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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观澜

八一时评

画里有话

作者：周 洁

坚持组织跟着队伍走，确保精准指

导不断线；坚持教育跟着思想走，确保安

全稳定不断线；坚持管理跟着制度走，确

保秩序正规不断线；坚持保障跟着需求

走，确保落实标准不断线……某部针对

演训任务繁重、人员流动分散的特点，科

学把握、积极适应，实现了动中抓建和完

成任务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这一做法

值得学习借鉴。

伴随强军兴军的坚定步伐，我军职

能任务不断拓展，训练转型持续推进，调

整改革逐步深化。部队兵力运用日益常

态化，执行战备演训任务更趋频繁，“拉

出去训、走出去练”成为家常便饭。比

如，新军事训练大纲规定，部队每年野外

驻训时间不少于 4 个月。同时，部队遂

行抢险救灾、反恐维稳、国际维和、国际

救援等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更加多样，

任务分队临时抽组、机动混编情况越来

越多。编制体制调整后，部队组织形态

发生新变化，基层单位范围更广、类型更

多，传统意义上的营连比重明显下降，师

团等级、营连规模、基层属性的单位明显

增多。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现

代管理学上有一个“权变理论”，强调管

理无定式，应因地、因时、因人而变，根据

组织内外部条件的变化情况作出相应的

调整。如今，部队和官兵始终处在一种

不断变化、不断发展的运动状态之中，

“动”的时间大幅增加，“一支队伍，多处

驻防”“一套班子，数个摊子”已成部队常

态 。 面 对“ 流 动 的 营 盘 ”“ 动 起 来 的 部

队”，动中抓建成为“刚需”“标配”。如何

紧贴任务特点、紧跟任务进程，因地制宜

做好动态分散条件下各项工作，探索抓

经常、打基础与动中抓、动中建融合互促

的工作机制，是加强基层建设最重要、最

现实、最紧迫的时代课题。

《军队基层建设纲要》指出：“积极适

应基层建设的新变化新挑战，把握新时

代基层建设特点规律，增强工作指导性

科学性。”部队点多、线长、人散的“动”中

特征愈发明显，环境条件相对艰苦，情况

相对复杂，工作节奏相对较快，带来战备

工作难落实、军事训练难组织、思想政治

工作难开展、日常管理难到位等一系列

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拘旧方不可疗新

疾，居夏日不可御冬裘。只有立足动散

条件下抓建基层新常态，聚焦“散”的特

点，把握“动”的规律，坚持教育紧跟形势

搞、组织伴随动态建、管理适应环境抓、

干部嵌入任务考，做到因动而变、有的放

矢，才能提高动中抓建的针对性实效性，

确保完成任务出色、全面建设过硬。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动中抓建，头

脑先要“动”起来。现实当中，个别部队

在营区内各项建设有板有眼，一出营门

就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分析个中原

因，关键是动中抓建的思想不牢、愿望不

强，脑中无想法、手中无办法，怕麻烦、图

省事、懒得管。如果“身子”走到了野外，

“脑子”还停留在营区，离开“旧鞋”不会

走路，穿上“新鞋”迈不开步，就难以适应

“动”的状态、经住“动”的考验。坚决防

止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的做法，克服抱残

守缺、安于现状的思想，准确识变、主动

求变、科学应变，动中抓建这盘棋才能动

起来、活起来、实起来。

“这办法那办法，按纲抓建就是好办

法。”《军队基层建设纲要》是多年来我军

基层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是抓

建基层的科学准则和基本依据。越是动

态分散，工作自主性越强、自主权越大，

越要按纲抓建，严格执行制度要求，任何

工作都不能脱纲离谱、自行其是，任何时

候都不能任性抓建、自由发挥。如何做

到动中统一思想、练强本领、锤炼作风、

建强队伍，如何加强动中训、动中教、动

中管、动中保，答案就在《纲要》里。心中

有“纲”，工作有“方”。只要按纲查问题、

析原因，按纲找症结、开方子，做到任务

再繁重，动中抓不放松；时间再紧迫，动

中建不落空；部队再分散，动中管不断

线，就能提纲挈领、事半功倍。

“非新无以为进，非新无以图强。”新

时代基层建设不是简单的“添砖加瓦”，

而是深层的“更新换代”，很多事有先兆、

没先例，有挑战、没答案。破解动中抓建

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光有主动和热情

不够，仅凭老经验老办法不行，活力在创

新、潜力在创新、出路也在创新。我们要

善于求新求变，以“新”制“动”，坚决破除

与新时代不相适应的抓建理念，改进与

新体制不相匹配的运行模式，摒弃与新

职能不相契合的工作套路，切实以动中

抓建凝聚新认识新理念、形成新思路新

办法、展现新作为新成效。

（作者单位：71602部队）

在动中抓建中提升建设质效
——提高基层治理水平、锻造全面过硬基层④

■苏新波

日前，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

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爱

国主义教育法》。这部旨在加强爱国主

义教育、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法

律，以法治方式推动和保障新时代爱国

主义教育，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凝聚奋

进力量，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吾人之主义，可大书而特书，曰‘爱

国主义’。”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爱国是

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爱国主义自古以来就流淌在中华民族血

脉之中，始终是中华民族情感系于斯、认

同归于斯的民族心、民族魂，是中华民族

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这种精

神，去不掉，打不破，灭不了，展现了“先天

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

负，彰显出“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

之”的坚定立场，抒写着“苟利国家生死

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家国情怀。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

