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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里有话

玉 渊 潭

据 报 载 ，当 年 为 迎 接 党 的 七 大 召

开，部队提出的口号是：擦亮手中武器，

在战场上多杀敌人；擦亮思想武器，掀

起理论学习的热潮。这“两个擦亮”，尤

其是擦亮思想武器，为党的七大胜利召

开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也为今天我们

持续有力推动政治整训走深走实提供

了有益启示。

政 治 整 训 是 我 军 强 基 固 魂 、克 敌

制胜的特有优势和重要法宝。每当重

大历史关头、重要历史阶段，我们党总

是通过政治整训使人民军队在行进间

不断统一思想 、校正方向 、整齐队伍。

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古田全军政治工作

会 议 以 来 ，习 主 席 领 导 我 军 以 整 风 精

神 推 进 政 治 整 训 ，坚 定 不 移 全 面 从 严

治党、全面从严治军，决心之大前所未

有，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引领人民军队

在 革 命 性 锻 造 中 实 现 浴 火 重 生 ，赢 得

迈向世界一流的历史主动。但还要看

到 ，政 治 建 军 面 临 很 多 深 层 次 矛 盾 和

问 题 ，打 好 实 现 建 军 一 百 年 奋 斗 目 标

攻 坚 战 任 务 艰 巨 、时 间 紧 迫 、责 任 重

大 ，只 有 贯 通 抓 好 整 顿 思 想 、整 顿 用

人、整顿组织、整顿作风、整顿纪律，把

政治整训搞彻底、搞扎实，才能铸牢忠

诚 品 格 、锻 造 政 治 能 力 、提 振 奋 斗 状

态，确保全军上下心无旁骛谋攻坚、团

结奋斗向一流。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

远者，必浚其泉源。”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

会议上，习主席深刻剖析当前政治建军

需 要 解 决 的 深 层 次 矛 盾 和 问 题 ，强 调

“这些问题表现在政治、思想、组织、作

风、纪律等方面，根子在理想信念、党性

修养、官德人品上”，指出了矛盾和问题

的根源，指明了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的

方法路径。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会

散一尺。思想改造的过程，既是坚持真

理、修正错误的过程，也是锤炼党性、提

升境界的过程。

坚定理想信念，补好共产党人的精

神之钙。列宁曾说：“从革命理论中能

取得一切信念。”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

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人

民军队的精神支柱。“得其大者可以兼

其小。”解决好思想根子问题，关键在坚

定理想信念。官兵有了坚定理想信念，

才 能 经 得 住 各 种 考 验 ，走 得 稳 、行 得

远。各级应持续抓好理论武装，以彻底

的思想理论说服官兵，用真理的强大力

量引领官兵，引导官兵进一步筑牢信仰

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炼

就“金刚不坏之身”。

锤 炼 党 性 修 养 ，修 好 共 产 党 人 的

“心学”。党性是共产党人立身、立业、

立言、立德的基石。党性修养不是与生

俱来的，也不会随着党龄的积累、职务

的升迁而自然提高。组织入党一生一

次，思想入党一生一世。每名党员干部

特别是领导干部应自觉把加强党性修

养作为终生的必修课，从党的创新理论

中汲取党性滋养，时刻用党章党规、党

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加强是非辨析和

思想清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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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

自我。

培 塑 官 德 人 品 ，守 好 共 产 党 人 的

立身之本。习主席指出：“道德之于个

人 、之于社会，都具有基础性意义，做

人做事第一位的是崇德修身。”官无德

不 为 ，人 无 品 不 立 。 各 级 领 导 干 部 应

带 头 坚 守 军 队 好 干 部 的 标 准 ，自 觉 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像珍惜生命

一样珍惜气节”，保持“威武不能挫其

气，利禄不能动其心”的骨气正气，常

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

之心，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干干净

净 做 人 ，踏 踏 实 实 做 事 ，清 清 白 白 做

官。

思 想 进 步 是 一 切 工 作 进 步 的 枢

纽。政治整训首要任务是用党的创新

理论武装头脑、改造思想。我们应学懂

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深学深悟习主席关于理想信

念、党性修养、官德人品重要论述，结合

当前正在开展的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学习教育，搞好系统性学习、自省

式反思、常态化辨析。聚焦解决思想根

子问题，校正偏差、肃清流毒，掌握思想

武器、夯实思想根基，把模糊的、扭曲的

甚至颠倒的观念正过来。坚持以学铸

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推

动学习改造向坚定信仰信念、提高政治

能力、促进工作实践深化内化转化。持

续改造学习、改进学风，推动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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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民军队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

