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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性修养是一辈子的事，
是共产党员的终身课题

在参加“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辨

析活动时，经常会听到有同志讲“入党

多年，受党教育培养多年”，话里话外充

满自豪。的确，一些同志党龄长，党性

也强，在各自岗位上发挥了共产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然而，也有一些党员把

党龄长等同于党性强，以资历、功劳等

论党性强弱，出现了党龄与党性不匹配

甚至“倒挂”现象，值得警惕反思。

党龄长，代表接受党的教育时间

长，但党龄长不等于党性强。须知，党

员干部的党性修养、道德水平，不会随

着党龄的增长而自然提高，也不会随

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升。党的十八

大以来，一些犯错误栽跟头的高级领

导干部虽然党龄长，却放松思想改造、

党性锤炼，背弃了初心使命，走上了违

纪违法的道路，教训极为深刻。事实

证明，党性需要不断锤炼，一刻也不能

放松，党性修养是一辈子的事，是共产

党员的终身课题。

党性是共产党员的灵魂，党性强

则作风正，作风正则事业兴。邓颖超

同志曾说：“每个共产党员都要问一问

自己：你是全心全意同党中央的路线、

方针、政策保持一致并努力奋斗的呢，

还是为自己的私利奋斗？党龄增加了

一岁，你的党性长一寸了没有？”意味

深长的“党性之问”，对每一名党员干

部都是鞭策和教育。老英雄张富清 60

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

本色，用一生锤炼着共产党员的党性，

做到了党龄长党性也强。新时代的赶

考路上，我们应坚决纠正“以成绩论党

性、以资历讲党性”的思想偏差，注重

加强自身党性修养，一以贯之锤炼党

性，让自己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党性锤炼要从细微处着手。“千里

之堤、溃于蚁穴”，党性“缺口”往往是

从小事小节上被打开的，党员领导干

部必须不断强化防微杜渐意识，从细

微处着手，注重每一次党性锤炼。要

以正在开展的党纪学习教育为“切入

口”，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认清“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

