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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团结统一首先是政治上的团

结统一，而政治上的团结统一，根本在

于思想认识的高度统一。

政 治 整 训 是 人 民 军 队 从 政 治 上

加 强 自 身 建 设 的 重 要 法 宝 ，是 新 时 代

我 军 加 强 政 治 建 设 、提 高 政 治 能 力 、

防 范 政 治 风 险 的 重 要 途 径 ，是 党 的 自

我 革 命 在 建 军 治 军 实 践 中 的 具 体 运

用 和 展 开 ，对 于 全 面 加 强 我 军 党 的 领

导 和 党 的 建 设 、巩 固 人 民 军 队 纯 洁 光

荣 、有 效 履 行 使 命 任 务 ，都 具 有 深 远

而 重 大 的 意 义 。 掌 握 思 想 教 育 ，是 团

结 全 党 进 行 伟 大 政 治 斗 争 的 中 心 环

节 。 贯 彻 整 风 精 神 、推 进 政 治 整 训 ，

能 否 坚 持 思 想 打 头 、理 论 先 行 ，直 接

决 定 政 治 整 训 的 效 果 。 坚 持 思 想 打

头 、理 论 先 行 ，就 抓 住 了 政 治 整 训 的

本 和 源 ，就 能 从 政 治 上 强 固 军 队 的 根

和魂。

政 治 整 训 是 政 治 打 头 的 ，根 本 任

务就是用科学的思想理论锻造政治忠

诚 。 像 新 泉 整 训 、古 田 会 议 、延 安 整

风 等 几 次 重 大 整 训 活 动 ，都 坚 持 思 想

打 头 、理 论 先 行 ，广 泛 开 展 普 遍 的 马

克 思 主 义 教 育 ，通 过 理 论 学 习 推 动 部

队 整 齐 思 想 、统 一 步 调 ，形 成 新 起 点

上的高度团结凝聚。新时代军队政治

整训，同样坚持思想打头 、理论先行，

通 过 实 现 理 论 创 新 与 理 论 武 装 相 衔

接 、统 一 思 想 与 改 造 思 想 相 结 合 、理

论 学 习 与 党 性 修 养 相 统 一 、深 入 人 心

与 落 地 生 根 相 贯 通 ，使 人 民 军 队 听 党

话 、跟 党 走 的 思 想 根 基 更 加 牢 固 ，维

护 核 心 、听 从 指 挥 的 政 治 信 仰 更 加 坚

定 ，实 现 了 全 军 在 新 的 历 史 条 件 下 的

空前团结统一。

现在，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肩负

的使命任务、面临的复杂环境都发生深

刻变化，新征程上政治整训任重道远。

政 治 整 训 ，首 要 的 是 思 想 上 的 整 肃 整

齐，只有摒弃一时之举、疲劳松懈、闯关

过关的思想，始终强化持续深化政治整

训的清醒和坚定，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

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才能把政治

上的不忠、思想上的不纯等“病原体”祛

除彻底，进一步汇聚起淬火成钢向一流

的磅礴力量。

成功的实践活动离不开科学理论

的指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围绕

新时代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个根

本性问题，创新探索了坚持政治引领、

提纯政治忠诚、强化政治锻造相结合的

政治整训路子，形成新时代政治建军方

略并不断丰富发展。这既是新时代我

军政治整训的重大理论成果，也为以整

风精神深入推进政治整训提供了理论

指导和根本遵循。

坚持思想打头、理论先行，必须坚

持武装思想和清理思想一起抓。贯彻

整 风 精 神 、推 进 政 治 整 训 ，首 要 的 是

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 主 义 思 想 武 装 头 脑 ，强 化 学 习 武 装