根基更加牢固。

（作者单位：武警第一机动总队）

坚持固本培元 强化思想改造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系列谈①

■梁金霄

时代是青年成长最宝贵的沃土，青

年是时代发展最蓬勃的动力。“要敢于做

先锋，而不做过客、当看客”。习主席这

一谆谆教导，激励着广大青年不断奋进。

“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青年不可一

日无觉醒。”青年是时代最灵敏的晴雨

表。时代的责任赋予青年，时代的光荣属

于青年。时代的每一次向前，都活跃着年

轻人的身影。广大青年争做先锋，是青年

的朝气所在，也是社会的希望所在。每位

青年有梦想、不苟且、做先锋，才能造就

“更好的自己”，才能成就“青春之中国”。

新时代大有可为，新征程任重道

远。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历史使命，

一代青年有一代青年的时代担当。广

大青年官兵只有锚定实现建军一百年

奋斗目标勇毅前行，争当走在时代前列

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与时代同奋

进，与祖国共命运，与军队齐进步，方能

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做先锋，不做过客看客
■邓余辉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家书

是人们信息交流的重要方式，今年是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80 周年，重读那些抗

战家书，虽然纸张泛黄、字迹模糊，但其

中承载的精神依然滚烫。

“嵩云秦树久离居，双鲤迢迢一纸

书。”战火中的家书尤为珍贵，在浴血抗

战的峥嵘岁月，那些英烈写下的珍贵家

书，一字一句都传递着国难当头之际的

人间悲欢。有对儿女的殷殷期望，有对

父母挚爱的思念牵挂，更多的是对民族

的情、对国家的爱、对救国民于水火的

勇敢担承。

有一位艺术家面对烈士们青春洋

溢的面孔、自信无畏的笑容，心灵深受

震撼，挥笔写下：“假如今天你还在，你

看到的一切是不是你当初的期待？你

的鲜血告诉我，过去的牺牲正是为了今

天的时代。”今天，我们品读和感悟一封

封抗战家书，仿佛穿越时空，去聆听英

烈们的心灵告白，去仰望中华民族的精

神高地。

从抗战家书中，我们感受到理想信

念的力量。“我牺牲了我的一切幸福，为

我的事业奋斗。请你相信这一道路是

光明的、伟大的。”这是左权写给叔父的

信，掷地有声的话语，抒发了“名将以身

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的坚定信念

和远大抱负。谈及抗日战争中面临的

困难，他以“在持久的战争中必须能够

吃 苦 ，没 有 坚 持 的 持 久 艰 苦 斗 争 的 精

神，抗日胜利是无保障”作答，以坚定的

信念和忠诚，挺起了共产党人的精神脊

梁。共产党员金方昌在日寇的监狱里，

写给兄长们的书信依然志向不改：“我

知道我是为了民族的解放、全人类的解

放而牺牲……我在死前一分钟，都要为

无产阶级工作。”他还激励兄长们“坚决

为无产阶级革命奋斗到最后胜利的时

候”，这让我们读懂了共产党员“随时准

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真正内涵。

从抗战家书中，我们感知到家国情

怀的抉择。“人终有死，我死您也不必过

伤悲，因还有儿女得您照应。”这封家书

是吉鸿昌在就义当天，写给妻子的诀别

信，字里行间无不流露着对家人的眷恋

不舍。是什么让他抛下自己的小家选

择为国家牺牲生命？家书的第一句话

给出了答案：“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

牺牲。”吉鸿昌为争取民族解放、实现革

命理想而视死如归的革命豪情跃然纸

上。铮铮铁骨亦有绕指柔情，英雄们投

身抗日战场，并非不爱家庭、不思念亲

人，而是将对家庭的小爱化作为国为民

的大爱。就像烈士程雄给父母信中说

的那样，自己奔赴抗日前线，是“为了民

族，为了阶级，为了可爱的家乡，为了骨

肉相连的弟妹，求得生存和幸福”。

从抗战家书中，我们体会到舍生忘

死的勇毅。张自忠亲笔昭告部下将士：

“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

去牺牲。”“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