悟 透“小 事 不 小 、防 微 杜 渐 ”的 道 理 。

用好警示教育，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

摆进去、把问题摆进去，真正从小问题

入手，解决好慎初慎微的问题。时刻

保 持 自 警 自 省 ，多 反 思 自 己 的“ 小 心

思”，在检视剖析中持续锤炼党性。

加强党性修养，须在“常”“长”二字

上 下 功 夫 。“活 到 老 、学 到 老 、改 造 到

老”，党性修养是一个水滴石穿的过程，

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周恩来同志一生

自觉加强党性修养，他曾说：“一个共产

党员如果以为自己改造完成了，不需要

再改造了，他就不是好的共产党员”。

作为新时代的共产党员，要有“千磨万

击还坚劲”的韧劲，拿出自我监督的勇

气，勤扫“思想尘”，多思“贪欲害”，常破

“心中贼”，做好每一次“政治体检”，经

常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反思检视，让自我

修炼、自我约束、自我改造成为一种习

惯，自觉做加强党性修养的模范。

党龄长更要党性强
■李启刚

●部队建设无小事，对待每项
工作都要十分用心，具体来说，就
是要保持热心、细心、精心、恒心

近期到一个基层单位调研，我从官

兵那里听到一句话：“把心放在工作上，把

工作放在心上。”这句话直白却能打动人

心，通俗却能引发共鸣。

“把心放在工作上，把工作放在心

上”，反映的是事业心责任感，体现的是

精神状态和工作姿态，也直接影响着工

作成效。现实中有些人干工作，之所以

效率不高、质量不佳，甚至出差错、出问

题，大都能从工作不用心或者用心不够

上找到原因。部队建设无小事，对待每

项工作都要十分用心，具体来说，就是

要保持热心、细心、精心、恒心。

热心，就是要激发干事创业的旺盛

热情。热爱是最好的老师，是成功的法

宝。做事的热忱，往往比技巧本身更能

赢得成功。干一行就要爱一行，只有把

工作当事业、把事业当生命，像热爱生

命一样热爱工作，才能取得非凡的成

绩。有的人之所以干工作稀松平常，甚

至碌碌无为，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干事

不热心、不投入，把工作当谋生手段，缺

乏进取意识和创造精神。只有热爱，才

能让工作成为一种兴趣，成为一种生命

内在的需要，成为展示智慧和才华的平

台。热爱了，受领一项任务，就会坐着

想、走着想，上班想、回家也想，调动自

己的一切主观能动性，想方设法干好工

作，从而达到一种忘我的境界。有了这

种境界，一个人才能真正深进去、钻进

去，才能迸发激情、产生灵感，才能求理

悟道、找到真经，尽心尽力、兢兢业业地

在岗位上建功立业。

细心，就是要养成严谨细致的工作

作风。“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要想成就

一番事业，必须从小事做起，从细微之处

入手。细节决定成败，道理很浅显，但实

践起来并不容易。现实中，一些人工作

不够严谨细致，做事浮皮潦草、粗枝大

叶，预想不充分，检查不仔细，错漏就不

可避免。抓细节就是抓质量，抓具体就

是抓落实。对待每一项工作，都应细致

谨慎、如履薄冰，如果大大咧咧、马马虎

虎，就很可能出岔子、捅娄子。强调细

心，就要增强责任心，时时、事事、处处明

责任、想具体、重细节。越是领导关注不

到的地方，越要重视；越是零碎的小环

节、小部位，越要抓紧抓实，在完善细节

中提升工作层次和水平。

精心，就是要树立追求卓越的工作

标准。用力工作仅能及格，精心工作方

能优秀。精心不精心，工作上的表现和

效果完全是两重天：精心了，就能出质

量、出效率、出精品；不精心，就干不成

事、干不好事，甚至会坏事。没有一流

的工作标准，就不会有一流的工作业

绩。相近的岗位、相同的工作，为什么

有的成效显著，有的却成绩平平？静下

心来思考，其实与对待工作是否精心有

着直接关系。领导精心了，就会无形中

把这种标准传递给部属，就会形成一种

导向、一种氛围、一种传统；官兵精心

了，就会自我加压、锐意进取、精益求

精，单位就会形成创先争优的浓厚氛

围，建设发展就会蒸蒸日上。

恒心，就是要保持始终如一的专注

态度。开始做一份工作，有新鲜劲，需

要的是决心和热情；而要自始至终把一

份工作做好，则是一个漫长过程，中间

会遇到大大小小的困难，需要恒心和毅

力，要经得住磨难、抗得住干扰、耐得住

苦累。人贵有恒，做事如果没有恒心，

就会半途而废，止步不前，最后一事无

成，令人惋惜。世界上没有比脚更长的

路，只要坚持，再长的路也走得完；也没

有比人更高的山，只要坚持，再高的山

也能攀登到顶峰。工作中，我们不但要

善于“短跑”和冲刺，也要善于“长跑”和

坚持。对那些急难险重任务，能打歼灭

战、一举拿下；对那些经常性、基础性、

利长远的工作，也能沉得下心、打好持

久战，做到久久为功。不但要在事业顺

风顺水时坚守初心，也要在工作遇到困

难、进步遇到挫折时凝心静气、一如既

往，坚持到底、奋发有为。只要沉下心

来，有热情、敢拼搏，抓长远、使长劲，每

一个岗位都是干事创业的好平台，每一

段人生历程都会充满精彩。

（作者单位：马鞍山军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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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高能力素质、勇于创
新创造、争当事业尖兵，以干事成
事的作为担当，把新时代强军事业
推向前进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