深 刻 性 彻 底 性 ，在 真 学 真 懂 真 信 真

用 、深 化 内 化 转 化 上 下 更 大 功 夫 。 应

注 重 抓 武 装 与 祛 沉 疴 同 向 发 力 ，用 先

进 思 想 占 领 思 想 ，防 止 以 看 得 见 的 组

织 清 理 、法 纪 惩 治 代 替 是 非 观 、荣 辱

观等思想深处的纠偏正向。须突出政

治 上 的 正 本 清 源 ，扭 住 党 的 理 论 这 个

思 想 之 旗 、党 的 领 导 这 个 根 本 保 证 、

党 的 任 务 这 个 使 命 牵 引 、党 的 品 格 这

个 特 色 优 势 ，加 强 先 进 性 引 领 、革 命

性 锻 造 ，不 断 增 强 人 民 军 队 的 向 心

力、凝聚力、战斗力。

坚持思想打头、理论先行，必须深

度 清 除 腐 朽 思 想 。 现 在 ，一 些 所 谓 的

忠诚与贪腐“不矛盾”、当官与发财“两

不误”、权力与私利“可置换”等错误认

识，往深里看，是封建官僚思想等在作

祟 。 党 的 理 论 武 装 具 有 鲜 明 的 革 命

性 、批判性 、战斗性。坚持思想打头 、

理 论 先 行 ，就 是 要 用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锐利思想武

器 ，清 除 头 脑 中 各 种 非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东西，规正党员干部的为官之道、做人

之道、干事之道。

坚持思想打头、理论先行，必须发

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习主席

提出以学铸魂 、以学增智 、以学正风 、

以 学 促 干 ，进 一 步 拓 展 了 新 时 代 学 风

的内涵，指明了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

一 的 实 践 链 路 。 要 坚 持 学 而 思 、学 而

信、学而用、学而行，大力纠治表态化、

浅表化、功利化等不良学风，切实把改

进学风的成效转化为政治整训的内在

主 动 。 要 坚 持 研 学 、督 学 、评 学 一 起

抓，把理论学习 、调查研究 、解决问题

结合起来，紧盯斗争 、备战 、建设矛盾

问 题 研 究 务 实 举 措 ，真 正 把 以 整 风 精

神推进政治整训的过程变成积极推进

高水平备战、高效益斗争、高质量发展

的过程。

（作者单位：解放军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

坚持思想打头、理论先行
—贯彻整风精神、推进政治整训系列谈①

■程 剑

又逢端午，遥祭屈原。

“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

原。”一个人与一个节日、一个民俗、一

种精神联系如此之紧密，唯有屈原。

公元前 278 年农历五月初五，当屈

原含恨写完诗篇《怀沙》，“踽踽然到汨

罗，默默然向郢都”，抱石投进滔滔的江

河时，中华民族的文脉里从此便多了一

股绵绵的诗意、一种淡淡的忧思。

忠烈屈子，千年一叹。一声悲叹，

无限赞叹。

刘禹锡缅怀屈原，“曲终人散空愁

暮，招屈亭前水东注”；李白回忆屈原，

“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汤显祖牵挂屈原，“情知不向瓯江死，舟

楫何劳吊屈来”。

而苏轼，更是把对屈原的惦念写到

极致：“龙舟争渡，助威呐喊，凭吊祭江

诵君赋。感叹怀王昏聩，悲戚秦吞楚。

异客垂涕淫淫，鬓白知几许？朝夕新亭

对泣，泪竭陵阳处。汨罗江渚，湘累已

逝，惟有万千断肠句。”

诗品源自人品，文心辉映诗心。这

些诗词所抒发的关于屈原忧国忧民的

家国情怀、忠贞高洁的道德胸襟、悲天

悯人的深沉情感，历经千年沧桑，已成

为国人的文化底色。

“人们怀念一个人，其实更多的是怀

念这个人身上的精神。”屈原身上的什么

精神最可贵？《惜诵》一诗，屈原用一头一

尾给出答案。开头，他开宗明义：“惜诵

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结尾，他重申强

调：“恐情质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

屈原之作，所抒何情？答曰：爱国之情！

朱熹在《楚辞集注·序》中对屈原这

位忠直之臣这样评价：“原之为人，其志

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然皆

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闻一多先生对

屈原这名文学之士这样评价：“最使屈

原成为人民热爱与崇敬的对象，是他的

行义，不是他的文采。”

