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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里有话

玉 渊 潭

作者：周 洁

八一时评

陆军某部把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与深

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一体

推进，以融促效、以合增效；海军某部把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深度融入外训联训之

中，激励官兵进一步锻造忠诚品格、锤炼

打赢本领……连日来，全军各部队在持

续深化政治整训中坚持融合推进，形成

常态长效，实现政治整训与年度工作两

手抓、两不误、两促进，有力推动政治整

训呈现良好势头、取得扎实成效。

政治整训涵盖政治、思想、组织、作

风、纪律建设各方面，贯通机关、部队各

层级，是一项全局性任务、系统性工程。

“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上下之益，在能相

济。”能不能把政治整训融入斗争、备战、

建设实践一体推进，既决定政治整训的

实效，也影响其他工作的开展。只有在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中注重融合推进，充

分发挥集中政治整训攻坚突破、带动全

盘的作用，坚持与正在开展的各项重点

任务相结合，才能以集中政治整训带动

和深化各领域整肃治理，从而拓展政治

整训效果，形成政治建军整体效应。

近年来，全军各级在政治整训中注

重融合、加大结合，坚持把政治整训融

入日常、抓在经常，人民军队实现了思

想上的不断洗礼、组织上的持续纯洁、

政治上的日益团结，为我军有效履行使

命任务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实践启

示我们，政治整训要想形成常态长效，

就必须坚持融合推进。

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是人民

军队必须扛起的时代重任、必须交出的

历史答卷。今年是我军打好实现建军一

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凡作

事，将成功之时，其困难最甚。”越是吃劲

承重的时候，越需要统一思想、统一意

志、统一行动，推动我军特有优势更好转

化为制胜优势。可以说，坚持融合推进，

形成常态长效，既是保持人民军队先进

性纯洁性的现实需要，也是打好实现建

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迫切要求。

只有把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和打好攻坚之

战捆在一起抓，全方位整治备战理念上

的流毒沾染、胜战能力上的虚假水分、抓

战作风上的积弊惯性，才能真正让训风

演风考风严起来，让当兵打仗、带兵打

仗、练兵打仗实起来，让战斗作风、战斗

精神、战斗意志强起来。

坚持融合推进，形成常态长效，做好

统筹协调很重要。持续深化政治整训是

一件事关全局的大事，没有统筹就没有高

效，没有协调就没有合力。如果缺乏统筹

协调，各部门都强调各自工作的重要性，

相互争时间、抢人员，难免相互干扰，各项

工作都抓不好。要加大“统”的力度，做到

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强化“统”的效果，注

重对接工作、融入实践，坚持以重点突破

带动整体推进，以协调联动提高综合效

益，提高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质效。

“标本兼治是我们党管党治党的一

贯要求。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

坚持标本兼治。”治标和治本是内在统

一、相辅相成的。持续深化政治整训，

必须坚持治标不停歇、不手软，提高政

治整训的针对性和精准度。同时，治本

工作也不能放松，必须将治本寓于治标

之中，扭住理想信念、党性修养、官德人

品等思想根子问题深化思想整风，在结

合融合、同向发力上下功夫，教育引导

党员干部坚持共产党人价值观，不断坚

定和提高政治觉悟，增强政治整训的系

统性、创造性、实效性。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制度是管

根本、管长远的。建章立制既是对过去

实践成果的提炼和规范，也是对今后建

设发展的引领和推动。坚持融合推进，

形成常态长效，必须把制度建设贯穿政

治整训全过程。各级应坚持“当下改”

