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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 365】我将无我 不负人民
本篇解析老师丨安徽省歙县第二中学 江红波

【作文题目】
阅读下面的文字，根据要求作文。
“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的时候，是一种什么
样的心情？”“作为世界上如此重要国家的
一位领袖，您是怎么想的？”3 月 22 日下午，
意大利众议长菲科向习近平主席发问。
习近平主席回答说，这么大一个国家，责任
非常重、工作非常艰巨。我将无我，不负人
民。我愿意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为中
国的发展奉献自己。
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此言一
出，引发国内外各界人士热烈反响。仔细阅
读上述材料，对此你有怎样的想法和思考？
请结合当今的时代，谈谈你的看法。
要求：题目自拟，文体自选，立意自定，不
得抄袭或套作，正确使用标点符号。
命题说明：本题为编者原创。

【命题方向】
健康生活：健全人格、自我管理
学会学习：勤于反思
责任担当：社会责任、国家认同
实践创新：劳动意识、问题解决
科学精神：理性思维

【审题】

限制性：

1.立意限制。题目所提供的材料，是一则时

政新闻，是习近平主席回答意大利众议长菲

科的发问。“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回答

的内容非常简练，蕴含的主题却是深刻而令

人感动的。考生在审题时，要围绕国家领导

人“为中国的发展奉献自己”的情怀来思考。

2.内容限制。引导语“请结合当今的时代”，

指示考生写作时对素材的使用要符合时代气

息，要用具有时代意义的人物事件来做论述

材料。

3.场景限制。“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

负人民’此言一出，引发国内外各界人士热

烈反响”，这是考生要面对的场景。引导语

“仔细阅读上述材料，对此你有怎样的想法

和思考”，则是暗示考生写作时要有与国内

外各界人士热烈反响者对话交流的意识。

4.价值取向限制。习近平主席的“无我”，

是“为中国的发展奉献自己”，考生不得否

定此崇高情怀。

5.文体限制。“对此你有怎样的想法和思考”

“谈谈你的看法”，引导语暗示考生写议论

文。面对国家领导人的言论，作为当代青年

学生，我们因为生活阅历和读书积累的差异，

也定会有不同的看法。题目所提供的材料是

一则时政新闻，写成时评更加合适。

开放性：

1.“无我”的开放性。材料中的“无我”具

体为“不负人民”“为中国的发展奉献自己”，

考生可以围绕其中的一个角度来审题，确定

“无我”的角度，从而选准立意。在这个大

方向上还可以有多角度、多层面的理解。

2.“国内外各界人士热烈反响”则说明看法

众多。不同行业、不同年龄的人，对“无我”

的理解是不一样的。考生可以与不同行业和

年龄的人交流，从而思考材料中蕴含的主旨，

确定表达的角度。

3.联想和思考是自由的。“对此你有怎样的

想法和思考”，考生要阐明观点，不能泛泛

而论，要援引事例或言论，表达思考，支撑

论点，在切合材料主旨的前提之下，考生的

联想和思考是自由的。

【解题】

本题材料是一则时政新闻，在一定程度上

属于给命意材料作文，命题目的更侧重价

值观层面的考查，“无我”的境界不仅需

要考生认同，更需要考生学习、践行。

翻看中外思想经典，一些宗教文化中不乏

“无我”“无私”“奉献”“牺牲”的提

法，都有教人向善的美好意图。但与此不

同，习近平主席讲的“无我”是忘我，随

时牺牲一切为了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宝贵精神，表达了对人民的深厚情怀。

“无我”是一种勇毅信念。《庄子·齐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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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就有句话：“非彼无我，非我无所

取。”心为物役就会迷失自我，心有杂念

就会患得患失。心中有国家、心中有人民，

自然就没有“小我”的位置，于是也就能

不言私利、恪尽职守、夙夜在公。俗话说，

境界决定格局。《党章》的总纲有规定：

“我们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

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可以说，

共产党人的“无我”不仅仅是体现为心中

无私，更是体现在“心中有民”。

【参考立意】

正确立意：

1.“我将无我”大境界 “不负人民”大作为

2.心中“无我”，心系人民

3.“我将无我”诠释了奉献新境界

4.人民领袖，人民情怀：“我将无我，不负

人民”

