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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水平 看能力 看贡献 看成果 是一个讲求实效的团队

厚重而脆弱的自尊。大多数
时候，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感受到的

“痛”，都和“感到被拒绝”有关。有
时这种拒绝是很显然的，比如爱人
突然的离去；或者被朋友背板和疏
远。而有时这种拒绝也可以是很
细微的，比如你给了对方一个微笑
的眼神，对方却移开了目光；或者
你鼓起勇气给对方发了一个条微

信，对方却过很久才简短回复。
一个能放下自尊去做事情

的人，是专注目标成果导向的
人；而把自尊心放在第一位的
人，在人际交往做事情的时候，
总关注在他人对自己的态度。
所以，一个人越是百无一用的时
候，越执念于那些无足轻重的底
线与小自尊心。

作为一个在企业工作了十年的员工，
我深知公司在政府没背景，经济上不富
裕，口碑上不是市场主流的情况下风风雨
雨屹立不倒的不易。就如同董事长讲到
的，在硬实力拼不过的情况下，企业靠什
么生存和发展，企业靠什么逆市取利？董
事长讲座中提到的绝不是危言耸听，是摆
在我们面前实实在在的问题。当下众多
大、中、小型企业出现危机，裁员成了压缩
成本抵御寒冬的最后武器，而我们应该靠
什么立足于企业，回馈企业呢？回想工作
当中，很多工作都认为做到了，也总结反
思了，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那样让人不
解，让人匪夷所思的问题？扪心自问，工
作上全力以赴了吗？自己的本事与岗位
职责匹配吗？是不是还在一味地不思进
取，等、靠、要、观望？我想这些应该是我
们当下最需要认真反思的问题。

结合董事长讲座精神，就我本人，深
感自己差距还很大，不足之处有以下几个
方面，需要及时改正然后迎头赶上：

一、对企业文化的践行还停留在“嘴
上”，认识上有偏颇。认为活动就是活动，
走走过场而已，没有真正认识到企业文化
建设的紧迫性，没有把活动的要求融入到
工作中，提升为自觉性。情绪上有抵触。
认为活动一个接着一个，会干扰正常的工
作，用工作的正当性否定活动的重要性，
割裂开来看问题，对立起来抓学习，导致
工作有情绪，学习没着落，一样都没干
好。我能体会到董事长的良苦用心，批评
你时你有不理解，或者内心抵触，但是你
未看出他眼中的焦急和期盼你赶快成长
的期许。他希望通过对“关键少数”的强
力问责，警醒全体员工认真履职尽责，用
担当诠释初心。

二、如同“寒号鸟”，受冻了才知道要
垒窝，挨板子了才知道自己错的不可饶
恕。有点依然故我，认为自己不可替代，
很容易自我陶醉在“我在进步”的错觉和
假象里。实际想想，成为“不可替代”的员
工，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一项需
要付出更多智慧和汗水的事，有一点改变
可能都要经历刮骨之痛。

三、知识面掌握不系统，经验替代标
准、规范，不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四、危机意识不够。工程部、总工办
的改革是主动淘汰制，大浪淘沙，不主动
担当、不积极工作、慵政懒政，只讲需求不
讲奉献的人，肯定要被淘汰。企业不是福
利院，企业也不是唐僧肉，企业不是大锅
饭，企业也更不是“试验田”，不会允许你
一而再、再而三地犯错误，不会允许你影
响公司的品牌，损害企业的利益。

董事长的讲话精神如何贯彻落实？
需要做到凝聚共识，知行合一。实际工作
中，要坚持励精图治的态度，让落实成为
一种工作制度，让执行力成为一种自觉的
行为准则。 （总工办 张谦）

一个人成为废物的九大根源
考虑一千次，不如去做一次！犹豫一万

次，不如实践一次！华丽的跌倒，胜过无谓的
徘徊！据哈佛大学研究：一个人没出息一定有
以下这九大根源。

比鲁莽更糟糕的是犹豫不
决。像墙头草一样摇摆不定的
人，无论其他方面多么强大，在生
命的竞赛中总是容易被那些坚定
地人挤到一边。雷厉风行难免会
犯错，但比什么也不敢做强。怀
特·黑德说：“畏惧错误就是毁灭
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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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有80%的失败都源于
半途而废。“三分钟热度”的人不
过是从来没有体验到坚持做一件
事成功后带来的喜悦，因为坚持
的过程总是枯燥又充满挫折的，人
的天性又是好逸恶劳。“每一年伊
始笔记本的前几页都写满了宏伟
的计划，后面几乎都是空白……”