强调，全军高级干部要“扛起党和人民赋

予的历史重任，团结带领广大官兵打好

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把强

军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对军队各级领

导干部来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

目标攻坚战，任务艰巨、使命光荣，既要

真抓实干、紧张快干，同时更要干出真业

绩、达到新高度，必须以正确的事业观担

当奋进，努力做到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

声，时时为党和人民奋斗，处处为广大官

兵着想，在强军新征程上，不断提高能力

素质、勇于创新创造、争当事业尖兵，以

干事成事的作为担当，把新时代强军事

业推向前进。

成就一番事业、造福一方百姓，是

古往今来许多仁人志士的志向追求和

人生理想。《易经》有云：“举而措之天下

之民，谓之事业。”“所营谓之事，事成谓

之业。”这是古人对何为事业的理解。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站在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强调各级领

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

事业观，并指出领导干部要“有功成不

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

史 担 当 ，发 扬 钉 钉 子 精 神 ，脚 踏 实 地

干”。功成不必在我，追求的是不务虚

功、不图虚名，既做广大官兵看得见、摸

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做为部队建设

发展作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最

能彰显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觉悟和胸

怀格局。然而个别领导干部曲解“功成

不必在我”的内涵要义，奉行“无过便是

功”，为自己不担当、不作为找理由，这

样的工作状态，怎能大有作为？功成必

定 有 我 ，体 现 的 是 强 烈 的 历 史 主 动 精

神，是对党员领导干部挺膺担当、主动

作为的生动诠释。然而有的领导干部

“不是自己开头的不为，一定要刻上自

己政绩印记的才干”，热衷搞“形象工

程”“政绩工程”，为了显示自己的政绩

而“另起炉灶”，如此扭曲的事业观，怎

能真正担当奋进，干出无愧于党和人民

的业绩？对各级领导干部而言，既要培

养“功成不必在我”的宽广胸怀，也要激

发“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精神，把握好

二者的辩证关系，自觉把“小我”融入

“大我”，这是成就事业的前提和基础。

能力素质是干事成事的必备条件，

也是有所作为的坚实保证。凡是能干出

一 番 事 业 的 人 ，定 有“ 几 把 刷 子 ”。

习主席深刻指出：“干事创业，既要政治

过硬，又要本领高强。”打好实现建军一

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对党员领导干部

的能力素质提出了很高要求，然而从现

实来看，一些领导干部仍然存在思维思

路固化、工作方法简单、工作经验不足等

问题。领导干部如果没有过硬能力素质

作支撑，长此以往，想干事就可能成为空

想，会干事就可能成为空谈，最终事倍功

半，甚至适得其反。提升干事能力是事

业成功的关键，必须依靠内在自觉。党

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勤于学习、善

于思考，向书本学习、从实践取经，消除

知识空白、弥补能力弱项，不断提升能力

素质；要善于扭住影响备战打仗的瓶颈

问题聚力攻关，盯住制约转型建设的深

层次矛盾精准发力，揪住阻碍发展增效

的顽瘴痼疾科学施策，真正从外行变懂

行、从懂行成内行，使自己成为精通本职

工作的行家里手。

追求有所作为，是一个不断创新创