5.心怀天下，奉献一生

……

偏题立意：

1.没有自我，难成大器

2.回他人问题，答复要大气

3.自信真诚，胸有成竹

4.心底无私天地宽

……

【范文展示一】

悟“无我”境界，寻人生价值
（对称性标题，具有一定的文学性，更是点

明主题，引发阅读兴趣。）

洪丽艳

近日，习总书记在欧洲访问期间回答意

大利众议长菲科提问，他脱口而出：“我将

无我，不负人民。”这言简意赅的八个字，

不仅是对自己的要求，更是对人民的承诺。

我们青年学生，要悟出“无我”的内涵，追

寻其价值所在。（提炼材料内容，开门见山

提出观点，阐明“无我”与“价值” 的关系，

呼应了标题。）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

忧其君。”范仲淹的这句话很好地诠释了这

种“无我”的奉献精神的本质。“路漫漫其

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在投汨罗

江前写下煌煌巨作《离骚》，表达出他对人

生的追求，更体现出他对民众的关注：“长

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后人铭记

屈原，就是他心怀人民的崇高境界。

在历史悠久的中国，自古以来，官员无

私奉献、一心为民的精神，一直都是中华民

族优秀的传统美德。（引用范仲淹和屈原的

名句，分析古人因着“无我”的奉献精神，

得以将美名流传至今，令人敬佩，起到论证

主题的作用。）

屠呦呦，为了人民的健康，在科学研究

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历经 190 多次的

失败后，终于，将青蒿素提取成功了。钟扬，

为建设好中国的种子库，奔走全国各地，到

西藏大学去支教，以至于献出了生命。他们，

无论是生者还是逝者，都是把国家、把人民

摆在首位。那么，对新一代的青年来说，这

种“无我”境界需要我们去领悟，并做到由

此及彼，寻找人生价值所在。（以屠呦呦和

钟扬两位当代科学家的奉献情怀为例，表明

其彰显“无我”的正是他们心怀人民的拼搏

精神，因此获得时代的赞誉。）

“无我”之境，需要以文化知识为底蕴。

历代以来，能成大事者，定才识过人。只有

通过丰富我们的文化知识，我们在道德素养、

思想文化上才能更胜一筹。“无我”之境，

需要从身边小事开始培养。家不平，何以平

天下？从小事开始做起，细节之处见成功。

雷锋叔叔行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他的奉

献精神，体现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他是

如此平凡，却又如此伟大。从小事开始做起，

这是迈向“无我”的一小步。（此段紧扣“无

我”与“奉献”进行细致地分析和论证，条

理清楚，论述有力。）

“无我”之境，更需要崇高的家国情怀。

陆游曾说：“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

阖棺。”顾炎武曾说：“天下兴亡，匹夫有

责。”林则徐曾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

因祸福避趋之。”爱国人士比比皆是，爱国、

为民作为一种博大而深邃的情怀，是人类的

最高美德。（引用陆游、顾炎武、林则徐的

名言，再次强调他们的伟大胸襟和爱国情操，

更好地升华了文章的主题。）

一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当他将自己

与国家利益、社会进步联系起来时，无论是

国家的领导者还是平凡的人民，都会显得价

值无穷。这是真正领悟了“无我”之境界，

实现了人生的价值。这正是我们青年学生所

要学习和践行的。（总括全文，呼应了文章

的标题与前文，前后一致，彰显全文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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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对称性的标题，直接点明主题。作者在

