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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里有话

玉 渊 潭

谈训论战

近日，在全军开展的高层党委理论

精讲活动中，“常修常炼新时代中国共

产党人的‘心学’，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权

力观、政绩观、事业观”精品课，让各单

位党委班子成员深受触动。权力观、政

绩观、事业观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的重要体现，直接影响党员干部立身处

世、从政干事的人生选择，决定能否创

造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绩。各

级党委班子成员只有不断涵养正确的

价值取向，才能建强班子，团结带领官

兵在强军新征程上不断创造新业绩、作

出新贡献。

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是内在统

一的关系，彼此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互

为作用。权力观是否正确，能不能做到

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

权，直接影响着政绩观、事业观。政绩观

不正确，任性用权就很难避免，各种越轨

越界的行为就容易发生。有什么样的事

业观，不仅反映在进取精神上，也影响权

力观、决定政绩观。党委班子成员如果

解决不好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的问

题，就会影响党和军队事业的发展，甚至

给党和军队的事业带来危害。

习主席强调指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对于人

民军队而言，党委班子、领导干部在推

进新时代强军事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必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

观。总体看，当前党委班子和领导干部

的素质和精神状态是好的，但也有少数

人在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上存在偏

差落差甚至扭曲异化，既让个人付出惨

重代价，也给集体带来巨大损失。我们

应坚持问题导向，教育引导党委班子和

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权力观、政

绩观、事业观，从而更好地推动党和军

队的事业发展。

影响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的因素

是多方面的，政治坚定、党性坚强是决定

性因素。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

言、立德的基石，是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在党员个体上的具体表现。讲党性不是

不要讲个性，而是要在正确张扬个性的

同时更好彰显党性。毛泽东同志曾说，

党员有两种个性，即“创造性的个性”和

“破坏性的个性”。错位的权力观、政绩

观、事业观，根子在于背离了党性、沾染

了私心杂念，让“破坏性的个性”占了上

风。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

观，实际上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自我修

炼、自我约束、自我改造的过程。党委班

子成员要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改造思

想，坚持严肃的政治生活锤炼，坚持自觉

接受严格的监督约束，在思想上政治上

行动上不断祛杂质、除病毒、防污染，做

到自身正、自身净、自身硬。

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

观，是理论课题，更是实践课题。正确

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靠想干事来

诠释，以会干事来彰显，用干成事来检

验。当前，全军正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

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责任重大，

使命催征。党委班子以正确的权力观、

政绩观、事业观干事创业，必须真正把

履职用权落在研战备战上、把政绩标尺

卡在胜战打赢上、把事业追求铆在强军

兴军上，在高质量做好每一件工作、完

成每一项任务、履行每一项职责中见精

神、见实效。要把真干作为本分，把实

干作为责任，把苦干作为追求，把巧干

作为方法，在知责担责、知重负重中当

好“领头雁”。

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不是一成

不变的，一时端正不代表一世端正，要

在“常”“长”二字上下功夫。各级党委

班子要深入学习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自