之必行。”爱国既是一种情怀，更是一种行

动。爱国主义是具体的、现实的，不能停

留在口号上。爱国主义教育法以“法”的

方式将爱国主义教育写入法律、形成制

度，更要以“行”的力量将爱国主义情怀根

植于心、践履于行。奋斗是爱国最美的注

脚，没有行动的爱国是空洞的。落实爱国

主义教育法，加强爱国主义教育，贵在结

合、重在衔接、难在行动。如果把爱国主

义讲空了、虚了、远了、小了，爱国主义精

神就难以落地生根、深入人心。

“一个真正的爱国者，用不着等待什

么特殊机会。他完全可以在自己的岗位

上表现自己对祖国的热爱。”爱国主义教

育的成果，最终要转化为立足岗位、发奋

工作的实际行动，转化为攻坚克难、干事

创业的实际成效。只有把个人梦想融入

国家发展、时代进步的大潮，把殷殷爱国

情、拳拳报国志融入岗位和工作中，扎根

人民、奉献国家，自觉使个人成功的果实

结在爱国主义这棵常青树上，才能凝聚

起万众一心、勠力同心的精神力量。

“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

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

一。”祖国的命运和党的命运、社会主义

的命运是密不可分的。只有坚持爱国

和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爱国主义才

是鲜活的、真实的。让爱国主义植于

心、融入魂，就要围绕爱党爱国爱社会

主义主题，生动传播爱国主义精神，唱

响爱国主义主旋律，让爱国主义成为每

一个中国人的坚定信念和精神依靠。

“头顶边关月，心系天下安。”军人的

肩上有千钧重担，脚下是万里河山，军人

的爱国从来都是“我以我心爱祖国，我以

我行报祖国”。作为新时代的革命军人，

要唱响爱国奉献歌，将“国家兴亡、我之

责任”化为报国之志、强军之行，忠实履

行新时代使命任务，用一片丹心、无私奉

献交出强军兴军的合格答卷。同时，我

们还应把《爱国主义教育法》的基本要求

和军队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充分利用部

队特有的红色资源，丰富内涵、拓展形

式、完善体系、加强实践，将爱国主义教

育搞得更加入脑入心、见行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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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年 11 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同志到江西

革命老区考察。由于道路狭窄泥泞，常

常发生车辆堵塞，前面开道的警车不时

鸣响警笛，两面红旗挥动着指挥，引来不

少路人异样的目光。

见此情景，习仲勋同志脸上的神色

变得严肃起来，对身边的陪同人员说：

“这样会吓着群众，也可能会把过往的车

辆挤到沟里去的。不要为了保证我们赶

路，影响老百姓的正常通行。”

尽管陪同人员作了解释，习仲勋同志

的眉头还是皱了起来，要求告诉前面警

车上的人员：“他们后面的车上坐的不是

老爷，不要动辄八面威风。我们是来给

老百姓办事的，不能给群众添麻烦！”

