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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渊 潭

文化作为思想意识、精神信仰、价

值观念等的集中体现，作用“日用而不

觉”，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政治生态。有

什么样的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作风，

就会有什么样的政治生态。

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是优良作风

的生成之源，是保持人民军队强大凝聚

力战斗力的重要条件。习主席将“如何

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列为

我们这个大党必须解决的独有难题之

一。这充分体现出新时代我们党锲而

不舍、久久为功纯正政治生态的坚定意

志。“以德润身，以文化人。”坚持不懈涵

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必须培育崇德

尚廉、廉为政本、持廉守正的文化土壤，

以正气充盈的文化氛围，温润滋养党员

干部的思想和灵魂。

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

净化政治生态。邓小平同志曾指出，从

延安整风以后，无论前方后方的人，真

是生气勃勃，生动活泼，心情舒畅，团结

一致。试想，没有这样的党的风气，我

们 能 够 战 胜 比 我 们 强 得 多 的 敌 人 吗 ？

我们能够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吗？党

的十八大以来，党内政治生态之所以得

到明显改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把净化

政治生态作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重

大工程来抓，坚持既治标，猛药去疴，重

典治乱；也治本，正心修身，涵养文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强新时

代廉洁文化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

干部增强不想腐的自觉”。廉洁文化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共产党人和革命军人永葆先进性和纯

洁性的精神资源。加强新时代廉洁文

化建设，是在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深入

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直接体现和主要

内容。推动习近平文化思想在部队落地

生根，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通过不断

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让廉洁文化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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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进一步净化政治生态。

军 队 是 拿 枪 杆 子 的 ，政 治 生 态 如

何，直接影响战斗力。优秀的文化成就

伟大的民族，先进的文化造就伟大的军

队。一个强盛的国家只有具备厚重充

实的军事文化，才能孕育出一支士气高

昂 、精神焕发 、血性充盈的强大军队。

“文化而润其内，养德以固其本。”巩固

拓展军队正风肃纪反腐成果，进一步净

化政治生态，既需要把严的基调、严的

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也需要

进一步打牢廉洁文化的底子。

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离不开

广大党员干部作风上的清廉自守、政治

上的坚定自持，也离不开理论上的清醒

自觉。加强新时代军队廉洁文化建设，

首要的是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筑

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

之舵。应突出学好习主席关于全面从

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重要论述，深刻

领悟习主席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

思想，掌握精髓要义，领会把握蕴含其

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使之成

为 廉 洁 自 律 的 政 治 滋 养 和 精 神 支 柱 。

要坚持学以致用，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

来，推动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以坚

强的政治定力抵制腐败、杜绝腐败、远

离腐败。

习主席强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

级干部要带头落实关于加强新时代廉

洁 文 化 建 设 的 意 见 ，从 思 想 上 固 本 培

元 ，提 高 党 性 觉 悟 ，增 强 拒 腐 防 变 能

力。”领导干部是廉洁文化建设的组织

者、倡导者，更应成为模范践行者、示范

引领者。“带”是最好的“领”。自上而下

弘扬廉洁文化，本身就是一种无言的要

求、无声的命令，能产生“不令而行”的

示范效应。加强新时代军队廉洁文化

建设，只有紧紧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

键少数”，才能以领导干部的普遍廉洁，

带动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古 人 说 ：“ 见 恶 ，如 农 夫 之 务 去 草

