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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渊 潭

画里有话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

法治是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也是一支现代化军队的鲜明特征。深入

贯彻依法治军战略，要求我们的治军方

式发生一场深刻变革。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

一支现代化军队必然是法治军队。我军

历来注重法治、强调纪律，依法治军、从

严治军是我军巩固纯洁光荣的重要法宝

和特有优势。按照法治要求转变治军方

式，建设一支现代化法治军队，是我们党

改进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在军事领域的

生动体现和具体展开，也是实现党在新

时代的强军目标的必然要求。在强军兴

军的历史进程中，我军的革命化需要法

治来强化，正规化需要法治来实现，现代

化需要法治来保障。军队越是现代化、

越是信息化，越是要法治化。特别是随

着我军武器装备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

人员结构不断变化、职能使命不断拓展，

迫切要求我们转变治军方式，创新管理

理念、机制、方法手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站在实现中

国梦强军梦的战略高度，把依法治军体现

为党的意志，纳入全面依法治国总盘子，

擘画了我军法治建设的总蓝图，描绘了全

面依法治国的“军事篇”、实现党在新时代

的强军目标的“法治篇”、中国特色军事法

治建设的“创新篇”。全军深入贯彻依法

治军战略，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

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突出依法

治官、依法治权，加快治军方式根本性转

变，即从单纯依靠行政命令的做法向依法

行政的根本性转变，从单纯靠习惯和经验

开展工作的方式向依靠法规和制度开展

工作的根本性转变，从突击式、运动式抓

工作的方式向按条令条例办事的根本性

转变，依法治军实践取得重大进展。

“法者，治之端也。”全面加强军事治

理、实现治军理念和方式的深刻变革，基

本路径是以法治手段构建治理体系、规

范治理活动、检验治理成效。现在，军事

治理的很多问题说到底还是法治不彰。

这当中既有个别领导机关人治观念、长

官意志的思维束缚，又有以言代法、以权

压法的陋弊惯性；既有个别官兵办事不

依法、遇事不找法、解难不靠法的行为偏

差，又有法规制度严不起来、实不下去的

顽症痼疾。只有加快实现治军方式“三

个根本性转变”，充分发挥法治的规范、

引领、保障作用，才能形成党委依法决

策、机关依法指导、部队依法行动、官兵

依法履职的良好局面。

推动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必须突

出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这个重点。我军

没有法外之域、法外之事和法外之人，推

动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离不开全军上

下共同努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必须

带头转变职能、转变作风、转变工作方

式，提高工作效率和组织效能。善于以

创新的思路和办法解决“五多”等基层存

在的顽症，从思想理念、体制机制、方式

方法上，破立并举，综合施策，提高工作

指导的科学性和实效性，确保工作循于

法、秩序统于法、忙乱止于法。

推动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必须重塑

与能打胜仗相适应的“四个秩序”。正规的

战备、训练、工作、生活秩序，是军队各项建

设和工作关系的总和，是治军能力和水平

的外在体现，具有全局性、综合性、基础性

作用。应坚持把依法治军贯彻落实到部队

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构建随时能打胜

仗的战备秩序，构建与大抓实战化训练相

匹配的训练秩序，构建权责清晰、顺畅高效

的工作秩序，构建利于练兵备战、利于作风

养成、利于官兵成长的生活秩序。

推动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必须严

格部队教育管理。“若法令不明，赏罚不

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

于用？”严才能正纲纪，严才能肃军威，严

才能出战斗力。治军带兵，必须坚持严

字当头、一严到底，在为战抓管、依法严

管、科学施管、固基助管、人才兴管上下

功夫，下大力气整肃军纪，下大力气治

松、治散、治虚、治软，确保有令必行、有

禁必止。但严格管理必须严之得法，做

到严之有据、严在法内、严得科学。应深

入研究官兵成分结构、价值取向、行为方

式和官兵关系的新情况新特点，把关心

关爱官兵和从严治军统一起来，把严格

管理和科学管理统一起来，严格依据条

令条例和规章制度办事，坚决防止和克

服以言代法、以权压法，搞土政策土规定

等问题，进一步提高部队管理教育的科

