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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召开前

夕，专题片《持续发力纵深推进》播出，

受到广泛关注。

古 人 说 ：“ 国 家 之 败 ，由 官 邪 也 。”

腐 败 是 最 容 易 颠 覆 政 权 的 问 题 ，而 腐

败的本质是权力滥用。一位大学教授

谈道：“从文学角度讲，‘权’这个字本

身是很好的。”他解释说，“权”字的繁

体 字“ 權 ”，由“ 木 ”旁 和“ 雚 ”字 组 成 。

“木”象征手握权杖的人，“雚”象征鸟

嘴的形状，两者结合起来的含义，就是

指 领 导 者 像 鸟 嘴 一 样 自 上 而 下 地 劝

说、影响他人。

简而言之，“权”字的本义，就是自

上而下的影响。如果把影响分开来看，

影，可以理解为形象、作风；响，可以理

解为追随、响应。“其身正，不令而行；其

身 不 正 ，虽 令 不 从 。”影 响 ，关 键 在

“影”。有什么样的“影”，就会产生什么

样的“响”。从古至今，“影”正“响”从，

则政令畅通、令行禁止；“影”不正“响”

不从，则人心涣散、百弊丛生，什么事都

难以干成。

自上而下，关键在于“上”。自然界

把大气从高气压处向低气压处的移动

定义为风。将廉政之风从上往下的渲

染和传递，正是“权”字的应有之义。“风

成于上，俗形于下”“上有所好，下必甚

焉”“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正人先正

己，达人先达己”……这些至理名言都

启 示 和 警 示 我 们 ，领 导 干 部 的 一 言 一

行、一举一动，有着重要的示范引领作

用。“关键少数”只有以身作则、以上率

下，作风正派、形象良好，才能产生好影

响、传递正能量、带动大多数。

“公生明，廉生威。”清正廉洁是中

国传统从政美德，历代明君贤臣更是将

此作为从政之要、为官之本，老百姓也

把 它 作 为 评 判 官 员 德 行 的 重 要 标 准 。

人们耳熟能详的“铁面无私廉明断案”

狄仁杰、“黑脸青天”包拯、“两袖清风”

于谦、“直言天下第一疏”海瑞、“清官第

一”于成龙等，都是人们心目中清官的

典范。这些清官因为廉洁，不仅在当时

带动形成了良好风气，而且流芳千古，

被后世广为传颂。

“权”字只有六画，写起来容易，用

好却不易。权力本身并无善恶，只是一

种工具，用它为善还是为恶，取决于使

用它的人。很多时候，权力带来的后果

悬如霄壤，成功与失败、荣誉与耻辱、幸

福与悲哀，实则只有一步之遥——“只

在公私之间尔”。如果它为公的时候，

它是向利民的方向转化，但它为私的时

候，一下子就向反方向转化了。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牢记“权”字的本义，就要弄清权力

的“源头”。领导干部唯有清楚地知道

权力从何处来，才能明白权力当用到何

处去。战争时期，有西方记者问毛泽东

同志：“你们办事，是谁给的权力？”他回

答说：“人民给的。如果不是人民给的，

还有谁给呢？”

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是党组织托付

的，只有拿来为民服务，才能真正体现

其价值。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廖俊波的

女儿曾问他：“爸爸，你是拿口镇最大的

人吗？”他回答：“不，爸爸是全镇最小的

人，因为爸爸是为全镇人服务的。”每一

位领导干部也应时常问一问内心：手中

的权力到底用给了谁？同时还要想清

楚一件事：权力一旦被滥用，就会被党

和人民收回，自己也将万劫不复。

“世间百态人情暖，万般滋味在心

头。”牢记“权”字的本义，就要勿忘权力

的“原味”。权力是有滋味的。在有的

人眼中，权力是甜的，意味着金钱和地

位。而在共产党人眼中，权力意味着责

任担当、信任托付。信念不同，滋味各

异。想升官发财，难免一手铜臭味；一

心为民干事，自然一身清廉气。

焦裕禄立下“苦战三年驱走三害”