焉，芟夷蕴崇之，绝其本根，勿使能殖，

则善者信矣。”意思是说，种好庄稼，需

除杂草。以文正风，净化政治生态也是

一样。在大力加强廉洁文化建设的同

时，还须坚决抵制、反对、清除各种腐朽

文化。比如，高人一等的“耍特权”文

化、拉帮结派的“小圈子”文化、形形色

色的“潜规则”文化、“劣币驱逐良币”的

逆淘汰文化等。破除了这些腐朽文化，

更 有 助 于 先 进 、纯 洁 的 廉 洁 文 化 的 确

立。

廉洁文化不仅是一种先进的政治

文化，也是一种先进的大众文化。每名

官兵都生活在政治生态之中，既受环境

影响，同样也在塑造环境。“你光明，世

界就不会黑暗。”以文正风，净化政治生

态，人人是环境，个个有责任。广大官

兵都是良好政治生态的建设主体、维护

主体，只要大家都主动学习践行新时代

廉洁文化，做崇廉拒腐良好风尚的践行

者、营造者，就一定能够形成纯洁健康、

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作者单位：中央军委政法委政治

工作局）

以文正风，净化政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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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幼尧

何 为 中 国 年 的 主 色 ？ 那 便 是

“红”。一到腊月底，大地便燃了！你看，

张灯结彩，一片红；户户春联，一对红；

窗花别样，一屋红；更有那中国结、中国

画，一件件、一幅幅，好一派耀眼夺目的

中国红。

红 色 ，是 中 华 传 统 文 化 的 一 种 符

号，自古寓意着吉祥和喜庆。相传，远

古时有一种被称为“年”的猛兽，力无

穷、性凶恶，每逢除夕夜便进村食人毁

物，闹得鸡犬不宁、人心惶惶。一次，人

们发现“年”一听到爆炸声就掉头逃命，

一见红色便逃之夭夭。从此，每年除夕

夜燃爆竹 、贴对联 、挂红灯，就成了避

邪、纳祥、贺岁的春节习俗。

千百年来，一抹中国红，把信仰与

文化、民俗与艺术融于一体，演绎出绚

丽多彩、熠熠生辉的文化盛宴，成为惊

艳世界民族之林的独特风景。

一首民谣这般生动描写过年的生

活：“迎春欢庆日日连，昼夜烟花不夜

天 。 秧 歌 高 跷 划 旱 船 ，舞 狮 腾 龙 人 开

颜 。 社 戏 皮 影 笑 不 断 ，庙 会 香 火 福 运

绵 。 初 一 十 五 闹 不 息 ，红 红 火 火 过 大

年。”从繁华都市到偏远乡村，从华夏大

地到海外“唐人街”，一个个热闹红火的

过年场面，展示的是节庆景，抒发的是

民族情，书写的是中华史。

红 色 还 象 征 着 福 愿 、福 运 、福 祉 。

古 人 以 红 彩 寄 意 祈 福 ，期 盼 年 年 能 有

康、富、贵、德、寿“五福临门”。自古而

今，四序轮回，很多人家都把“福”字贴

在门上，憧憬着“福到我家”。一个红底

的“福”字，承载着悠悠千古情结和美好

愿景。从“五福”中演绎出的福文化，伴

着时代和音，展示在节庆中，装点于喜

事内，浸透在审美里，融入文学、美术、

服饰、家居等文艺和生活的许多方面，

不仅描绘着我们生活的和美静好，而且

融进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颜 色 是 有 政 治 意 义 和 心 理 意 义

的。红色，凝结着中华民族的刚毅和不

屈，充盈着中华民族的热血和豪情，激

荡着中华民族的辉煌和梦想。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

国最鲜亮的底色。”红色是中国革命的

代名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叫红

军。红色资源、红色文化、红色基因、红

色政权……中国共产党和党绝对领导下

的人民军队，给百年中国带来的色彩，如

此鲜艳、如此夺目，如此撼人心魄。

毛泽东同志非常喜欢红色，他的诗

句中多有红色出现：“赣水那边红一角”