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

勉之。”短短几句话，字字千钧，展现了

中华儿女抵御外侮、救亡图存的斗争精

神。八路军战士彭林初，在得知哥哥牺

牲后，在书信中这样宽慰母亲：“为祖国

求自由，尽忠卫国保民，此事是大的事

业……哥哥身体性命牺牲，但他的雄壮

之勇气还是存在着。”彭林初怀着这样

的决心，最终也为抗战事业献出了年轻

的生命。

从抗战家书中，我们领略到乐观豪

迈的气魄。“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

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呵，赶

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

爱的孩子呵！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

育你，就用实际行动来教育你。”这是赵

一 曼 写 给 儿 子 的 遗 书 ，直 到 生 命 的 最

后，她仍然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高唱《红旗歌》英勇就义。在战火纷飞

的年代，抗战志士符克以革命乐观主义

精神，直面死亡威胁：“灵活机警且人吉

天 相 ，想 必 安 然 无 恙 也 。 假 使 遇 有 不

幸，也算是我所负的历史使命完结了，

是我的人生的最大休息了。”今天，我们

品读这些纯净、乐观、滚烫的文字，如同

与那些高尚的灵魂对话。

家书纸短，家国情长。这些家书不

仅饱含抗战英烈个人的缱绻情意，更是

中 华 民 族 永 远 值 得 珍 藏 的 精 神 财 富 。

一封封书信跨越时空，至今仍然激励后

人，如同抗战英烈用鲜血和生命高擎的

火炬，为一代代后来者照亮前行的路、

驱散心头的雾。

家书纸短 家国情长
■石 爽

“只有平时千锤百炼，战时才能稳

操胜券。”新年度训练展开以来，某部没

有 急 于 上 高 难 课 目 ，而 是 按 照 基 础 训

练、合成训练、联合训练的顺序，逐个课

目抓实、抓细、抓出成效，不断推动军事

训练实践走深走实，努力锻造能征善战

的精兵劲旅。

军事训练是未来战争的预演，打仗

硬碰硬，训练必须实打实。战斗力的提

升 需 要 一 代 又 一 代 军 人 进 行 接 力 长

跑。夯实胜战之基，也需要广大官兵日

复 一 日 、枕 戈 待 旦 ，千 锤 百 炼 、潜 心 砺

剑。战争胜负可能是一朝一夕的事，但

决定胜负的力量却是在经年累月的练

兵备战中形成的。战斗力的生成必须

争分夺秒，但不可能立竿见影、一蹴而

就。如果不重视这个从量变到质变的

必经过程，结果就可能“基础不牢，地动

山摇”。

一 切 硬 功 夫 、真 本 领 都 是 经 过 苦

练精练巧练练出来的。《百喻经》上讲，

古 代 有 个 富 人 羡 慕 邻 家 的 三 层 楼 房 ，

也 请 工 匠 为 自 己 筑 楼 ，但 提 出 一 个 令

人啼笑皆非的要求：只要第三层，不要

下面两层。这则愚人筑楼的寓言告诉

我们，备战打仗如果急功近利，背离战

斗 力 生 成 的 规 律 ，往 往 欲 速 则 不 达 。

“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

没 有“ 一 番 寒 彻 骨 ”的 艰 辛 付 出 ，就 无

法厚积未来战场的胜战底气。只有把

平时当战时，把岗位当战位，潜心研究

每一件装备，严抓细抠每一个动作，精

雕 细 琢 每 一 个 细 节 ，才 能 练 精“ 手 中

活”，练强“必杀技”。

战争充满着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往

往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代战争

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智能化特征日益

显现，“发现即摧毁、开战即决战”渐成常

态。今天按部就班“一步一动”，明天上

战场就会“步步被动”。各级应紧盯科技

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深入推进实

战化军事训练，从实战需要出发从难从

严训练部队，解决和回答好我军面临的

不经历实战又必须形成实战能力、在较

短时间形成体系作战能力的时代课题。

应强化“战争今夜打响”的忧患意识、“战

争必然用我”的使命意识、“战争不等人”