论述过程中，首段围绕作文材料，提出文章

的观点，照应标题的“无我”与价值。选用

事例，从范仲淹、屈原到屠呦呦、钟扬，做

到古今结合、叙议结合，以此分析和阐述观

点，在文末引用陆游、顾炎武、林则徐等人

的名句，既彰显了作者的知识面又增添了文

学性，起到了更好的叙事说理作用。

【范文展示二】

以“无我”之境界 谋亿万人之幸福
陆玄同

《道德经》有云：“天地所以能长且久

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而圣人效法

天地，无我无私，同样可与日月同辉。这是

因为一个德行圆满的人，其境界“与天地万

物为一体”。习主席的“无我”之论，正是

这种人生境界的体现。“为中国的发展奉献

自己”，也展现了一个国家领导人的胸怀和

担当。

风里雨里，百姓在心里。不管在哪里，

群众的安危冷暖习近平总记挂在心间。不管

是突发状况下句句不离人民生命安全的应急

指示，还是对于困难群众生活状况的时时关

心；不管是脱贫的雄心，还是带领近 14 亿人

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壮举，无不彰显一个

大国领袖的“无我”境界，诠释一个共产党

领导人的铁骨担当。

习近平之“无我”，是共产党员的无私

奉献、忘我担当，其中饱含“先天下之忧而

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公仆”理念。我

们党的《党章》总纲里有这样一个规定，“我

们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

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前一种利益为

“公”，后一种利益为“私”，说到底就是

“大公无私”，也就是“无我”。

心有大我，方会“一寸丹心图报国”。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203 次提到“人民”，将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确立为新时代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并

强调“要更加自觉地维护人民利益，坚决反

对一切损害人民利益，脱离群众的行为”。

足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人民知

之深、爱之切，正是有这般“大我”，才能

兼济天下！

心无小我，才会“苟利国家，不求富贵”。

作为共产党员，公私之分绝不是小事，不仅

关乎党员是否合格，而且关乎党的执政基础

和执政水平。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

的执政理念，不弃私心，必废公事，党员干

部公私不分、自私自利，必然损害党的形象、

贻害党的事业。习近平也多次强调，一些不

起眼的小便宜，但面广量大，已经成为诱发

腐败的直接动因，其危害不可小视。

如果说“我将无我”是一种豁达、崇高

的人生境界，那么“不负人民”则更具实干

内涵。“当官避事平生耻，视死如归社稷心。”

每一名党员干部都应有担当。担当就是责任，

尤其是基层党员干部，代表的不仅仅是他们

个体，他们更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

的形象。回想青年时代的习近平，在梁家河

插队的七年，何尝不是苦干实干的七年？七

年时间，他用每一滴汗水和每一份付出，生

动诠释了他说的那句话：“干在实处，走在

前列。”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一腔赤诚溢

于言表，以“无我”之大境界，谋亿万民众

之大幸福。我们该庆幸有这样一个“领路人”，

带领中国这艘巨大的航船稳稳地驶向幸福的

彼岸。我们也当以“无我”之境界自勉，让

自己成长为一个于社会、于国家有用的人。

【点评】

首段点题，用《道德经》引入对共产党

人“无我”奉献情怀的赞美。在论述过程中，

围绕习近平主席对人民无时无刻的牵挂，从

“心有大我”“心有小我”两个角度进行正

反论证，突出“无我”是一种豁达、崇高的

人生境界，唯有“无我”，才能带领民众走

向幸福，建设美丽而强大的中国。文中多处

紧扣“无我”进行分析论证，更好地彰显了

主题。

【相关链接】

无我境界与人民情怀
陆玄同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习近平主席

22 日回应意大利众议长菲科的一段话，近日

在网上迅速刷屏，赢得广泛赞誉。

“这么大一个国家，责任非常重、工作

非常艰巨。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我愿意做

到一个‘无我’的状态，为中国的发展奉献

自己。”习近平主席简短而有力的回答，彰

显出人民领袖的人民情怀。

诗人艾青有一句名言：“为什么我的眼

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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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这个回答彰显了习

