海”、“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等典故，从尚行——言胜于行、敏行——明辨善行、力行——身体力行三个维度，深入浅出地讲明了，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笃行的论述是对我国传统文化中知行合一的精神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继承和发展。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我国仍处于并将长
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中国梦，创造全
体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
每一个人继续付出辛勤劳动和艰苦努力。

——2013年 3月 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
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讲。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
——《尚书·周书》

经典释义：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出自《尚书·周

书》。《尚书》是中国儒家经典的重要著作，它
是记载古代历史的一部书。其中，它讲道：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古代有夏商周朝
代，周取代了商，灭了淮夷，回到王都丰邑，

（周）成王告诫他的各级官员，他说到这样
一段话，“凡我有官君子，钦乃攸司”，什么意
思？要“钦乃攸司”，一定要谨慎对待你的

职业和所管的事情。同时，他说“戒尔卿
士，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就是告诉你们大
家，要想建立大的功业，一定要立大的志
向。要想成就大的事业，一定要下功夫，一
定要勤奋，要勤勉。所以，志不能够仅仅是
轻描淡写，它要付出艰苦的努力，而且要笃
行。什么叫笃行？就是坚持不懈地、扎扎
实实地去完成，去进行。没有努力，没有坚
持不懈是不能够取得成功的。

经典释义：
“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这句话出

自《荀子·儒效》当中。从字面上看“积土
而为山，积水而为海”，山再高，也是一
土一 土累积而成的。水再深，也是一滴
水一滴水汇集而成的。

首先，它表明不论是伟大的人，还是
平凡的人，都要通过坚持不懈地努力才能
够达成远大的目标。

第二做一件事要善始善终。说“积土
而为山，积水而为海”，你积着积着不积
了，那山还成山吗？汇集水，中途停止了，
那么这个水还能够成为大海吗？不能够。

《战国策·秦策》中说“诗云：‘行百里者半

于九十’，此言末路之难也”。后来成为一个成
语，叫做“行百里者半九十”。你走一百里，走
到九十里，才走了一半，最后十里很困难。为
什么？劳累了，坚持的时间太久了，付出的劳
动太多了，虽然目的在前面，但是你松懈了。

《荀子》中有一段话，“不积跬步，无以
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锲而
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这句话非常精彩，所以不论你的面前有多
大的困难，只要你有坚持不懈的努力，只
要你的方向是正确的，最后都能够实现你
的目标，江和海需要靠一滴水的积累，高
山是要靠一 一 土的累积，所以一个伟
大事业要从一点一滴做起。

“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幸
福和美好未来不会自己出现，成功属
于勇毅而笃行的人。

——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8年年
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所讲。

“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
——《荀子·儒效》

经典释义：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出自明末清初顾炎武的《日
知录》当中。“昔之清谈谈老
庄，今之清谈谈孔孟……以
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
人 之 实 学 ，股 肱 惰 而 万 事
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
荡覆，宗社丘墟！”

“昔之清谈谈老庄”，讲的
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一种清
谈之风。谈老庄，谈玄学，关
于国计民生的事情一律不谈。

“今日之清谈谈孔孟”，
孔子、孟子后来形成理学和
心学的体系。“股肱惰而万
事 荒 ”。 股 肱 ，像 大 腿 、胳
膊，是人的最重要的躯体，
对于国家而言，“股肱”是国

之大臣，掌握大政方针的。
“股肱惰而万事荒”，大臣不
干实事了，他也去清谈，所
有的政务全荒废了。“爪牙
亡而四国乱”，具体各级办
事人员，他们不再从事具体
工作了。“四国乱”就是各个
地方的政事也荒废了。“神
州荡覆，宗社丘墟”，最后的
结果就是国家的灭亡。

这句话出自顾炎武的口
中，顾炎武他是生活在明末
清初的人，他眼见明朝灭亡
这样一个惨剧，他在反思明
朝为什么灭亡，他得出明朝
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
家崇尚清谈。所以，这种清
谈误国是一个千古的教训。
实干才可以兴邦，空谈误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去奋
斗的这个历史任务，光荣而艰
巨，是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
国人，不懈地为之共同努力，所
以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 2012 年 11月 29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
路”展览的时候所讲。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顾炎武的《日知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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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干的三句话：

