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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 心 录

学 而 思

影中哲丝

知行论坛

●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
要培养接受监督的自觉意识，习惯
于在“聚光灯”下行使权力，在“放
大镜”下开展工作，切实让权力在
阳光下运行

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央军委政治工

作会议上，习主席在总结新时代政治建

军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体系部署新征程

上推进政治建军要抓好的重点工作时

指出，要“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

制，丰富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工具

箱 ，加 强 高 级 干 部 履 职 用 权 全 方 位 监

管”。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新征

程上如何推进政治建军、加强干部队伍

建设，也是对领导干部涵养接受监督内

在自觉的鲜明要求和有力鞭策。

党员领导干部正确对待自觉接受

党 和 人 民 监 督 ，习 惯 在 监 督 下 开 展 工

作，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

举措，也是党员领导干部干事创业、健

康成长的客观需要。然而从现实情况

看，有的主动接受监督的自觉性差，对

监督存在反感情绪，躲避监督、排斥监

督，错误地把上级的监督看成是对自己

的不信任，把同级的监督看成是跟自己

过不去，把下级的监督看成是对自己不

尊重。这种不敢、不愿接受监督的认识

和做法，对党员干部的成长有百害而无

一利，还会贻误事业发展，必须坚决杜

绝。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应正确

对 待 监 督 ，把 批 评 和 监 督 看 作 一 种 关

心、一种爱护、一种帮助，本着“有则改

之，无则加勉”的态度，检视自身缺点与

不足，不断修正自己、完善自己，确保权

力正确有效行使。

党员干部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

赋 予 的 ，必 须 自 觉 接 受 党 和 人 民 的 监

督。习主席指出：“不想接受监督的人，

不能自觉接受监督的人，觉得接受党和

人民监督很不舒服的人，不具备当领导

干部的起码素质。”党员干部特别是领

导干部要培养接受监督的自觉意识，习

惯于在“聚光灯”下行使权力，在“放大

镜”下开展工作，切实让权力在阳光下

运行。要紧密联系我们党一百多年来，

外靠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内

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保证

党长盛不衰、发展壮大的历程，加深对

全面从严治党的认识，增强接受监督的

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要抓

好对党章、党内监督条例等一系列规章

制度的学习、遵守和贯彻，认清党员领

导干部在推动监督、接受监督中的角色

定位，既做到不越位、不错位、不缺位，

也要注重发挥承上启下作用，带头正确

对待监督、主动欢迎监督、诚恳接受监

督。要以经常的组织生活保证经常监

督，用好对照检查、民主生活会等有效

形式和有力手段，自觉检视权力行使中

存在的问题，以见贤思齐的智慧、闻过

则喜的雅量、择善而从的品格、从谏如

流的胸襟，主动自觉接受监督。

强化法治思维和法治素养，是正确

对待自觉接受监督的重要前提。党员

领导干部只有牢固树立法律红线不能

触碰、法律底线不能逾越的观念，才能

在纪律规矩的边界内正确行使权力，确

保履职用权经得起实践检验和群众监

督。要牢固树立以法为尊、依法治权的

法治理念，把对公平、公正、公开的追求

作为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出发点，决不能搞以言代法、以权压法，

自觉把接受党和人民监督贯穿履职用

权的全过程，通过监督保障权力在法治

轨道上运行。党员领导干部在履职用

权中，不可避免会遇到复杂矛盾和棘手

问题。面对这些难啃的“硬骨头”，选择

解 决 问 题 的 方 法 手 段 时 ，应 把 合 法 合

规、合情合理作为研判解决问题的优先

选项，善于用法治思维谋划工作，用法

治方式处理问题，努力形成办事依法、

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

法的良好习惯，把监督的压力转化为履

职尽责的动力。

正确对待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监督，

更要体现在积极履职尽责、勇于担当作

为上。随着制度笼子越扎越紧，个别党

员领导干部认为“洗碗越多摔碗越多”，

担心干得越多出错越多，出现了“为官不

为”的现象，工作中消极躺平、束手束脚，

为了不出事，宁肯不干事，这是把接受监

督与担当作为对立起来的表现。事实

上，接受监督与担当作为是内在统一的，

接受监督是担当作为的基础和保障，担

当作为是接受监督的最终目的。监督并

不是要把用权管死，使人做事畏首畏尾，

而是要通过明方向、立规矩、正风气、强

免疫，形成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

党员领导干部既要带头敢为、敢闯、敢

干，勇于直面矛盾问题；又要规范工作机

制，细化工作流程，严格按照权限、规则、

程序开展工作，以自身净确保自身硬，树

立敢作为、善担当的鲜明导向。

尤其要指出的是，党员领导干部作

为身处关键岗位、关键领域的“关键少

数”，是监督和被监督的重点对象。越是

责任重大、岗位重要，越要正确对待自觉

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带头挑起“一岗双

责”的重任。一方面，要在本单位、本行

业、本系统把党章党规党纪挺起来、立起

来、严起来，把严的要求贯彻到管党治党

全过程，落实到管党治军各方面，落细到

对干部监督的各环节。另一方面，发挥

好示范引领作用，带头保持敢于自我革

命的勇气和决心，带头把自己摆进去，带

头接受来自上级与下级的监督、组织与

