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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里有话

习主席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

会 上 强 调 ：“ 面 对 依 然 严 峻 复 杂 的 形

势，反腐败绝对不能回头 、不能松懈 、

不能慈悲，必须永远吹冲锋号。”反腐

败 是 一 场 只 能 进 绝 不 能 退 、只 能 赢 绝

不能输的重大政治斗争。我们必须清

醒 认 识 反 腐 败 斗 争 的 新 情 况 新 动 向 ，

深 刻 认 识 反 腐 败 斗 争 的 长 期 性 、艰 巨

性，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精准

发力、持续发力，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

攻坚战持久战。

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

的最大毒瘤，具有很强的顽固性、传染

性和危害性。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腐

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人民群众

最痛恨腐败。反腐败斗争关系民心这

个最大的政治，关系党、国家和民族的

前途命运。评价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是

否廉洁，要从这个政党、政权的性质来

看，从这个政党政权对待腐败的立场来

看。我们党同腐败水火不容，坚持把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关系党

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始终保

持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自觉，

一仗接着一仗打，坚决消除腐败这个最

大危险。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习主席

旗帜鲜明加强对反腐败工作的领导，以

“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

祛疴治乱，坚持无禁区 、全覆盖 、零容

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不敢

腐 、不能腐 、不想腐一体推进，“打虎”

