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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政治体检，开展党性分析，是

我们打扫政治灰尘、提高党性修养的重

要途径。”某部结合深化政治整训，引导

党员干部围绕政治、思想、组织、作风、

纪律等方面，通过个人自查、党员互查、

组织检查和群众帮查，自觉在党性立身

上做到标准更高、要求更严。

习主席强调：“决定一个人如何的

是品行，决定一名党员如何的是党性。”

党性是一个政党固有的本质特征，不仅

代表和反映着党的整体形象，而且表现

为党员个体的具体特性，是“全党每一

个人都有的性质”。如果说共产党员是

特殊材料制成的，那么这个特殊材料就

是共产党人特有的党性。党性是党员

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是

共产党人的灵魂所在。党员姓党，就要

时刻把党性放在第一位。

翻开百年党史，多少壮怀激烈，多少

勇毅前行，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贯穿

始终、熠熠生辉。从革命先烈刘伯坚“生

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的凛然大义，到

“两弹元勋”邓稼先“用最原始的办法”破

译原子弹奥秘的执着坚守，再到县委书记

的榜样焦裕禄“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

没有他自己”的宽广胸怀……坚定的信

仰、坚强的党性，永远是我们党生生不息、

奋斗不止的力量源泉。

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党性问题对

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至关重要，既影

响党员干部成长，也影响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党性强，则步调一致、团结一心，

党 就 能 把 自 身 锻 造 成 一 块“ 坚 硬 的 钢

铁”；党性弱，则利己主义、自由主义蔓

延，党就会成为一盘散沙，毫无战斗力

可言。一些党员干部违规违纪违法的

案例也表明，没有党性这一基石，各个

方面就立不住、立不稳，必然走向腐化

堕落。

天下至德，莫大于忠。对党忠诚，

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对党不

忠诚，就半点党性也没有。我军是党缔

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是执行党的政治

任务的武装集团。人民军队讲忠诚，第

一位的就是忠于党。只有感悟初心使

命、擦亮忠诚底色，把全面深入贯彻军委

主席负责制作为最高政治要求来遵守、

最高政治纪律来维护，才能确保全军任

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从党中央、

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始终做到绝对

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

心。”政治修养是最根本的修养，“培根”