群众的监督。只有身体力行、以上率下，

真正从自己做起，向“严”看齐，才能让接

受监督由被动变为主动，营造积极健康、

有利于干事创业的政治生态和良好环

境，形成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浓厚

氛围和生动局面。

（作者单位：无锡联勤保障中心）

正确对待、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监督
—加强党性教育和党性修养，修炼共产党人的“心学”

■汪治国

●改革越是挺进深水区，越是
“牵一发而动全身”，越要强化全局
意识和系统观念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在阐述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则时指出，坚持系

统观念，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

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

全等重大关系，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

性、协同性。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精神，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

要求军队党员干部必须“从全局谋划一

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坚持以全局意识

和系统观念谋划推进改革，不断开创国

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全局意

识和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

工作方法，强调的是从运行之“形”和发

展之“势”上思考问题、推动改革。实践

表明，改革越是挺进深水区，越是“牵一

发而动全身”，越要强化全局意识和系统

观念。面对一些深层次矛盾，单兵突进

式的改革难以奏效，各行其是的改革更

可能造成“合成谬误”，唯有强化全局意

识和系统观念，才能催生“化学反应”。

面对改革，绝大多数党员干部都能

自觉讲大局、顾全局。然而也不可否认，

现实中仍有少数党员干部缺乏全局意识

和系统观念。有的遇事多从本部门和个

人利益出发，本位主义思想严重；有的抓

不住主要矛盾、分不清轻重缓急，眉毛胡

子一把抓；有的只想着把自己的事情做

好，而不想着如何与系统对接、同左右衔

接。观操守在利害时。当前，持续深化

国防和军队改革任务仍然繁重，越是在

这个时候，越需要党员干部胸怀“国之大

者”、牢记“军之大事”，正确处理好全局

利益与局部利益、个人意愿与组织需要

的关系，自觉在全局下定位、思考、行动，

兢兢业业地干好本职工作，努力做到既

为一域争光，又为全局添彩。

强化全局意识和系统观念，必须常

思大局常观大势。全局是事物各个要

素、各个部分的总和，事关战略部署，事

关整体合力，事关长远发展。常思大

局，其去有向；常观大势，其为有力。只

有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搞好统筹，窥一

斑而知全豹，处一隅而观全局，把工作

放到事业全局中去思考、定位、实施，增

强“识势”之明、提高“布局”之能、掌握

“干事”之道，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

要求，处理好顶层设计和分层对接的关

系，结合自身实际搞好上下左右、方方

面面的配套，才能确保改革高起点筹

划、高标准推进、高质量落实。

强化全局意识和系统观念，必须准

确预见发展方向。毛泽东同志说：“当桅

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

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

住它，这才叫领导。”事不前定，不可以应

猝；兵不预谋，不可以制胜。持续深化国

防和军队改革，党员干部应当努力做“桅

杆上的瞭望者”，准确把握国内外发展形

势和军事发展趋势等，对时与势始终保

持清醒洞察，把正在推进的改革置于历

史长河中来观察、来谋划，善于透过纷繁

复杂的表面现象把握事物本质，想在先、

谋在先、干在先，坚决做到见微知著、防

微杜渐，未雨绸缪、有备无患。

强化全局意识和系统观念，必须抓

住关键重点环节。常言道，一着不慎，满

盘皆输。这里的“一着”，指的是对全局

有决定意义的一着。持续深化国防和军

队改革，工作千头万绪、纷繁复杂，平均

用力难有效，一线平推难突破。“凡事有

其要，执其要者事成。”要牵住“牛鼻子”，

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点上集中发

力，在“落一子而全盘活”的紧要点上连

续攻关，以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突破，

带动全面建设的整体跃升。要善于“弹

钢琴”，搞好统筹兼顾和平衡协调，加强

各个环节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

既注重抓大放小、以大兼小，又注重以小

带大、小中见大，以系统观念整体推进，

使得各项政策相互配套、相互耦合，在协

调均衡中形成整体效能。

强调党员干部要有全局意识和系

统观念，并不是说不抓具体事。持续深

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一个庞大的系统

工程，每项改革都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就好比一方方“责任田”，虽互不相

同，却各有其用；虽彼此独立，却紧密关

联；虽只是局部，却影响全局。广大党

员干部要坚持在全局视野下把握局部

工作、做好手头事情，带头冲破思想束

缚和利益藩篱，带头抓方案协同、落实

协同、效果协同，争当改革的促进派和

实干家，进一步汇聚起持续深化国防和

军队改革的强大力量。

（作者单位：习近平强军思想研究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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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听“谔谔”之言，做到闻过
则喜、知过不讳、改过不惮

