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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观澜

画里有话

玉 渊 潭

天下至德，莫大于忠。在中央军委

政治工作会议上，习主席将新时代政

治建军方略凝练概括为“十个明确”，

其中之一就是明确枪杆子要始终掌握

在 对 党 忠 诚 可 靠 的 人 手 中 。 在 数 学

上，100-1 不会等于 0；但在对党忠诚

上，100-1 就等于 0。对于军队领导干

部而言，假设真忠诚是 100%，即便缺

少 1%也是虚假忠诚、变异忠诚。全面

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必须划清

真忠诚与虚假忠诚、变异忠诚的界限。

何为忠诚？《说文解字》中这样解

释 ，“ 忠 ，敬 也 。 从 心 ，中 声 ”“ 诚 ，信

也。从言，成声”。忠诚，是对特定对

象真心诚意、尽心竭力、忠贞不贰的一

种思想觉悟和道德品格。“人之忠也，

犹 鱼 之 有 渊 ，鱼 失 水 则 死 ，人 失 忠 则

凶 ”。 忠 诚 ，彰 显 共 产 党 人 的 政 治 品

质，体现革命军人的本色灵魂，是对人

民 军 队 第 一 位 的 政 治 要 求 。 有 了 忠

诚，才能爱党、忧党、兴党、护党，一辈

子一心一意听党话、跟党走。忠诚不

忠诚，是衡量领导干部思想上纯洁不

纯洁、政治上坚定不坚定的试金石。

“忠诚印寸心，浩然充两间。”人格

因 忠 诚 而 巍 峨 ，事 业 因 忠 诚 而 壮 丽 。

我们党一路走来，经历了无数艰险和

磨难，但任何困难都没有压垮我们，任

何敌人都没能打倒我们，靠的就是千

千 万 万 党 员 的 忠 诚 。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党、国家和军队事业取得历史性成

