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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和发展团结、友爱、和谐、纯洁

的 内 部 关 系 ，打 造 团 结 奋 斗 的 战 斗 集

体，既要严之有度，又要爱之有方。正

如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上

所说：“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

约束并重，鼓励实干，鼓励创新，帮助解

决现实问题，把大家积极性、主动性、创

造性充分调动起来。”

严管和厚爱是辩证统一的。严管

是我党我军严密组织性和高度纯洁性

的 前 提 条 件 ，厚 爱 是 我 党 我 军 保 持 内

部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保证。一支

军 队 要 有 战 斗 力 ，离 不 开 严 明 纪 律 和

严 格 要 求 ，也 离 不 开 对 官 兵 的 关 心 爱

护。可以说，严管的本质就是厚爱，二

者 相 辅 相 成 、缺 一 不 可 。 军 事 家 孙 武

说 过 ，“ 令 之 以 文 ，齐 之 以 武 ，是 谓 必

取”，就是说既要坚持严管又要注重厚

爱，从而更好地凝聚军心 、鼓舞士气，

有效地提高部队战斗力。我军从胜利

走 向 胜 利 的 一 个 重 要 原 因 ，就 是 坚 持

严 管 和 厚 爱 相 统 一 ，凝 聚 起“ 想 在 一

起”的团结之心，激发了“干在一起”的

奋斗之力。

“令严方可肃兵威，命重始于整纲

纪。”严治之军，所向披靡；无治之兵，

百万无益。习主席强调指出：“要坚持

严字当头，在从严管理、依法带兵上下

功 夫 。”严 字 当 头 ，是 治 军 带 兵 铁 律 。

严才能正纲纪、肃军威、出战斗力。我

军 历 来 以 纪 律 严 明 、守 纪 如 铁 著 称 于

世 。 无 论 什 么 时 候 ，治 军 带 兵 都 要 严

字当头，而且“从严”只能加强、不能削

弱，只能抓紧、不能放松。“一处松则百

事 懈 ”。 个 别 单 位 之 所 以 出 现 这 样 那

样 的 违 规 违 纪 问 题 ，大 都 能 从 日 常 管

理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上找

到原因。

有爱则军心聚，无爱则士气散。尊

干爱兵、官兵一致，是我军一直坚持的

基本原则和光荣传统。在新时代边防

斗争中，戍边官兵上下同欲、生死相依，

这种战斗力凝聚力的迸发，很重要的就

在于“对峙时干部站前头、战士站后头，

吃饭时战士不打满、干部不端碗，野营

时战士睡里头、干部睡风口”的真情厚

爱。欲谋胜敌，先谋人和。只有深入开

展尊干爱兵、兵兵友爱活动，注重培养

官兵甘苦与共、生死与共的革命情谊，

才能汇聚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

磅礴力量。

随 着 我 军 建 设 内 涵 、日 常 运 行 状

态、部队组织形态、官兵成分结构等方

面的深刻变化，对管理的科学化、规范

化、精细化水平提出更高要求。特别要

看到，当前，个别部队依然存在影响奋

斗精神、消解革命意志、弱化担当劲头

的 消 极 因 素 ，个 别 官 兵 依 然 存 在 不 想

为、不会为、不敢为的现实问题。“严管”