“购买了一本好书，可惜得是到现
在都还没开始读……”“下决心健
身减肥，差不多在5天之后就放
弃了……”几乎所有的人都有过

“雄心勃勃地制定计划，心灰意冷
地放弃计划”的经历。

你不是寂寞，只是不想学
习。学习需要费脑子，自我成
长需要不断和自己作斗争，多
痛苦啊！还不如舒舒服服躺在
家玩手机看电影，然后等看到
同龄人薪资比你高、生活过的

比你好时，你又在朋友圈感叹
时运不济。“我从未见过，每天
从早忙到晚，拖着疲惫身子回
家的人空虚寂寞冷。”大多数人
的空虚寂寞冷，基本上都是吃
饱了没事干闲的。

谨小慎微的懦弱。他们在
工作中总有这样的感受：害怕被
领导批评、害怕别人觉得自己无
能、害怕被别人知道自己的缺
点、在意他人的评价、害怕犯错、
害怕自己的付出得不到回报。
我想起一句话：我不敢下苦功琢
磨自己，怕终于知道自己并非珠

玉；然而心中又存着一丝希冀，
便又不肯甘心与瓦砾为伍。其
实就是心智的弱小，不愿意面对
挫折感。王朔曾经跟他女儿说：

“煲汤比写诗重要，自己的手艺
比男人重要，头发和胸和腰和屁
股比脸蛋重要，内心强大到混蛋
比什么都重要。”

错不在我。人一旦犯了错，
第一反应常常是自我辩护。

我回忆了三十几年来认识
的喜欢找借口的人，发现他们都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没有强烈的
事业心，没有执着的追求，人生
没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所以，遇

到压力、遇到困难，他们就不承
担，也不想承担；遇到风险、遇到
挑战，就退缩。不承担，要退缩，
就迫使他们找借口。因为找借
口是最容易办到的事情，这是掩
饰自己无知的方法，然后从中寻
找自我安慰。

白日梦患者逃避现实的人
有5个特征。

1.经常做白日梦——逃避现
实者更愿意营造一个属于自己
的小世界。

2.喜欢随心所欲，无拘无束
的生活——说白了就是向往游
手好闲的生活。

3.沉迷游戏或是魔幻小说
——它们可以引领你走进那个
神奇浩繁的世界，让你逃避日常
现实生活。

4.觉得现实世界很残酷——
这是逃避现实者的常见特征，在
追寻白日梦的时候常常会遭受
来自现实生活的打击。

5.无法面对不确定环境——
因为在你营造的白日梦里，你才
能找到确定感和安全感。

人的悲剧在于眼高手低。
大多数人激动时佛挡杀佛，幻想
中睥睨天下，日常生活中却没法
鼓起勇气和每个周末早上都要
拿电钻钻墙的邻居很好谈一谈。

杀死自己的潜能力。他们经
常这样说：我想做A，但是我怕做
不到，因为B,C,D,E种原因。他
们还没去做之前，就先否定自己，
并给自己找了一堆不付出努力的
理由。所有的平庸与低成就都是
自我设限的结果。在自己的心里
默认一个“高度”，这个“心理高

度”常常暗示自己：这件事情我肯
定没办法做好，就做到差不多就
可以了。这种心理暗示可以帮你
阻挡任务失败带来的挫败感，暂
时维护你的自我价值感，但是，却
剥夺了你“往上再走一步”的成功
机会。拉罗什富科说：平庸的人
总是在抱怨自己不懂的东西。

计划很丰满，执行很骨感。
很多时候拖延就是逃避问题和懒
惰。把横在面前的困难放大，望
而却步，抱着能拖一天是一天的
心态找各种借口逃避：“无聊的工
作”“苛刻的老板”“我太忙”“隔一
天在做也没关系”……

随之而来，我们会陷入“工作
越来越无趣”“人生越来越无聊”
的泥潭中。愈加懒惰，愈加消极，
会掉入懊悔过去和幻想未来的陷
阱中。时间累积会产生更加强烈
的负罪感和自我否定让人越来越
焦虑。

著名思想家罗曼·罗兰说：
“懒惰是很奇怪的东西，它让你以
为那是安逸，是休息，是福气；但
实际上它所给你的是无聊，是倦
怠，是消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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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董事长讲座
《靠什么在公司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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