觉运用党的科学理论优化思想方法、解

决思想困惑，使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精神

世界更好适应事业发展的需要。要时

刻对标对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

的部署要求，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

作，校准自身行为，以正确的权力观、政

绩观、事业观为导向，不争名、不揽功、

不图利，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功

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全心全力干好强

军事业。

自今年 1 月 1 日起，新修订的《中国

共 产 党 纪 律 处 分 条 例》正 式 施 行 。 其

中，专门增写“切实践行正确的权力观、

政绩观、事业观”等内容，充实了对党员

领 导 干 部 政 绩 观 错 位 ，违 背 新 发 展 理

念 、背 离 高 质 量 发 展 要 求 的 处 分 规 定

等。这再次彰显我们党对这一问题靶

向施治的坚决态度和强力举措。一个

党委班子，把好从政、谋事、创业的“总

开关”，真正搞清楚为谁创造业绩、创造

什么样的业绩、怎样创造业绩，就能在

新征程上拼出一片新天地、干成一番新

事 业 。 由 此 创 造 的 业 绩 ，人 民 不 会 忘

记，历史必将铭记。

（作者单位：92212部队）

树立正确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
——加强党委班子建设系列谈②

■孔 强

东晋谢安镇守广陵期间，为解决旱

涝频繁导致庄稼连年歉收的问题，便组

织人手在甘棠以北 20 里处筑起拦水大

堤，时称“埭”，“随时蓄泄，岁用丰稔”。

由此，百姓丰收，经济繁荣。《晋书》评价

他，“在官无当时誉，去后为人所思”。

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埋

头 做 打 基 础 、利 长 远 的 实 事 ，最 终 会

经得起时间检验。谢安筑埭治水与他

在 淝 水 之 战 中 的 卫 国 之 功 相 比 ，并 不

显 赫 ，之 所 以 能“ 去 后 为 人 所 思 ”，原

因 在 于 他 不 计“ 当 时 誉 ”，着 眼 长 远 ，

解决了长期困扰百姓生产生活的实际

难 题 。 此 举 虽 付 出 多 且 一 时 难 见 成

绩，但它能让后人世代受益，可谓“追

寻千秋功”。

今天，看到兰考泡桐树，想起焦裕

禄；看到大亮山林场，想起杨善洲；看

到 东 山 沿 海“ 绿 色 长 城 ”，想 起 谷 文

昌。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几十年前的

事 ，虽 然 时 代 变 迁 ，人 们 却 依 然 没 有

忘 记 。 是 什 么 样 的 力 量 ，让 岁 月 洗 不

去人们的记忆？党的二十大胜利闭幕

后 不 久 ，习 主 席 来 到 红 旗 渠 纪 念 馆 ，

给 出 了 答 案 ：“ 没 有 老 一 辈 人 拼 命 地

干 ，没 有 他 们 付 出 的 鲜 血 乃 至 生 命 ，

就 没 有 今 天 的 幸 福 生 活 ，我 们 要 永 远

铭记他们。”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领导干部总

希望任期内为单位建设和百姓福祉留

下一点值得称道的成绩，这本没有错。

但问题是，少数领导干部过分追求“当

时誉”，急功近利，以致背离了实际情况

和群众意愿。有的奢望成绩招之即来，

为一己之私便随意推翻前任规划；有的

热衷于搞大呼隆、大场面，做点事生怕

别人看不见；有的只讲“面子”不看“里

子”，不注重细节建设……这些现象，表

面看是方式方法问题，实质上是境界觉

悟差异。

不计“当时誉”，照见一个人的精神

境 界 ，体 现 干 事 创 业 的 内 在 要 求 。

习主席指出，“既要狠抓当前，又要着眼

长远，多办打基础、利长远的事”。越是

长久基业、长远大计，越离不开“甘坐冷

板凳、甘吃清苦饭”的“种树人”默默付

出，越呼唤一批批不计“当时誉”的“拓

荒者”前赴后继。

不计“当时誉”，就要发扬“功成不

必在我”的精神。“功成不必在我”，是一

种干事创业的胸襟，也是谋发展、促发

展的境界。三代塞罕坝林场人数十年

坚持植树造林，用汗水浇灌出绿波涌动

的百万亩人工林海；一任接一任右玉县

委班子带领干部群众投身植树造林，将

“不毛之地”变成“塞上绿洲”。无论是

生态环境保护，还是推动共同富裕，我

们党的事业都是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接

续奋斗中推进的，在一件事情接着一件

事情办中办成的。前进道路上，党员干

部想要干事、想出政绩是对的，但不能

为了出政绩就另搞一套，而是要胸中有

大局、眼中有大我，看淡个人名与利，不

因付出索回报，不为闻达而钻营。只要

是科学的、切合实际的、符合人民愿望

的，就要像接力赛一样，一棒一棒接着

干下去。

不 计“ 当 时 誉 ”，就 要 多 谋 长 远 之

策，多行固本之举。一个项目、一项决

策，从酝酿、落地到见效，往往需要很长

时间。在酝酿规划过程中，需要决策者

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在推进实施过程