强调的是对党员干部的纪律要求，但如

果只单方面强调严管，就会使部分党员

干部产生“多干多错、少干少错、不干无

错”的心理。激发广大官兵干事创业的

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必须坚持严管

与厚爱相结合，使严管具备坚实的情感

认同和行动支持，这也是全面加强军事

治 理 、提 高 科 学 化 管 理 水 平 的 重 要

举措。

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统一，必须强化

严管与厚爱两手抓、两手硬的思想自觉

和行动自觉。坚持把严管与厚爱结合

起来认识、统一起来筹划，无论是谋划

工作思路还是制定政策制度，都要坚持

整体统筹、一体推进，做到管中有爱、爱

中有管。领导干部和机关，要从“爱”出

发而“严”，这个“爱”是对官兵成长进

步、战斗力建设发展的真心负责，从而

做到因厚爱而严管、寓厚爱于严管；基

层官兵则要读懂“严”背后的“爱”，这个

“严”是走正人生之路、创造一流业绩的

有力保障，从而做到养成严的自觉、提

高严的标准。

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统一，必须把管

理工作做得既有硬度又有温度。坚持

严之有据、严在法内、严得科学、严中有

爱，坚决克服生搬硬套、简单粗暴、无限

加码等倾向，大力治松、治散、治虚、治

软，管出战斗力、管出精气神，使严格管

理成为部队的常态，使严格要求成为官

兵的习惯。既要把“管”体现在日常，及

时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抓早抓小、防微

杜渐，又要把“爱”贯穿于始终，对官兵

在政治上激励、工作上支持、生活上保

障、心理上关怀，体察官兵的喜忧冷暖，

解决好官兵的急难愁盼。建立激励机

制 和 容 错 纠 错 机 制 ，放 开 官 兵 担 当 作

为、干事创业的手脚，更好地激励官兵

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勇毅前行、

建功立业。

（作者单位：武警广西总队）

严管出战斗力 厚爱出凝聚力
—培塑新时代奋斗观、当好新时代奋斗者系列谈⑥

■邱永松

画里有话

玉 渊 潭

4 月 26 日，神舟十八号 3 名航天

员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其中的航天

员李广苏是第三批航天员里唯一的文

科生。“我是真听不懂”“从最基础的开

始学”，采访中，理科基础较弱的李广

苏回忆学习航天基础理论的困难，被

网友调侃为“原来航天员学高数和我

一样”。正因为他直面挫折挑战，最终

实现了自己的飞天梦想。不怕“出丑”

才能出彩，这对我们加强练兵备战颇

有启示。

“ 宁 可 输 于 操 场 ，决 不 败 于 战

场 。”在 训 练 、比 武 、演 习 中 ，找 准 问

题 比 赢 得 胜 利 更 宝 贵 ，汲 取 教 训 比

取得名次更重要。训练中暴露多少

问题，失误失败多少次，都有机会纠

正，但战场上则容不得半点闪失，更

不 可 能 从 头 再 来 。“ 神 枪 手 ”张 桃 芳

在刚入朝的一次实弹射击考核中 3 发

子弹全部脱靶，沮丧之余，他反复钻

研 ，找 到 问 题 所 在 后 便 开 始 日 夜 苦

练 反 应 速 度 和 射 击 精 度 ，同 时 也 练

就 了 一 双 火 眼 金 睛 ，最 终 在 抗 美 援

朝战争中用 436 发子弹毙伤了 214 名

敌军。问题暴露给自己比暴露给敌

人 好 ，解 决 在 平 时 比 解 决 在 战 时

好。如果在平时训练中害怕“出丑”

而放低要求、远离实战，搞看似光鲜

的“ 假 把 式 ”，问 题 就 可 能 暴 露 在 真

正的战场上，付出惨痛的代价。

人们常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从

某种意义上说，不怕“出丑”是胜利的

前奏，是出彩的必经之途。那些让人

“出丑”的课目，通常是训练中的短板

弱项，往往训练难度大，受各种因素的

制约多，有的甚至要冒很大风险。现

代战争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系统与

系统的较量，多补齐一个短板，就多消

灭一个失利的隐患；少解决一个问题，

就少一分打赢的胜算。问题是进步的

着力点，也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只

有不怕“出丑”、不怕风险，直面问题、

及时补短，才能避免未来战场上出现

“一着不慎，全盘皆输”的局面。

战场是最严酷的审计师。平时怕

“出丑”，发现问题不愿纠正，有了短板

不去补齐，这种怕“出丑”的心理才是

真正的丑，上了战场注定要用鲜血来

弥补。正如一位军事理论家所言：“你

可以看不清世界，或看不清时代，但是

不 能 看 不 清 敌 人 ，更 不 能 看 不 清 自

己。”我们应主动甩掉“担心出丑”的思

想包袱，紧盯薄弱环节专攻精练，加大

训练强度、提高训练难度，让短板成为

“加长板”，让弱点成为“生长点”，把问

题解决在枪响之前。

不怕不怕““出丑出丑””才能出彩才能出彩
■■杨环宇杨环宇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精研焊接技术