“拍蝇”“猎狐”多管齐下，反腐败斗争取

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消除了党、

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管党

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风清气

正 的 党 内 政 治 生 态 不 断 形 成 和 发 展 。

新时代十年力度空前的反腐败斗争，成

效卓著、举世瞩目，但对腐败的顽固性

和危害性绝不能低估，反腐败斗争形势

依然严峻复杂。

反腐败斗争如挽上滩之舟，停一棹

则退千寻。开弓没有回头箭。在反腐

败问题上，决不是打几个冲锋就能万事

大吉的，决不能有差不多、松口气、歇歇

脚的想法，决不能有打好一仗就一劳永

逸的念头。因为一旦有回头的思想、松

懈的情绪、慈悲的想法，尺度上松一松、

行动上退一退、态度上让一让，不正之

风和腐败就会卷土重来甚至变本加厉，

压倒性胜利的成果就会前功尽弃。历

史和现实都深刻昭示，反腐败斗争任重

而道远，必须利剑高悬、震慑常在，“绝

对不能回头、不能松懈、不能慈悲”。

腐败腐败，一腐就败。古今中外一

切强师劲旅，无不视腐败为侵蚀军队肌

体的最大毒瘤、影响军队凝聚力的最大

因素。一位学者曾对近百年中国旧军

队 的 衰 败 规 律 作 过 统 计 分 析 ，结 论 是

“ 从 组 建 到 丧 失 战 斗 力 大 抵 30 年 左

右”。衰败的一个共同原因，是腐败埋

葬了自己。我军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

队，绝对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更没有

搞特殊化的权力。军队是拿枪杆子的，

腐败问题在党内不能存身，尤其在我们

军队不能存身。

强 国 必 先 强 军 ，强 军 必 先 反 腐 。

习主席强调，要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

肃，坚决破除“军队特殊论”，反腐没有

禁区，执法没有特例。这告诫我们，虽

然军队是一个执行特殊任务的武装集

团，但在反腐上绝对不能特殊，不能成

为“ 真 空 地 带 ”。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

习主席和中央军委强力推进正风肃纪

反腐，有效解决了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

滋生蔓延的突出问题，彻底扭转积重难

返 的 局 面 ，我 军 好 传 统 好 作 风 逐 步 回

归 。 实 践 充 分 证 明 ，军 队 越 反 腐 越 坚

强、越纯洁、越有战斗力。

“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

竿。”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反腐倡

廉建设永远在路上，全面从严治党、全

面从严治军永远在路上。我们应把严

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

下去，纵深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持零

容 忍 的 态 度 不 变 、猛 药 去 疴 的 决 心 不

减、刮骨疗毒的勇气不泄、严厉惩处的

态度不松，更加有力遏制增量，更加有

效清除存量。健全防止腐败滋生蔓延

的体制机制，完善一体推进不敢腐、不

能腐、不想腐的有效载体和实践途径，

深化标本兼治、系统施治，不断拓展反

腐败斗争深度广度，推动防范和治理腐

败问题常态化、长效化。深化重点行业

领域和军地交叉地带整肃治理，深入纠

治官兵身边的腐败和不正之风，持之以

恒正风肃纪反腐，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

攻坚战持久战，使人民军队永远立于不

败之地。

（作者单位：69222部队）

反腐败必须永远吹冲锋号
—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①

■孙德景 高 猛

季 羡 林 先 生 生 前 有 个 声 明 ：辞 去

“国学大师”，辞去“学界泰斗”，辞去“国

宝”。他说：“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

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

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大师”“泰斗”“国宝”，这是多么耀

眼 的 头 衔 ！ 多 少 人 心 心 念 念 、求 之 不

得。然而，季羡林先生却视之如浮云。

有心雄泰华，无意巧玲珑。追求荣

誉，乃人之常情，关键要有一颗正确对待

荣誉的心。阿拉伯有句谚语：不要在荣

誉的源泉边孤芳自赏。然而，并非所有

人都能像季羡林先生这样清醒、彻悟和

淡泊。

有人对 43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获奖

后的科研成果作了调查研究，发现仅有

13 位获奖者保持了获奖前的水平。反

差最大的是被誉为“原子弹之父”的科

学家奥本海默，在功成名就之后，热衷

于接受各种名誉，指派秘书每天用几个

小时时间搜集报刊上有关他的报道和

照片，几个橱柜里装满了各种奖状、贺

电。最终，他被荣誉所陶醉，陷入了爱

慕虚荣的泥淖，离科学研究越来越远。

荣誉只代表过去，不代表现在和将

来。如果迷恋于过去的荣誉，躺在功劳

簿上睡大觉，不仅会使荣誉蒙上灰尘，

还可能会失去再次创造佳绩的机会。

肖玉璧曾是名战功赫赫的红军老战

士，身上留下战伤 90 多处，获得的荣誉

更是不少。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医院看到

病得皮包骨的肖玉璧时，心情十分沉重，

当场把中央特批给自己每天半斤的牛奶

送给他。但是，肖玉璧出院到地方任职

后，处处以功臣自居，以权谋私、贪污受

贿，最后变成党和人民的罪人。

古人云：“荣利造化，特以戏人，一

毫着意，便属桎梏。”然而，现实生活中，

总有个别人不能正确对待荣誉：有的为

了所谓的荣誉不择手段、上下奔走；有

的因为得不到荣誉而怨天尤人、一蹶不

振；还有的因为荣誉而骄傲自满、止步

不前，就像翅膀被系上黄金的鸟儿，再

也无法飞上天空。

“名不可简而成也，誉不可巧而立

也。”“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曾在

枪林弹雨中九死一生，立下卓著战功。

然而，退役转业后，他刻意尘封功绩，主

动 选 择 到 湖 北 省 最 偏 远 的 来 凤 县 工

作。即便光辉的经历被发现后，他也一

直拒绝接受采访。直到有人提醒，讲出

来是为了教育更多的人，也是对党和国

家事业更大的贡献，他才接受。

荣誉是军人的第二生命。朱德同

志曾说：“部队中人人精神振奋，你也想

立功，我也想立功，这样就会打胜仗。”

我军是一支具有强烈荣誉感的军队，崇

尚荣誉是革命军人高尚境界的鲜明标

志。从某种意义上说，崇尚荣誉就是崇

尚英雄、崇尚崇高、崇尚胜利。官兵血

管里流淌着崇尚荣誉的血液，就会为荣

誉而顽强战斗；官兵心田里播下了崇尚

荣誉的种子，就会为荣誉而英勇献身。

实践证明，只有崇尚荣誉的军队，才能

成为战无不胜的军队；只有崇尚荣誉的

军人，才能成为不辱使命的军人。

在济南战役中，聂凤智率领的九纵

没“抢”着攻打济南城的主攻任务，向来

争强好胜的九纵官兵一下子蔫了。然而

聂凤智抓住了官兵敢挑重担、勇于胜利、

崇尚荣誉的心理，在下达作战命令时，大

笔一挥，把“助”改成了“主”字，并告诉大

家：“没错！不是佯攻，是真攻，而不是假

攻，主攻也罢、助攻也罢，关键都要攻。”

战斗打响后，团长、连长高喊：“主攻部队

哪里能落后兄弟纵队？！”战士们一听这

话就铆足劲儿猛打猛冲，弄得国民党守

将王耀武在城中来回奔命，直到做了俘

虏也没有搞清哪边是主攻。

崇尚荣誉，更重要的是创造新的荣

誉。真正的荣誉不是等来的，也不是评

比时争来的，而是靠奋力拼搏、脚踏实

地干出来的。“我不能说我不珍重这些

荣誉，并且我承认它很有价值，不过我

却从来不曾为追求这些荣誉而工作。”