的紧迫意识，敢于在高强度、高难度的训

练中锤炼战斗本领、砥砺战斗作风，坚决

扛起胜战之责、提升胜战之能、答好胜战

之问，确保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

之必胜。

以千锤百炼夯实胜战之基
■贠 波

对于干事创业者来说，要想干成

事，光有想干事的热情和愿望不行，还

要 有 会 干 事 的 智 慧 和 本 领 。 正 如

习主席所指出，要把干事热情和科学精

神结合起来。

干事有热情是一种可贵的工作状

态和工作品质。一个人满怀激情地投

身事业，就会有蓬勃向上的朝气、攻坚

克难的斗志、奋斗奋进的拼劲、知重负

重的韧劲。“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

十四分干劲，任何困难，都在他们面前

低头了”。经常能见到满怀干事热情的

干部，哪怕岗位再平凡，干起工作来也

风风火火、全力以赴。他们身上释放的

是对工作的无限热情，体现的是“时时

放心不下”的高度责任感，彰显的是把

事业爱到骨子里的深厚情怀。

科学至上，事半功倍。科学精神源

于人类求知求真的实践，倡导理性思

考、尊重规律和创新创造，是成就事业

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现实中，有的干

部干事热情很高，但缺乏科学精神和求

实态度，结果不仅没有出业绩，反而带

来了一堆问题。推进新时代强军事业，

不但极具开拓性，而且极具风险性和挑

战性。如果缺乏科学精神，就很难拿出

科学的方法、作出科学的决策，就不可

能干到极致、成就卓越。

干事热情与科学精神是推动事业

发展的两个关键因素，二者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如果仅有干事热情，在工作

中就可能盲目蛮干、拍脑袋决策；如果

只有科学精神而不具备干事热情，就可

能在该冲锋时裹足不前，该拍板时优柔

寡断。唯有将两者结合起来，相互补

充、相互促进，才能既有“一往无前”的

决心，又有“运筹帷幄”的智慧，做到有

热情不冲动、有办法不迟疑，在想干事

和会干事的综合发力下不断干成事，推

动强军事业行稳致远。

政者，正也；绩者，责也。政绩观正

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干事创业的方向和成

效。政绩观端正了，才能以求实态度科学

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反之就不可能注重

科学精神。党员干部应有“功成不必在

我”的胸怀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正

确处理好做官与做事、出力与出彩、显绩

与潜绩、守正与创新等关系，多抓那些打

基础但对提高战斗力有益处的事，多干那

些见效慢但对部队建设长远发展有用处

的事，确保出真业绩、真出业绩。

舟循川则游速，人顺路则不迷。把

干事热情与科学精神结合起来，就要坚

持按规律办事。规律是事物之间内在

的必然联系，决定着事物发展的必然趋

势。按规律办事，就是尊重客观事实，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应知重实

际，平地起高楼。”实践证明，想问题、作

决策、办事情只有考虑实际情况、深入

调查研究、遵循客观规律，才能见势早、

谋事准、行动快，取得积极成效，否则就

会事倍功半，吃力不讨好，甚至“南辕北

辙”，干得越多危害越大。

毛泽东同志说：“不解决桥和船的

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

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干字当

头，既要苦干实干加油干，还要会干巧

干高效干。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

目标攻坚战，是事关全局、务期必成、不

容有失的硬任务。任务越是艰巨繁重，

形势越是复杂多变，越要下定“干”的决

心、鼓足“干”的勇气、拿出“干”的行动、

掌握“干”的方法，矢志不渝向战发力、

向新突破、向难攻坚、向强跃升，在奋力

攻坚中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

把
干
事
热
情
和
科
学
精
神
结
合
起
来

■
温

金

作者：周 洁

清谈误事，实干强军。习主席指

出，“要做起而行之的行动者、不做坐而

论道的清谈客”。这一谆谆教导，为包

括青年官兵在内的广大青年明确了成

长路径和努力方向。

魏晋时期，玄学兴起，“清谈”之风

盛行。“清谈客”之所以谓之“客”，是因

为其自诩超脱、一副置身事外的看客心

态。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

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只有做知行

合一、实干为先的行动者，才能在推进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

为、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

打仗是实打实、硬碰硬的较量，“清

谈客”的任何虚言浮术、华名伪事，一到

战场上都会原形毕露。青年官兵正处

于干事创业的黄金期，更须强化事不避

难、义不逃责的担当，始终盯着备战打

仗最紧迫、部队发展最急需、基层矛盾

最突出的重难点问题，迎难而上、锐意

进取，锻造能干事能扛事能成事的硬脊

梁、铁肩膀。

做行动者，不做清谈客
■韩 帅

青春之美是奋斗之美，青年之责是

奋斗之责。习主席指出要“当攻坚克难

的奋斗者、不当怕见风雨的泥菩萨”。

新征程上，青年官兵要坚定理想信念，

投身强军伟业，不负韶华、不懈奋斗，在

拼搏的青春中放飞梦想，在青春的赛道

上跑出最好成绩。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无奋

斗，不青春。民族复兴的使命靠奋斗来

实现，人生理想的风帆靠奋斗来扬起。

结得“千层茧”，练就“冲天翅”。青年官

兵唯有在最好的年华选择吃苦，在最需

要的地方经受锤炼，才能汲取力量、夯

实根基，成为栋梁之材。

青春由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

升华。青年官兵要胸怀“国之大者”、牢

记“军之大事”，不怕困难、不惧挑战，努力

把爱党之心、报国之情和强军之志，体现

在练兵备战、精武强能的实际行动中，落

实到敢打必胜、克敌制胜的过硬本领上。

做奋斗者，不做泥菩萨
■刘嘉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