《史记·商君列传》中讲：“千人之诺

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意思是许多人说

奉承恭维的话，不如一个人直言不讳。

古人又讲“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

利于行”，足见对“谔谔”之言的珍视。

“谔谔”之言直陈其事、针砭时弊，

往往是那些不中听、不顺耳的忠言，言

者难言，听者厌听，正如北宋欧阳修所

说，“谀言顺意而易悦，直言逆耳而触

怒”。但“谔谔”之言中蕴藏着真知灼

见，饱含着正心诚意，是否愿意听、能否

听得进“谔谔”之言，关乎工作成败、事

业兴亡。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每个人身上

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工作中总存在

这样那样的不足，如果同志之间“颂功

不谏过”，上下级之间“报喜不报忧”，就

难以知自己之过失、工作之好坏，容易

导致判断失真、决策失误，还会形成阿

顺取容、唯唯诺诺的不良风气。然而不

可否认，现实中有的党员干部讳疾忌

医，刚愎自用，只喜欢听“诺诺”之言，不

愿听“谔谔”之言，结果导致言路堵塞，

难得诤言。在这样的环境下，有的人便

投机取巧，顺着领导的喜好，净说他们

爱听的话；有的人则装聋作哑，任凭事

态发展、问题蔓延，在上级面前捂紧嘴

巴、一言不发。

事实表明，“敢说”与“善听”是相伴

而生、相互促进的，只有用“善听”激发

“敢说”，才能让“谔谔”之言成为更多人

的选择。《古文辑要》中记载了这样一则

典故，唐太宗在位时，有一个忠直敢谏、

有棱有角的诤臣叫裴矩，他在隋朝为官

时，尽说“诺诺”之言讨隋炀帝欢心，在

唐朝为臣后，却判若两人，大胆直言进

谏，为唐太宗出了不少好主意，成了与

魏徵齐名的诤臣。北宋史学家司马光

评价此事说：“裴矩佞于隋而诤于唐，非

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诤化为

佞；君乐闻其过，则佞化为诤。”鲜活的

史例诠释了一个通俗道理，人们只有在

那些愿意听真话的人面前，才敢于讲真

话、乐于讲真话。

“良药苦口，惟疾者能甘之；忠言逆

耳，惟达者能受之。”广大党员干部应当

时刻以党、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敞开

胸襟、广开言路，善听“谔谔”之言，做到

闻过则喜、知过不讳、改过不惮，如此才

能少走或者不走弯路。除此之外，还须

坚决摒弃察言观色、明哲保身那一套，

敢于说真话实话，带头“拉袖子”“咬耳

朵”，努力营造敢说真话、愿说真话的良

好氛围。

善听“谔谔”之言
■罗正然

●树立正确的事业观，自觉做
到靠实干立身、凭实绩说话，以雷
厉风行作风解决单位建设发展中
的问题，切实解决好“表态多调门
高、行动少落实差”等突出问题

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

奢靡之风，需要抓常抓长，久久为功。工

作中有三种现象，是“四风”变种、“作风

病”的表现，当高度警惕、着力纠治。

“病症”之一，把精力放在研究领导

喜好上。领会上级领导和机关的工作意

图、主动适应领导风格，本无可厚非，但有

的同志却把更多精力放在揣摩上级的工

作习惯和爱好上，想方设法博取领导关

注、取悦于领导。分析原因，有尊重上级

的考虑，也有工作缺乏自信、希望上级关

心照顾甚至工作上降低标准好过关的想

法，如果后者的因素多一些，实则是投机

思想作祟。长此以往，势必影响规规矩矩

的上下级关系、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和健

康纯洁的内部风气。我们的事业不需要

投机钻营、曲意逢迎之人，需要的是忠于

党、忠于职守、廉洁干净、术业有专攻的人

才。作为党员干部，应提高党性修养、加

强党性锤炼，树立正确的事业观，自觉做

到靠实干立身、凭实绩说话，把心思和精

力切实聚焦到主责主业上来。

“病症”之二，发现了问题却不用力

解决。工作中，无论是单位自查还是上

级专项检查，总能通过各种途径发现存

在的问题与不足。然而，有的发现了问

题就搁置在各类表单上、报告中和讲话

里，情况掌握准确、原因剖析深刻，责任

主体表态慷慨激昂，总结报告写得洋洋

洒洒，整改措施制订得有模有样，结果再

来检查，问题往往还是那些问题。发现

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解决问题是推