对每名官兵来说，荣誉应该是奋斗后的

瓜 熟 蒂 落 ，而 不 应 该 是 奋 斗 的 根 本 目

标。如果一个人把荣誉作为奋斗的动

力，那么他的追求就十分有限，前行的

脚步就会被虚名浮利所累，也不可能收

获真正的荣誉。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每名官兵应

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创造新业绩，

奋进新征程，努力在新年度赢得新的更

大荣光。

不要在荣誉的源泉边孤芳自赏
■洪静山

新年度以来，从白山黑水到大漠戈

壁，从南国密林到中原腹地，许多部队

把群众性练兵比武作为练兵备战重要

抓手，掀起了你追我赶、奋勇争先的训

练热潮。

开展群众性练兵比武，是发扬军事

民主的宝贵经验和传统方法，是激发练

兵热情、提高训练质量的有效抓手，也

是 立 起 备 战 打 仗 鲜 明 导 向 的 重 要 举

措。60 年前，也就是 1964 年的 1 月，全

军训练会议在南京军区召开。会议就

开展学习郭兴福教学法作了部署，并号

召全军以优异成绩参加大比武。当年 6

月至 8 月，中央军委在推广郭兴福教学

法、开展群众性练兵热潮的基础上，在

全军分为 18 个区举行军事比武。一生

指挥过千军万马的毛泽东主席，在观看

汇报表演时，饶有兴致地举起了一支 56

式半自动步枪瞄准，留下了他唯一一张

拿枪的照片。

60 年弹指一挥间。今天，我们同样

需要拿出当年那股真打实练的劲头，在

天天练人人比中推动新时代群众性练兵

比武形成常态、走深走实。

推 动 群 众 性 练 兵 比 武 常 态 化 ，应

更 加 注 重 紧 跟 时 代 。 当 前 ，我 军 军 事

训 练 进 入 全 方 位 变 革 、整 体 性 提 升 的

新 阶 段 。 我 们 应 紧 贴 使 命 任 务 ，遵 循

制 胜 机 理 ，探 循 练 兵 规 律 ，创 新 训 练

方 式 ，为 新 时 代 群 众 性 练 兵 比 武 注 入

新的时代内涵，推动军事训练思想、内

容和方法革命。应坚持用好信息化训

练手段，用好各战区、各军兵种和武警

部 队 品 牌 演 训 ，用 好 军 兵 种 互 为 条 件

对 抗 训 练 机 制 ，用 好 中 外 联 演 联 训 联

赛平台，力求在坚持以联为纲、聚焦应

急 应 战 、提 升 新 质 能 力 等 方 面 实 现 新

突破。

推动群众性练兵比武常态化，应更

加注重聚焦实战。仗怎么打兵就怎么

练。我们应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

手之变，着眼使命任务新需求、编制体制

新特点、能力建设新要求，深化拓展训练

内容，提高训练科技含量，着力增强基于

网络信息体系的联合作战能力、全域作

战能力。

推动群众性练兵比武常态化，应更

加注重群众参与。练兵先练官，强军先

强将。群众性练兵比武如果只见“群众”