正是因为屈原“亦余心之所善兮，

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爱国精神，让他不

屈的生命，得到高度的提升；让他站立

的灵魂，得到不朽的诠释；让他高尚的

精神，成为民族的基因，让他成为“中国

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具有忠肝义胆、满腹

才情，敢于以身殉国、以身殉道、以身殉

志的爱国主义战士”。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民

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

无论是隽永的文学作品，还是笃定的政

治抱负，屈原都建立在对人民的悲悯之

上。郭沫若先生说：“同情人民，热爱人

民，这是屈原的基本精神。”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 朝 饮 木 兰 之 坠 露 兮 ，夕 餐 秋 菊 之 落

英”，这些烁金泛银的精美文字，映照着

屈原纯净高洁的灵魂。“独立不迁，岂不

可喜兮”，以橘言志，彰显着屈原表里如

一的品格；“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

我独醒”，体现着屈原自重的秉持……

这样的屈原，怎能不令人敬仰、怀念？

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屈原：“其

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

容。”贾谊在《吊屈原赋》中赞颂屈原：

“圣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臧。”离骚万

古家国情，九章书写赤子心。真正的共

产党人、革命军人，就应像屈原一样志

洁、行廉，在是非、荣辱、廉贪面前黑白

分明、立场坚定，这样才能激浊扬清、永

葆先进。

屈原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1953

年，世界和平理事会确定屈原为世界文

化名人。2009 年，以纪念屈原为核心内

容之一的端午节被列入“世界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屈原属于历史，也属于未来。“不凝滞

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爱国情怀是一种

“情”，更是一种“行”。“情”让“行”坚定，

“行”让“情”真挚。以“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执着刚毅、“诚既勇兮

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的高尚品格，重

温时间的厚重，细品文化的韵味，把爱国

精神体现到一言一行上，落实到一职一位

中，必将聆听到穿越时空的历史回响，进

一步厚植民族精神与家国情怀。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

离骚万古家国情
■施 璇

“用兵之道，以计为首。”备战打仗，

当然得讲计谋，因为“非谋无以制胜于万

全”“善其谋而后动，成道也”。什么是奇

谋？“多洞中窍要，深切时弊”的清代军事

家胡林翼给出这样一个答案：“军旅之

事，能脚踏实地，便是奇谋。”

胡林翼这话，如今仍有警示意义：

思想不求实、作风不务实、工作不踏实、

训练不扎实，再好的计谋也会落空。踏

踏实实把一枪一炮练到极致，扎扎实实

把一兵一卒练成精兵，奇谋才能收到奇

效。正如叶剑英同志所说：“士兵技能

过硬了，熟能生巧了，指挥员的谋略就

有保障。”

事实上，真正足智多谋的指挥员，都

非常重视脚踏实地抓好训练。岳飞熟读

兵书，“凡有所举，尽召诸统制，谋定而后

战，故所向克捷”。同时他习武不辍，且

督促将士精心操练，“师每休舍，课将士

注坡跳壕，皆重铠以习之。”一代名将戚

继光纵横三十年未尝一败，既总结出谋

略运用的《纪效新书》，也归纳出如何训

练的《练兵实纪》。

武术界有这样一句名言：“棉花拳

的招式再精妙也是笨拳”，所以强调入

门 先 站 三 年 桩 。“ 草 萤 有 耀 终 非 火 ，荷

露虽团岂是珠。”公元前 231 年夏，荆国

攻 打 隔 河 相 望 的 宋 国 时 ，荆 国 一 将 领

以“ 忌 讳 ”为“ 机 会 ”，准 备 犯 河 水 涨 潮

不 宜 过 河 这 个“ 兵 家 大 忌 ”，想 出 了 在

夜 色 掩 护 下 奇 袭 宋 军 大 营 的 奇 谋 ，结

果 过 河 时“ 舟 颠 、形 散 、兵 乱 ”“ 训 乏 使

谋空也”。

实力是制胜之基，依托实力形成优

势、胜势，是谋略的基础。实战化训练，

目的为“战”，常态靠“化”，关键在“实”。

瞄准实战、突出实备、立足实训，从“实”