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作者单位：河南省军区）

加快推动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
—深入贯彻依法治军战略系列谈②

■赵 钧

又是一年春分时。春风盈袖，草木

萌发，随处荡漾的绿意提醒着人们，春天

到了。可惜，张连印永远离开了我们。

3月 10日，“时代楷模”、“绿化将军”、

河北省军区原副司令员张连印因病医治

无效逝世。消息传来，不少网友留言悼

念：“实干家，绿化家乡，功在当代，利在

千 秋 ”“ 质 朴 的 家 国 情 怀 ，令 人 肃 然 起

敬”……情之真真，言之切切，令人动容。

2003 年，退休后的张连印义无反顾

回到家乡，开始绿化荒山。没有经验，他

就上门请教专家，跑到林场学习，订阅杂

志自学，日复一日学习实践。誓言已立，

哪怕身患癌症，在病情好转后他也执意

要 回 去 种 树 。“ 绿 我 涓 滴 ，会 它 千 顷 澄

碧”。张连印带领乡亲们在家乡建成苗

木基地 300 余亩，绿化荒山 2.2 万余亩，

植树 220 万余株。

大树无言，精神生辉；绿林无语，丰

碑永存。曾经荒废的河滩，如今不仅已

变成一片绿色奇迹，也变成一座可思可

感的精神家园。

“种树人何在，攀枝空叹嗟；人无重

见日，树有每年花”。当年，张连印脱下

军装、扛起锄头选择种树的时候，压根不

会想到什么个人政绩。谁都知道，种树

是“投入多、见效慢”的“慢活”。选择了

种树，实际上是选择了“为民造福最幸

福”的理想，选择了“一枝一叶总关情”的

信念。

在 路 旁 植 树 ，最 早 是 由 南 北 朝 时

期一位名叫韦孝宽的名将提出的。过

去，官道上每隔一华里便在路边设置一

个 土 台 作 为 标 记 ，相 当 于 现 在 的 里 程

碑。韦孝宽上任后发现，经风吹日晒、雨

水冲刷，土台很容易崩塌，需要经常维

修，这样不仅会增加国家的开支，还会让

百姓遭受劳役之苦。在经过一番调查

后，他下令把管辖境内所有官道旁的土

台都用槐树取代，这样既能起到标记的

作用，还能为来往行人遮风挡雨。韦孝

宽的这一做法，无疑是心系民瘼、利国利

民之举。

“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

山 。 新 栽 杨 柳 三 千 里 ，引 得 春 风 度 玉

关 。”这 首 诗 写 的 是 晚 清 名 臣 左 宗 棠 。

当 年 ，左 宗 棠 挥 师 西 征 途 中 ，见 沿 路

“ 赤 地 如 剥 ，秃 山 千 里 ，黄 沙 飞 扬 ”，遂

传 令 ：“ 凡 大 军 经 过 之 处 ，必 以 植 树 迎

候 。 否 则 ，无 论 巡 抚 、县 令 ，提 头 来

见。”左宗棠率先垂范，公牍之余，携镐

种柳。在西北十多年，到他离开时，中

国 这 片 最 干 旱 、贫 瘠 的 土 地 上 奇 迹 般

地出现了一条绿色长廊，“道旁所种榆

柳 业 已 成 林 …… 拱 把 之 树 接 续 不

断”。为纪念湖湘子弟筹边天山、为民

造 福 的 不 朽 业 绩 ，后 人 将 他 和 部 下 所

种之柳称之为“左公柳”。

“劝君不用镌顽石，路上行人口似

碑。”作为文学家、书法家、画家的苏轼，

不但在诗、词、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

成就，而且为官清正、体恤百姓，留下了

筑堤、治水、办学等佳话，包括一生坚持

植树不辍，至今为人所称道。两任杭州

知府，他都在西湖筑堤种芙蓉、杨柳，才

有了“杨柳满长堤，花明路不迷”。即便

谪居黄州，他也荷锄开荒种植垂柳、青松

等，“不令寸土闲”。

彭德怀也喜欢植树、护树。抗战时

期，彭德怀在八路军总部门口亲手栽下

一棵榆树，老乡呼之为“彭总榆”。1949

年，彭德怀率大军进军西北，驻于陕西白

水县仓颉庙外。庙中有一棵古柏。炊事

班做饭无柴就爬上树砍柴烧火。彭德怀

严肃批评并当即手书命令一道：“全体指

战员均须切实保护文物古迹，严格禁止

攀折树木……”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我们每个人都

是乘凉者，但更要做种树者。”2017 年在

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主席的这

番话，言简意赅，意味深远。

“我要回大亮山种树去！”当年，退休

后的杨善洲撂下这句滚烫的话，一去就

是 20 多年。盐碱地里，焦裕禄带领群众

治“三害”、植泡桐树，把千里盐碱地变成

了良田，把奉献植入在人们心中。还有

留下满山木麻黄的谷文昌、使花萼山成

为“金山银山”的周永开……他们如大树

那样扎根大地、默默奉献，不仅种下了

树，也将自己活成了树。

种树也是种德。从古至今，多少“种

树者”被人们永远铭记，因为他们无不有

着“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前人栽树后

人乘凉”的胸襟和一锤接着一锤敲的“钉

钉子”精神。

“纤纤不绝林薄成，涓涓不止江河

生 。”新 征 程 上 ，我 们 不 妨 以“ 种 树 者 ”

为 镜 ，厚 植 种 树 情 怀 ，保 持 种 树 定 力 ，

涵养种树胸襟，投大地以绿荫，留后人

以福祉。

（作者单位：68207部队）

乘凉者更要做种树者
■乔文发

今年两会期间，习主席亲切看望参

加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的民革、科

技界、环境资源界委员，在谈到环境保护

工作时指出：“不要光在那儿批评、指手

画脚，而是真正行动，解决一点是一点。”

