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论· 自律的人，不过是
想把未来掌控在自己手

中，并懂得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自
律，是人人都挂在嘴边的道理，然而
能够真正付诸行动并长久坚持的少
之又少。“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
小，不为不成。”对于一件事，不是选
择了就成功，选择后的行动才是关
键。

行动，要有持之以恒的韧劲。干
成一项事业、做成一件实事，虎头蛇
尾不行，需要一以贯之。付诸自律行
动的过程就是不断雕塑自己的过程，
是对自己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的改

变，是对自己意志力的强烈挑战，必
定会带来明显的不适并伴随着疼痛，
这就要我们坚持住别放弃，坚定不移
地按照目标和计划做好自己该做的
事。

在暗处执着生长，终有一日馥郁
传香。那些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也
自律的人，真的不会被辜负。在长久
的自律中，我们看到的将会是日益改
变的自己。那时，我们才会觉得这个
过程虽然辛苦，却也无比值得。为了
更美好的自己，从今天起，让我们行
动起来，读完打开的书、做好手里的
事，让自律成为习惯。

自律付诸行动才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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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人格力量。真正的自律是一种信仰、一
种自省、一种自警、一种素质、一种自爱、一种觉悟。尽管很多人知
道自律的意义，但却难以吃得自律带来的苦。自律也许不能使万事
尽如人意，但是自律总会使你成为一个有理性、懂规则，有条理、知
进退，有良知、守纪律的被人尊重、受人欢迎的人。当一个人开始自
律的时候，就说明这个人已经在奔赴更美好的明天的路上。

每个人都不想碌碌无为、浑浑噩
噩过一生，也有很多人会在某个时刻
立志要抓紧时间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情。可是，接下来却不能付诸行动，
还一如既往地在无所事事中浪费大
好光阴。很多人有美好追求、有让自
己变得更优秀的愿望，但却很难付诸
行动，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缺少自
律。

缺少自律的人估计都会有类似
的经历：办了健身年卡，一开始兴致
勃勃天天去打卡，过不了多长时间，
总是有各种理由推脱缺席；制订了读
书计划，眼睛和心思总是不能抵挡满
天飞的各种八卦新闻；付费的网络
课，还没来得及听讲，就到了最后期
限；想让自己在工作中精力更充沛，
却不能抵御手机视频的诱惑，经常刷
到后半夜；想要减肥，可一看见美食
就会给自己找一个先大吃一顿再减

肥的理由……
学会自律，才是改变自己的开

始、才是走向美好的阶梯。那些通过
改变自己取得成功的人，成功的因素
不一而足，但强大的自控力无疑是他
们共同的特点。那些严格自律的人，
过得都不会太差。生而为人，总不能
一直停步不前甚至堕落退后。我们
得往前走，才可能遇见更美好的自
己，而那一定是自律、克制、坚持、努
力的你。所以，别再懒惰、别再颓废，
别再凡事三分钟热度。想要的好身
材得自己练出来，想要的生活得自己
争取来。就从当下开始挑战自己、超
越自己，一点一点进步，你终将活成
自己喜欢的样子。就像一位哲人所
说：“真正的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而是
自我主宰。自律即自由。”你有多自
律，就有多自由；你有多自律，就有多
美好。

自律是改变自己的良方

“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这是很
多人常说的话。但是，我们该如何做
才是善待自己呢？又有多少人能够
真正做到对自己好一点呢？

很多人嘴上说要对自己好，其实
常常因为控制不住自己而难以做到
真正地善待自己。譬如，不熬夜就是
很多人难以做到的。不知从何时起，

“晚上不想睡、早上不想起”已是当代
很多人的通病。经常熬夜，往往是主
客观因素叠加的结果。除去被迫熬
夜的加班族、育儿族，在信息无远弗
届、无所不在的媒介环境下，很多人
熬夜是沉迷于手机。热搜话题瞬息
万变、网剧综艺争奇斗艳、短视频包
罗万象……刷不完的精彩，让人“根
本停不下来”。一些人明知熬夜对身
体健康有害却仍“身不由己”，决心从

明天起做一个远离手机早睡早起的
人，但是第二天却依然抱着手机熬到
很晚才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
是长期以来人类适应环境的结果。
熬夜会损害身体健康。因为人体肾
上腺皮质激素和生长激素都是在夜
间睡眠时才分泌的。熬夜提供了舒
缓情绪的可能，其负面效果却不容轻
视。这样放纵的结果，让我们得到了
一时的舒适，但这份舒适却是以透支
健康为代价的。

无节制地熬夜是对精力最大的
消耗，而精力不足则是人生滑坡的开
始。对很多人来说，不熬夜是顶级的
自律。让我们更加自律，提高对时间
的掌控力，不要让工作盘踞生活，更
不要因生活压榨睡眠，要找到更适合
自己的生活节奏。

自律是对自己最好的善待

每当人们经历一些事情后，都会
有一次自我重塑的机会，让人们反思
自我、追求更加自律的人生。

谈自律必然要说自由。就像硬
币有两面一样，很多人决心要过自律
的人生，但也有一些人认为自律多
了，自由就少了，人生苦短，就应该最
大限度地追求自由。

自由快乐，人皆向往。但是，真
正的自由是建立在自律的基础上，
建构在自律基座上的自由，才是真
正的自由，二者并非彼此孤立，更非
相互矛盾。古希腊先哲毕达哥拉斯
说过，不能约束自己的人不能称他
为自由的人。如果没有自律，自由
犹如断了线的风筝、脱了缰绳的野
马，必然会横冲直撞，直到跌入悬
崖。就像交通规则，大家越自律、越
遵守交通规则，通行就越顺畅、越自
由；反之，大家都不自律，交通秩序
就会一片混乱，每个人的自由和安