“养心”首要的就是提高政治修养。政

治修养强，可以引领和带动其他各方面

修养；政治修养出了问题、迷失了方向，

其他方面修养也会失去意义。根强则

盛，本固则安。强党性，必须抓住根本、

抓住方向、抓住灵魂，自觉把政治修养

摆在党性修养的首位，凝心铸魂、强基

固本，拧紧“思想开关”、筑牢“党性之

魂”，更好坚守初心、永葆本色。

人 不 以 规 矩 则 废 ，党 不 以 规 矩 则

乱。衡量一名党员党性是否坚强，守纪

律 、讲 规 矩 是 一 条 重 要 标 准 。 实 践 证

明，作风和纪律问题只是“表”，党性才

是“里”。严党纪必先强党性。党员党

性强，遵守党纪才会一心一意、一以贯

之，才会表里如一、知行合一。没有严

明的纪律，党性锤炼就难以取得成效。

上好共产党人的必修课，就要以开展深

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为

契机，引导党员干部学纪、知纪、明纪、

守纪，练好内功、提升修养，做到严守底

线、不踩红线、不碰高压线，切实筑牢安

身立命之本。

“致力非凡之事业，定有非凡之精

神、非凡之担当。”能否积极担当作为、

敢于善于斗争，最能看出一个党员干部

的 党 性 和 作 风 。 实 现 我 军 建 设“ 十 四

五”规划圆满收官，奋斗建军百年，奋进

强军一流，涉及范围之广、攻坚难度之

大、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越是在困

难处、艰险时，越是能体现担当和斗争

精神，越要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磨砺意

志、锤炼党性、淬炼铁肩，做到面对强敌

对手敢亮剑，面对风险挑战敢迎击，面

对棘手问题敢担责，依靠顽强斗争打开

强军事业发展新天地。

党员不是天生的，党性不可能与生

俱来，更不可能一劳永逸。“活到老、学

到老、修养到老”，广大党员干部要把提

高党性修养当作终生课题，持之以恒、

绵长用功，常修常炼 、常悟常进，勤掸

“思想尘”、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

贼”，让自我约束、自我改造、自我培塑

成为一种习惯，真正做到信一辈子、守

一辈子、行一辈子。

锤炼党性一刻也不能放松
■董 锐

“情报上传、指令下达、打击实施……

顺畅的指挥通信链路极大提升了作战效

能。”某旅结合使命任务，聚力攻关如何

在体系作战中用数据链贯通指挥链这一

课题，努力在情报侦察、指挥控制、火力

打击等方面实现数据共享、精准协同，有

效提高了联合作战指挥能力。

“运筹帷幄中军帐，千军万马凭指

挥。”军队能不能打仗、能不能打胜仗，

指挥是一个决定性因素。伴随着信息

技术的发展，适应作战需求牵引，数据

链应运而生。现代战场上，数据链是作

战数据传输的关键，被誉为信息战场的

“神经中枢”，其实时态势共享、灵活任

务分配、精准指挥控制等功能优势，决

定着整个作战体系的作战效能甚至作

战成败。

胜由信息通。数据链广泛用于指

挥作战，带来了集体感知、共享数据实

时化，实现了“从传感器到射手”的短路

作战。这使指挥员无论身处何处，都能

知己知彼、听令而动，从而适应战争“秒

令”“秒杀”的需要。

“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军事实

践中，一些武器装备硬件不统一、软件不

兼容等情况还存在，数据共享壁垒还没

有拆除。有的指挥员缺乏数据意识、联

合思维，对组网用链关注不够，指挥控制

离不开传统手段，成为了“数据文盲”；有

的缺乏数据应用能力，面对信息洪流不

会筛选关键信息，研判形势、定下决心；

有的过度依赖数据链自动化处理，遇到

系统失效，指挥就陷入瘫痪……这些问

题不解决，就不能适应现代作战精确打

击、精确释能要求，就可能成为指挥链上

的“断点”“卡点”。

打仗就是“算数”。高端战争实质

是数据、算法的比拼。当前战争形态正

加速向信息化、智能化演变，作战指挥

的基本形态和指挥方式也加速由能量

主导向信息主导、平台支撑向体系支

撑、协同制胜向联合制胜转变。战场情

况瞬息万变，确保精确指挥，实现决战

决胜，必须有强大的数据支撑。各级指

挥员要不断树牢“数据制胜”的指挥理

念，强化数据链建设和使用，自觉养成

“瞄准前沿学数据”的学习习惯、“基于

平台采数据”的战备习惯、“指挥链上练

指挥”的训练习惯、“紧盯作战用数据”

的指挥习惯。

“万千之众，聚为一卒，攻无不克，

战无不胜。”未来战争是数字化战争，未

来战场是一体化联合作战。数据驱动

决策，信息助力指挥。数据链建设和运

用是一项系统工程、战略任务，需要打

破军兵种壁垒，打造高质量军事数据

池，打通数据流堵点，走开数字化训练

之路。每名指挥员都要把自己嵌入指

挥链条，着力提高用数据分析、决策和

指挥打仗的能力，善用数据链服务指挥

链，使之成为指挥作战的赋能加持、制

胜战场的强大助力，确保在未来体系作

战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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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把“利

器 ”，把 民 主 生 活 会 开 出 质 量 、开 出 成

效？一位老党员意味深长地说：要敢讲

“中肯不中听”的话。

民主生活会是“团结—批评—团结”

的会议，是同志与同志间的“思想碰撞”，

是直面问题、查漏补缺的“政治体检”。

敞开心扉、发自肺腑，动真碰硬、见筋见

骨，让批评多些“辣味”，是开好民主生活

会的应有之义。

什么是“中肯”？《庄子》一书中提到

“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意指庖

丁解牛时总是能找到牛身体的要害部

位。用于批评之中，中肯就是本着实事

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直接触及问题的

核心和实质，有什么说什么，是什么讲什

么，既不夸大其词，也不刻意贬低。这是

对同志负责，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党和国

家事业负责。

俗话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

耳利于行。“忠言”之所以“逆耳”，原因

在于“中肯”却“不中听”。开门见山、直

截了当，开诚布公、直言不讳，不遮遮掩

掩、避重就轻“挑着说”，用“辣言辣语”