与“长久立”相结合，注重把一些好做法

好经验固化为政策设计、转化为制度规

定。应全面查找政策制度上的短板漏

洞、机制运行上的梗阻卡点、监管体系

上的薄弱环节，及时以制度形式固化下

来，建立健全一系列行得通、做得实、长

期管用的制度机制。刚性落实法规制

度，强化法规制度执行监督工作，明晰

责任主体和评估标准，健全监督机制，

严 格 责 任 追 究 ，确 保 法 规 制 度 落 地 见

效，促进政治整训常抓长治良好局面持

续巩固。

（作者单位：陆军研究院）

坚持融合推进 形成常态长效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系列谈⑥

■王任飞

雕塑，空间中建立的精神实体，是

凝固的情感、思想的沉淀。

当年，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

略和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我们靠什么

力量取得完全胜利？在祖国的大地上，

有这样一些雕塑，或精致，或粗犷，无声

又永恒地昭示着一个制胜法宝——“我

们万众一心”。

腹部中弹的战士用身体护着粮袋、

紧握缰绳的老农与战士推车前行、粮袋

上血迹斑斑……菏泽市抗日纪念馆，雕

塑《血粮》默默讲述着这样一个军民团

结的真实故事。

1942 年，日寇“铁壁合围”遭受严重

自 然 灾 害 的 冀 鲁 豫 边 区 ，军 民 陷 入 粮

荒。第五军分区司令员朱程率军民穿

越 7 道封锁线，押运 50 车粮食返回根据

地途中，遭日军伏击，牺牲军民的鲜血

浸透了粮袋。这些粮食运抵根据地后，

我军优先分给乡亲们。而乡亲们含泪

表示：“这粮是用命换来的，我们要留作

种子，来年多打粮支援前线！”

支援前线，是抗战时期人民坚定自

觉的行动。这种力量有多大？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里，雕塑《铜墙铁壁》

下的两句留言给出答案：“军民团结如

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战争之伟力最

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哈尔滨烈士陵园，东北抗联战士群

雕 静 静 矗 立 。 群 雕 中 ，有 这 样 两 个 画

面：战士们围成防御圈，互相掩护射击；

一名战士用冻僵的手为战友整理帽檐，

另一名战士将仅有的棉手套套在对方

手上。一名作家将群雕拍照发在朋友

圈并写道：“我感受到了极冷，更感受到

了温暖和力量。”

与东北抗联战士群雕遥相呼应，东

莞榴花公园的东江纵队抗日浮雕，也讲

述着同样的感动故事：中弹倒下的战士

被战友拖拽至掩体，弹尽时战士搬起石

头砸向敌人。

1939 年 11 月 ，香港一家报纸这样

发问：“靠缴获打仗的八路军为何战斗

力强？”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给出

一个答案：他们“组织严密，作战勇敢，

内部团结”。

“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

国心……”一首《我的中国心》，唱出了

华人华侨心系祖国的赤子情怀，道出了

海外游子情牵故土的共同心声。每当

祖国有难，许多华侨都毅然返回，与同

胞紧紧团结在一起，共赴国难。

厦门集美中学，女华侨李林骑马朝

后开枪的塑像，定格着她英勇战斗的瞬

间。1940 年 4 月 26 日，在反击日伪“围

剿”战斗中，李林冲出敌人包围圈后，突

然听到西南方向有敌人枪声，便立即调

头攻击敌人，以主动“跳进”敌包围圈的

壮举，为大部队转移赢得了时间。

挽 歌 无 尽 ，赞 歌 不 绝 。 李 林 牺 牲

后，周恩来同志赞扬她是“我们的民族

英雄”。中共晋西北区党委机关报《新

西北报》发表社论，称她是“中国民族英

雄的最光荣典型”。

初 夏 的 海 南 ，海 韵 声 声 ，椰 风 徐

徐。海南省青少年科技公园广场，巍然

耸立的华侨回国抗战纪念组雕，分别展

现着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和琼崖

华 侨 联 合 总 会 回 乡 服 务 团 的 英 勇 形

象。这个组雕，是华侨抗战精神的标志

性符号。

当年，毛泽东同志深刻指出：“伟大

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

事，也是世界的事。”战胜法西斯，离不

开全世界正义力量的大团结。

“雕塑无声，人们却能听到飞机正

义 的 呼 啸 。”南 京 抗 日 航 空 烈 士 纪 念

馆 旁 的 雕 塑 园 里 ，苏 联 志 愿 航 空 队 轰

炸 机 大 队 长 格 里 戈 里·库 里 申 科 的 雕

塑 ，将 人 们 带 回 到 那 场 空 中 猎 敌 的 壮

烈空战。

1939 年 10 月 14 日下午，库里申科

率队驾驶轰炸机奔袭日军汉口机场，遭

到日军机群拦截。战斗中，库里申科沉

着指挥，击落 6 架敌机。库里申科的战

机遭到重创后，他放弃跳伞，迫降在长

江水面。然而，由于劳累过度，库里申

科无力爬出机舱，为中国抗战献出了年

仅 36 岁的生命。

法国雕塑家奥古斯特·罗丹说：“雕

塑是瞬间的凝固，更是思想的表达。”纪

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 80 周年的日子里，让我们读懂

这 些 雕 塑 背 后 的 团 结 伟 力 ，心 往 一 处

想，劲往一处使，闯关夺隘、勇毅前行，

用“想在一起”的团结之心、“干在一起”