这番语重心长的叮嘱，对各级领导干部

和机关检查指导工作同样具有很强的指

导性与启示性。

机关真诚帮，基层真受益；机关用实

劲，基层得实惠。检查指导是各级领导干

部和机关的重要职责，也是推动基层工作

落实的有效手段。检查指导是为了帮助基

层解决问题，只提问题不给解决方案，无异

于只看病不治疗。开国少将邓岳曾说：“不

能只有检查，没有指导。指导，就是要解决

问题。”基层需要的是机关真心实意的帮

带、真知灼见的建议、真正管用的指导，欢

迎那些不瞎指挥、不乱折腾的检查，期待那

些热心办实事、解难题的指导。

毛泽东同志曾说，“不要使下级害

怕，应当像一个家庭一样。让人怕是不

好的，应当让敌人怕”。然而，个别工作

组下去检查，往往满足于查出了多少问

题，或批评指责一顿，或发个通报了事。

提出问题抓不住重点、只说问题不给解

决办法，这样的“批评”就是空洞的指手

画脚，无益于解决问题，还容易挫伤基层

积极性。各级领导干部和机关在检查指

导基层工作的时候，对于成绩，该表扬的

要予以表扬，该总结的要注意总结；对于

问题，首先进行自我检视反思、找准根

源，属于本级的要勇于刀刃向内、带头整

改，属于下级的要主动尽责、帮助整改，

把指手画脚变成实实在在的指导。

用心指导是态度，也是本领。我们常

说，专业的事要让专业的人来干。检查指

导工作，各级领导干部和机关既要善于发

现问题、总结经验，又要帮助基层开对方

子、理清路子，对情况若明若暗不行，对业

务一知半解不行，不深入调查研究也不

行。各级领导干部和机关在检查时应提

前做好功课，做到真听、细看、严查、实帮，

“多指导少指责、多帮忙少干扰”。

用心指导是作风，也是担当。指出

问题可能只需“动动嘴”，解决问题有时

需要“跑断腿”。有一些问题“表现在下

面、根子在上面”，仅靠基层的力量难以

彻底解决，需要原因两头找、问题合力

改，上下联动、一起发力，跑好解决问题

的“接力赛”。善于在检查指导工作中，

发现政策堵点、工作难点，从中反思机关

工作的粗与精、虚与实、优与劣，更好增

强工作指导的科学性有效性，以党委机

关指导效能增强带动部队高质量发展。

指手画脚不如用心指导
■孙 朕 汪 琳

作者作者：：艾艾 卫卫

政 绩 观 是 世 界 观 、人 生 观 和 价

值观在党员干部身上的具体体现，

是衡量党员干部履职尽责、干事创

业 的 一 把 标 尺 。 党 员 干 部 应 牢 记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匡正干事

创业的导向。

政 绩 为 谁 而 树 、树 什 么 样 的 政

绩、靠什么树政绩，不仅影响到党员

干部履职尽责，更关系到党、国家和

军队事业兴衰。树牢造福人民的政

绩观，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

场，揭示了党的初心使命对人民军队

的根本要求。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就

有什么样的选择和作为。那些好大

喜功的“政绩工程”、华而不实的“面

子工程”、半途而废的“烂尾工程”，折

射出个别党员干部政绩观上的偏差、

价值观上的扭曲。

人民军队人民爱，人民军队爱人

民。作为军队党员干部，必须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记为人民