造的过程，只有勇于改革创新，才能打破

传统、突破壁垒、抢占先机、赢得机遇。

近几年，我军建设发展步伐很快，各项改

革深入推进，但在建设理念、建设思路、

建设模式和建设方法等方面也有不少亟

待改进的地方。适应新形势、解决新问

题，靠老观念、老办法、老经验抓工作是

不行的。正如地质学家李四光所说，“作

了茧的蚕，是不会看到茧壳以外的世界

的”。各级领导干部面对新情况新问题，

如果只是凭经验翻老皇历，循旧例找教

科书，按部就班推动工作，那何谈创新发

展，又怎能干成事业？随着改革向纵深

推进，强军事业对工作标准的要求越来

越高，领导干部必须以日新精神、精进态

度，打破惯性思维，改进工作指导方式，

破除狭隘局限的路径依赖，努力想新办

法、找新出路、创造新经验、开创新局面，

掌握创新的内在规律和诀窍，不断提升

创新能力，在本职岗位上不断释放干事

创业的生机活力。

领导干部在自身岗位上能否有所

作 为 ，很 大 程 度 上 要 看 工 作 标 准 高 不

高、进取心强不强。“执着专注、精益求

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

体现着劳动者独具匠心、精雕细琢、尽

善尽美的追求和坚守，这又何尝不是广

大党员领导干部干事创业所需要的精

神品质和职业素养？“取法其上，得乎其

中；取法其中，得乎其下。”阔步新征程，

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不仅要

想干事、敢干事、能干事、会干事，还要

始 终 坚 持 高 标 准 严 要 求 ，干 一 件 成 一

件，干一行精一行，不断强化精品意识，

追求完美、追求卓越，勇立时代潮头，争

当事业尖兵，在各自领域、各自岗位上

成为推动事业发展的佼佼者，努力创造

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

非凡业绩。

追求干事成事的作为担当
■权光勇

清晨，背阴的山坡上，潮湿的泥土

表面爬满了苔藓。它们你挤我、我拥

你，都在努力生长着。

清代袁枚写过一首小诗：“白日

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

也学牡丹开。”苔藓虽然生长在阳光

照不到的地方，但它从不自惭形秽、

自怨自艾，而是努力长出绿意，绽放

出 自 己 的 风 采 。 这 种 精 神 令 人 动

容。在平凡岗位上辛勤耕耘的青年

官兵，有的身处深山腹地，有的扎根

高原海岛，也应学习这种精神，在各

自 岗 位 上 发 光 发 热 ，无 论 有 没 有 受

到关注，都一样奋斗，哪怕条件再艰

苦，也不放弃努力，让青春绽放美丽

芳华。

山坡上的苔藓—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王翔宇/摄影 刘奇山/撰文

●树立抓落实的思想自觉，讲
求抓落实的科学方法，保持抓落实
的恒心韧劲

反对空谈、强调实干、注重落实，是

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基层是部队全部

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也是抓落实的“最

后一公里”，计划措施最忌踩虚踏空，落

地走实尤其重要。然而现实中，少数基

层干部或是只做“传声筒”，搞“上下一般

粗”；或是碰见急难险重任务就打退堂

鼓；或是“雷声大雨点小”，动员部署轰轰

烈烈，跟踪落实马虎敷衍……如此种种，

都是落实走样的表现。对基层干部来

说，真正做到落地走实，就要大力发扬求

真务实真抓实干作风，履职尽责抓好工

作末端落实。

树立抓落实的思想自觉。思想是行

动的先导，只有思想上重视，才能在行动

上真正落实。作为基层干部，要主动加

强思想淬炼，提高政治站位，自觉站在对

党的事业负责、对单位建设负责、对官兵

成长负责的高度，不断强化抓落实的政

治自觉，把为基层排忧解难、为群众办实

事解难题作为工作重点。要强化政治担

当，对上级部署的工作须雷厉风行、紧抓

快干，不见成效不撒手，不达目标不收

兵，勇于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

切实把讲政治的要求贯穿到抓落实的具