的团结之力，勠力强军，捍卫和平。

读懂雕塑背后的团结伟力
■刘 青

成效是有力的证明，经验是有益的

借鉴。

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在开展深

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中，

把《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入贯彻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的成效和经验》（以下简称《成

效和经验》）和中央纪委机关编写的《八

项规定改变中国》列入学习范围。广大

党员干部落实通知要求，把已经取得的

成效和经验用好用活，必将进一步推动

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推动党的作风建设

取得新成效。

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

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的十八大

以来，全面从严治党从中央政治局立规

矩开始，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破题，

坚持自上而下、以上率下，刹住了一些长

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

能除尽的顽瘴痼疾。全军各级坚决贯彻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军委十项规定及其

实施细则精神，作风建设明显好转。“八

项规定改变中国”，这是人们对新时代伟

大变革深切的感受；“人民军队的好作风

又回来了”，这是群众对我军新时代作风

建设的真诚点赞。

习主席强调：“中央八项规定堤坝是

好不容易筑起的，一定要倍加珍惜，不断

巡堤检修、培土加固。”把成效和经验用好

用活，既是在“巡堤检修、培土加固”，也是

在对学习教育提供指导和借鉴。

哲人有言：“信心来自实力，也来

自一次次成功的积累。”作风问题具有

顽固性和反复性，一些不良作风都具

有“耐药性”了，再抓还能不能取得效

果 ？ 拉 直 这 个 问 号 ，成 绩 很 有 说 服

力。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党的十八

大以来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

成效，研究分析取得这些成效的原因，

有助于消除心中疑虑，克服松劲心态，

激励党员干部积极投身学习教育，确

保有关规定心中常想、手中常抓、方法

常新、效果常有。

“经验是永不停歇的播种机。”抓自

身、抓源头、抓苗头、抓细节、抓经常……

这些都是各级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军委十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的宝贵

经验。鉴往知来，向史而新。借鉴经验

又不犯“经验主义”，密切关注和分析研

判党情党风新动向，紧盯隐形变异问题，

用好用活这些经验，必将不断把作风建

设引向深入。

这次的学习教育，在部署、目标、措

施、要求等方面，与党的十八大以来深

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是基本一致

的，但也有一些需要解决的新问题。比

如，面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相互交织

的新特点，如何推进风腐同查同治；面

对少数干部缺乏担当的情况，如何既卸

掉应减之负，又激励干部勇担应担之

责；面对繁重的备战打仗任务，如何提

高作风建设对战斗力建设的贡献率，等

等。“度之往事，验之来事，参之平素，可

则决之。”只要各级在学习教育中充分

发挥已经取得的成效和经验的指导意

义和借鉴价值，结合自身作风建设实

际，瞄准突出问题综合施治，保持力度、

保持韧劲，就一定能不断取得作风建设

新成效。

经验只有体现在工作中才能释放

价值，只有落实到行动上才能取得新

成效。学习 《成效和经验》和《八项规

定改变中国》的目的，最终要落实到一

言一行中、体现在日常工作中。各级

应以学习《成效和经验》和《八项规定

改变中国》为抓手，乘势而上、再接再

厉，继续在常和长、严和实、深和细上

下功夫，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坚

持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让广大官兵

更加感到清风拂面，为强军兴军注入

强大正能量。

（作者单位：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

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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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我军装备不如敌人，兵

力少于对手，为何能常打胜仗？1975

年 9 月，许世友同志在检查部队训练时

给出这样一个答案：“那时大家脑子里

都有敌情，训练都带着敌情。”他摸着一

名士兵的步枪和子弹袋叮嘱大家：“平

时训练，这些装备要带上，‘敌情’这件

装备也必须带上。”

一定意义上讲，战争一直都在进

行，军队无时无刻不在与有形或无形的

对手进行潜在的或现实的较量。军队

的最高目标是在战场上战胜敌人，而战

时能否取胜，关键要看平时训练脑子里

是否装着敌情。如果装着敌情，训练就

有打仗的标准、打仗的作风，就有能打

仗的努力、打胜仗的动力。

周恩来同志曾说：“军人如果丧失

了敌情观念，那就要犯很严重的错误。”