30 多年的电焊工孙景南代表分享了她

对大国工匠的理解：“何为‘匠’？就是

在专业领域中对自己‘斤斤计较’，历经

磨砺方能实现突破。”正是凭着这股“斤

斤计较”的工匠精神，孙景南从学徒工

成长为同行中的佼佼者、外国专家眼中

赫赫有名的“东方女焊神”。

千 工 易 寻 ，一 匠 难 求 。 由“ 工 ”成

长 为“ 匠 ”，皆 因 在 专 业 领 域 对 自 己

“斤斤计较”，离不开谋精进 、求精致 、

练 精 通 、出 精 品 的 日 积 月 累 和 精 雕 细

刻。“斤斤计较”是为“匠”，这与“执着

专 注 、精 益 求 精 、一 丝 不 苟 、追 求 卓

越 ”的 工 匠 精 神 异 曲 同 工 ，也 是 一 种

情 怀 、一 种 习 惯 、一 种 追 求 、一 种 坚

守 。 对 自 己 从 事 专 业“ 斤 斤 计 较 ”的

人 ，无 论 置 身 顺 境 还 是 逆 境 ，无 论 岗

位平凡还是显赫，都会“精于工，匠于

心，品于行”，把“出手必须出色，完成

必须完美”作为标准，“即使做一颗螺

丝钉也要做到最好”。

“ 斤 斤 计 较 ”是 为“ 匠 ”，体 现 的 是

“择一事终一生”的执着与热爱，彰显

的 是“ 板 凳 甘 坐 十 年 冷 ”的 定 力 与 毅

力。“心心在一艺，其艺必工；心心在一

职，其职必举。”有人问火炸药专家王

泽山：1996 年时你就已经 61 岁了，两次

摘 得 国 家 科 技 奖 一 等 奖 ，似 乎 可 以 功

成 身 退 了 ，为 什 么 还 一 直 坚 持 科 学 研

究 ？ 王 泽 山 表 示 ，火 炸 药 不 仅 是 他 的

专业，也是他生活的一部分，这个工作

必 须 做 好 ，否 则 没 脸 见 人 。 正 是 凭 着

这种态度和精神，“以身相许”火炸药

的王泽山在 81 岁那年第三次走上国家

科 技 奖 一 等 奖 的 领 奖 台 ，成 就 了 一 段

传奇。他说：“我头脑闲不下来，吃饭、

走 路 、睡 觉 想 的 都 是 火 炸 药 领 域 的 问

题，我享受这样的感觉。”