指出问题、提出意见。这样的批评虽然

“不中听”，却能起到红脸出汗、强身健

体的效果。

然而，个别同志在开展批评和自我

批评时，不谈主观不足，不讲具体现象，

只讲客观问题、普遍问题、面上问题、枝

节问题，号不准脉、点不到穴。这样的批

评缺乏锐度、力度和深度，无法达到鞭辟

入里、会诊开方的目的。

批 评 是 一 门 艺 术 ，更 是 一 种 责

任。“中肯不中听”的批评有“辣味”，虽

然可能令人不适，却是解决问题、增进

团 结 的 有 力 武 器 。 炉 子 烧 得 越 热 ，越

能 炼 出 真 金 。 批 评 越 是“ 不 中 听 ”，查

摆 出 的 问 题 越 多 、越 实 、越 深 ，对 改 进

工 作 就 越 有 帮 助 ，对 加 强 团 结 就 越 有

益处。相反，越是缺少“辣味”的批评，

你好我好大家好，就越容易闹不团结，

甚至酿成后患。

批评的出发点是解决问题，应对事

不对人。严厉的批评不能发泄私愤、夹

带私货，更不能心有怨念、公报私仇，用

“批评”抵制批评、用“意见”反驳意见，

搞成无原则的纷争。同时，尖锐正确的

意见不是成见、偏见，被批评者不应有

抵触情绪、逆反心理，而应闻过则喜、从

善如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做到“善

补过”“不贰过”。

陈云同志讲过：“如果我们的同志

都把心摆得非常正，非常实事求是，毫

无个人主义，可以抵得十万军队，一百

万 军 队 ，这 是 无 敌 的 力 量 。”对 于 一 个

集 体 而 言 ，坦 诚 相 待 、有 一 说 一 ，是 彼

此信任、相互团结的表现。本着“惩前

毖 后 、治 病 救 人 ”的 原 则 ，人 人 出 于 公

允 之 心 ，时 时 为 了 事 业 着 想 ，敢 讲 真

话、敢唱黑脸，相互监督、共同进步，就

一 定 能 锻 造 出 肝 胆 相 照 、团 结 奋 进 的

钢铁集体。

（作者单位：71217部队）

批评要有“辣味”
■韩晓林 宋高飞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最能

检验一个政党、一名党员的作风成色。

翻开中央八项规定，第一条就是“要改

进调查研究”。这不仅是对党优良传统

的弘扬传承，更是对党执政规律的深刻

把握。

问 题 是 时 代 的 声 音 ，也 是 工 作 的

导向。毛泽东同志曾将调查研究与解

决问题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调查就

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

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调查研究

的目的是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如果有

调查无研究、有研究无方案、有方案无

实施、有实施无效果，非但不能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反而会增加决策失误的

风险。

“ 一 切 结 论 产 生 于 调 查 情 况 的 末

尾 ，而 不 是 在 它 的 先 头 。”延 安 时 期 ，

毛 泽 东 同 志 不 经 意 中 了 解 到“ 小 砭 沟

的婆姨不生娃娃”，马上打电话让延安

市 委 书 记 张 汉 武 火 速 赶 来 ，一 见 面 就

问：这个情况你知不知道，有没有调查

过 原 因 ，会 不 会 是 吃 的 水 有 问 题 ？ 紧

接 着 ，他 指 派 中 央 医 院 去 把 水 化 验 了

一下，果然找到了原因，并对水质进行

了 处 理 ，对 群 众 的 疾 病 进 行 了 治 疗 。

一 年 以 后 ，小 砭 沟 就 传 来 了 婴 儿 的 啼

哭声。

1952 年 10 月 ，毛泽东同志到河南

考察调研。一位老汉问起自己最关心

的问题：“这盐碱地有法治吗？这黄河

水害有法治吗？”之后，毛泽东同志就

把 治 理 黄 河 的 事 情 时 常 挂 在 心 上 ，多

次 听 取 相 关 负 责 人 汇 报 ，提 出 许 多 带

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意见。正是依靠扎

实 的 调 查 研 究 ，毛 泽 东 同 志 有 效 破 解

了 革 命 和 建 设 中 的 一 个 又 一 个 难 题 ，

为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拓展作出了

巨大贡献。

调查研究是一种能力、一种态度，

更 是 一 种 作 风 、一 种 担 当 。 作 风 实 不

实，调查研究的结果“两重天”。陈云

同志搞调研，始终坚持“要讲真理，不要

讲面子”，提出了著名的十五字诀“不唯

上 、不 唯 书 、只 唯 实 ，交 换 、比 较 、反

复”。国家拟订 1959 年钢产量指标时，

他在调查研究后顶着巨大压力提出：原

定的 2700 万吨不切实际，就是后来调低