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同样离不开无数

领导干部的忠诚奉献、干净干事、担当

作为。

实践充分证明，推进新时代强国

强军事业，最需要大批对党忠诚可靠

的领导干部，最怕伪忠诚、嘴上忠诚、

装裱忠诚的“两面人”。毋庸讳言，军

队领导干部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也

会受到“糖衣炮弹”的侵蚀和“外部围

猎”的考验，让忠诚掺了水、变了质、褪

了色。从查处的少数领导干部看，他

们之所以出问题、摔跟头，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在对党忠诚上出了问题，搞起

了虚假忠诚、变异忠诚。有的口是心

非，言行不一；有的欺上瞒下，弄虚作

假；有的空泛表态，光说不练；还有的

先斩后奏，我行我素。正所谓，“智而

不忠则文其诈，仁而不忠则私其恩，勇

而不忠则易其乱”。领导干部作为“关

键少数”，倘若对“忠诚”二字有任何动

摇、任何迟疑、任何含糊，对党忠诚“模

棱两可”“缺斤短两”，位置越高、危险

越大，权力越大、危害越深。

我军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

集 团 ，对 党 忠 诚 必 须 是 唯 一 的 、彻 底

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

任 何 水 分 的 忠 诚 ，只 有 绝 对 ，没 有 相

对 。 衡 量 领 导 干 部 是 不 是 政 治 上 合

格，可以讲很多条，但归根到底要看忠

诚这一条。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

依然尖锐复杂，敌对势力妄图把我军

从党的旗帜下拉出去，千方百计对我

军实施“政治转基因工程”。领导干部

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任何杂

质 都 会 成 为 忠 诚 褪 色 的 第 一 粒“ 沙

子”，任何动摇都会成为政治变节的第

一个“分子”，任何失守都会成为被敌

人撕开的第一道“口子”，给党和军队

事业带来难以估量的后果。

至 信 方 能 笃 行 ，至 忠 方 能 行 远 。

对党忠诚，必须体现到对党的信仰的

忠诚上，必须体现到对党组织的忠诚

上，必须体现到对党的理论和路线方

针政策的忠诚上。划清真忠诚与虚假

忠诚、变异忠诚的界限，主要看领导干

部理想信念是否坚定，党的意识是否

牢 固 ，贯 彻 大 政 方 针 是 否 模 范 自 觉 。

新征程上，领导干部应自觉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

魂，突出学好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学

而信、学而用、学而行，真正学出坚定

信仰、学出绝对忠诚、学出使命担当，

做到始终听党指挥，党指向哪里、就打

到哪里。

革命军人的忠诚，不是与生俱来

的，更不是一劳永逸的，而要在终身不

辍的党性修养中锻造。划清真忠诚与

虚 假 忠 诚 、变 异 忠 诚 的 界 限 ，既 看 一

时 、更看一世；既看一事 、更看事事。

领 导 干 部 应 坚 持 崇 尚 对 党 忠 诚 的 大

德，在经常性政治检视中修枝剪叶，在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中提纯党性，在自

重自省自警自励中改造自我，不断提

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

力，把忠诚落实到工作各个环节，坚持

守初心不存私心、讲大我不计小我，为

党一辈子、忠诚一辈子。

“ 守 不 忘 战 ，将 之 任 也 ”。 能 打

仗 、打 胜 仗 既 是 人 民 军 队 使 命 所 系 、

职责所在，更是革命军人对党忠诚的

有力彰显。忠诚不能从温室里长出，

必须落位战场、定在打赢。区分真忠

诚 与 虚 假 忠 诚 、变 异 忠 诚 ，关 键 要 看

是否把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

作 向 打 仗 用 劲 。 领 导 干 部 应 强 化 备

战打仗的紧迫意识，时刻把打仗当第

一 责 任 ，把 打 赢 当 第 一 追 求 ，紧 盯 敌

之 强 练 兵 、比 肩 敌 之 强 准 备 、超 越 敌

之强谋划，把战斗力标准贯穿练兵备

战 全 时 段 、强 军 实 践 全 过 程 ，以 过 硬

军 事 实 力 和 战 斗 作 风 诠 释 对 党 绝 对

忠诚，确保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

必胜。

划清真忠诚与虚假忠诚、变异忠诚的界限
—坚持正本清源、深入思想辨析①

■苇 雨

近日，陆军某团和空军某部围绕多

课目连贯、多要素融合、多兵种协同开展

联合训练，一批新装备在作战体系内发

挥出最大效能，一线官兵的联合素养、联

战本领得到全方位锤炼。这启示我们，

要想有效提升联合训练质效，就要强化

多军兵种互为条件训练，在磨合中培育

联合文化、增进作战默契。

兵之胜负，不在众寡，而在分合。一

体化联合作战是未来战争的基本形态，任

何单一军兵种都难以“包打天下”，单枪匹

马的短兵相接越来越少，更多的是具有信

息化智能化特征的系统与系统、体系与体

系之间的对抗。有位军事专家讲道：“体

系作战，就是要把众多的兵种焊成一块精

密的手表。”哪一个微小的部件出了问题，

都会使这块“精密的手表”无法正常运

转。这就要求各级指挥员牢固树立联合

制胜的观念，把不同作战平台、作战单元、

作战要素有效统筹起来，密切协同、攥指

成拳，集优增效、聚力释能，掌握未来战场

的主导权。

无战不联，无联不胜。战场上，与其

说打的是战斗力的瞬间释放，不如说打

的是平时的运筹帷幄。战时在同一目标

任务下，如何实现作战空间无缝对接、作

战行动同频共振，需要各作战单位在平

时训练中不断磨合和探索。如果没有磨

合，就没有默契；没有默契，就无法实现

“合千万人如一人”。当前，我军历经多

次改革重塑，“联”的壁垒已被打破，“联”