体行动之中，不断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

发展。

讲求抓落实的科学方法。方法得

当，事半功倍；方法不当，事倍功半。要

抓好落实，就必须讲求科学正确的工作

方法。基层干部抓落实的过程，就是把

上级决策部署同本单位具体实际相结合

的过程，就是吃透上情和摸清下情的过

程。这要求基层干部充分发挥主观能动

性，依据上级指示要求确定路线图，绘好

时间表，制订任务书，紧紧扭住工作的关

键点和突破口精准用力，形成符合本单

位实际情况的具体方案和可行办法。同

时，要善于发挥群众智慧，充分发扬“三

大民主”，畅通建言渠道、做到集思广益，

在群策群力中汲取好点子好办法，激发

广大官兵的参与热情和工作动力，使工

作落实更具可行性和创造性。

保持抓落实的恒心韧劲。事物发展

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成功不可能一蹴

而就，单位建设也不是一时之功，抓落实

同样需要日积月累地推进。基层干部既

要有一年干好几件事的决心，也要有几年

干好一件事的恒心，扑下身子抓落实，以

久久为功、善作善成的恒心韧劲，把每一

项工作都抓到底、抓到位。尤其是越接近

尾声、越是收官之时，越要凝神聚力，一以

贯之抓到底，不见成效不撒手，坚决防止

虎头蛇尾，真正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抓

出实效，形成带头抓落实、善于抓落实、层

层抓落实的良好局面。

履职尽责抓落实
■陈柏涛

●每个人的思想又何尝不是一
栋无形的“房屋”，何尝不需要经常
打扫、及时修补？

“屋要人撑”是笔者家乡的一句俗

语，意思是说，房屋要有人居住才行，如

果长期无人居住，就很容易损坏。房屋

建造在大地上，经受风吹雨淋，不免会出

现破损、渗水等情况。此时如果无人居

住，就发现不了这些问题，也就不能及时

进行修补。长此以往，量变产生质变，再

结实的房屋也会日渐衰败甚至倒塌。

由屋及人，让人不禁感慨：每个人的

思想又何尝不是一栋无形的“房屋”，何

尝不需要经常打扫、及时修补？我们不

是生活在真空里，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

和各种各样的事，尤其是社会上存在的

一些不良现象，或多或少会对我们的思

想认知产生影响。可以说，思想这间“屋

子”随时都有沾染“灰尘”的可能。这些

“灰尘”起初对我们的言行可能没有多大

影响，但若不加干预、久而久之，就会出

现“破窗效应”，小问题变成大隐患，再想

补救为时已晚。有些党员干部之所以一

步步滑向违纪违法深渊，无不是思想年

久失“修”的结果。

党员干部如何做到校准思想坐标、

端正言行举止，避免思想蒙尘、心灵蒙

垢？“屋要人撑”启示我们，“勤”是有效可

行的办法。

勤“开窗”。房屋需要经常打开窗

户，让阳光照进来，才能驱散屋内湿气，

从而减少霉菌滋生的机会。人的思想也

需要经常“开窗”、照照“阳光”。对党员

干部来说，党的创新理论就是“阳光”，要

自觉加强理论学习，将其作为不可或缺

的“必修课”，不断在学习中提升理论素

养、坚定理想信念，用理论的阳光驱散心

中阴霾，照亮前进的方向。

勤“打扫”。对于房屋来说，不论构

造的材质好坏、建造的时间长短，都不可

避免会落上灰尘；一个人的思想同样如

此，不会因为一个人职务高、党龄长，就

不会蒙尘、藏垢。因此，对待难以避免的

“思想灰尘”，我们必须经常打扫，不给其

停留的时间与空间。具体到实践中，就

是要主动强化自警自省意识，严格对照

党章党规党纪，常态开展自我批评和自

我教育，做到“吾日三省吾身”，让思想这

间“房屋”内部始终保持干净清爽。

勤“修补”。房屋除了要经常打扫

之 外 ，发 现 破 损 后 及 时 修 补 也 必 不 可

少。作为党员干部，同样需要强化抓早

抓小意识，及时查漏补缺。现实中，党员

干部要充分发扬自我革命精神，一旦发

现思想之弦有了松动、言行举止出现偏

差，就要迅速进行纠偏扶正，及时开展自

我修复。事实证明，只有抓早抓小、防微

杜渐，把修补功夫下在平时，把问题解决

在萌芽状态，才能确保思想这间无形的

“房屋”历久弥新、永不坍塌。

（作者单位：31633部队）

由“屋要人撑”想到的
■朱建海 陆国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