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凡是

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必须事不避

难、义不逃责，大胆地干、坚决地干，

永葆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本色。

应强化胜战之忧、扛起胜战之责、提

升胜战之能，练就过硬本领，带出过

硬部队。勇于承担急难险重任务，积

极参加和支援地方经济社会建设，随

时准备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

务。军队的基础在基层，基层的基础

在士兵。应坚持基层至上、士兵第

一，带着对兵的深厚感情做工作，倾

心为基层办实事解难题。

“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

真出业绩、出真业绩。”军队党员干

部应正确处理速度和质量、发展和

安 全 、显 绩 和 潜 绩 、打 基 础 与 利 长

远、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等方面的

重大关系，锚定实现建军一百年奋

斗目标，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坚持

高质量发展，不搞贪大求洋、盲目蛮

干、哗众取宠；坚持出实招求实效，

不 搞 华 而 不 实 、投 机 取 巧 、数 据 造

假；坚持打基础利长远，不搞急功近

利、竭泽而渔、劳民伤财，“看准了就

抓紧干，能多干就多干一些，努力以

自身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形势变化的

不 确 定 性 ”，努 力 在 推 进 高 水 平 备

战、高效益斗争、高质量发展上取得

新成绩。

（作者单位：73132部队）

树牢政绩观，匡正干的导向
■康 泰

热 议 新 兴 领 域 战 略 能 力 ，表 示

“强化使命担当、深化改革创新，打造

新质战斗力的增长极”；畅谈练兵备

战，誓言“以随时准备打仗的忧患意

识提高打仗能力”……近日，一场以

“学习全国两会精神，同心奋进再创

新功”为主题的交流会在某部举行，

官兵们登上讲台，结合岗位实践，谈

认识体会、话使命责任，信心坚定，干

劲十足。

一 个 人 有 什 么 样 的 精 气 神 ，就

有什么样的人生追求、行动表现和

事业成就。习主席明确指出，要鼓

足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恪尽职守、担

当作为，迎难而上、敢于斗争，严肃

整 治 拈 轻 怕 重 、躺 平 甩 锅 、敷 衍 塞

责、得过且过等消极现象，完善担当

作为激励和保护机制。同困难作斗

争 ，是 物 质 的 角 力 ，也 是 精 神 的 对

垒。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

攻坚战，需要广大官兵振奋精神、踔

厉奋发，勇于挑最重的担子，敢于啃

最硬的骨头。

鼓足精气神，就应恪尽职守、担

当作为。强军事业的每一个岗位都

有一份“责任清单”，不担当不作为，

不仅成不了事，而且注定坏事、贻误

大事。每名官兵都应秉持“使命高于

一切、责任重于泰山”的工作理念和

干事状态，以“一日无为、三日难安”