的 机 制 初 步 构 建 ，“ 联 ”的 效 能 正 在 释

放。但少数单位抓联合训练仍未突破建

制窠臼，“单打独斗”的思想还未根除，体

系练兵的意识还不强；还有的联合训练

质量不高，指挥“各唱各调”、火力“各打

各的”，未能实现密切协同、群策群力，也

没有榫卯式嵌入作战体系。凡此种种，

都严重影响联合作战能力，亟需经过一

次次的磨合，固强每一个节点，练强每一

个 要 素 ，变 相 加 为 相 融 ，做 到“ 如 臂 使

指”，最大限度发挥体系威力。

训在全域才能胜在全时。各级指挥

员只有以更加主动的姿态谋划联合训

练，突破“技、术、谋”的差异，打破制约联

合的束缚，革除狭隘的本位意识，才能将

联合的价值观念植根于头脑，形成训练

默契的“稳定内核”。在实际训练中，可

以通过不断下沉联合训练重心，把联合

流程立在末端一线，从单兵单装等基本

作战单元联训抓起，从班排连营等基层

分队融合练起，以逐级的“联”实现整体

的“联”。同时，积极创新组训模式，深化

对抗训练，按实战要求把战法练到极致，

让部队真正从“积木组合”走向“血脉相

通”，以联合实力制胜于未来战场。

多磨合才能有默契
■李忠举

学习好贯彻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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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要“求真务实

