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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军队委员会（支部）工作规定》

出于对我的信任，我所在党小组成

员一致推选我担任党小组长。

虽然有了带“长”的职务，但我一

开始觉得党小组长只是个“虚职”：开

会无非是跑跑腿、叫叫人，收党费时动

动笔、记记账，出力又不讨好。所以任

职 之 初 ，我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抱 着“ 传 话

筒 ”“ 收 费 员 ”的 心 态 ，对 如 何 履 职 尽

责、如何实现“党员问题不出党小组”

没有更深思考。

一次党日活动，党小组按计划组织

党员汇报思想。由于我思想上不够重

视，没有明确组织形式，结果大家你一

言我一语渐渐跑题，将思想汇报开成了

“杂谈会”。直到党日活动结束，大家也

没能进行深入思想起底。当时，战士小

李在成为预备党员后有一点自满，作为

党小组长的我本应及时带头提醒扯袖，

但考虑到小李不是我所在班的人，对他

帮带可能会被认为“越俎代庖”，我便睁

一眼闭一眼。不久后，小李果然在工作

中出现纰漏。

我的表现被连队党支部罗书记看

在眼里。他找我谈心，我当时以工作疏

漏为由进行解释。

“这不单纯是工作疏漏问题，还有

身为党小组长工作权责不清、责任意识

不强，归根结底是‘想不想’的问题。”罗

书记指出我担任党小组长以来几次履

职不力的情况，一针见血提出了批评意

见。这让我红了脸、出了汗，陷入惭愧

和深思。

批评教育中，罗书记向我讲起他此

前担任党小组长的一段经历。那次，一

名新调入旅队的领导在同机关见面时，

主动问起自己在哪个党小组、党小组长

是谁。确认是罗书记后，这名领导主动

走上前说：“我先跟党小组长报个到。”

