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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是一把“双刃剑”，依法依规用权

利国利民利军，违法违规擅权必然祸国祸

民祸军。习主席反复强调，把权力关进制

度的笼子里。这既是对权力与制度关系

的形象概括，也是回归权力本质的必然要

求。无论处于什么职位、手握多大权力，

广大党员干部都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

观，始终坚持在制度规范的框架下行动，

依法用权、不越雷池，坚决做到“法定职责

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

火车的运行离不开铁道的归正，大

树的生长离不开树根的把控，世上万物

无不遵循着“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规

律。同样，权力的运用也离不开制度的

制约，因为任何权力都面临潜在的扩张

性、诱惑性和腐蚀性。“一切有权力的人

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

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

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孟德斯鸠的这

句话，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把权力关进制

度的笼子里”的极端必要性。一些党员

干部之所以栽了跟头，就是因为脱离了

制度轨道，导致权力像脱缰野马一样横

冲直撞，最终吞下了权力任性带来的苦

果。事实表明，依法用权看似是对权力

的束缚与制约，其实是对党员干部最好

的保护，是最安全、最有效、最深得人心

的用权方式。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

严治党向纵深推进，制度的笼子越织越

密、越扎越紧，有权不为被追责，有权妄

为无善果。广大党员干部只有严格按制

度、按程序、按规矩使用权力，自己才能

轻装上阵、干净干事，官兵才能上行下

效、斗志昂扬，部队才能风清气正、充满

朝气。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首在时

刻保持一颗“敬畏心”。古人讲：“畏则

不敢肆而德以成，无畏则从其所欲而及

于祸。”一个人对权力有了敬畏之心，才

会自觉坚守党性原则、遵守纪律规矩、

恪守用权底线。相反，心无畏惧就会我

行我素、肆意妄为，把权力当作谋私的

工具，给自己埋下祸患。那些身陷囹圄

的党员干部，大多是对权力缺乏应有的

敬畏和戒惧之心，以致妄自尊大、专权

恣肆，渐渐在权力面前丢失了初心、迷

失 了 自 我 、丧 失 了 底 线 ，最 终 身 败 名

裂。无数事实表明，党员干部只有时刻

保持敬畏之心，才能在权力面前做到清

醒和理性。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不断强化法治观

念，无论手中握有多大权力，都始终坚

持法规至上、权由法定、权依法使；要时

刻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对待手

中权力，严格约束自己，手中有权不擅

权，依法用权不任性，更不能以言代法、

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真正把权力用于

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上。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贵在厘