的军令状，对他而言，权力就是“生也沙

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的本味；谷

文昌定下“为官两原则”，对他而言，权

力就是“心中有党 、心中有民 、心中有

责、心中有戒”的真味。不管权力味道

几何，关键是要弄清怎样敬畏权力、行

使权力，而且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改变

信仰的原味、初心的本味。

“源洁则流清，形端则影直。”新时

代新征程上，各种诱惑考验无时不在，

各 级 领 导 干 部 更 应 常 治 其 身 、常 思 不

足，心存敬畏、行有所止，立身不忘做人

之本、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

己之私，发挥好“关键少数”的关键作

用，引领感召“绝大多数”廉洁奉公、锐

意进取，朝着强国强军目标砥砺前行。

牢记“权”字的本义
■岳 伦

当年，周恩来同志在日本求学期间，

阅读了大量介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的书籍。他在日记中写道：想

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做要做现在最

新的事情，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

这种达观求变、与时俱进的学风和作风，

至今仍给我们以深刻启示。

“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

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

程的阐明。”早在 1872 年，马克思、恩格

斯就认为，《共产党宣言》“有些地方已

经过时了”。这表明，马克思主义是在

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科学，是“发

展着的理论”，不是一经形成就永恒不

变的僵死教条。

理论源于实践，而实践是不断发展、

永无止境的。每个时代发展的诸多基本

特征，在经典作家所处的时代是没有的。

这要求科学的理论需要不断发展，“随时

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也充分说明：唯有

不断发展的理论才称得上科学，才有影响

力和吸引力，才有说服力和战斗力。

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

要跟进一步。对于共产党人而言，突出

学 好“ 最 近 的 学 问 ”，就 是 要 突 出 学 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因为，

