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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指出：“对党忠诚必须是纯

粹的、无条件的，是政治标准、更是实

践标准。”忠诚是共产党人必须具备的

优秀品格，体现在对党的信仰、党的组

织、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纪律等的

拥护、执行、遵守上。我们党一路走

来，经历了无数艰险和磨难，但任何困

难都没有压垮我们，任何敌人都没能

打倒我们，靠的就是千千万万党员的

忠诚。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新

征程上，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对党忠诚

作为根本政治要求，不能只挂在嘴上、

写在纸上，必须体现到工作学习生活

等具体行动中，真正做到表里如一、知

行合一，永葆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

把对党忠诚体现在自觉强化理论

武装上。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

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拥有马克

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鲜明的

政治品格和强大的政治优势。中国共

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

胜利，带领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

中取得伟大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终

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对

党忠诚，就要做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

者和忠实实践者，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

武装头脑，以理论上的清醒保证政治上

的坚定。党员干部要以这次主题教育

为契机，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通过读原著学原

文悟原理，深刻领悟这一思想的核心要

义、丰富内涵、精神实质等，把蕴含其中

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转化为对

工作实践的有力指导。

把对党忠诚体现在严守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上。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

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

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

优势。在党的纪律规矩中，政治纪律

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政

治纪律是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在政

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

为等方面必须严格遵守的纪律规矩，

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根本保证。对

党忠诚，就必须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

政治规矩，时刻绷紧旗帜鲜明讲政治

这根弦。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

绩观、事业观，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

励，慎独慎初慎微慎友，把政治纪律和

政治规矩挺在最前面，不断增强政治

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必

须做到头脑特别清醒、态度特别鲜明、

行动特别坚决，决不拿党的原则做交

易，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把对党忠诚体现在模范践行党的

根本宗旨上。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

一致的、统一的。党性寓于人民性之

中，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

离党性的人民性。我们党以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没有自己的特

殊利益。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对党

忠诚与对人民负责的高度统一，追求对

党绝对忠诚、对人民极端负责的崇高境

界。对党忠诚，就是要忠实践行党的根

本宗旨，坚定不移贯彻党的群众路线，

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

员干部无论职位高低，都要把人民拥护

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

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

标准，工作和决策必须以人民利益为

重、以人民期盼为念，真诚倾听群众呼

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

疾苦。“盖致知以达其行，而行精其知”，

要在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

群众之所难的实践中，真正理解和把握

对党忠诚、服务人民的真谛和精髓。

把对党忠诚体现在敢于斗争、善于

斗争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中国共

产党人的鲜明品格。在严酷的革命年

代，正是因为无数共产党人发扬“越是艰

险越向前”的斗争精神，才得以“冲决历

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

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当前，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我们取得的成就、

创造的条件、迎来的机遇前所未有；但也

要看到，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

险”将长期存在。对党忠诚，就是要继承

和发扬斗争精神，在面对复杂形势、艰巨

任务和严峻考验时务必敢于斗争、善于

斗争。党员干部必须坚决破除“一切迷

惘迟疑的观点，一切及时行乐的思想，一

切贪图私利的行为，一切无所作为的作

风”，敢于同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

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一切损

害人民利益、脱离群众的行为，一切分裂

祖国、破坏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稳定等

行为作最坚决的斗争，努力创造无愧于

时代、历史、人民的业绩。

把对党忠诚体现在能打仗、打胜

仗上。“守不忘战，将之任也；训练有

备，兵之事也。”军人因战而生，军队为

战而建。能打仗、打胜仗既是人民军

队使命所系、职责所在，更是革命军人

对党忠诚的有力彰显。广大官兵要强

化备战打仗的紧迫意识，瞄着敌之强

练兵、比肩敌之强准备、超越敌之强谋

划，把全部心思和精力向备战打仗聚

焦用劲，把战斗力标准贯穿练兵备战

全时段、强军实践全过程。要敢于设

困局难局险局，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

出发锤炼胜战本领，以过硬军事实力

和战斗作风诠释对党绝对忠诚，努力

锻造成为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

胜的利刃精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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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