处着力，向“虚”处开刀，重实战、谋实效、

求实名，“这种训风本身就是一种威慑，

本身就是一种谋略”。

当然，提倡用好脚踏实地这个“奇

谋”，并不是鼓励“动手”不“动脑”。恰

恰相反，在脚踏实地抓好自身和部队训

练的基础上，善于将谋略思想与体系作

战准备相结合，将战时急中生智与平时

未雨绸缪相结合，不断加强训练研练的

预见性、针对性，储备多种谋略模式，到

了战场上才能胸有成竹、妙计连连、决

胜千里。

（作者单位：航天工程大学信息学院）

用好脚踏实地这个“奇谋”
■王诗涵

延安时期，吴玉章同志在一次党的纪

律教育讨论会上指出：“眼里没有党的纪

律肯定要跌跟头，党的工作也会受影响，

怕党的纪律才会开展好工作。”他还多次

警示自己、告诫他人：“办事要想着违反党

的纪律的严重后果”“党员不怕党的纪律

是不行的”。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广大党

员也必须认识到“怕党的纪律才会开展好

工作”。

“凡善怕者，必身有所正，言有所规，

行有所止，偶有逾矩，亦不出大格。”这里

的“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畏惧，更不是

懦弱，而是一种理性自觉，表现为对客观

规律、法纪规矩的敬畏。邓小平同志说

过：“共产党员谨小慎微不好，胆子太大

了也不好。一怕党，二怕群众，三怕民主

党派，总是好一些。”实践证明，“怕”才能

知进退、守规矩，做到心不放逸、行不放

纵。“畏则不敢肆而德以成，无畏则从其

所欲而及于祸。”现实中，一些党员之所

以犯错误，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对党的纪

律的“怕”。

心有所敬，行有所循；心有所畏，行

有 所 止 。 党 的 纪 律 是 管 党 治 党 的“ 戒

尺”，也是党员约束自身行为的标准和遵

循。心存敬畏，慎言慎行，权力才不会用

偏，行为才不会越界。失去了敬畏之心，

就会失去思想的标尺、行为的准则。对

党纪常怀敬畏之心，善于用“怕”约束自

己，才能心中有党、心中有责、心中有戒，

进一步强化纪律意识、加强自我约束，增

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

定力，在防微杜渐上不舍尺寸之功，始终

做到忠诚、干净、担当。

在其位谋其政，任其职尽其责，是党

员的基本职责。一心干事，既需一股干

劲，也须一身干净。现实中，个别会干事

的“能人”，虽然也有业绩，但由于自身不

干净，结果沦为党和人民的“罪人”。身为

党员干部，决不能以干事为不干净“遮

羞 ”，同 样 也 不 能 借 干 净 为 不 干 事“ 开

脱”。干事但不干净不行，干净却不干事

也不行。事实告诉我们，干事而不干净迟

早要出事，表面干净但不干事本质上也是

一种不干净。“怕”党的纪律，做一个政治

干净、心里干净和“手脚”干净的人，才能

为干事装上“安全阀”、贴上“护身符”。

周恩来同志曾要求，“领导者切勿轻

视自己的作用和影响，要戒慎恐惧地工

作”。从“一怕工作少，二怕用钱多，三怕

麻烦人”的任弼时，到“一怕言过其实，二

怕出名，三怕老百姓骂娘”的彭德怀；从

“共产党人什么困难也不怕，就怕脱离群

众、失掉民心”的杨善洲，到“就怕自己有

触犯党纪的苗头自己不知道，别人不提

醒”的杨业功……一名名优秀共产党员以

对党、对人民、对权力、对党纪的敬畏之

心，标注出共产党人“怕”的境界和高度。

“多虑必多得，多惧方多勇。”有所

“怕”，正是为了也必将激励党员干部勇

于 任 事 、敢 于 担 当 ，无 私 无 畏 、奋 发 有

为。“自我心存道，外物少能逼。”广大党

员须摒弃“为官不为”的消极状态，将干

净和干劲、勤政和廉政统一起来，既心存

敬 畏 、手 握 戒 尺 ，也 勇 于 担 当 、主 动 作

为。要坚信党组织敢于为担当者担当、

为负责者负责，以“能多做事即心安”的

胸怀，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干劲，以

“身正不怕影子斜”的定力，满怀热忱干

事、光明磊落干事、干干净净干事，努力