清手中权力“边界线”。任何一种权力，

都不是漫无边际的，都有一定的制度边

界。这个边界，既是依法用权的底线，

更是不能触碰的“红线”。一旦超越权

限行使权力，其结果必然是被撞得头破

血流。近年来，全军上下牢牢抓住治权

这个关键，不断强化依法从严治军，规

范权力运行流程，明确权力行使条件和

边界，建立健全权力清单，有力推动了

权力在法治轨道上良性运行。然而在

实际工作中，之所以依然有个别人在使

用权力过程中过了线、越了界，既有私

心作祟、私欲出笼、私利驱动的原因，还

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对制度规

定以及权力边界底数不清楚。“不重学

则殆，不好学则退，不善学则衰。”依法

用权的关键，就是学法知法懂法。党员

干部要克服工作太忙没空学、干好本职

不用学等错误思想行为，坚持无一时不

学、无一事不学、无一处不学，勤于学习

研究党章党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等，

确保对各种制度要求、工作程序、自身

权责了如指掌，避免陷入少知而迷、不

知而盲、无知而乱的困境。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重在严

格执行制度“无例外”。“纵有良法美意，

非其人而行之，反成弊政。”好的政策法

规、好的意图主张，如果执行的人执行

不当，反而会成为弊政。由此可见，制

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这就要求党员

干部须从我做起、严于律己，一丝不苟、

严 以 用 权 ，真 正 做 到 制 度 面 前 人 人 平

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彭德怀同志在

讲到如何执行法规制度时曾说过三句

话，第一句是“自己带头执行，让别人无

话可说”，第二句是“要加强对执行制度

的检查，让投机者无机可投”，第三句是

“要敢于瞪大眼睛批评，让厚脸皮下不

了台”。领会其中深意，党员干部就要

以身作则，既要管别人更要管自己，当

好遵守制度的带头人、执行制度的铁面

人；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坚持“摊开手掌

让官兵看，不握拳头让官兵猜”，事事见

阳光、时时受监督；用好批评和自我批

评这个锐利武器，对“出笼”行为露头就

打，确保制度时时生威、处处有效。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既检验

政治意识和纪律观念，也考验担当精神

和能力素质。党员干部不能把权力关在

笼子里“睡大觉”，而是要自觉按制度用

权、按制度办事，让手中权力恰如其分地

发挥作用，更好地挑起强军重任，为强军

兴军事业作出应有贡献。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以正确的权力观干净干事”系列谈之五

■周燕虎 旦增达旦

影中哲丝

学 而 思

●一个人要想获得事业上的
成功，就要多跟高手“过招”、学习，
始终“有所追”