发展的实践呼唤着发展的理论，发展的

实践也孕育着发展的理论。同时，任何

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每一时期的理论

都具有相对性。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

展着的实践，才能在变化的节律中不失

方寸。这既是时代与实践发展的需要，

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属性的体现。

“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

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习近平强军思想

是党的军事指导理论最新成果。面对新

的 时 代 特 点 和 实 践 要 求 ，把 学 习 贯 彻

习近平强军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长

期战略任务，“深心实”铸就思想武器，

“学思践”汇聚强军意志，“知信行”强固

政治灵魂，全军官兵就有了最可宝贵的

政治滋养和坚不可摧的精神支柱，人民

军队前进就有方向、有信心、有力量。

突出学好“最近的学问”
■张永翀 张兆生

《钝感力》一书中写道：“对坏的事情

不耿耿于怀，能迅速忘记别人对自己的

负面评价，这种心灵上的正面钝感力，是

一种了不起的才能。”这里的“钝感力”，

可直译为“迟钝的力量”，即从容面对生

活中的挫折和伤痛。就人生智慧而言，

钝感确实比过分敏感要强。

但是，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在政治上

不能产生“钝感力”。如果在重大原则问

题和大是大非面前见事迟、反应慢，对错

误言论视而不见、听之任之，甚至给有严

重政治错误的思想言论提供平台讲台，缺

乏应有的政治敏锐性、鉴别力和斗争精

神，是要犯政治性错误，产生严重后果的。

1959 年 4 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共八

届七中全会上指出：“要善于观察形势，

脑筋不要硬化。形势不对了，就要有点

嗅觉，嗅政治形势，嗅经济空气，嗅思想

动态。”在人的感官中，嗅觉比较敏锐。

有些东西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可以嗅

出不同寻常的味道。时刻保持高度的政

治敏锐性，眼睛亮、见事早、行动快，见微

知著、明察秋毫，这是一名党员干部必须

具备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能力。

政治上敏锐，就是对政治问题思想

敏感，眼光锐利，能时时处处从政治上看

问题、想问题。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

在最高层。只要具有了政治敏锐性，即

便在“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

时候”，状况混沌、性质不清、趋势不明，

也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

的东西”，进而洞察先机、趋利避害。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十分尖锐

复杂，固根与拔根的较量、铸魂与蛀魂的

拉锯一刻也没有停歇。而且，网上“文化

冷战”和“政治转基因”工程、“军队非党

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各种与

主流价值相悖的“杂音”，经过网络加工、

信息包装，鱼目混珠、乱象丛生，极具隐

蔽性、迷惑性、欺骗性。

风 起 于 青 萍 之 末 ，浪 成 于 微 澜 之

间。对于潜在的政治风险，我们必须透

过现象抓住本质，善于从一般事务中发

现政治问题，善于从倾向性、苗头性问题

中发现政治端倪，善于从错综复杂的矛

盾关系中把握政治逻辑。科学预判、未

雨绸缪，知道风险在哪里，表现形式是什

么，发展趋势会怎样，才能防止和克服嗅

不出敌情、分不清是非、辨不明方向的政

治麻痹症。

“人生贵有胸中竹，经得艰难考验

时。”对事关道路方向、战略全局、前途命

运等原则性问题，我们要善于主动拿起政

治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进行观察和认

知。无论什么时候，决不能对“国之大者”

不关心，决不能对政治要求、政治规矩、政

治纪律不上心，决不能对各种问题的政治

危害性不走心，决不能对贯彻落实党中央

的大政方针不用心，真正做到头脑特别清

醒、态度特别鲜明、行动特别坚决。

（作者单位：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

支队）

政治上不能产生“钝感力”
■邵长华

“譬犹练丝，染之蓝则青，染之丹则

赤。”廉与贪之分古已有之。为什么有

的人能够保持清正廉洁，有的人却成为

腐败分子呢？原因固然很多，但其所处

的从政环境存在差异无疑是其中的一

个重要方面。

“积极宣传廉洁理念、廉洁典型，营

造崇廉拒腐的良好风尚。”习主席在二

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这一重要

指示要求，对于持续用廉洁文化滋养兵

心、激励军心，从灵魂深处、点滴之处提

高 官 兵 的 品 格 修 养 和 廉 洁 素 养 ，形 成

“以廉为美、以廉为乐、以廉为荣”的新

风正气，营造崇清尚廉、拒腐防变的浓

厚氛围，凝聚强军兴军的强大正能量，

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

“风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为

善；风俗一败，中人以上，皆自弃而为

恶。”廉洁与腐败，既是从政行为，又是

文化现象。一个地方的廉政生态，体现

着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总体面貌，影

响 着 党 员 干 部 的 价 值 追 求 和 从 政 取

向 。 廉 政 环 境 好 ，人 心 就 顺 ，正 气 就

足。延安时期，党与人民心心相印、同

甘共苦、团结奋斗，创造了政治清明的

崭新局面。毛泽东同志用“十个没有”

来 描 绘 陕 甘 宁 边 区 的 政 治 环 境 ，其 中

“没有贪官污吏”排在第一位。“解放区

的天是晴朗的天”，唱出了人民群众的

由衷赞誉，我们党也最终用“延安作风”