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坚定文化自

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文

化自信体现在对民族文化价值的自觉

认知，体现在对民族文化生命力的坚定

信念，更体现在对民族复兴前景的强烈

信心。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底气正是

源自于中华民族绵延发展形成的文化

生命体，源自于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的强

大韧性，源自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

出的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在新的历

史征程上，只有坚定文化自信，才能源

源不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磅礴

的精神伟力。

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
新辉煌汇聚精神之源

文化自信，本质上强调的是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突出表现为

对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对党和人民伟大斗

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的自信，它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

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

神标识。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

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

煌。”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是以高

度历史自觉掌握历史主动的正确选择，

是以高度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的应

有之义，根本上就是要以文化人、培根

铸魂，在守正创新、开拓进取中展现文

化建设新气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载着中华民

族的基因和血脉，是坚定文化自信的深

厚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一无二

的理念、智慧、气度，赋予了中华民族伟

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中蕴含的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

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

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

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

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

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

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

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

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

道等重要元素，对于个人成长、社会发

展都具有重要价值，已经成为人民群众

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也铸就了

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文化自信。一百

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深植于中华文化

沃土，在深刻把握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推

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相结合，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实

践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不断赋予传统文化新

的时代内涵。

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蕴

含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信念，是坚

定文化自信的坚强基石。百余年奋斗

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高扬革命理

想，发展先进文化，使中国人民在精神

上从被动转为主动，筑起了中国人民精

神上的“万里长城”，支撑起中国人民文

化自信的雄伟大厦。孕育和发展于革

命年代的革命文化，是近代以来中国共

产党为实现革命理想不懈奋斗的文化

写照，是我们党在救亡图存的苦难辉煌

中勇于担当的精神支柱。面向现代化、

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

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代表着我们党作

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独特精神标识，代

表着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前进方向和

人类文化发展的进步潮流。正是在革

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指引下，

我们党才能在面对艰难险阻和遭遇重

大考验时保持“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

略定力，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夯实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的精神根基。

伴随着我国文化事业的进一步繁

荣与发展，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推进文

化自信，就是要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滋养

下，筑牢深沉而执着的信仰信念，不断

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为铸就

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汇聚精神之源。

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提供精神滋养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的

当代呈现，是中华民族接续发展的力量

源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

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迭遭忧患而经

久不衰，这是人类文明的奇迹，也是我

们自信的底气。坚定文化自信，就是坚

持走自己的路。”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有

利于塑造中华民族的主体精神，为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精神滋养。

深 刻 把 握 文 化 主 体 性 的 重 要 意

义。“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

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

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文化自信就来自

我 们 的 文 化 主 体 性 ”。 巩 固 文 化 主 体

性，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大命

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进“两个结

合”的历史进程，就是不断巩固文化主

体性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

历程。中华文明因其突出的连续性、创

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成为中

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和当代中国文

化的深厚根基，使中华文脉绵延繁盛、

历久弥新，焕发出勃勃生机。坚定文化

自信，就是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发展道路，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

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

发展，树立从容自信的文化心态，涵养

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为建设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深刻认识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的强

大韧性。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在五千

多年漫长文明发展史中创造的文化系

统，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独特价值体系

和永恒时代魅力，成为世界文明发展史

上唯一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只

有从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深入了解

中华文明的历史渊源、形成过程、发展

趋向，才能更好理解古代中国、现代中

国和未来中国，不断坚定对自身文化价

值、文化生命力的信念。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以高度的文化自信推动建设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就是要增强保护好、传