不见“官”，不仅体现不出群众性，还会影

响群众的积极性。领导干部应带头参加

练兵比武，同时要发挥好广大官兵主体

作用，严格训风演风考风，自觉做到人人

参与、个个争先，推动部队实战化训练水

平持续提升，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

新时代使命任务。

推动群众性练兵比武常态化
■张雨晴

近日，中央各大媒体集中宣传了海

军南昌舰党委领导备战打仗的先进事

迹。作为我国首艘万吨级驱逐舰的首

舰，南昌舰信息化程度高，对官兵专业素

养和实操能力要求高。舰党委牢固树立

“首批舰员就是种子舰员”的人才培养思

路，采取超常措施，扭住新型作战力量人

才建设用劲发力，为决胜未来战场培养

了一批管用顶用人才。

决胜于未战，决胜于人才。人才是

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

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在现代战

争中，没有人才、人才不足、人才质量不

高，是打不了胜仗的。新型作战力量人

才是战斗力新的增长极，是夺取胜利的

“台柱子”。再先进的装备，如果没有素

质过硬的人才来驾驭和运用，就不可能

形成非对称优势，也不可能生成新质战

斗力。加强新型作战力量人才建设，既

是推动部队转型发展、打赢未来战争的

重要举措，也是驱动先进战斗力供给的

有效手段。

军人向战而生，人才为战而育。现

在，世界新军事革命迅猛发展，战争制胜

观念、制胜要素、制胜方式发生重大变

化，新型作战力量日益成为取得军事竞

争优势的战略高点。谁能在新型作战力

量发展上领先一步，谁就能赢得制胜先

机。与传统作战力量人才相比，新型作

战力量人才在知识结构、专业水平、培养

方式等方面，虽然有共性基础，但已经发

生了本质变化。人才准备是“最艰巨的

战争准备”。我们只有把培养新型作战

力量人才作为长期战略工程，以超前思

维、超强胆识、超常举措常抓不懈，才能

让更多新型作战力量人才脱颖而出、拔

节成长。

新型作战力量不少专业具有新、特、

小等特点，其发展对人才的需求迅猛增

长。若仍照搬过去的人才培养模式，人

才缺口就会越来越大，“短板效应”就会

越来越明显。比如，在人才培养上，由于

懂新型作战的“师傅”少，按照传统的“师

傅带徒弟”培养模式，就会难以为继；在

提高实践能力上，过去学习新装备主要

靠“消耗摩托小时”，钻研新战法主要靠

总结经验，现在则必须运用科技手段，推

广模拟训练，开展兵棋推演、网络对抗

等，提高人才培养的质效。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的成

长非一朝一夕之事，但人才的培养必须

只争朝夕。对于新型作战力量人才，各

级应综合运用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

培养体系，充分发挥用人主体在人才培

养、引进、使用中的积极作用。坚持超

前预置、集优锻造、任务淬炼，坚持把能

打仗、打胜仗作为人才工作出发点和落

脚点，强化需求牵引、优化培养模式，打

通人才教育、孵化、历练、选拔、认定和

奖惩等链路，营造多出快出人才的良好

环境。坚持人才培养使用同军事斗争

需要精准对接，让更多新型作战力量人

才从作战实验室、网络空间靶场中孵化

出来，从仿真训练、虚拟对抗中锻炼出

来，从数据开发、算法博弈中成长起来，

扎实做好军事斗争人才准备，建好蓄足

备战打仗“人才池”。

（作者单位：人民海军报社）

提高新型作战力量人才培养质效
■石 爽

基层治理是军事治理的重要内容，

是构建现代军事治理体系、提高现代军

事治理能力的基础工程。大力加强基层

治理，必须聚焦备战打仗，让基层治理

“准星”对准打仗“靶心”，确保基层一切

工作为打赢服务。

基层是部队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

础。基层战斗力过硬，我军才能克敌制

胜。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我军就强调

打仗能力需从每一个士兵、每一个班排

抓起。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阅兵式上，战旗方队的 100 面战旗

中，营以下功勋单位就有 75 个，充分说

明我军战斗力过硬，硬就硬在基层上。

现代战争是体系支撑的精兵作战，小单

元参与大协同、小部队完成大任务、小行

动达成大目的。基层在作战体系中的地

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基层治理越来越成

为提高和巩固部队战斗力的基础支撑。

只 有 让 基 层 治 理“ 准 星 ”对 准 打 仗“ 靶

心”，才能让战斗力标准落到基层，战斗

力建设强到基层，磨砺召之即来、来之能

战、战之必胜的刀尖铁拳。

军队因打仗而生，为胜战而建。党

的十八大以来，全军各级把备战打仗作

为第一要务，坚持扭住战备训练抓基层，

坚持战斗力标准，强化战斗队思想，狠抓

实战化军事训练，下大力气纠治和平积

弊，一切工作都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

努力锻造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基层。

实践证明，基层治理的“准星”与打仗的

“靶心”对得越准，备战打仗指挥棒就能

立得越牢，基层就越有战斗力。

基层治理中，应坚持按照对战斗力

的贡献率统筹各项建设，确保基层一切

工作为打赢服务。各级应把战斗力标准

贯穿到部队各项工作各个环节，融入到

军事斗争准备全过程，聚焦能打仗、打胜

仗，健全完善各项建设考核评价体系，确

立基于战斗力的评价指标，使各项工作

都聚焦战斗力建设、服务战斗力建设。

应积极探索基层战斗力生成和运用特点

规律，提高基层建设质量和用兵效能。

坚决清除与战斗力相悖的各项标准，确

保基层官兵集中心思和精力练兵备战。

基层治理中，应紧贴实战需要筹划

部署战备训练，提高基层练兵备战质量

效益。坚持实战实训、联战联训、科技强

训、依法治训，加快推进军事训练转型升

级。加强实案化对抗性训练，突出抓好

重点课题专攻精练，提高训练水平和实

战能力。当前，部队新域新质作战力量

比重大幅增加，练兵备战的强度、难度和

合成化程度显著提升，应大力推进科技

练兵，加快先进战斗力的有效供给。落

实练兵备战责任制，加大督导问责力度，

对战备训练计划和任务不落实、训风演

风考风不端正的严肃追责问责。

基层治理中，应坚持按纲抓建、科学

施管，以治理的理念推进各项工作，增强

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

理本领。坚持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和掌

握部队，把政治建军要求落实到基层建

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确保党对军队的绝

对领导直达基层、直达官兵。全面落实

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以严明的法治

和纪律凝聚铁的意志、锤炼铁的作风、锻

造铁的队伍。充分尊重官兵主体地位和

首创精神，带着对官兵的深厚感情做工

作，着力增强基层内生动力和工作主动

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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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

提高基层治理水平和打赢能力。

（作者单位：河南省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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