“红旗跃过汀江”“风展红旗如画”“万木

霜天红烂漫”。战争年代的人们，看到

红旗，听说红军来了，就一下子觉得有

了希望，充满力量。

今天，中国红已经日益融入百姓生

活，更多地作为一种中国元素和时尚色

彩。然而，作为一种有温度、有力度的

颜色，一种有力量、有能量的颜色，中国

红所代表的光荣历史和精神力量，历经

百年积淀，已经深深融入强国建设、民

族复兴的时代潮流，成为中华儿女心中

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号召力的文化符号。

比如，人们这样赞叹：“如果奇迹有

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人们这样吟

唱：“记忆中那一片红，你红得让我好心

动”。

再比如，一首诗歌这样写道：亲吻

南湖碧波/阳光温暖心窝/鲜红的旗帜

迎风飘扬/扬起了信仰，映红了山河/飞

越千沟万壑/峥嵘的岁月波澜壮阔/啊，

红 色 是 最 美 的 颜 色/引 领 我 们 奋 力 开

拓/回眸井冈烽火/点亮九州星座/鲜红

的旗帜迎风招展/沸腾了热血，激昂了

凯歌/笑傲风云变幻/追梦的脚步气势

磅礴/啊，红色是最美的颜色/激励我们

报效祖国。

岁 月 静 好 ，只 因 有 人 背 负 使 命 前

行 。 最 美 年 味 中 国 红 ，中 国 红 里 有 五

星 。 新 春 佳 节 ，军 营 里 也 处 处 有 中 国

红 。 国 家 安 全 我 幸 福 ，人 民 安 康 我 快

乐。看到中国红有何感受？一名士兵

这样回答：“看到的是中国红，激荡的是

家国情。挂中国红，盼中国雄！”