罗书记说，当时他既感动又深感责任重

大：党员干部职务再高，在党小组中也

是一名普通党员；再小的“长”，也不能

因此不履职责、不思作为。

罗书记的一番话，为我廓清了思想

上的迷雾。重新审视自己党小组长的

身份，我开始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投

入到工作中。

及时将党内重要会议、重大活动等

内容和主要精神向小组成员通报，并组

织学习；加强同小组成员沟通，鼓励大

家充分发表意见建议；发现党员出现问

题苗头隐患后，主动靠上去开展思想工

作；履职中发现倾向性问题，及时向上

级反馈……一段时间后，我们党小组面

貌焕然一新，党员模范带头作用更明显

了，内部关系也更加融洽。

前段时间，党员司龙因备战旅队创

破纪录比武，压力过大常常失眠。我察

觉后了解得知，去年没能夺冠的遗憾这

段时间又开始笼罩他的心头，让他有些

患得患失。于是，我主动上前引导，向

他讲述自己比武时调整心态的方法，帮

他卸下思想包袱。后来，司龙全身心投

入练兵，一举摘得第一名。

（陈 凯、范子恩整理）

履职体会①

岗 位 再 小 也 用 心 履 职 尽 责
■讲述人 第 72 集团军某旅某连党小组长 陈 硕

思考许久，战士孟令帅敲开了连队

党支部书记李亚东的门。

“书记，我递交入党申请书已经快

一个月了，能不能请您给我指点下，我

向党组织靠拢还有哪些缺点和不足需

要改正？”听到小孟的话，李亚东有些疑

惑：连队在外训练虽然相对分散，但此

前党支部曾专门安排相关支委同递交

入党申请书的几名同志谈了话。

为何工作做了，战士对此还有疑

问？“递交入党申请书后，虽然有人找我

谈话，但大多是概略要求，只告诉我要

继续努力。”询问时，小孟坦言，其实他

很想知道党组织对他的印象和评价，希

望大家帮他找准差距，明确努力方向。

了解情况后，李亚东认真帮小孟分

析了他在连队的现实表现，帮他指出

“学习党的创新理论主动性不强”“训练

中有时自我要求不严”等不足。不仅如

此，李亚东还帮小孟量身制订了一套补

短计划，鼓励他时刻对照党员标准，不

断增强能力素质。

事后，李亚东翻阅了前段时间连队

官兵递交的入党申请书与谈话记录，发

现个别谈话质效不高，要么不点痛处、

浅尝辄止，要么谈话生硬、不讲艺术。

相关规定明确：党组织接到入党申

请人递交的书面申请后，应当及时派人

谈话，做好经常性教育引导工作。一次

支委会上，李亚东带领大家就如何做好

这项工作展开讨论。

“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经

常性重要工作，递交入党申请书的一些

同志能力素质虽然还未达到党员标准，

但我们应该积极回应他们向党组织靠

拢的热切心情。”会上，大家反思感到，

在这方面确实存在思想不重视、方法不

到位等问题，尤其是按规定与入党申请

人谈话时，个别同志存在“走过场”的认

识偏差。如今看来，谈不好、谈不透不

仅会影响官兵工作积极性，还可能会损

害党支部的形象威信。

后来在一次军人大会上，李亚东代

表党支部，就对大家递交入党申请书后

缺乏重视和热情，没有做好谈话引导和

培养帮带工作的问题，向全连官兵作出

检讨反思，承诺立行立改。同时，并鼓

励大家保持工作标准和热情，继续向党

组织靠拢。

前段时间，连队党支部又收到几名

同志递交的入党申请书。党支部按照

规定，安排支委、党小组长等人员，根据

连队制订的《与入党申请人五个必谈》

工作流程，与他们进行谈心谈话。第二

次递交申请书的战士王贵说，党组织肯

定他所做工作的同时，也一针见血指出

自己目前存在的缺点和不足，还指定一

名党员骨干进行一对一帮带，这让他努

力干工作的劲头更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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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

立德的基石。对党员干部来说，党性修

养是一辈子的事而不是一阵子的事，是

一生的必修课。党员干部只有养成“吾

日三省吾身”的自觉，将党性修养转化

为“日拱一卒”的行动，常修为政之德、

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才能永

葆先进性和纯洁性，从而更好地履行自

己的职责使命。

“一省”就是要省初心。初心使命

是党员干部的前进方向，坚守初心使

命，就是坚定共产党人的精神和价值追

求。革命战争年代一次次经验教训告

诉我们，遗忘初心者，就会失去奋斗的

目标、偏离前进的方向，就会信仰迷茫、

精神迷失，得“软骨病”。对每一名党员

干部来说，铸牢理想信念，践行初心使

命，既是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

的动力之源，也是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思想保证。工作中，必须牢

固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补足精神之

“钙”，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始终让理想

之光照亮人生之路。

“二省”就是要省廉洁。廉洁是我

党一贯倡导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党和

人民对党员干部的基本要求。身为党

员干部，必须始终“清清白白做人、干干

净净做事”。要时刻牢记，只有廉洁，才

能获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只有廉洁，才

能更好体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只有廉

洁，才能防止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当

党员干部炼就金刚不坏之身，始终秉持

一颗清廉之心、一股清风正气去做人做

事、管权用权、律人律己，就能够赢得官

兵的信赖和拥护，以过硬作风凝聚正能

量，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三省”就是要省勤干。勤干是完

成工作任务的关键，党员干部应培养勤

思、勤问、勤行的良好工作习惯。无论

是治军带兵，还是备战打仗；无论是干

事创业，还是攻坚克难，都不是“重复昨

天的故事”，而是需要开动脑筋去想，勤

劳勇敢去干。“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如

果总想着过太平日子、舒服日子，不思

进取，不仅不利于个人成长，还会影响

部队战斗力提升。强军征程上，广大党

员干部要勤思带兵之道，勤研练兵备

战，做到越干越想干、越干越会干、越干

越能干，把自己锻炼成为堪当重任的栋

梁之材。

守心克己，方能成己。就像房间需

要经常打扫一样，思想上的灰尘也要经

常打扫，党员干部应常反躬自省，始终

保持“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头脑，不

断锤炼党性修养、提高政治觉悟，真正

做到知敬畏、明是非、知进退、有取舍。

党员干部要常“三省”
■李星浒

小 岗 位 要 有 大 作 为
——介绍几名基层党小组长的履职体会

党小组作为党支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支
部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的“前沿阵地”。在党小组
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党小组长。然而在实际工作
中，由于个别党小组长职责不清、任务不明、底气
不足，影响基层党小组作用的发挥。

欲筑室者，先治其基。党小组长主要职责是
做好对本小组党员的教育管理监督，作用十分重
要。因此，基层党小组长要始终坚持党性原则，
不断提升履职能力，在小岗位上争取有大作为。
本期，我们介绍几位基层党小组长的履职经历，
分享他们开展党务工作的心得体会。