承好、发展好中华文明的责任感、使命

感，充分发挥历史文化资源优势，为建

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注入深厚的文化

底蕴和精神动力。

我们要坚持古为今用、守正创新，

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努力实现精神上

的独立自主，保护好中华民族精神生生

不息的文化根脉，把文化自信融入全民

族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之中，努力建

设与当代中国社会相融相通、与人民现

实生活相契相应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注入精神动力

文化自信之所以重要，就在于文化

的力量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政

治、社会之中，深刻作用于社会发展和

文明进步。充分发挥文化的社会凝聚、

润滑、整合功能，做到以文聚力、以文立

业，有助于借文化之力化解矛盾、凝聚

共识、激荡人心，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

以文化自信筑牢中国式现代化文

化根基。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

来看，文化基因是国家和民族长盛不衰

最持久、最深沉的精神密码，一定程度

上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性质、特征、价

值追求以及未来走向。如果没有从五

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认识中国，就难

以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底蕴、

本质特征和深远意义。中国式现代化，

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

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

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

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

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

形态。只有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从历

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

拓前进”，才能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

厚底蕴，推动文化建设繁荣发展。

以文化自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伟

大实践。坚定文化自信的首要任务，就

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

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

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在中国式

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文化既是重要内

容、重要因素，也是关键支点、力量源

泉。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离不开文化

实践和文明提升。我们要准确把握中

华文化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脉络中的

突出贡献，深刻认识中华文化在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中的重要作用。文化的繁荣

发展不仅使人民群众精神面貌更加奋

发昂扬，更极大提升了全社会的凝聚力

和向心力，巩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

基础，为中华民族自主探索新的发展道

路提供了价值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不

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

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

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

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的翻版，而是中

国人民在深厚的文化自信基础上，坚持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断把握文化发

展规律和时代发展脉搏所形成的中国

模式。中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铸就的

文化自信，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深远

持久的力量。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

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目标。新征程上，我们不仅要

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更

要坚定文化自信，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提供强大动力，以更加强烈的历史主动

精神，奋力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胜利。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

坚定文化自信 凝聚精神力量
■代玉启

习主席在《之江新语》一书中写道，

“‘一把手’的领导艺术，就在于有容人之

气度、纳谏之雅量”。古语有云：“将军额

上能跑马，宰相肚里能撑船。”能容人，方

能凝聚人、团结人，才能干大事、干成事；

反之，凡事小肚鸡肠、斤斤计较，是成不

了大事的。作为领导干部，需有宽广的

眼界、宽阔的胸襟和宽大的气度，学会

“观大节、略小过”，让容人之气度成为聚

才之良方。

容人之短。“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

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也有自己的短板，

不可求全责备。孔子认为：“躬自厚而薄

责于人，则远怨矣。”毛泽东同志曾赞扬罗

荣桓同志，称其“一向对己严，待人宽”，并

强调“做政治工作就需要这样的干部”。

领导干部当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善于发

现他人的长处，发掘其身上的闪光点，做

到知人善任，用其所长；对他人的短板弱

项，不要拿着放大镜去看，不要把个性当

“毛病”，那样的话就难以拴心留人。对待

身边同志及部属之“短”，如果是非原则性

问题，大可淡然处之，该包容的包容、该提

醒的提醒、该帮助的帮助；如果其“短”确

实影响到岗位履职和个人发展，应耐心引

导其扬长避短、取长补短，这也是培养人、

成就人的应有之义。

容人之言。“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对领导干部来说，要发扬民主作风，赞成

的 、反 对 的 意 见 都 要 听 ，切 忌 搞“ 一 言

堂”。正所谓，“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

谔谔”。实际工作中，有时候启发我们正

确决策、改进工作的恰是那些“逆耳之

言”。领导干部要善于以谦逊之心广纳

群言，特别要容得下批评意见，听得进牢

骚话甚至有些唱反调的话、让人下不来

台的话，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

改之，无则加勉”，方能让自己始终保持

清醒头脑，及时校正工作偏差。领导干

部能够虚心纳谏、接受批评，党员群众乐

于建言献策，自然就能聚人成事；反之，

如果听不得不同声音，久而久之就没人

愿意讲实话、提建议，就会贻误单位建设

发展。

容人之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任何人都难免会犯错误。对于部属所犯

的过错，领导干部首先要担起领导责任，

主动“揽过”不“诿过”，深入查摆自身在

工作指导上有无缺失，决不能出了问题

先推卸责任。对于过错本身，应具体问

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地加以指正。实

践中，既不要随意扣帽子、揪辫子，也不

要动不动就揭伤疤、翻旧账，应当帮助其

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做到经一事悟一

理、吃一堑长一智。必须严格落实“三个

区分开来”，用好容错纠错机制，旗帜鲜

明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干事

者撑腰，宽容对待那些在改革创新、敢闯

敢试中遭遇挫折、发生失误的同志，使其

放下思想包袱轻装上阵，充分激发干事

创业的内生动力。

（作者单位：95010部队）

涵养容人之气度
■刘广胜 张夜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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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善将者，必以其身先之。”身