一位喜欢长跑的战友跟我交流跑步

心得时谈道：“长跑要想跑出好成绩，就

得跟着水平比你好的人一起跑，始终‘有

所追’才能促使成绩提升。而一个人跑，

很难出好成绩。”仔细想来确有道理，我

的多个长跑纪录都是跟水平比我高的战

友一起跑时创造的。跑步如此，人生亦

然。真正绚丽多彩的人生，大多是在赶

超中成就的。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上立足

和发展，就要让自己始终“有所追”。

有研究表明，通常情况下，一个人只

能发挥自身潜能的 20%到 30%，而一旦

有了追赶目标，往往会持续激发潜能、创

造佳绩。在北京冬奥会的单板滑雪男子

大跳台比赛中，17 岁的苏翊鸣战胜众多

老将获得冠军。赛后，苏翊鸣在新闻发

布会上表示，每一位老将都是自己的偶

像，给予自己前进的目标和动力。一定

意义上说，正是有了强大对手的存在，才

使得苏翊鸣始终“有所追”，不断激发斗

志，实现了赛场上的突破。

一个人要想获得事业上的成功，就

要 多 跟 高 手“ 过 招 ”、学 习 ，始 终“ 有 所

追”。否则，长期处在“井底”，只能看到

井口那片天。但在与高手同台竞技的

过程中，有少数人存在思想认识误区，

在他们心中，超越对手是唯一目的，甚

至 为 了 实 现 这 一 目 的 可 以 不 择 手 段 。

在这样的思想驱使下，他们背后使绊、

匿名举报，这样的恶劣行为不仅败坏人

品，还会严重影响单位建设和形象。其

实 ，为 自 己 定 个 竞 争 对 手 或 是 追 赶 目

标，主要是为了更好地激励自我，让自

己行旅人生不懈怠，快要坚持不下去的

时候不放弃。只有端正思想认识，正确

看待竞争，才会在“追逐”中紧紧跟随，

甚至在不经意间实现超越。

通向成功的道路往往不会一帆风

顺，追求卓越的过程通常漫长而艰辛，倘

若做事只有“三分钟热度”，全凭一腔热

血，没有吃长苦、常吃苦的准备，有时即

便能跟上追赶目标一阵子，也很难长久

保持，最终只能被远远甩在身后。唯有

不畏艰难险阻，时刻笃定信念紧紧跟上，

才能不断挖掘自己的潜能，实现成长和

进步。

此外，我们既要懂得“有所追”，还应

懂得“有所不追”。方向错误就会南辕北

辙。现实中，有些人把“有所追”理解成

比职务提拔、财富积累，在无休止的攀比

中迷失自我，久而久之就会心为物役，变

得鼠目寸光。我们只有把格局放大、视

野放宽、名利看淡，在和他人比能力、比

作风中，不断提升自我、完善自我，方能

在比学赶帮超中创造更多佳绩。

“有所追”
才能出佳绩

■高 峰

几声春雷过后，伴着阵阵疾风，一

场春雨说来就来了。它们如丝如缕，

细细密密地洒落在树木新生的枝叶

上，溅起朵朵水花，甚是酣畅淋漓。

大树的枝叶在春日经历风雨洗礼

后，会生长得更加郁郁葱葱。对于青

年人的成长又何尝不是如此？没有

栉风沐雨的过程，就难以看到人生的

新绿。青年人的成长之路上，总会遇

见各种各样的风吹雨打。只有主动

接受洗礼和磨炼，在栉风沐雨中练筋

骨、蓄养分，才会把根扎得更深、叶长

得更茂。

栉风沐雨—

成长离不开风雨洗礼
■鲍帅伟/摄影 刘国辉/撰文

●对于军队党员干部来说，参
加党纪学习教育，就要做到学纪、
知纪、明纪、守纪，自觉增强纪律意
识，加强自我约束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

于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通知》。

这次党纪学习教育是加强党的纪律建

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重

要举措。对于军队党员干部来说，参加

党纪学习教育，就要做到学纪、知纪、明

纪、守纪，自觉增强纪律意识，加强自我

约束，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

中有责、心中有戒。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纪律严

明是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严

守纪律是每名党员、军人的行为准则和基

本要求。纪律为每名党员的言行标出了

“雷区”、划出了“红线”，只有自觉尊崇纪

律、维护纪律、严守纪律，把纪律观念和规

矩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才能确保不

走弯路、行稳致远。然而，有些人却认识

不到这一点，他们有的对党规党纪不上

心、不了解、不掌握，对党的纪律知之甚

少，导致踩“红线”、闯“雷区”、打“擦边球”

的现象时有发生；还有的在明明了解党的

纪律的前提下，仍然为了一己私利违反党

的纪律，这些现象的发生都是纪律意识不

强、思想防线不牢的表现，以至于在诱惑

考验面前失守，走向违法犯罪的深渊，教

训极其深刻。党员干部要时刻绷紧纪律

这根弦，不断增强纪律意识、规矩意识，严

守党的纪律规矩，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高

尚品格和廉洁操守。

严守党的纪律，首要的是严守政治

纪律，这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

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

律的重要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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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方面必须遵守的规矩，是维护党的团结