的高度自觉，在其位谋其政、任其职

尽其责，聚焦主责主业，想为、敢为、

勤为、善为。

鼓足精气神，就要迎难而上、敢

于斗争。“我军历来是打精气神的，过

去钢少气多，现在钢多了，气要更多，

骨头要更硬。”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面对前进道路上各种可以预

见和难以预见的狂风暴雨、惊涛骇

浪，必须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犹

豫、不观望，不推诿、不逃避，不畏缩、

不躲闪，在斗争中学会斗争，在斗争

中成长提高。

鼓 足 精 气 神 ，要 进 一 步 发 挥 制

度 的 保 障 作 用 。 应 完 善 担 当 作 为

激 励 和 保 护 机 制 ，为 担 当 作 为 、干

事创业者提供广阔舞台，让广大党

员 干 部 更 加 相 信 组 织 、依 靠 组 织 ，

最 大 限 度 激 发 广 大 党 员 干 部 的 积

极 性 、主 动 性 、创 造 性 。 坚 持 严 管

和 厚 爱 结 合 、激 励 和 约 束 并 重 ，积

极 营 造 有 利 于 干 事 创 业 的 良 好 环

境，让广大党员干部心无旁骛谋打

赢，振奋精神抓落实，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作者单位：65367部队）

鼓足精气神，增强干的动力
■程彦丰 孟璠玙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抓落实，

是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群众路

线的根本要求，也是对党员干部工作

能力的重要检验。

习主席在江苏考察时强调，要形

成狠抓落实的好局面，不折不扣贯彻

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主动抓落

实，聚合众力抓落实，以钉钉子精神

抓落实，聚焦实际问题抓落实，在抓

落实上取得新实效。当前，全军正在

锚定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

全力攻坚，练兵备战、政治整训、军事

治理等任务艰巨繁重，有许多短板弱

项需要攻克，有许多堵点淤点需要打

通，这要求全军官兵必须驰而不息抓

好各项工作落地落实。如果不沉下

心来抓落实，再好的目标、再宏伟的

蓝图，也只是镜中月、水中花。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

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建军一百

年奋斗目标，不是靠一个人、几个人

就能干成的，也不是轻轻松松、敲锣

打鼓就能实现的。面对前进道路上

的“娄山关”“腊子口”，既要敢于涉

险滩、啃硬骨头，也要把握好团结奋

斗的时代要求，集中全军官兵的智

慧和力量。实践证明，团结就是力

量，团结就是胜利。应充分调动广

大官兵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在狠抓落

实、善作善成上下功夫，确保心往一

处想、劲往一处使。

千忙万忙，不抓落实就是瞎忙；

千招万招，不能落实就是虚招。我

们应强化真抓的实劲、敢抓的狠劲、

善抓的巧劲、常抓的韧劲，以抓铁有

痕、踏石留印的过硬作风抓好工作

落实。应不折不扣抓落实，面对任

务不讲条件、不打折扣、不搞变通，

让抓落实落到实处。应雷厉风行抓

落实，落实上级决策部署、指示要求

既要讲质量也要讲效率，统筹把握

时度效。应求真务实抓落实，把实

事求是、求真务实贯穿到部队工作

各环节和全过程，切实把情况摸清、

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一步一个

脚 印 抓 出 实 效 。 应 敢 作 善 为 抓 落

实，该做的事，知重负重、攻坚克难，

顶着压力也要干；该负的责，挺身而

出、冲锋在前，冒着风险也要担，争

当强军兴军的冲锋者、备战打仗的

领跑者。

聚力抓落实，形成干的合力
■薛 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