先士卒、立身为旗，历来是治军带兵的

关键所在。明代军事家戚继光在《纪

效新书》中有言：“为将之道，所谓身先

士卒者，非独临阵身先，件件苦处要当

身先。”这句话道出了身先士卒的要义

和真谛，对于今天的带兵人怎样更好

以身作则也具有启示意义。

自古军旅多艰险，从来为武少安

闲。军事职业从来就与安乐和舒适

无缘，而总是充满了艰苦的训练、生

活和作战等“件件苦处”。要形成战

胜艰难困苦的强大力量，就需要带兵

人展现身先士卒的带动作用，不仅在

作战中不畏生死、挺身向前，而且在

平常时候能够带头刻苦训练，保持艰

苦朴素的生活作风，真正做到“件件

苦处要当身先”。平时连着战时，官

兵 平 时 能 够 同 滋 味 ，战 时 才 能 共 患

难；上下平时能够同甘苦，战时才能

共安危。古往今来，那些优秀将领无

不深谙此道，他们既能在作战时奋勇

争先、艰苦拼搏，也能够在训练和生

活中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从“与士

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

乘”的吴起，到“士卒营幕未立，终不

肯 舍 ”的 韦 睿 ，再 到“ 与 士 同 饥 寒 劳

苦”的狄青……他们都以“件件苦处

要当身先”而赢得部属信任和拥戴，

屡立战功、卓有建树，成为一代名将。

群雁高飞头雁领，率先垂范士气

凝。井冈山时期，红军生活艰苦，山

上生产的粮食不多，部队吃粮要下山

去挑。从山上到山下有五六十里路，

山 高 路 陡 ，非 常 难 走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朱德经常跟战士一道翻山越岭，

挑担运粮，官兵们知道后倍受鼓舞，

并留下了“朱德的扁担”之美谈。优

良传统薪火相传。“卫国戍边英雄团

长 ”祁 发 宝 所 在 部 队 有 个 不 成 文 的

“规定”：“对峙时干部站前头、战士站

后头，吃饭时战士不打满、干部不端

碗 ，野 营 时 战 士 睡 里 头 、干 部 睡 风

口”……正是因为各级带兵人平时坚

持与部属同滋味、共甘苦，战时敢于

叫响“看我的”“跟我上”，我军才始终

保持了强大凝聚力和战斗力，不断从

胜利走向胜利。

不容忽视的是，现实中一些带兵

人“件件苦处要当身先”的意识存在偏

差。有的认为打仗时能冲锋在前就行

了，平时没必要那么较真，以致训练中

遇到苦累绕着走；有的生活上怕艰苦，

吃小灶、搞特殊；还有的工作怕辛苦，

面对任务拈轻怕重、挑肥拣瘦。“人不

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对于各级

带兵人来说，“件件苦处要当身先”是

一种品格和作风，也是一种示范和引

领。尽管当今时代部队的武器装备、

作战样式和官兵成分等已与过去有很

大不同，但“件件苦处要当身先”的优

良传统不能丢。

习主席指出：“坚持以身作则、以

上率下，这是一种有效的领导方法和

工作方法。”面对艰巨繁重的军事斗争

准备任务，各级带兵人敢担当、能吃

苦，就是对官兵最有力的动员、最有效

的引领。在刻苦训练中“当身先”。军

事职业的一大苦处是训练之苦，不仅

要流血流汗、掉皮掉肉，而且要冬练三

九、夏练三伏，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

泥。要激发部属刻苦训练、精武强能

的热情，离不开各级带兵人不怕吃苦、

带头参训。必须强化“练兵先练将，强

军先强官”思想，积极参加军事训练、

带头苦练本领，下功夫解决“两个能力

不够”“五个不会”等短板弱项，努力成

为带兵打仗的行家里手。在艰苦条件

中“当身先”。军事职业的“苦处”不仅

体现在战时战场环境的恶劣，也体现

在组织演训、执行非战争军事行动中

条件的艰苦。面对艰苦条件，各级带

兵人必须带头吃苦不言苦，像古人说

的那样，“暑不张盖，寒不被衾。军井

未达，将不言渴。军幕未办，将不言

倦”，始终与部属有盐同咸、无盐同淡，

确保部队士气高昂、官兵斗志旺盛。

在遂行任务中“当身先”。无论是遂行

作战任务还是非战争军事行动，部队

都会遇到各种“苦处”和风险，尤其需

要各级带兵人强化表率意识，勇于担

苦担难担重担险，在发挥好“领头雁”

和“主心骨”作用中，筑牢上下生死与

共的“情感基石”，激发官兵“可与之赴

深溪”“可与之俱死”的血性胆气。

淬炼“件件苦处要当身先”的作风
■郭 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