中 ，更 需 要 继 任 者 传 承 接 力 、埋 头 苦

干。当前，我们正向着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阔步

迈进，人民军队正向着全面建成世界一

流军队勇毅前行。这些目标任务事关

长远、事关全局，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

保持历史耐心、不遗余力推进。广大党

员干部要胸怀“国之大者”、牢记“军之

大事”，不搞临时应付、短期行为，既要

做好当前工作，又要为今后发展做好衔

接。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持续推

进，以钉钉子精神担当尽责，在抓落实

上取得新实效，定能推动强国强军事业

不断开拓开新。

政 声 人 去 后 ，民 意 闲 谈 中 。 我 们

完 成 一 项 工 作 ，不 仅 承 接 于 前 人 的 努

力 ，最 终 也 要 接 受 后 来 者 的 检 验 。 为

政者不忘初心，不计“当时誉”，多做打

基础、利长远的潜绩，事业舞台必定更

加 宽 阔 ，其 所 留 下 的 声 誉 必 将 感 召 更

多的人不懈奋斗。

（作者单位：31633部队）

不计“当时誉”
■刘振华 孙 杰

翻开战争史不难发现，许多优秀的

指挥员常常能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创

造力，将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变为可

能，以出其不意的“神来之笔”克敌制胜。

战争是不确定性的王国，要想取胜

于 敌 ，重 要 的 一 条 就 是 敢 于 从 奇 处 着

眼，从险处动手，善于在“不可能”中创

造“ 可 能 ”，可 以 说 这 是 用 兵 打 仗 的 要

旨。实际上，在人们认为不可能取胜甚

至认为必将遭受危难的时空里，往往隐

藏着一线光明，隐藏着一条通向胜利的

坦途。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就是善于在

复杂的形势中抓住最关键环节，在“小

概率事件”中找到主导因子，并大胆果

断地实施作战。

于“ 不 可 能 之 势 ”中 寻 觅“ 可 逆 之

机”。纵观战史，不管是土地革命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抗美援朝

战争时期，我军都是在面对强敌，原本不

易下手，甚至无从下手的情况下，伺机歼

敌，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像青化砭伏

击战、羊马河伏击战、蟠龙战役等寻机歼

敌的典范，不胜枚举。如今，指挥员在充

满“迷雾”的战场上进行对抗，不仅是心

理 、意 志 的 较 量 ，更 是 思 维 、认 知 的 交

锋。战场态势通常错综复杂，既有利于

我的一面，又有利于敌的一面，指挥员于

“不可能”中找到“可能”，需要结合敌情、

我情、战场环境等综合分析，打破常规，

巧妙地利用各种不良条件，在危机中寻

战机、在相反中求相成，方能超常用兵，

逆中识“势”、险中用“势”、获得胜“势”。

于“ 不 可 能 之 时 ”中 寻 觅“ 可 行 之

窗”。作战窗口是利于发起作战的可用

时机，是作战效能发挥的时间因子。选

择 正 确 的 作 战 窗 口 ，就 能 掌 握 作 战 主

动；选择对手意想不到的作战窗口，就

能让敌猝不及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盟军诺曼底登陆的成功，既得益于

盟军一系列的欺骗计划，隐蔽了作战企

图，也得益于盟军对登陆时间的选择。

在英吉利海峡狂风大作的时间段内，盟

军 选 择 了 仅 有 的 一 个 风 平 浪 静 的“ 窗

口”航渡登陆，让德军措手不及。战场

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指挥员须从

体系视角、全局视角进入，找准敌我士

气意志、兵力部署、作战行动等强弱转

化 的 因 果 条 件 ，敏 锐 捕 捉 有 利 作 战 的

“窗口”，一击制敌。

于“ 不 可 能 之 地 ”中 寻 觅“ 可 用 之

招”。战场是作战双方军事思想、作战

意图、作战编成和作战手段在一定时间

空间集中表现和较量的场所。指挥员

只有研透、用好、适应、改造战场，在“不

可能之地”找出“可用之招”，才能趋利

避害、赢得胜利。为解放海南岛，“旋风

司令”韩先楚带领师团指挥员，白天到

海边选择训练场地，晚上研究战前各项

准备，最终掌握了潮汐、风向的变化规

律 ，成 功 渡 海 作 战 ，创 造 了“ 用 小 木 船

打 大 军 舰 ”的 战 争 奇 迹 。 抗 美 援 朝 战

争中，志愿军化朝鲜半岛狭长多山、交

通 不 便 的 弊 为 利 ，构 建 坑 道 与 野 战 阵

地相结合的攻防体系，打阵地战、防御

战，变“不可能”为“可能”，最终以弱胜

强。现代战争，武器装备打击精度、强

度、烈度大幅跃升，对气象、地形、电磁

等环境要求也更为苛刻，要求指挥员在

量化分析战场的基础上，理性认知战场

利弊条件，因时、因地、因情、因势灵活

用法出招。

当然，在“不可能”中创造“可能”，

不是脱离实际的异想天开，也不是瞎碰

乱 撞 的 胡 来 蛮 干 ，而 是 建 立 在 知 己 知

彼、深思熟虑基础上的智勇之举。在未

来战场上，借助于信息智能手段，奇险

之战必会增多。各级指挥员只有对未

来“打什么仗”“和谁打仗”“怎么打仗”