训练不带“敌情”这件装备，后果有多严

重？1644 年，大顺军攻入北京后，操练

减少且仍以明军为对象，对关外清军的

威胁麻木不仁，对其作战特点也基本不

清楚，最终在与清军作战中因“大错特

错的战术”而吞下苦果。二战前的法军

也给出镜鉴。当时的法军，将军绥靖，

士兵视操练如同健身，平时不带敌情训

练，注定了战场溃败。

对目前的我军来说，敌情不是“狼

来了”的情况刺激，而是“狼在身边”的

现实存在。看看周边，多少眼睛在暗处

虎视眈眈，多少对手在心里蠢蠢欲动，

这些都容不得我们有丝毫麻痹和片刻

懈怠。不带敌情背景的训练顶多算操

练，更称不上是备战。把敌情作为训练

必带“装备”，既是职责所系，更是形势

所迫。

从 现 实 看 ，带 着“ 敌 情 ”训 练 ，也

是战士们所希望的。前不久，某部就

提 升 练 兵 备 战 动 力 组 织 基 层 官 兵 座

谈 。 官 兵 们 坦 言 ，训 练 时 ，“ 敌 情 ”越

复杂严峻，训练越带劲、越有效，越感

觉 自 己 有 兵 样 。 而 对 于 没 有“ 敌 情 ”

的 训 练 ，战 士 们 普 遍 表 示 ，空 对 空 训

练，提不起劲。

很多时候，是敌人在“引导”我们学

习战争，在“教会”我们如何训练。把

“敌情”作为训练必带装备，重中之重是

把“敌情”研究透。设计敌情时避免透

明化、臆想化、单一化、套路化，分析敌

情时注重“定量”又兼顾“定性”，掌握敌

情时立足“静态”又着眼“前瞻”，真正做

到熟悉对手编制装备、知悉对手作战方

法、洞悉对手作战思维，如此方能提高

训练针对性、实效性，上了战场才能攻

敌之短、百战百胜。

（作者单位：31653部队）

“‘敌情’这件装备也必须带上”
■高 强

如何更好为基层解难？近日，全军

服务基层先进单位、空军某旅在上级组

织的基层建设座谈上分享了他们这样

一条经验：解难之前先问难。

俗话说，一个药方不能治百病。解

难之前的问难，好比开药方前的望闻问

切，脉号准了，才能靶向治疗。现实中，

个别单位的解难之所以效果不好，原因

之一就在于不知道基层具体的难处，没

有找到难处的根源，没有形成准确的

“诊断报告”，致使解难针对性不强。

解难，靠水平更靠作风。家家都有

难，户户难不同。像杨业功那样，对基

层怀有一颗“柔软的心”，到基层与官

兵同吃同住、无话不谈，对基层的“难”

感同身受，既能在问难之后精准解难，

又能密切官兵关系，如此两全其美的

事，何不多些、再多些？

解难之前先问难
■王诗涵

1965 年 7 月，开国少将王振乾在部

队调研时，就如何让参加座谈会的官兵

打开话匣子，给机关干部支了这样一招：

“你一定先要认认真真地听，尽可能少插

话，不打断，不反驳。”60年过去了，笔者

认为，这一招的有效期是——永远。

古人云：“言能听，道乃进。”毛泽东

同志在谈到思想方法时指出：“要老老

实实地听下级的话。”倾听，首先体现的

是对人的尊重。全国模范法官宋鱼水

在审理一起案件时，神情专注地对原告

的陈述耐心倾听。事后这位当事人对

她说：“你是第一个完完整整听完我讲

话的人，你对我的尊重让我信任你。”最

终促成了案件的和解。

要让官兵倾诉，先得学会倾听。座

谈时，以“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鼓

励大家大胆说，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的态度引导大家说实话；座谈后，对官兵

的意见建议及时反馈，不让官兵“说了也

白说”。如此，官兵才会关闭“静音模

式”，像竹筒倒豆子一样畅所欲言。

善于倾听得信任
■刘含钰

“决不能把肩负的职责，当成手中

的权力！”近日，某部在严厉批评一名机

关干部把该自己干的事当作让别人求

办 的 事 后 ，进 一 步 拉 长“ 服 务 基 层 清

单”，教育引导机关干部找准角色定位，

强化服务意识。

邓小平同志指出：“什么叫领导？领

导就是服务。”服务基层是首长机关的职

责所在、价值所在、光荣所在。那种把职

责当权力的想法和做法，是“官本位”思想

的反映，是“官老爷”的做派，是要不得的。

机关因基层而存在，服务基层是机

关最大的权力。“没有基层，哪有领导机

关？”作为机关干部，常常想想彭德怀同志

的这句反问，就会把服务基层作为分内职

责，当“勤务员”也就自然了、自觉了。

莫把职责当权力
■张立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