习仲勋同志之所以被毛泽东主席誉

为“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从这

一细节可见一斑。“车里坐的不是老爷”，

也彰显了老一辈革命家一脉相承的人民

立场、一如既往的赤子情怀、一以贯之的

价值追求。

什么是“老爷”？现代汉语中有两种

解释：一是指旧社会对官吏及有权势的

人的称呼；二是指旧社会官僚、地主人家

的仆人等尊称男主人。所谓“老爷”，要

么当官坐轿、升官发财、为官作威、居官

富贵，要么高高在上、颐指气使、蛮横无

理、养尊处优。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所

讲“出则服御显扬，侍从罗列，乃马者有

人，打扇者有人，前呼后拥，威风排场”，

便是“官老爷”的生动注解。

“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

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

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党从一开始

就把“人民”二字写在自己的旗帜上，这

决定了共产党人的车上，坐着的永远不

可能是“老爷”，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公仆。“只见公仆不见官”，广大党员

干部坚持服务群众、甘当公仆，一心向

党、一心为民，正是我们党赢得人心、创

造伟业的为政之宝。

新中国成立后，陶铸同志调华南分

局 工 作 ，顺 路 回 到 了 阔 别 20 多 年 的 故

乡。到家后，妹妹看着戴着棕丝斗笠、穿

着草鞋、一身粗布衣衫的陶铸，欢喜之

余，感到奇怪：“人家都说你做了大官，我

看还像个老长工。”从被当成马夫的朱

德，到甘当“中国人民的骆驼”的任弼时；

从被百姓视为朋友的郑培民，到“当官不

像官”的信访局长张云泉、“草帽书记”杨

善洲等，共产党的干部从来不想当“老

爷”，而且生怕老百姓说自己是“老爷”，

总是“甘为民仆耻为官”，把人民的利益

看得高于一切。

“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

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

之 悲 。”我 们 党 深 深 植 根 人 民 ，与 民 众

“天生就是一家人”，始终把百姓的疾苦

装在自己的行囊里，将心比心、感同身

受。彭德怀同志率部队在太行山反扫

荡时，有一次部队杀了一头猪，管理员擅

自为其留了一点肉。他不仅狠狠地训了

管理员一顿，还要求把肉倒进战士们的

大 锅 里 ，并 严 厉 地 说 ：“ 看 看 乡 亲 们 吃

啥？清水煮野菜，里面是糠蛋蛋。我一

个人吃好的咽不下。”看到管理员在一边

不吭声，他接着又说：“好心就该处处想

到老百姓，想到战士。我又不是官僚。”

清代巨贪和珅曾讲：“盖天下羸乱

之 际 ，当 先 救 官 而 后 救 百 姓 。 官 且 无

救，救百姓何？”可见，在“官老爷”眼里，

百 姓 是 没 有 位 置 的 。 心 无 百 姓 莫 为

官。而在共产党的干部心中，老百姓就

是天、就是地，是力量源泉、生存之本。

红军时期，贺龙同志率部队宿营在一个

小山村后，拿起斧头就给老百姓劈起柴

火来。房东发现贺龙是军长时，激动地

说：“哎呀，军长，你是带兵的，怎么给我

们老百姓劈起柴来了？”贺龙同志一边

擦汗一边解释说：“军长就不应该给老

百姓劈柴呀？军长也来自老百姓嘛！”

湘西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高山

顶上云套云，园中竹子根连根，河里鱼

儿不离水，贺老总和人民心连心。”

百年奋斗，风雨兼程。为民底色铸

就 公 仆 本 色 ，人 民 情 怀 任 岁 月 磨 洗 不

改。习主席强调：“共产党的干部要坚持

当‘老百姓的官’，把自己也当成老百姓，

不要做官当老爷。”这一谆谆之言警示和

启迪我们，无论什么时候，共产党的干部

都来自老百姓，自己也是老百姓；手中的

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是为了更好地为民

服务，而非当“官老爷”。

前进道路上，凭着共产党人的赤诚

与肝胆，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

民利益高高举过头顶，与人民心心相印、

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我们

就一定能够赢得民心、凝结同心，“绿我

涓滴，会它千顷澄碧”。

（作者单位：95980部队）

“不要做官当老爷”
■朱建旺

玉 渊 潭

邓小平同志在工作中有一个特点，

就是爱说“不行”。翻开《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在总共 60 篇文稿中，就有 100

多处用了“不行”二字。其中一篇最短

的文稿，全篇只有 370 多字，却用了 4 个

“不行”。邓小平同志一生经历过许多

磨难和辉煌，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记忆

和回想。其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

就是他求真的风骨和务实的本色。

“不行”二字看似简单，实则体现的

是一种简洁质朴的语言风格、一种敢于

担当的处事态度、一种求真务实的思维

方式。毛泽东同志强调“靠实事求是吃

饭”，邓小平同志提倡做“实事求是派”，

习主席提出“三严三实”，一个“实”字，道

出了共产党人最基本的政治品格、做人

准则和党性原则。

“实事求是是最大的党性。”对正确

的、正面的敢于竖大拇指说“行”，对错误

的、反面的敢于板起面孔说“不行”，这是

党员干部的修身之本、为政之道、成事之

要。无论是对人还是对事，无论是对别

人还是对自己，无论是批评还是自我批

评，无论是观察事物还是处理问题，都要

实事求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一就

是一，二就是二；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是

就是，非就非。

千珍贵万珍贵，实事求是最珍贵。

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之所以难，是

因为说“行”太容易，而说“不行”却需要

面对重重顾虑。敢于说“不行”，是一种

勇气，是一种责任，是一种担当。面对大

是大非敢于亮剑出击、面对矛盾问题敢

于迎难而上、面对重大考验敢于挺身而

出、面对失误错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

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才是真正的共产

党人。

然而，现实工作中，敢于说“不行”并

没有成为常态和自觉。有的不管领导如

何判断、如何决策，回答总是“对对对”