打败了“西安作风”。

“上安下顺，弊绝风清。”人在心理上

大都具有从众性、随他性，周围的多数人

怎么说、怎样做，对个人具有极其重要的

影响，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从

军地查办的腐败案件看，凡是腐败现象

易发多发的地方，大多是廉政文化建设

薄 弱 、崇 廉 拒 腐 风 尚 弱 化 的 地 方 。 试

想，如果一个地方多数人把“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奉为行

为准则，认为民求官办事者花钱理所应

当，官为民办事者收钱合情合理，在这样

的环境氛围下，浊者自浊，清者难以自

清，腐败现象能不滋生蔓延吗？

军队是要打仗的，部队建设中的任

何一点腐败行为，都会直接影响战斗力

生成。腐败问题在党内不能存身，尤其

在军队不能存身。“蓬生麻中，不扶自

直。”营造崇廉拒腐的良好风尚，铲除腐

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腐败分子就没有

藏身之地，人民军队军心士气就能实现

大凝聚，传统本色实现大回归，威信形象

实现大重塑，打赢能力实现大跃升。“白

沙在涅，与之俱黑。”如果“大环境”不好，

多数人对于腐败现象见怪不怪，最终必

将污染生态、萎靡思想、消沉意志、干涸

心灵。如此这般，严重偏离我军性质、宗

旨和本色，能打胜仗就是一句空话。

“以德润身，以文化人。”思想是行动

的先导。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离

不开廉洁文化的熏陶和廉洁理念的引

领。有什么样的廉洁理念，就会有什么

样的干部作风，就会有什么样的廉政风

尚。廉洁理念不会自动生成，也不会凭

空产生。只有坚持不懈地加强新时代廉

洁文化建设，以理想信念强基固本，以先

进文化启智润心，以高尚道德砥砺品格，

真正使廉洁理念在广大党员干部和官兵

中入耳、入脑、入心，生根、开花、结果，才

能营造出廉荣贪耻的浓厚氛围，让腐败

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立定标杆，则有思齐者；筑就高地，

可引守望者。典型是有形的正能量，是

鲜活的价值观。一个廉洁典型就是一面

旗帜，可以引领崇廉拒腐、尚俭戒奢的良

好风尚。“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

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方

志敏和他的《清贫》，激励教育无数共产

党人廉洁奉公、无畏前行。“学所以益才

也，砺所以致刃也。”充分挖掘和发挥廉

洁典型的引领示范作用，深入宣传焦裕

禄、孔繁森、杨善洲、李素芝、杨业功等模

范勤政廉政、公而忘私的崇高精神，可以

让党员干部学有榜样、行有示范、赶有目

标，增强崇廉拒腐的内动力和主动性。

马克思说：“人在自己的历史活动

中，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同时又是历史

的剧作者。”从这个意义上讲，营造崇廉

拒腐的良好风尚，人人是环境，个个是

生态。每一名党员干部和官兵都要把

净化廉政环境当成自己的事，克服与己

无关、无所作为的“鸵鸟心态”，不当旁

观 者 ，争 当 参 与 者 。 只 要 大 家 都 来 动

手、都来耕耘，自觉去践行、去呵护，做

崇廉拒腐良好风尚的营造者、引领者，

就一定能够形成纯洁健康、风清气正的

廉洁生态。

（作者单位：齐齐哈尔军分区）

营造崇廉拒腐的良好风尚
—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④

■刘清志

玉 渊 潭玉 渊 潭

画里有话

谈训论战

新年度军事训练展开后，某部没有急

于上高难课目，而是认真抓好部队技战术

基础训练。此举看似做了“无用功”，实则

是进一步夯实训练基础，为提升部队整体

作战水平提供坚实的能力保障。

“无用功”一词，常常与“没意义”“效

率低”“浪费时间”画等号。但在物理学

上，“无用功”却是指“并非需要却不得不

做的功”。对于练兵备战而言，也有很多

一时难以见效却十分必要的工作，需要

官兵耐心细致地去完成。

“有用者，其用有尽，无用之用，其用

无穷，故能成为大用。”练兵备战是一个

复杂系统工程，涉及领域广泛、牵动部门

众多、工程程序繁杂。有些工作看得见、

摸得着、时间短、见效快，而有些则是投

入大量时间精力却暂时看不出效果的经

常性基础性工作。对此，一些官兵时常

以见效快慢论英雄，把“有用功”等同于

“ 见 效 快 ”，而 将“ 打 基 础 ”视 为“ 无 用

功”。殊不知，“无用之用，方为大用”，那

些“十年磨一剑”的工作，可能对提高实

战能力发挥不出立竿见影的功效，但从