第 一 句 ，“ 社 会 主 义 是 干 出 来
的”。一部电影，叫做《我们村里的年
轻人》，这部电影拍摄于上个世纪五十
年代，其中有一个插曲，这四句歌词是
这样的，“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功
花不开。幸福不会从天降，社会主义
等不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
过这首歌曲里面的歌词。他引用这句
歌词，就是要告诫我们的广大干部和
全国上下，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不是
等来的。

第 二 句 ，“ 新 时 代 也 是 干 出 来
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
的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新时代是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时代，是我国全面建设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的时代。
但是在未来，我们还面临很多的

挑战，还有很多的困难需要我们去克
服。因此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
现的，距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越近，越需要我们不能松懈，越要我
们更加努力，越是需要大家撸起袖子加
油干。新时代需要无数的实干家。

第三句，“青春是用来奋斗的”。
人的青春只有一次，每一代青年都

有自己的人生的际遇和使命，你们这
一代青年际遇和使命又是什么呢？习
近平总书记是这样说的，你们这一代
青年人的际遇和使命就是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这是你们
最大的际遇，也是你们最大的考验。

引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很多论述当中都强
调“笃行”、“实干”：

第一，知识、认识，这是从哪里来的？知
识、认识它是从干中，从实践中获得的。习近
平总书记非常重视实践，强调实践是理论之
源，在这方面，他也非常强调调查研究。他
说：“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
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

比方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精准扶
贫，就是在他调研扶贫工作的路上提出来
的。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从东到西，
从南到北，从黄土高坡到雪域高原，走遍
了全国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详细了解贫

困户家庭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的情况。
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提出了精准扶贫。

第二，知识的对错它是在实践中，在“干”
中来分辨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明确指出，我们的各项工作都要经得起实
践、人民、历史的检验。一个干部的执政能力
要靠实践来体现，执政水平要靠实践来检验。

第三，本领只能在“干”中，在实践中
提高。在梁家河，青年习近平什么活都
干，挑粪、种地、打坝等等。在乡亲们的眼
中，习近平就是一个吃苦耐劳的好后生。
虽然吃了很多苦，习近平总书记后来回忆
说：“那段经历让我受益匪浅。”

在新时代，我们怎么做到真正的笃行
呢？

第一，干好就要久久为功。常言说
“一口吃不成胖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除了要有一种只争朝夕的这种干劲，还要
有久久为功的韧劲。习近平总书记引用
过山西右玉县治沙的故事来说明这点。

山西省右玉县地处毛乌素沙漠的天
然风口地带，是一片不毛之地。新中国成
立以后，从第一任县委书记就开始带领大
家植树造林治沙。后来，就是按照这一个
目标，按照这个蓝图干下去，最终将不毛
之地变成了塞上绿洲。

习近平总书记用这个故事就在告诉
我们的干部，我们的干部要有一种功成不
必在我的这种境界。一个好的蓝图只要
是科学的、合理的、符合实际的、符合老百
姓愿望的，就要像接力赛一样一棒接着一
棒地干下去。

第二，干好就要依靠群众。有一句谚
语我想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一个人可以
走得很快，但一群人能够走得更远”。

实践不是单个人的活动，它是群众性
的活动，是社会实践。习近平总书记非常
强调我们干部要提高自己的本领，办法在
哪里？办法就在群众中。1984 年，习近平
同志担任河北省正定县县委书记，给正定
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四大班子写
了一封信。习近平同志提出，要改变衙门
作风，要深入基层，深入老百姓，要做调查
研究，要拜群众为师，要从群众那里寻找
源头活水。要求当地的干部每年要拿出
三分之一的时间走基层、搞调研。习近平
同志他在担任县委书记期间走遍了所有
的村子，正是因为问题找得准，措施定得
实，当地的经济、社会得到了较快发展。

第三是干好就要勤奋劳动，正所谓
“业精于勤，荒于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