——编 者

多年的班长经历告诉我，只有严格

管理才能带出一支过硬的队伍。

今年初，我成为一名党小组长，党

小组内不仅有干部，还有比我兵龄更长

的同志。实事求是地指出他人的缺点

和错误，会不会给大家留下不好的印

象？开诚布公批评职衔比我高的，会不

会产生矛盾隔阂……考虑到这些现实

问题，我一下没了底气。

组织学习，看到有兵龄较长的同志

心不在焉，顾及对方面子就没有开口

提醒；组织生活会上，我只点一些无关

痛痒的小问题，对干部更是只表扬不

批评……一段时间下来，这种工作方式

似乎并没有直接产生不良后果。就在

我心存侥幸之时，问题暴露了出来。

“咱们连被抽去考核的三名同志，有

一人考了倒数，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那次，团队对教育学习情况进行抽考，成

绩垫底的那名同志正是我组内的党员。

此前，我曾发现他上教育课走神、

笔记不认真的问题，但没有及时批评提

醒，导致小毛病发展成“大问题”。作为

党小组长，我顿时感到惭愧不已。我主

动找到党支部书记，反思剖析了自己开

展工作出现的问题。

“党小组内不论职务资历，人人都

是普通党员。作为党小组长，必须坚持

党性原则，面对问题较真碰硬，这样才

能真正树立威信、维护团结、形成好风

气。”书记的提醒帮带，使我在红脸出汗

之余，明确了工作思路。

在随后的组织生活会上，我针对

自己前期“顾情面”“当好人”的思想问

题，展开了深刻自我批评，并接受大家

批评意见，请大家加强监督。在我的

带动下，其他党员也不再有顾虑，纷纷

开展自我剖析和揭短亮丑，批评见人

见事，组织生活会充满“辣味”。后来

一次组织生活，一名党员干部姗姗来

迟，虽说他是干部，但我还是对他进行

了开诚布公的批评，他也诚恳接受了，

表示下不为例。

如今，我干工作坚持原则，获得了

小组成员的一致支持。

近日，我发现个别党员在年度考核

“过关”后，训练状态有所下滑，便及时

召开党小组会，开门见山指出存在的思

想懈怠问题，提醒大家正确对待训练与

考核之间的关系。很快，几名同志经过

反思找回了训练工作状态。

（李映虹、曹书丽雅整理）

履职体会③

原 则 面 前 敢 于 较 真 碰 硬
■讲述人 火箭军某团某连党小组长 黄涛旭

作为一名党小组长，我发现只有积

极性是不够的，还要有把工作干好的能

力素质。

上任之初，一次党小组学习讨论，我

组织大家交流心得体会，但一名年轻党员

始终没有参与进来，轮到他发言时也有些

心不在焉，简单说了两句就草草收场。

发现问题后，我想这名同志可能有

烦心事，就决定找他了解一下思想状

况。可谈了几次，这名同志都不愿掏心

窝子，每次都是三言两语就没话说了，

谈心变成了“尬聊”。

面对“谈不出来”“不会谈心”的窘

境，我一时束手无策。

“你每次虽然能主动找人谈心，但

态度比较生硬，像是要求别人汇报思想

一样……”我请教党小组内一名老党员

时，这名党员说出了实情，“感人心者，

莫先乎情。谈心谈话如果一味追求形

式，缺乏真正交心的态度和行动，大家

难免‘只说三分话，不抛一片心’。”

深入反思后，我意识到，谈心谈话只

有带着“温度”去谈，将心比心，才容易把

话说到心坎上，从而解开思想扣子。

打那以后，我开始转变理念，注重

方式方法。对待之前那名同志，我不再

带着目的去沟通，而是茶余饭后三五分

钟聊一聊，日常见面三五句话说一说，

时间一长，他也就不再藏着掖着。

原来，这名年轻党员当时刚担任骨

干，在一次考核中成绩不佳有了挫败

感，觉得自己没有树好形象，在战友间

抬不起头。了解他的顾虑后，我以自己

担任骨干时的几次挫折经历为他解惑，

帮助他慢慢放下了思想包袱，重新恢复

了工作热情。

后来，上级党委又多次组织党小组

长参加党务工作培训。通过集中学习

党章党规、对问题进行“会诊”等，一些

像我这样的“新手”党小组长能力素质

得到了快速提高，慢慢成为开展党务工

作的“明白人”。

前段时间，我发现党小组一名老党

员在组织理论学习时常以“工作忙”为

由缺席。这一次，我没有急于点名批

评，而是在一次任务间隙的党小组会

上，带领大家重温红军长征期间，周恩

来同志身兼数职仍严格要求自己，认真

参加组织生活的故事，并组织大家开展

讨论。

果然，这种方式收到了较好效果。

这名老党员意识到了自己存在的问题，

讨论时主动进行了自我批评，并请大家

监督。几名年轻党员看到老同志的变

化，也纷纷自觉用更高标准要求自己。

（高子淇整理）

履职体会②

提高能力成为党务工作“明白人”
■讲述人 巴音郭楞军分区某连党小组长 周浩清

党建实例解析

党建论坛

近日，武警辽宁总队盘锦支队组织开展战术训练，党员骨干积极发挥表

率作用，带头冲锋在前。 袁霹雳摄

任务间隙，陆军某部各党小组就地开展组

织生活，引导激励党员骨干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带头攻坚克难。 宋石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