“是是是”“好好好”；有的面对单位发展

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暴露的隐患，文过

饰非、视而不见，一味“报喜不报忧”。这

种只栽花不栽刺的现象，是党性不纯、作

风不正、担当缺失的表现，不但遮盖了矛

盾、回避了问题，还腐蚀着党性原则，破

坏着政治生态。

当然，仅仅敢于说“不行”还不行，还

要讲清楚“为什么不行”“怎么做才行”。

若只是说“不行”，而不提供“可行”的办

法，那么敢于说“不行”就是形式主义和

官僚主义。明是非、辨真伪，讲真话、说

实话，既指出“哪里不行”的问题所在，又

做好“如何才行”的下篇文章，官兵就能

理解配合，工作自然就能顺利落实。

“虚与实之分，祸与福之纽也。”军队

是要打仗的，有错不纠、知错不改乃兵之

大忌。没有敢于“说不”的担当，就难有

勇于冲锋的血性。当“头皮硬”的“顶真”

者多起来，“脚跟软”的“跟风”者少下去，

有问题敢指出，有不足能反思，较真碰

硬、揭短亮丑，才能让正气上升、邪气下

降，形成备战打仗需要的良好风气。

（作者单位：武警恩施支队）

敢于说“不行”
■吴保民

班务会是连队最小的会，也是最经常

开的会。条令规定，每周召开1次，由班长

主持。班长是主持人，不是主讲人，不能

唱“独角戏”，把班务会开成“班长会”。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班务会时间

不长，内容却很丰富。组织唱歌、传达

精神、引导发言，讲评工作、收集意见、

布置任务……班长引导有方、有板有

眼，战士畅所欲言、建言献策，班务会就

能开得秩序井然、气氛热烈。

班务会，不仅是对一周的学习训练

进行总结讲评的场合，还是一个集思

广益、发扬民主、交流思想、融洽感情的

重要平台。如果班长自说自话，战士沉

默不语，班务会就会开得死气沉沉，既

影响战士的积极性创造性，更会埋没掉

许多有益于班级建设的“金点子”。

小小班务会，与每名战士的成长进

步密切相关，直接关系到连队的战斗力

建设，开好不仅学问大，而且作为大。

要规范内容、简化程序，加强引导、抓好

落实，真正把班务会开成引领战士成长

的“ 小 课 堂 ”、战 友 相 互 鼓 励 的“ 加 油

站”、把脉思想问题的“小门诊”。

（作者单位：陆军装甲兵学院蚌埠

校区）

班务会莫成“班长会”
■祝子安

“清点人员、生活讲评、宣布次日工

作或者传达命令、指示等”。这是条令

条例对点名内容做出的明确要求。点

名作为连队一日生活制度的重要环节，

可分不同时机，但晚点名最常见，也最

重要。

讲评一天工作，是晚点名的一项重

要内容。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把

成绩讲够，把不足讲透，才能达到预期

效果。然而，个别连队干部一讲评就批

评，晚点名变成了“晚批评”，甚至“点名

一刻钟，批评十五分”。

诚然，晚点名时人员比较齐，此时对

一些问题进行严肃批评，可以收到较好

的警示效果。但是，总以“批判式”的点

名给一天的工作“收尾”，不仅不能起到

敲警钟的作用，还容易使一些战士产生

逆反情绪，不利于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凡事要有度。无论表扬还是批评，

都要把握好尺度和分寸。过度的表扬

不合适，只讲问题也不行，不能从一个

极 端 走 向 另 一 个 极 端 。 晚 点 名 点 到

“点”子上，说到战士心坎里，才能树立

激励先进、鞭策后进的正确导向，营造

向上向好、创先争优的浓厚氛围。

（作者单位：伊犁军分区）

晚点名莫成“晚批评”
■李 飞

车场日，是基层每周的一项例行性

工作。每逢此时，很多连队要停止训

练，对装备进行集中维护保养。虽是例

行，却须力行，不能敷衍塞责、应付了

事，更不能把车场日当成“休息日”，图

形式、走过场。

军人是要打仗的，装备是要随时投

入使用的。平时对装备进行尽心尽力、

细致扎实的维护保养和管理，使之处于

良好的技战术状态，战时才能随时投入

使用、发挥威力。如果平时在车场日不

注重精细化保养，上了战场就可能产生

“马蹄铁效应”，因小失大、影响战局。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随着我

军实战化训练不断深入，各类装备动用频

率大幅提高，武器装备的维护保养显得越

发重要。车场日连着战斗力，决不能打折

扣、搞变通，必须以对待“第二生命”的态

度精心呵护每一台武器装备。

“明规矩于前，重威刑于后”。要及

时完善相关奖惩办法，加大装备日常维

护保养频次和检查问责力度，对因维护

保养不及时、不到位，造成不必要的装

备损坏的，应严肃追责问责，使依法管

装爱装成为官兵自觉行为。

（作者单位：69218部队）

车场日莫成“休息日”
■江少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