最美年味中国红
■马祖云

春节前夕，某部采取随机抽查的

方式，对值班分队和值班人员进行拉

动 ，以 进 一 步 完 善 节 日 战 备 预 案 ，确

保 战 备 真 正 能 慑 战 、应 战 、止 战 。 这

种紧扣“战”字抓战备预案的方法，值

得点赞。

诗人说，年的状态叫轻松，年的味

道叫团圆。然而，对于守护祖国和人民

幸福安康的军人来说，越是“万家团圆

日，举国欢庆时”，越须“挽弓当满弦，将

士带甲眠”。春节前夕，习主席在视察

慰问驻天津部队时明确要求，全军部队

要加强战备值班，维护好国家安全和社

会稳定。战备的目的是备战。作为遇

到紧急情况时的具体应对设想，战备预

案能否紧扣“战”字，直接决定着应战效

果，决定着官兵是否能快速部署、应对、

灵活处置各种突发情况。

古往今来，凡是卓越的指挥员，无

不高度重视战备预案。许世友同志对

预案的检查方法是“给点情况看看”，杨

业功同志要求战备预案宁可“想多了”，

也不能“没想到”。实践证明，务实管

用、可行有效的战备预案，本身就是一

种力量、一种威慑。

从往年检查看，春节期间各部队的

战备预案普遍较好，但也有个别部队的

战备预案不是为了应战，而是为了应付

检查，离“战”的要求还有一些差距。有

的不准，对跟谁“战”主观想象、凭空设

计；有的不细，“战”前准备大而化之、粗

枝大叶；有的不实，对怎么“战”三言两

语、凌空蹈虚。这样缺少硝烟味的战备

预案，是难以应急应战的。

节日战备“在状态”，须先打仗意识

“在心中”。心里没有敌人、没有危机感

的军人，“敌情”二字永远是带引号的。

牢记军人的职责，不忘肩负的使命，才

能像奔赴前线一样，以面对生死存亡之

心对待战备预案，以精益求精之心完善

战备预案，也才能主动搞好战备预案的

常态化推演、实战化检验、动态化更新。

剑戟多砥砺，神州无烽烟。我们常

说 ，国 不 可 一 日 无 防 ，军 不 可 一 日 无

备。对于军人而言，这“一日”，就是每

一日、每一分、每一秒，尤其是春节等节

假日，更要箭在弦上、引而待发。须知，

战备“在位”更要“有为”，预案“有了”更

要“会用”。完善战备预案时，只有把战

备工作落实到每一个人、每一台车，时

刻保持战斗状态，盘马弯弓，枕戈待旦，

才能确保任何情况下都能反应迅速、措

置裕如，确保全国人民过一个欢乐、祥

和、安全的新春佳节。

战备预案须为“战”
■邵天然 刘含钰

画里有话

作者作者：：周周 洁洁

人间幸福事，最美是团圆。团圆，是

最沉醉的年味，是最动人的交响，是最深

情的磁场，是中华儿女心灵深处最温暖

的守望。

春节假期，现实中一幕幕幸福恣意

荡漾的合家欢，让人温暖；网络上一张张

笑脸溢出屏幕的全家福，给人力量。

然而在军营，这样一些“别样团圆”，

令人眼窝发潮，让人无比踏实：

“你回不了家，那我俩就来看你吧。”

去年腊月底，军嫂王妍茹带着女儿，冒着

大 雪 在 春 运 大 潮 中 向 着 军 营“ 逆 向 奔

驰”；前不久泪别军营时，王妍茹在朋友

圈这样“秀恩爱”——只要能团圆，片刻

也值得！

2 月 9 日晚，他在冰天雪地的高原站

哨，她在风高浪急的海上执勤。他叫何

伟强，某边防团上尉。她叫高丽娜，南部

战区海军某旅军士。当晚，当高丽娜把

他们夫妻异地同时段的工作照修成团圆

照发在朋友圈后，一名好友留言：“佳节

假团圆，奉献高无价”。

春节前，某旅四连官兵把荣誉室里

已牺牲战友的照片放大打印后贴在饭

堂，跟大家一起吃团圆饭。一名来部队

采访的记者看到这一幕后，对着镜头唱

起《如愿》：“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

所愿的笑颜……如果说你曾苦过我的

甜，我愿活成你的愿，愿不枉啊愿勇往

啊，这盛世每一天。”