统一的根本保证。党员干部要时刻保持

正确政治立场，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

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

制，确保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不畏

浮云遮望眼”“乱云飞渡仍从容”。要增强

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对容易诱发政

治问题特别是重大突发事件的敏感因素、

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做到眼睛亮、见事早、

行动快，及时消除各种政治隐患。要坚决

纠正偏离和违背党的政治方向的行为，及

时校准偏差，自觉对标对表，廓清思想迷

雾，澄清模糊认识，排除各种干扰，时刻牢

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责任

是为党工作，在党爱党、在党言党、在党忧

党、在党为党，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遵守党的纪律是无条件的，要通过

强化政治纪律，带动组织纪律、廉洁纪

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等严

起来、实起来，做到有纪必执、有违必

查，而不能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

不执行，更不能把纪律作为一个软约束

或是束之高阁的一纸空文。要严守组

织纪律，强化组织观念，自觉服从组织

决定，严格遵守组织制度，接受组织管

理，自觉形成遇事想到组织、解决问题

依靠组织的行为习惯，主动向组织如实

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讲真话、交实底，做

到 对 党 老 老 实 实 、坦 坦 荡 荡 、心 底 无

私。要严守廉洁纪律，干净做事，清白

做人，注重在日常点滴处防微杜渐，自

觉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作斗争，永葆

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要严守群众纪

律，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

旨，大力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自

觉维护人民群众利益，决不侵占人民群

众合法权益。要严守工作纪律，自觉干

实事、求实效，杜绝懒作为、慢作为、虚

作为，做到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不

断砥砺为党分忧、为党尽责的担当品

格。要严守生活纪律，培养良好生活习

惯，情趣高雅，追求高尚，生活俭朴。生

活纪律既要求党员干部本人遵守、坚决

做到，也要求党员干部对其亲属进行严

格管束，真正做到修身齐家，以良好家

风引领社风民风。

习主席强调，纪律是管党治党的“戒

尺”，也是党员、干部约束自身行为的标

准和遵循。党员干部要强化纪律意识、

加强自我约束、提高免疫能力，增强政治

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始

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以实际行动为实

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贡献力量。

严
守
党
的
纪
律

加
强
自
我
约
束

■
朱
永
裁

从身边事看修养

修养视点

●做党和人民的“骆驼”，要
有勇挑担子的担当，要有乐于吃
苦的准备，要有坚持不懈的韧劲

叶剑英同志在《哀悼任弼时同志》

一文中曾这样评价任弼时：“他是我们

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

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

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

较。”骆驼被誉为“沙漠之舟”，具有坚

毅顽强、不畏艰险、吃苦耐劳等品质。

做党和人民的“骆驼”，正是老一辈革

命家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的真实写照，

也是万千共产党人应有的精神追求。

做党和人民的“骆驼”，要有勇挑

担 子 的 担 当 。 任 弼 时 同 志 长 期 抱 病

工作，始终恪守“能坚持走一百步，就

不 该 走 九 十 九 步 ”的 准 则 ，对 待 工 作

任 务 不 讲 价 钱 、不 打 折 扣 ，这 种 精 神

很值得我们学习。现实中，个别党员

干部不扛事、不担事，执行决定做“选

择题”，不合心意就“撂挑子”，这样的

人 很 难 担 当 起 党 和 人 民 赋 予 的 重

任 。 党 员 干 部 自 觉 托 举 起 组 织 交 付

的 担 子 ，本 是 理 所 应 当 、再 自 然 不 过

的事，若推三阻四、畏首畏尾，又何谈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梁启超在《呵旁

观 者》中 ，阐 释 了 人 和 责 任 的 关 系 ，

“ 人 生 于 天 地 之 间 ，各 有 责 任 。 知 责

任者，大丈夫之始也；行责任者，大丈