抓落实、敢作善为抓落实”。贯彻这一重

要精神，要求领导干部“既当改革促进

派、又当改革实干家”，汇聚起共同为改

革想招、一起为改革发力的磅礴力量。

人民军队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改革

创新史。习主席明确指出：“拥护改革、

支持改革、敢于担当的就是促进派，把改

革抓在手上、落到实处、干出成效的就是

实干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人

民军队之所以能深入破解长期制约国防

和军队建设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

政策性问题，实现体制一新、结构一新、

格局一新、面貌一新，一个重要原因就在

于强军路上有千千万万个真心支持改

革、扎实落实改革的促进派、实干家，从

而推动改革取得历史性成就。

“理解改革要实，谋划改革要实，落

实改革也要实，既当改革的促进派，又

当改革的实干家。”争当改革的促进派、

实干家，首先就要充分理解改革。不可

否认，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推进，

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有的人难免

产生畏难情绪和本领恐慌。同时，转型

发展中还有一些瓶颈问题，备战打仗中

还有一些短板弱项，规划执行中还有一

些堵点卡点，遇到的阻力会越来越大，

面对的暗礁险滩会越来越多。各级领

导干部应充分认识到发展道路上的问

题只有用改革的办法才能解决，切实读

懂改革、吃透改革，坚定改革越改越好、

务期必成，着力破除改革“疲劳症”“冷

漠症”，增强推进改革的政治自觉。

争当改革的促进派、实干家，就要

积 极 支 持 改 革 。 改 革 开 放 初 期 ，我 们

“成功杀出一条血路”，离不开广大党员

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对改革的极大支

持和坚决拥护。“为官避事平生耻”。领

导干部要把改革放在更加突出位置来

抓，既要挂帅、又要出征，带领大家一起

定好盘子、理清路子、开对方子，做到重

要改革亲自部署、重大方案亲自把关、

关 键 环 节 亲 自 协 调 、落 实 情 况 亲 自 督

查。只有不为利益固化藩篱所阻，不受

思想观念障碍所惑，才能以更大的智慧

和勇气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形成

推动改革的强大合力。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争当改革的

促进派、实干家，就要彻底落实改革。改

革推进到今天，比认识更重要的是决心，

比方法更关键的是担当。各级领导干部

要以一往无前的勇气、一以贯之的定力，

扎扎实实当好改革的“施工队长”，推进

各项改革部署从“最先一公里”快速起

步，在“最后一公里”落地生根。只有科

学制定任务书、时间表、优先序，永葆“明

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和“功成

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始终

发扬实干作风，持之以恒抓改革落实，才

能推动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以实打

实、硬碰硬的工作实效，写好改革的时代

新篇和实践续篇。

争当改革促进派、实干家，离不开

营造鼓励改革的良好环境。水激石则

鸣，人激志则宏。各级领导机关应鼓励

创新、表扬先进，充分发挥干部考核评

价的激励鞭策作用，在改革第一线考察

干部，让有为者有位、让无为者失位，激

励干部勇挑重担。准确把握“三个区分

开来”，宽容在改革创新、先行先试中出

现的错误，克服改革中的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突出问题，最大限度调动广大党

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

想改革、敢改革、善改革的良好风尚，坚

定不移把改革进行到底。

争
当
改
革
的
促
进
派
实
干
家

■
魏
上
海

清 人 刘 大 櫆 在《论 文 偶 记》中 写

道：“凡文笔老则简，意真则简，辞切则

简，理当则简，味淡则简，气蕴则简，品

贵则简，神远而含藏不尽则简，故简为

文章尽境。”凡要言，总不烦。文以简

为贵，言简意赅、要言不烦，总能给人

启迪和智慧；冗长拖沓、故作姿态，会

使人味同嚼蜡。

“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讲究

凝 练 简 洁 ，历 来 是 作 文 者 的 一 种 追

求。韩愈倡导“惟陈言之务去”，陆游

推崇“句中无余字，篇外无长语”，郑板

桥题书斋联“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

新二月花”…… 他们的名篇，多是文

约 而 事 丰 ，意 奋 而 笔 纵 ，因 而 炉 火 纯

青、光照千秋。

为 文 不 以 繁 缛 为 巧 ，缺 乏 思 想 、

舍 本 逐 末 的 文 章 ，即 使 穷 极 炼 字 之

功，也难脱浮靡空疏之弊。官员李谔

曾 上 书 隋 文 帝 杨 坚 痛 批 南 朝 文 风 浮

华空洞 、有损政教，“竞一韵之奇，争

一 字 之 巧 。 连 篇 累 牍 ，不 出 月 露 之

形 ；积 案 盈 箱 ，唯 是 风 云 之 状 。 世 俗

以 此 相 高 ，朝 廷 据 兹 擢 士 ”。 明 太 祖

朱元璋听刑部主事茹太素奏事，一万

七 千 字 未 见 有 用 之 词 ，将 其 痛 打 一

顿，斥其“虚词失实，浮文乱真”，要求

“ 若 官 民 有 言 者 ，许 陈 事 实 ，不 许 繁

文”，“凡事最重要的是务实，不欺不

隐才算良吏。粉饰、迎合、颂赞、套文

陋习，万不可法”。今天，某些作文时

偏爱“穿靴戴帽”者，看到此笑话该作

何感想？

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