一位作家说：“军人过年不想家咋可

能呢。但大家能够笑着接受不能回家的

事 实 ，是 因 为 大 家 心 里 还 有 更 大 的 愿

望。”军人“更大的愿望”是什么？感受军

人“别样团圆”的炽热情怀，以及情怀中

所蕴含的精神力量，必将激发出建功军

营更磅礴的强大动力。

军人“更大的愿望”，是伟大祖国繁

荣昌盛。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军

人心里最重的家，是国家。”军人团圆的

距离坐标，从来由祖国标定。“疆域有表

国有维，此柱可立不可移。”正因为如此，

为了“不教胡马度阴山”，官兵们甘愿“年

年 马 上 见 春 风 ”；为 了“ 万 家 团 圆 万 家

暖”，将士们情愿“心在一起就是年”；为

了“一派歌声喜欲狂”，战友们宁愿“多是

横戈马上行”。在军人心里，守望团圆，

也是幸福过年。

军人“更大的愿望”，是各族人民幸福

安康。第 80集团军某旅一名连长说：“我

的军装口袋里虽然装着一张全家福，但脑

子里却时刻装着 56 个民族、14 亿多人的

大全家福。让祖国大家庭永远幸福安康，

是新时代军人义不容辞的光荣责任。”有

一种情怀叫血脉相连，有一种信念叫人民

至上。我无法团圆，是为了你的团圆，这

就是一代代军人送给人民群众最好的新

年礼物——一家不圆万家圆。

军人“更大的愿望”，是父母妻儿健

康快乐。“说句心里话，我也想家，家中的

老 妈 妈 已 是 满 头 白 发 ……”那 个 叫 做

“家”的人生开始的地方，也是军人在过

年时最期盼的归处。军人也是血肉之

躯，也有妻儿老小，也懂儿女情长，也想

回家团圆。但军人深知，过年时，军人心

中有小家，但更应有大家；会有家人的呼

唤，但更有祖国的召唤。更何况，团圆不

仅是面对面的相聚相守，也是同一轮明

月下的“天涯共此时”。成为父母和妻子

的骄傲，做孩子的榜样，让心中的亲情迎

着春天动情绽放，哪怕遥远，也同样能闻

到“别样团圆”的沁人芬芳。

对军营内外的一个个“别样团圆”，党

和人民也给予了很多关心、理解和支持：

主动解决随军家属就业难题、慰问来队家

属、书法家来到驻军给官兵写春联……春

节期间，一波又一波“难得举城作一庆，爱

我人民爱我军”的双拥热潮，既饱含着人

民军队人民爱的似海深情，也激发出人民

军队爱人民的磅礴力量。

春节，一个良好的开端，一个崭新的

起点。在“冰雪梅中尽，春风柳上归”的

春色里，让我们做壮美山河的守卫者、人

民安康的守护者、亲人幸福的守望者，锚

定目标、接续奋斗，攻坚克难、砥砺前行，

迎接神州大地又一个生机勃勃的春天。

（作者单位：32103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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涛

八一时评

“安全工作是一项实之又实、细之又

细的工作，必须强化风险意识、责任意

识，决不能有丝毫松懈、半点马虎。”春节

期间，某部设立安全员，定期推送安全小

贴士，动态抓实安全工作，提醒官兵时刻

绷紧安全弦。

谈起如何过好新春佳节，一篇网文

这样写道：“春节要和和美美、快快乐乐、

团团圆圆、顺顺利利，首先要安安全全、

平平安安。”这是提示，也是警示。往年

春节期间发生的火灾、酒驾、燃气泄漏、

食物中毒、酒后滋事、烟花爆竹伤人等事

故案件提醒我们，没有安全，“节”可能就

是“劫”。

这 个 春 节 假 期 ，叠 加 寒 潮 天 气 影

响 ，自 然 灾 害 、交 通 事 故 等 易 发 多 发 。

安全无小事，一丝一毫不能放松，一时

一刻不能松懈。抓安全，不能有知识、

无意识，不能重教育、轻检查。应加强

监测预警，推动安全工作关口前移，堵

塞 各 类 安 全 漏 洞 。 应 紧 盯 风 险 隐 患 ，

守住安全底线，把各项安全责任、措施

落 细 、落 小 、落 实 ，将 安 全 之 网 织 得 更

细 更 密 ，确 保 安 全 责 任“ 不 悬 空 ”“ 真

落 地 ”，确 保 部 队 安 全 稳 定 ，确 保 官 兵

安全过大年。

过节不忘绷紧安全弦
■赵振东 罗嘉乐

春节前夕，某部以“希望回家的子女

多做些什么”为题，对 200 多名军人父母

进行网络问卷调查。结果，“多在家待一

待”成为一些父母的愿望。

“父母盼你回家过年，盼的是团圆和

陪伴。”然而有的官兵春节探亲休假，回

家不着家，有限的假期里，很多时间花在

了走亲访友、参加聚会上，一天跟父母见

不了几面。即便跟父母在一起，不是埋

头聊微信，就是忙着刷视频，一部原本有

声有色的生活“电影”，却被自己上演成

了相对无言的“默剧”。陪父母更像是一

种形式上的“签到”，缺乏“走心”的陪伴。

有这样一句让人泪目的广告：“你

想 把 她 放 心 间 ，而 她 想 让 你 在 身 边 。”

全 国 老 龄 办 等 单 位 共 同 发 布 的“ 新 二

十 四 孝 ”中 ，其 中 一 条 就 是“ 在 节 假 日

与 父 母 共 度 ”。 代 沟 ，聊 着 聊 着 就 浅

了 ；感 情 ，陪 着 陪 着 更 深 了 。 其 实 ，父

母是最容易满足的。一起打扫打扫屋

子，买买菜、做做饭，一起遛遛弯、逛逛

街 ，陪 时 用 心 ，伴 时 用 情 ，聊 天 时 不 做

“低头族”心不在焉……这些陪伴就足

以让父母感到欣慰。提醒春节探亲休

假的战友，莫让父母“多在家待一待”的

愿望成为奢望。

探亲休假多陪陪父母
■李相葳

基层观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