动发展的关键。党员干部对问题不能一

说了之、一批了之，而要在思想上真正重

视起来，发扬一抓到底的精神，勇于担

当、敢于破局，以雷厉风行作风解决单位

建设发展中的问题，确保问题及时改、不

滞后、改到位、出成效。

“病症”之三，把开会当工作落实。

我们反对形式主义但不反对形式，必要

的会肯定得开，应当反对的是以会议落

实工作的现象。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

是“会开完了本级责任就尽到了”的认识

偏差，是“开了会工作就完成了大半，效

果怎么样后面再看”的漂浮作风，本质上

是 责 任 担 当 的 缺 失 ，必 须 予 以 坚 决 纠

治。开会不是抓工作落实的全部，工作

布置了，推进过程中要跟踪督导问效，并

视情适时调整措施要求，工作完成要对

标对表看是否真正到位落地，并组织总

结讲评复盘，不断优化顺畅工作机制，切

实解决好“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

差”等突出问题，这样才是我们应有的工

作态度和工作作风。

“作风病”当纠治
■宋蛟龙

书边随笔

●甘坐“冷板凳”，打磨“绣花
功”，吃得“苦中苦”

从伦敦到巴黎，中国乒乓球运动员

马龙连续 4届征战奥运赛场，在巴黎奥

运会上收获了第 6 枚奥运金牌。他直

言：“我相信，坚持付出，才会有收获。”

成功面前并未止步，逆境面前不曾放

弃，马龙用他日复一日的努力向我们诠

释了坚持付出的意义，这种精神值得我

们学习。

坚持付出要有甘坐“冷板凳”的耐

心。这世上从来没有从天而降的成

功，要想有所收获，需要经历长时间的

努力和积累。短道速滑运动员武大靖

曾在国家队担任女队陪练长达一年多

的时间。尽管那时没有机会站在赛场

上，他依然坚持每天苦练体能和技能，

最终实现了自我蜕变，站上了赛道，并

在冬奥赛场上夺冠。他的经历告诉我

们，在向着目标前进的道路上，坐“冷

板凳”并不是没有意义的事。因为默

默坚持付出的努力，终有一天会变成

通往成功的垫脚石。在追求目标的过

程中，我们须有足够的耐心和定力，耐

得住寂寞，抵得住诱惑，经得住考验，

肯下“笨功夫”、长功夫，方能把“冷板

凳”坐热。

坚持付出要有打磨“绣花功”的细

致。全红婵为了克服生长发育产生的

状态下滑，细抠每一个肢体动作的角度、

力度并反复练习。正是凭着这种精益

求精、追求细致的态度，她在巴黎奥运会

跳水女子十米台决赛中成功卫冕。干

任何事业都是形于做，精于专，成于细。

对于每名官兵而言，不仅要有当“冲锋

者”的勇气魄力，更要以当“绣花匠”的细

致干好本职工作，每一个细节都精准到

位，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真功，每一项

工作都做到细致、精致、极致，这样才能

干出真业绩、练就硬本领。

坚持付出要有吃得“苦中苦”的意

志。在日复一日的付出中，没有敢吃

苦、愿吃苦、能吃苦的意志和决心是无

法实现目标的。“最美新时代革命军

人”高海超为了填补单位基础设施空

白，顶着烈日海风走遍辖区所有岛礁

进行地形勘测，带领官兵扛着设备穿

树丛、越沙滩，让岛礁哨所信息化变为

现实。事实表明，选择吃苦也就选择

了收获，只有品尝了奋斗的“苦”，才能

收获成功的“甜”。广大官兵应当以苦

为乐、以苦为荣，主动吃学习的苦、生

活的苦、训练的苦，在平凡岗位上挥洒

青春与汗水，做到吃苦不言苦、知难不

畏难，在“自讨苦吃”中收获军旅人生

的“甘甜芬芳”。

坚持付出终有收获
■李 悦

生活寄语

黄昏时分，眺望戈壁滩，一排排电

力铁塔如巨人一般矗立在原野上，托举

起条条输电线路延伸向远方，将电流送

到千家万户。

实现远程输电，需要成百上千座电

力铁塔的接力支撑，每一座铁塔都是一

个重要支点，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由此想到，成就一项事业，也需要

“举众人之力，求长远之功”。任何一个

岗位出现问题、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纰漏，

整体事业都会受到影响；只有人人扛起

责任，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全力以

赴、接力攻关，才能将集体的力量发挥到

极致，完成肩负的使命。

高耸的铁塔—

每个支点都举足轻重
■刘国辉/摄影 张 密/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