洞若观火，才能以开阔的视野、渊博的

知识、丰富的想象力、敏锐的洞察力和

精准的判断力，寻觅出更多“可能”，提

高打赢胜算。

于“不可能”中创造“可能”
■高 凯 徐 平

近日，某部领导在月联动交班会上

指出，“当前，各单位积极主动承担试点

任务，不断摸索实践，形成了一批有价

值的经验做法，为推进部队建设高质量

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但是，我们也要

看 到 ，有 些 试 点 经 验 做 法 可 推 广 性 不

强，各单位要多注意挖掘、总结那些有

鲜活生命力，能够复制，别人拿来就能

用，具体实在的经验做法。”这番话引起

与会人员的共鸣。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开展试点，是

一种重要的工作方法，目的就是要“突破

一点，取得经验”，并“利用这种经验去指

导其他单位的工作”。但经验如果不接

地气、脱离实际、毫无借鉴，就会变成纸

上谈兵。一个单位担负试点任务，只有

充分结合自身实际、任务实际，通过认真

地思考、提炼，形成拿来就能用、用就出

效果的好经验、好做法，才能以点带面助

力部队整体建设水平提高。

在 现 实 工 作 中 ，有 的 试 点 单 位 在

总结经验时，坐而论道 、凭空想象，只

求辞藻华丽、句式整齐，不管是否源自

实践，是否对工作有益；有的追求轰动

效应，随意拔高，导致形成的所谓经验

做法难以借鉴，无人问津；有的则把经

验写成流水账，抄抄文件 、堆堆数字 、

列列表格，既囫囵吞枣应付自己，也草

草 了 事 敷 衍 上 级 。 凡 此 种 种 ，徒 有 总

结之表、无总结之实，经验做法缺乏可

行性 、普及性，犹如昙花一现，自然不

能推而广之。

“经验是永不停歇的播种机。”试点

经验运用得好，能够有效节约资源、提

高效率、推进建设，反之，就会有悖试点

初衷，产生负面效应。当前，强军事业

进入爬坡过坎攻坚的关键时期，急需大

量能用、管用、实用，真正能有力推进部

队建设发展的经验做法。各级应始终

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深

入探究事物发展的本质规律，找到新问

题 、发现新经验，删繁就简，作出高质

量、有价值的总结，确保各单位对着就

能改、拿来就能用、照着就能做，从而形

成上下良性互动、同级相互借鉴、争相

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不断为实现建军

一百年奋斗目标贡献智慧和力量。

摸索总结“可复制”的试点经验，并

不容易。总体来看，面对提升战斗力，

能找到新的办法；面对助力打胜仗，能

找 到 更 多 路 子 ；面 对 加 强 基 层 全 面 建

设，能找到有力举措，就是“可复制”推

广的好经验。

（作者单位：山西省襄垣县人民武

装部）

多些“可复制”的试点经验
■文/王光射 图/周 洁

近日，习主席在重庆考察时深入社

区了解基层减负情况，强调“为基层减负

要明确权责，不能什么事都压给基层，基

层该承担哪些工作，要把职责事项搞清

楚”。习主席深刻指出了为基层减负的

痛点和难点，也给遏制形式主义和官僚

主义指明了行动方向。

俗 话 说 ，“ 上 面 千 根 线 、下 面 一 根