夫 之 终 也 ；自 放 弃 其 责 任 ，则 是 自 放

弃其所以为人之具也。”新征程上，要

跑出强军加速度，党员干部须知责于

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想尽一切办

法 、克 服 一 切 困 难 ，把 工 作 做 细 做 实

做到位。

做党和人民的“骆驼”，要有乐于

吃 苦 的 准 备 。 艰 难 困 苦 ，玉 汝 于 成 。

干工作大多没有现成的果子可摘，相

反，要流大汗、出大力，吃得苦中苦，方

能 业 有 所 成 。 而 有 的 人 对“ 苦 ”看 得

浅、躲得远，或不愿吃劳神的苦，按部

就 班 、因 循 守 旧 做 工 作 ，年 年 平 平 无

奇；或不愿吃耗力的苦，凡事习惯舒服

些，缺少“一股子气呀、劲呀”。“人的杂

念和私心，在艰难困苦中滤尽；人的痼

癖和惰性，在艰难困苦中消遁；人的智

慧和情感，在艰难困苦中萌发；人的理

想和追求，在艰难困苦中升腾。”没有

吃苦受累、经难历险，就很难练就铁肩

膀和硬脊梁，更谈不上担大任。当下，

面对工作上繁重的任务、难解的问题，

党员干部应当不惧困难、不怕艰苦，敢

接“烫手山芋”、敢钻“矛盾窝”，甩开膀

子、真刀真枪干一场，才能把荆棘踩在

脚下，干出一番业绩。

做党和人民的“骆驼”，要有坚持

不懈的韧劲。干事创业从来不能一蹴

而就。黄大发历时 36 年，带领村民在

悬崖峭壁上开凿出一条“生命渠”；樊

锦诗 60 年如一日扎根大漠，为敦煌莫

高窟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作出重大贡

献。“作之不止，可以胜天。止之不作，

犹如画地。”在事上一朝一夕的勤奋固

然 重 要 ，但 朝 朝 夕 夕 的 努 力 更 为 可

贵。一旦确立目标任务，就要“咬定青

山不放松”，像“钉钉子”一样，一锤接

着 一 锤 敲 ，一 个 接 着 一 个 钉 ，锲 而 不

舍、驰而不息，就一定能在平凡中孕育

非凡。

（作者单位：32145部队）

做党和人民的“骆驼”
■栗正民

忆传统话修养

●与人交往多欣赏，一方面，能
让我们见贤思齐、不断完善自我；另
一方面，还能团结同志，推动工作朝
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人是社会性动物，无论是工作还是

生活，都离不开与人交往。那么，如何正

确地与人交往？某单位对此做过一次随

机调查，许多人的回答都不约而同地提

到，与人交往要善于欣赏他人。

如此“不约而同”看似出乎意料，但

细想也在情理之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闪光点，都有值得我们欣赏的地方。特

别是当下，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专多能、

多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越来越多，有的

吹拉弹唱样样精通，有的思维开阔、知识

面广，等等。除了这些看得见的长处之

外，还有的在品行、修养等方面令人心生

敬仰，他们有的办事非常靠谱，无论什么

工作，只要交给他，总能让人放心托底；

还有的为人十分谦虚，和他在一起共事，

总是感到如沐春风。他们身上这些过硬

的素质和优秀的品质，都值得我们在实

践当中欣赏学习。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却不善

于欣赏他人。他们有的喜欢戴着“有色

眼镜”看待人，以个人好恶论长短；还有

的总是目中无人、自视甚高，觉得“欣赏

他人无形中是在降低自己”，常常在明里

暗里抬高自己、矮化他人……这些思想

狭隘的表现，表面上看否定的是他人的

优点长处，实质上影响的是自己的成长

进步。要知道，欣赏是学习的前提，只有

发自内心地欣赏他人，才会真心实意地

向他人学习，从而成就更好的自己。

基层部队是一所“大学校”，官兵相

对比较密集，方方面面的人才众多，为相

互学习、取长补短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我们要珍惜这一天然优势，学会用欣赏

的眼光看待他人，用好各种时机主动向

上级领导学、向干部骨干学、向身边战友

学。此外还需注意，向他人学习，也需要

分辨良莠、有所选择，不能眉毛胡子一

把抓、照单全收。发现他人好的地方应

当认真学、抓紧时间学，看到不好的方面

则要毫不犹豫坚决摒弃。与此同时，还

要把它当成一面“镜子”，时刻提醒自己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真正做到“见贤

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与人交往多欣赏，一方面，能让我们

见贤思齐、不断完善自我；另一方面，还

能团结同志，推动工作朝着更好的方向

发展。广大官兵来自“五湖四海”，难免

在成长环境、生活习惯、兴趣爱好等方面

存在差异，有时可能因为看待事情的思

想观念不同或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不同

而产生一些“摩擦”。这时，抱着欣赏的

态度去交往，就会多一些理性、少一些冲

动，就能就事论事想方设法去调和分歧、

解决矛盾，自然就能避免出现一言不合

就不欢而散的窘况，切实让欣赏成为构

建和谐内部氛围的“润滑剂”和提高工作

质效的“助推剂”。

（作者单位：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

与人交往多欣赏
■夏小寅

生活寄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