“ 斤 斤 计 较 ”是 为“ 匠 ”，体 现 的 是

“欲速则不达”的清醒与睿智，彰显的是

“偏毫厘不敢安”的敬业与精业。“斤斤

计较”，“较”的是精微，是品质，是不断

完善、臻于完美。正所谓，有“质”者事

必成。懒懒散散，干什么事情都难出成

果；粗枝大叶，则容易留下隐患、造成失

误。有人曾经做过一道“算术题”：假设

一个产品的工艺有 5 道程序，每道程序

都以 90%作为标准，最终结果只能达到

约等于 59%的标准。看似不错的标准，

最后居然连及格线都达不到。只求“差

不多”，不下苦功夫，不和困难死磕，敷

衍了事，结果就会“差很多”。古人讲，

“致广大而尽精微”，道理正在于此。

“ 斤 斤 计 较 ”是 为“ 匠 ”，体 现 的 是

“山登绝顶我为峰”的志向和追求，彰显

的 是“ 不 用 扬 鞭 自 奋 蹄 ”的 奋 进 与 奋

发。“斤斤计较”不是“唯手熟尔”，不能

陷入低层次循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

平从大面积示范实现每公顷 10.5 吨、12

吨 、13.5 吨 、15 吨的目标 ，到 2020 年实

现周年亩产稻谷突破 1500 公斤，始终

辛 勤 耕 耘 在 追 求 更 高 、更 远 目 标 的 路

上，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对自己“斤

斤计较”，就是追求细致、精致、极致，从

高原攀登到高峰，从尽职尽责跨越到尽

善尽美。

现 代 战 争 进 入 发 现 即 摧 毁 的“ 秒

杀 ”时 代 ，作 战 组 织 和 管 理 日 趋 标 准

化 、流程化 、精细化。从一兵一卒 、一

枪一弹到千军万马、钢铁洪流，处处相

连、丝丝相扣，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丝

一毫的偏差、一分一秒的疏忽、一举一

动 的 失 误 ，都 可 能 付 出 沉 痛 代 价 。 刘

伯承元帅曾要求参谋指挥人员必须做

到 ：研 究 上 级 指 示 要 细 ，研 究 敌 情 要

细 ，军 事 组 织 工 作 要 细 ，检 查 工 作 要

细，草拟军事文书要细，下达任务 、传

达 指 示 要 细 ，不 能 含 糊 其 辞 。 他 说 ：

“我们打仗是一件胆大心细的工作，对

敌情要不断地侦察、研究和判断，才能

适时定下正确的决心。”

“练兵若难，进军就易；练兵若易，

进军就难。”海军海南舰舰长张美玉对

自己的要求是“每项参数、每个坐标都

必须了然于胸，每道指令、每一度航向

都必须精确”，力求把事关打仗的事练

到极限、做到极致。平时训练标准高一

点，战时胜算才能多一分。每名官兵应

把打仗当成全力以赴的主业、精益求精

的专业 、为之献身的事业，多问“差多

少”，少讲“差不多”，努力把“手中活”练

得更精、把“必杀技”练得更强。

“斤斤计较”是为“匠”
■杨芸丞 李 彩

“如果战争真的爆发，你怕吗？”“我

怕，我怕打仗不用我！”这是今年年初，海

军南昌舰女舵手徐文茜在采访中铿锵有

力的回答，赢得线上线下一片喝彩，也让

人们感受到一名共产党员、共和国军人

许党报国的滚烫情怀和满腔赤诚。

我们常说，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

的。这种“特殊”体现为坚如磐石的理想

信念、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视死如归的

牺牲精神、公而忘私的高尚品质。例如，

都知道十指连心，江竹筠在受尽敌人的毒

刑拷打后却说：“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

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都懂得生命只有一

次，23岁的杨超在赴刑场时高声朗诵：“满

天风雪满天愁，革命何须怕断头”；都明白

寒要衣、饥要食，然而红军将士乐观地认

为：“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

都向往过上好日子，雷锋则用实际行动践

行着自己的人生信条：“自己活着，就是为

了使别人过得更美好”……正是有了无数

这样“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人，中国革

命、建设和改革才能闯过一个又一个难

关，赢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

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

士。这也要求共产党员必须具备更高的

政治觉悟、更强的组织观念、更严的自我

要求、更加出色的工作表现。简单地说，

这种特殊性就体现在平时“吃苦在前，享

受在后”，战时“冲锋在前，退却在后”。

开国上将萧克在回忆中说，战争年代，谁

是不是共产党员，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那些作战勇敢，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

准是党员。公益广告《我是谁》中，对今

天的共产党员有过形象的描述：“我是离

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

个；我是想到自己最少的那一个；我是坚

守到最后的那一个；我是行动最快的那

一个；我是牵挂大家最多的那一个……”