全都得不到保障。
俗话说，“没有框的玻璃容易

碎。”谁要是如此任性地看待自由，无
所顾忌、不知敬畏，谁就终将付出惨
重代价。

自律才是通往自由之路。当我
们想要完成一件比较艰难的事情
时，就要为之付出一定的努力；想要
学习一项本领，就要付出相应的精
力和时间；想要购买一件昂贵的物
品，就必须通过努力工作来获得所
需的金钱……

所谓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而是
自我主宰。别人的自由不是我们表
面上看起来那么轻松、简单，他们表
面上有多自由，背地里就有多自律。
所有成长的背后，都隐藏着无数咬牙
坚持的时刻。自律虽然会让你看起
来过得“辛苦”，但最终却能给你一个
满意的交代：让你的生活更加健康，
灵魂更加充实。

自律是通向自由的路径

你想要有多优秀，就需要你有
多自律。摆脱平庸的自己有一个重
要的“法宝”就是自律。吃不了自律
的苦，就得吃平庸的苦。看到别人
的蜕变，我们在惊叹、羡慕的同时，
更要思考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原
因让有些人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不
小的变化或是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呢？这其中固然有很多因素，但是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自律。差距就
是在日积月累中逐渐拉开，士别三
日让人刮目相看。

自律的程度，决定你人生的高
度。在《万万没想到》这本书里，记
录美国一个研究组织花了 10 年时
间，上至采访政界、商界的无数名
人，下至调查在校学生成绩的影响

因素，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一些人实
现平生理想，一些人跌入平庸日
常。把一个人和他人区分开来的品
质，不是天赋、教育背景，也不是智
商，跟任何性格特征都无关，而是自
律。

要么承受自律的苦，要么承受
一事无成的苦。眼下的辛苦和将来
的后悔，你总得选一样。很多人都
有惰性。但如果我们勤奋点、认真
点，你就会发现，生活真的如你所
愿。不要浪费自己的时间去羡慕别
人的人生，我们要多些自律、多些自
我规划。当你足够自律和努力，并
且能克服惰性时，就足以能通过奋
斗不断完善提高自我。走出舒适
区，才能遇见更强的自己。

自律是摆脱平庸的“法宝”

作为普通人，在生活中自律能够
让你变得更加美好；在工作中自律能
够让你的工作更加出色。而作为党
员干部，在工作和生活中更应该增强
自律意识，严格要求自己，把准人生
航向。

党员干部要做政治上的“明白
人”，在思想上筑底线、明是非，敬畏
法律法规、敬畏人民赋予的权力、敬
畏自己的工作职责，时刻绷紧“自律”
这根弦，明确哪些必须做、哪些可以
做、哪些不能做。但是，一些党员干
部却没能做到自律，而受到党纪国法
的制裁。

自律是把准人生航向的“向
导”，能让人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
以凛然正气压倒邪气，抵制各种诱
惑的侵袭；能让人修道德之身、养浩

然正气，莫忘操守，击破任何形式的
腐蚀，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
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
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
的人”；能让人做到事前“自警”，见
微知著，防患于未然；事中“自制”，
如履薄冰，洁身自好，常走河边不湿
鞋；事后“自省”，检点言行，反思得
失。无数事实证明，能严格自律、坚
持党性原则、有着高度政治修养和
良好道德修养的人，往往能排除来
自方方面面的干扰，克制各种欲望
与冲动，达到“管住自己”的最高境
界。

懂得自律，才会心有所畏、行有
所止。那些以自律为信仰的人终将
笑看昨天，而肆意挥霍人生只能让人
悔恨当初。

自律是把准人生航向的“向导”

敬业是一名职业者的重要价值
准则，也是最基本的职业道德要
求。一个人无论从事哪个行业、担
任什么职务，都应该用辛勤的劳动
和扎实的工作践行敬业这一朴素而
崇高的美德。

在现实中，大多数人的责任意
识是强的和比较强的，工作中认真
负责，工作成效也比较显著。但也
有一些人责任意识淡薄，缺乏应有
的责任心和敬业精神，工作得过且
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做工作、
谋职业只不过是为了糊口、混日子，
工作上稍微有一点困难，他们就会
找出许多借口。

工作中，一个人的可贵之处不
仅在于他能尽心做好本职工作，更

在于他能否把本职工作做到极致。
把本职工作做到极致需要过硬的专
业知识和技能，更需要强烈的自律
意识。只有做到强烈自律，一个人
才能以工匠精神对待工作，做到热
爱所做的工作，并且能够坚持干一
行爱一行钻一行，在工作中追求精
益求精、精雕细琢。一个人在自律
的推动下，就会少一些浮躁、多一些
脚踏实地，少一些急功近利、多一些
专注持久。每天完成自己的工作
后，还会坚持不断学习、用心钻研，
时刻关注行业最新发展动态，学习
应用新方法、新技术，随时记下学习
心得，成为本行业、本岗位的行家里
手、业务骨干，把平凡的工作做到极
致，成就“不平凡”的自己。

自律是把本职工作做到极致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