乃知其密。文章的简洁，背后是思想

的 高 度 凝 练 。 当 我 们 对 一 件 事 情 知

之 不 深 时 ，往 往 需 要 堆 砌 言 辞 来 描

述 ；当 真 正 洞 察 规 律 时 ，只 需 三 言 两

语 就 说 得 明 白 。“ 言 语 者 ，君 子 之 枢

机，谈何容易！”下笔如神，必先读书

万 卷 ；眼 阔 如 海 ，遂 得 笔 重 万 千 。 不

然，胸中食泥，眼中嵌豆，怎可纵横自

如、开阖随意？只有日拱一卒地学习

积 累 ，保 持 深 入 有 效 的 思 辨 能 力 ，才

会有清晰透彻的观点表达，写出通俗

而 不 庸 俗 、简 约 而 不 简 单 、凝 练 而 不

肤浅的文章来。

古 人 云 ：“ 笔 威 于 剑 。”作 文 如 布

兵 ，文 豪 亦 宿 将 。 文 艺 理 论 家 、美 学

家 朱 光 潜 对 此 深 有 同 感 ：“ 写 文 章 和

打仗的诀窍完全相同，用兵制胜的要

诀 在 占 领 要 塞 ，击 破 主 力 。 要 塞 既

下，主力既破，其余一切就望风披靡，

不 攻 自 破 。”语 简 事 备 的 文 风 对 军 队

意义更大。真正打仗时，容不得一点

拖 沓 赘 述 ，作 战 文 书 、战 斗 命 令 只 有

直 陈 敌 我 、直 言 其 事 ，才 不 会 贻 误 宝

贵的战机。

“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生活

中，说几句啰唆唠叨的话，大可一笑了

之。但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在严肃的

公文、会议中，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

文字，就是有害。思想贫而空言出，作

风歪而文风拙。现今，有些文章和讲

话就像毛泽东同志批评过的“开中药

铺”，靠形式作文章，耍笔头逞风流，添

枝 加 叶 、叠 床 架 屋 ，既 不 是 对 上 真 贯

彻，也不是对下真负责。事实上，如果

对理论疏于学习、怠于思考，对问题不

认真调研、只动嘴念稿，蜻蜓点水、浮

皮潦草，是永远写不出一针见血、字字

珠玑的文章的。

文 风 见 作 风 ，改 文 风 也 是 改 作

风。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

若干规定》，要求切实精简文件，坚持

“短实新”文风，倡导文件应当开门见

山、简明扼要、直奔主题，着重提出贯

彻落实的政策措施。可见，好的文字

材料并不在于辞藻华丽、对仗工整，关

键是表意清楚、解决问题。“言语是人

类所使用的最有效果的药方”。无论

何时何地，为用而讲、讲必有用，给人

以拨云见日、豁然开朗之感，才能听之

者众、闻之者然。

“ 简 为 文 章 尽 境 ”
■荀冠华

近日，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

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召开，教育引导基

层干部深刻认识“减负”不是“减责任”、

“减担当”。这也提示部队基层干部，不能

把减负当成减担子，应更加积极主动开拓

进取、真抓实干。

当前，政治整训、练兵备战、能力攻坚

等任务艰巨，迫切要求各级把基层负担减

下来。只有切实压减各类文电、精简各类

会议、控制规范各类活动、统筹各类检查

考核评比，真正将官兵从无谓的事务和压

力 中 解 脱 出 来 ，才 能 把 战 斗 力 标 准 立 起

来，把官兵干劲鼓起来，全面锻造“三个过

硬”基层。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减负，减的是

强 加 于 基 层 的 额 外 负 担 ，而 不 是 正 常 工

作；减的是干扰主责主业的繁文缛节，而

不是铁纪军规；减的是影响打仗的干扰羁

绊，而不是职责任务。如果把分内之责当

成了额外负担，认为减负就可以少干活，

或认为松绑就可以降低工作标准，这显然

与为基层减负的目的背道而驰。

“上级为我减负，我为战斗力赋能。”

基层干部应自觉跳出事务主义的怪圈，从

文山会海、填表报数中走出来，把全部心

思和精力聚焦到备战打仗上，不断提升自

主抓建、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担当强军

之责，砥砺胜战之能。

“减负”不是“减责”
■郑学鹏

不 久 前 ，某 部 开 展 以“ 强 能 力 、解 难

题”为重点的挂钩帮建活动，机关区分不

同业务领域制定针对性帮建措施，明确工

作落实时间表和具体责任人，这种紧盯基

层需求帮建的做法，值得学习。

然而，现实工作中，少数单位还存在

只挂不帮、帮建质效不高等问题。有的习

惯与自身业务忙碌期“错峰”，等手头不忙

了再下基层搞“一厢情愿”式帮建；还有的

服务基层不主动，搞临时突击帮建。这些

敲不准鼓点、与基层建设不能同频共振的

帮 建 ，既 不 利 于 基 层 全 面 建 设 与 长 远 发

展，也会影响机关形象和官兵关系。

帮建基层就是服务战斗力。矛盾问

题 的 实 际 解 决 ，不 仅 能 让 基 层 切 实 感 到

帮建实效，也体现党委机关的指导水平、

担当作风。党委领导和机关干部应强化

责任、务求实效，把帮建单位当成自己的

“ 责 任 田 ”，解 决 问 题 肯 下 功 夫 、精 准 发

力 、一抓到底，真正帮到点子上，推动从

“ 解 决 一 个 问 题 ”向“ 解 决 一 类 问 题 ”延

伸 。 应 建 立 常 态 跟 踪 机 制 ，注 重 用 慢 功

夫、细功夫经常开展“回头看”，盯着重点

问 题 、薄 弱 环 节 持 续 做 工 作 。 应 建 立 健

全 长 效 机 制 ，机 关 既 授 之 以 鱼 也 授 之 以

渔，注重教方法 、理思路，提高基层自建

能 力 ，通 过 上 下 合 力 推 动 基 层 建 设 全 面

进步、全面过硬。

挂钩帮建不能只挂不帮
■徐晓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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