长远来看，却是夯实训练基础、提升训练

层次的重要保障。

“刻画工夫初亦苦，终然芒角了无

痕。”部队是要打仗的，各项建设都必须

向提高战斗力聚焦用力。判定“有用”与

“无用”的标准，就是战斗力这个唯一的

根本的标准。只有时刻校准这样的坐标

系，才会主动克服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

心态，扑下身子、静下心来，下一番打基

础、利长远、管根本的“慢功夫”。

胜 战 先 胜 于 练 兵 ，练 兵 首 成 于 基

础。基础训练是一切军事训练活动的根

基，往往不显山不露水。比如耐力、爆发

力、速度的提升，只有通过量变才能引起

质变。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如果不下

苦功打基础，练兵备战就会像在泥塘里

跳高，越使劲陷得越深。“操千曲而后晓

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千锤百炼、长期磨

砺，方能练出强悍的体能、精湛的技能。

理论是一切训练实践的基础。科学

的军事理论也是战斗力。然而，从现实

情况看，个别官兵对“练兵备战、理论先

行”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重视不够，认为

学理论是“无用功”，不如到练兵场上摸

爬滚打、实打实投来得痛快。岂不知，磨

刀不误砍柴工，坚持从理论入手，把基础

知识弄明白，把训练要求搞清楚，把战术

原理悟透彻，才能快速提高训练水平。

不从理论上打牢基础，知其然而不知其

所以然，军事训练就很难取得事半功倍

之效。

古人讲：功不唐捐。风物长宜放眼

量，无用之用有大用。说到底，如何对待

基础训练，体现的是智慧，考验的是担

当。虽然当前军事斗争准备形势严峻，

实战化训练任务繁重，但打基础的工作

一刻也不能放松。立下“坐冷板凳”的志

向、甘做“地平线下”的工作，日日为继、

久久为功，练兵备战的基石就一定会更

加坚实稳固。

﹃
基
础
功
﹄
不
是
﹃
无
用
功
﹄

■
董

强

王
梓
旭

开国上将彭绍辉，1932 年起就先后

担任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的师长，1935

年又奉命调回红三军团。彭德怀同志

说：“你回来了好，但没有适当的位子安

排你，去搞教导营行不行？”彭绍辉回答：

“好！只要是干革命，什么工作都行。”战

争年代，部队经常整编，连降数级使用的

干部不在少数，大家的态度都很明确：坚

决服从“组织的安排”。

党章中多次出现“服从”二字。党叫

干啥就干啥，党让去哪就去哪，是一名共

产党员的基本党性原则，映照着我党我

军“一切行动听指挥”的优良传统。胜利

时、顺境中，日常工作分配、一般考验面

前，大部分人都能做到听党话、跟党走，

听招呼、守规矩。但是，困难时、逆境中，

尤其是面对大事难事、危机考验，甚至牵

涉重大利益、关乎前途命运时，个别同志

就可能患得患失、讨价还价，打折扣、搞

变通。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风吹浪

打，生死抉择，至暗时刻，能否做到不改

其心、不移其志、不毁其节，最能考验一

个 人 的 党 性 觉 悟 、政 治 原 则 和 思 想 作

风。1934 年，因肃反扩大化，红 25 军 300

余人被认定有问题，可这些官兵硬是干

伙夫、当挑夫一直跟着队伍长征。平反

后，很多人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请组织发

给我一支枪，让我上战场！无条件相信

组织、服从安排，彰显的是共产党人清醒

的党员意识和坚定的政治立场。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

之。”部队是一个特殊的战斗集体，平时

经常要转换任务、调整岗位，战时随时要

闻令而动、冲锋陷阵，“组织的安排”就是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执行党的决定，服

从组织分配，不仅要做到“祖国要我守边

卡，石头缝里把根扎”，更要敢于“赴汤蹈

火而不辞，刀锯鼎镬而不惧”。只有把

“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的忠诚

基因融入血脉、注入灵魂，烙印于心、见

之于行，才能做到绝对忠诚、绝对纯洁、

绝对可靠，经受住苦与难的检验，经得起

血与火的考验。

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
■李相葳 姬 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