近平主席心系人民的一腔赤诚历久弥新。这

是一份庄重承诺，也是一种公开勉励。

最近，我阅读了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

系列采访实录《习近平在正定》，更加深切

感受到了习主席的人民情怀始终如一。在正

定工作的 3 年多时间，习近平同志和正定广

大干部群众打成一片，走遍了全县的每一个

村。

“正定是我从政起步的地方，这里是我

的第二故乡。”1982 年 3 月到 1985 年 5 月，

习近平同志任河北省正定县委副书记、县委

书记。他经常骑着一辆老式凤凰牌“二八”

自行车，奔波在正定县的乡间田野，穿梭于

滹沱河的南北两岸。1000 多个日日夜夜，习

近平的足迹遍及正定县 25 个公社、221 个大

队。他和大家一起排队吃食堂的“大锅饭”，

端着碗与大家拉家常；骑着自行车到各地了

解情况，和农民一样抽当地产的荷花牌香烟；

当时县委、县政府的大门也是敞开的，许多

老农背着粪筐就进来了。书中 22 篇采访实

录，还原了习近平在正定三年从政起步的奋

斗轨迹，展现了深厚的人民情怀。年轻的习

近平不仅从书本上了解了世界，也从现实中

了解了农民，了解了人民的疾苦、期望和感

情。

从来治国者，宁不忘渔樵。在我们的传

统文化中，经世济民历来被奉为入仕为官的

正道。韦应物在苏州刺史任上碰到大旱饥荒，

遂感慨“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

白居易在县尉任上，察知百姓拾穗“充饥肠”

时，不由产生“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

的自责。这本书不仅是了解习近平同志作为

党和人民的领袖成长奋斗经历的读本，也是

激励新时代领导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担当作

为的鲜活教材。一个不讲吃穿、不端架子，

年纪轻轻的县委书记，为什么那么有威信？

离开正定这么多年了，为什么当地干部群众

一直对他念念不忘？这也给广大党员干部提

供了有益启示：人民情怀在体验群众疾苦中

萌生。只有在基层吃过苦、受过累，知道百

姓的所思所想、所需所求，才能够急百姓之

所急、想百姓之所想，才能有正确的工作方

法，才能真正为百姓做实事、做好事。

人民情怀是干事创业的基本要求，也是

不容偏离的执政根基。“各位同事：大家上

任半年多了，人们还习惯称我们‘新班子’。

我体味，其中不无期盼之意，上上下下都希

望我们有一个新作风。初任伊始，县委做出

了关于改进领导作风的几项规定，提出反对

衙门作风，注重调查研究，以每年三分之一

时间深入基层。”1984 年 3 月末，正定县委、

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县政协四大班子领

导，同时收到一封内容相同的信，署名“习

近平”。在正定期间，习近平常在县城大街

上临时摆桌子，听取群众意见。那段时期正

定形成的许多文件和重大决策，都跟这些调

研有关系。

“芝麻官，千钧担”，担当起这个责任，

就得心中装着人民、脚下沾满泥土、肩上扛

起责任、手里握有办法。新时代，我们的党

员领导干部要勇立潮头，不是立在金字塔塔

尖，不是钻进象牙塔塔心，更不是凌空蹈虚

飘在云中进行“云计算”。而是率先扎到基

层、冲在一线，怀揣着对人民群众的真挚感

情，怀揣着拜民为师的谦虚态度，怀揣着工

作实际中遇到的问题困难，深入到基层一线

去，汲取推动改革的智慧，找寻破解难题的

答案。

“无我”是一种勇毅信念。心中有国家、

心中有人民，自然就没有“小我”的位置，

于是也就能不言私利、恪尽职守、夙夜在公。

从正定的县委书记到我们党的总书记，习近

平始终把人民放在第一位，念兹在兹，心系

人民。这也是我们这片古老又常新的土地上，

“人民”是不变的价值指向、“为人民”是

不变的价值追求、“人民性”是永恒的价值

底色的生动写照。

来源：中国军网 作者：康志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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