针”。基层是各项工作落实的最前沿，工

作涉及面广，基层干事创业的氛围如何，

干部工作状态如何，关乎党中央决策部

署的落地落实。为基层减负，就是要为

基层卸下不必要的负担，推动广大基层

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抓落实。但

是，在基层“穿针引线”抓落实的过程中，

一些额外事项、不适当的层层加码，加重

了基层负担，甚至束缚了基层的手脚，让

基层工作受到干扰。

在很大程度上，基层“不堪重负”正

是权责不清、清单不明造成的结果。例

如，有的频频向基层“甩包袱”，把基层

当作筐，“什么都往里面装”；有的为追

求表面政绩、形象工程，脱离基层实际

定决策，任务加量，给基层平添负担；有

的不注重统筹，“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

调 ，各 要 各 的‘ 账 ’”，让 基 层 干 部 陷 于

“超负荷运转”的泥淖。可见，为基层减

负必须从厘清“权”“责”做起、从“减事”

开始。

“职分而民不探，次定而序不乱”。

“不能什么事都压给基层”，关键是要厘

清职责边界，理顺职责关系。人按职责

干，事按制度办，才能实现“治而不乱”，

才能真正为基层干部减负、让基层治理

优化。对此，不妨列出两张权责清单，一

是上级部门关于基层工作的权责清单，

二是基层单位工作范围清单。前者明确

上级部门哪些工作该由基层参与，后者

明确基层单位哪些工作该做、哪些不该

做。通过务实合理的任务“单子”，有效

减轻基层“担子”，以清晰的权责体系为

基层降压赋能，基层干部才能放下包袱、

轻装上阵。

“减事”去存量容易，“正风”遏增量

却难。从现实情况看，个别单位务虚事

务“反复发作”、变异翻新、花样层出不

穷，甚至“减了一件事、加了十件事”。根

本原因在于担当精神弱化、实干作风欠

缺、政绩导向错位，习惯和依赖形式主义

抓工作、树形象，陷入了事事压给基层的

工作套路和固有模式。“不能什么事都压

给基层”，必须从强化党性意识、笃定政

治信仰、提升干事本领等“总开关”和“基

本功”方面努力。只有牢固树立和践行

正确政绩观，实现作风的根本转变，才能

真正为基层减负。

基础牢，大厦才能稳。为基层减负

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驰而不息见真

章，基层减负方显成效。人民军队走过

数十年的发展、改革历程，在备战、建设、

管理、业务运行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比

较完备的制度体系，这既是实施依法治

军、从严治军的重要遵循和有力抓手，也

是破解“五多”问题、为基层减负的“利

器”。各级要自觉以“法”统揽，严格按法

规制度教育管理部队、改进工作指导，提

高基层自主抓建能力，让基层在法治的

轨道上高效平稳行进，让官兵把更多精

力聚焦到提高战斗力建设水平上。

（作者单位：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

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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