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业绩。

﹃
怕
党
的
纪
律
才
会
开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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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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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
璠
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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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楠

实行“五同”、打饭洗衣自己来、说

“兵言兵语”……近日，某部对即将蹲点

的又一批机关干部提出硬性要求：到基

层切忌“不合群”。

“出则舆马，入则高堂；上一呼则下

百诺；见者侧目视，侧足立”，现实中，蹲

点干部尽管没有如此抖派耍威，但个别

蹲点干部还是有点“不合群”：住招待间、

打官腔、饭桌加餐，等等做派，官兵嘴上

不说，心里是讨厌的。

基层希望的“合群”没有统一标准。

训练，很内行；交流，很顺畅；外表，同着

装……这些“素描像”的共同点是，平时扎

在兵堆里认不出来，关键时刻能显示出

来。这样的蹲点干部，没有“身架”但有

“身价”，深受官兵欢迎和敬重。

高尔基有言：“面貌是心灵的反映。”

重内不重外、重神不重形，外无风度、内

有气度，没有派头、很有劲头，蹲点干部

“外貌桓桓，中情烈烈”，与官兵打成一

片，是“公仆心”的外在反映，最能“激人

之心，励士之气”。

蹲点切忌“不合群”
■张立军 潘孝敏

给每个连队增添晾衣架、给每个餐

桌定期配发清洁剂……近日，某部在解

决一类“老小难”问题后，要求机关和基

层干部动态了解官兵需求，莫因事小而

不为。

相比“老大难”，“老小难”一般解决

了，不值一说；不解决，也能凑合。也正

因如此，个别机关和基层干部不想也不

愿为之费心。然而须知，“一个个小的长

期困扰，也会消减幸福感”。

从全局看，“老小难”也许是小事，

但具体到一名官兵身上，就是大事。退

一步讲，“老小难”再“小”，也是“难”。

解难还看大小，能说心系基层、心里有

兵吗？

“将之求胜者，先致爱于兵。”解难是

最实在的爱兵。想基层之所想、急基层

之所急、帮基层之所需，设身处地、换位

思考，这样才能“知痛痒切吾身”。请牢

记彭德怀同志这句话：“把士兵的难事当

成自己的难事解决，这样的单位，一定是

团结一心的，一定是能打胜仗的。”

重视解决“老小难”
■王 禛

近日，某部领导强调，各级要敢于在

职权范围内决断，决不能“每事问”“过度

请示”“权力上交”，本职范围内的事就别

让领导拿主意。

及时请示，是落实纪律的基本要求，

也是少走弯路、少犯错误的重要方法。

但事无巨细“每事问”，看似尊重，实则

“加重”；看似谨小慎微，实则私心作祟。

一旦出了问题，他可以推脱说：“这事我

请示过了。”

怎样请示？陈云同志这样说：“把情

况搞清楚，搞好调研，说出自己的几个建

议，让领导做选择题。”这样的请示是双

向的，既能提高自己分析解决问题的能

力，还能帮领导提高决策效率。

按级履责的重要性并不高深，个别

干部之所以“哪怕再小的事，我都先要请

示 ”，就 在 于 把“ 每 事 问 ”当 成 了“ 免 责

单”。克服“每事问”，各级须树立层级管

理思想，下级的决策不过多干涉，对出现

的错误不“一棍子打死”。应强化担当意

识，在职权范围内敢于拍板，勇于负责。

请示不必“每事问”
■盛子程

画里有话

玉 渊 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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