早在 1980 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

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就鲜明指出：“共产党员和干部应该把谋

求特权和私利看成是极大的耻辱。”然

而，个别党员却把“特殊材料”异化为“特

殊权利”，不是追求“高人一筹”，而是追

求“高人一等”。有的自视“特殊党员”，

目无法纪、为所欲为；有的自恃“特殊人

物”，官气十足、用权任性；有的自享“特

殊待遇”，超标准享受、潜规则行事。彭

德怀同志曾说：“我彭德怀参加共产党，

党给我唯一的‘特权’，就是带头吃苦。”

与“唯一特权”相比，谋求特权不仅会损

毁自身形象、葬送自己前程，而且会严重

损害群众利益和党的形象。

“为党献身常汲汲，为民谋利更孜

孜。”每名党员都应时刻牢记自己的第一

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

习主席指出：“只要坚定理想信念、坚定奋

斗意志、坚定恒心韧劲，平常时候看得出

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

来，每名党员都能够在民族复兴的伟业中

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新征程上，全体党

员应在党爱党、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

为党，始终保持“快马加鞭未下鞍”的进取

状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奋进姿态、“撸

起袖子加油干”的奋斗常态，以实际行动

树立起共产党人的良好形象，展示出“特

殊材料”的“特殊魅力”。

只
有
﹃
特
殊
材
料
﹄
，没
有
﹃
特
殊
权
利
﹄

■
柳

暾

人 情 之 中 有 原 则 ，交 往 当 中 有 政

治。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规定，不得赠送或收受明显超出正常

礼尚往来的财物。这要求党员干部要交

往有度、交往有节，不能把礼尚往来变成

“利上”往来。

礼尚往来，指礼节上有来有往，是我

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正常的

情感沟通方式。但在利益的驱使下，部分

人将“礼节、礼貌”异化成了“礼品、礼物”，

打着传统文化的旗号，行利益交换之实。

俗话说：“吃人嘴短，拿人手软。”党员干部

违规收取别人好处，自然就会帮人办事、听

人差遣，最终沦为他人谋取私利的工具。

“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

轮。”党员干部只有严以修身，严于律己，

既传承传统礼仪之道，又坚守纪律底线，

才能让礼尚往来保持本来面貌。

岂能“利上”往来
■刘 锋

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明确规定，严禁“在党内搞团团伙伙、结

党营私、拉帮结派、政治攀附、培植个人势

力等非组织活动”。在党纪学习教育中，我

们应搞清拉帮结派和搞好团结的区别。

拉帮结派是宗派主义的一种典型表

现。习主席明确告诫全党：“党内决不能

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

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

宦、门附那一套”。团结是为了共同的理

想和事业，“结团”则是为了个人和小团体

利益；团结讲的是五湖四海、携手共进，

“结团”则讲的是山头主义、党同伐异；团

结出凝聚力、出战斗力，“结团”则出“小圈

子”、出坏风气。

团结不是“结团”。重视团结是我党

我军的优良传统。党员干部应追求掏心

见胆、并肩奋斗的真团结，而不是拉帮结

派、团团伙伙的“结团”，带头巩固和发展

团结、友爱、和谐、纯洁的内部关系。

团结不是“结团”
■于 洋

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第一百五十三条，增写了在网络空间

有不当言行的处分规定。这告诉我们，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党员不仅要在

现实生活中规范自己的言行，网络空间

也要言行如一。

如今，网络越来越深地融入到生活

的方方面面，网络的虚拟世界和现实社

会互联互生、相互影响。网络言行也是

党员言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分享个人动

态或者表达个人观点，同样不能越边界、

踩红线。倘若党员群体在网络空间言行

不当，不仅影响日常公共秩序，而且可能

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纪律不分线上

线下。作为军队人员，特殊的身份和职

责对网络言行有着更高的要求。必须以

更高标准严以律己，筑牢思想防线，严守

纪律红线，做到线上线下一个样，推动建

设更加健康向上、风清气正的网络生态。

上网不可“任性”
■黄昱晖 聂钰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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