至 1650 万吨也是达不到的，必须降到

1300 万吨。对此，毛泽东同志称赞道，

“真理在这一个人手里”。

真理先在脚下，重在脚力。对于报

告和汇报，刘少奇同志始终认为，亲自

探察实情，才能有的放矢、精准发力，提

高解决问题的针对性有效性。1958 年，

河 北 省 徐 水 县 宣 布“ 跑 步 进 入 共 产 主

义”的消息传来，他感觉不可信，就亲自

前 往 考 察 ，发 现 存 在 严 重 的 浮 夸 风 和

“共产风”现象。这些问题反映上去后，

党中央开始着手纠正“大跃进”中的一

些错误做法。

当 前 ，我 们 正 以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全

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任务

艰 巨 繁 重 ，更 加 需 要 运 用 好 调 查 研 究

这个“传家宝”，不断以优良作风干事

创业 、赢得民心。2000 年 7 月 2 日 ，烈

日当空，正值一天中最热的时候，时任

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走进福州市

棚 户 区 连 片 的 苍 霞 社 区 一 幢 二 层 木

屋 。 在 蒸 笼 一 样 的 木 板 房 中 ，他 详 细

询 问 群 众 生 活 情 况 ，并 对 身 边 的 干 部

说：“大家知道为什么要选在这个时候

来棚户区调研吗？就是想让大家亲身

体验百姓疾苦，加快棚改步伐。”此次

调 研 后 不 久 ，苍 霞 棚 屋 区 改 造 工 程 就

拉开了帷幕。

党 的 十 八 大 后 ，在 一 次 全 国 两 会

“下团组”时，习主席语气坚定地说：“我

如果光是看好地方，就难免乐观，感觉

指日可待，就会作出错误决策。不要文

过饰非，不要因为我们看了心情沉重就

遮遮掩掩。”衡量调查研究搞得好不好，

“关键要看调查研究的实效，看调研成

果的运用，看能不能把问题解决好”，这

是习主席开展调查研究的有效方法和

一贯作风。一言一行，体现带头贯彻执

行 中 央 八 项 规 定 的 鲜 明 态 度 ；点 滴 之

间 ，彰 显 人 民 领 袖 亲 近 人 民 的 深 厚 情

怀，以实际行动为全党立起标杆、作出

示范。

如 今 ，在 毛 泽 东 同 志 当 年 才 溪 乡

调 查 住 处 前 的 一 片 藕 田 里 ，“ 没 有 调

查 没 有 发 言 权 ”9 个 红 色 大 字 格 外 醒

目 。 新 征 程 上 ，赢 得“ 发 言 权 ”的 密

码 ，就 在 于 以 解 决 问 题 为 根 本 目 的 ，

深 入 实 际 、深 入 基 层 ，真 正 把 情 况 摸

清 、把问题找准 、把对策提实，把调查

研 究 成 果 转 化 为 推 进 工 作 、战 胜 困 难

的实际成效。

“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吴 曦 刘云川

“作风建设，重在经常，必须常常

抓。”抓常，就是要经常抓、见常态，善作

善成、久久为功。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其中的“精神”

二字，不仅包括八项规定的具体内容，

还包括在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我们党

管党治党的立场、理念、态度、方法等。

为山九仞，非一日之功。好作风内化为

信念、外化为习惯、固化为制度，是一个

螺旋上升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

不可能一劳永逸。

现在风气清新多了，但要看到少

数人可能是在强大“外力”作用下，暂

时刹住了惯性。有的改变背后，是“勉

强为之”，而非“自然而为”。这警示我

们，作风问题具有复杂性、顽固性、隐

蔽性、反复性，必须增强定力、保持韧

性，融入日常、抓在经常，直至化为自

觉、形成习惯。

“逆水行舟，一篙不可放缓；滴水

穿石，一滴不可弃滞。”作风建设不是

一 时 一 事 之 功 ，紧 一 阵 松 一 阵 ，进 两

步退三步，都会功亏一篑。以钉钉子

精 神 一 抓 到 底 、锲 而 不 舍 ，才 能 让 好

作 风 成 为 一 种 习 惯 、一 种 自 觉 、一 种

氛围。

经常抓 见常态
■宋宏伟

谈训论战

“作风建设，重在持久，必须反复

抓。”抓长，就是要持久抓、见长效，标本

兼治、固本培元。

作风方面的积弊顽疾，归根结底要

靠制度来祛除。无论是中央八项规定，

还是中央军委十项规定，都是在努力塑

造制度权威、打造制度之笼。“以刚性的

制度规定和严格的制度执行，确保改进

作风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这为持

之以恒改作风指明了方向。

制度是刚性的，管长远管根本。作

风问题如同弹簧，抓一抓就会好转，松一

松就会反弹，有的还会变本加厉。只有

在制度上严起来，向制度建设要长效，方

能力戒“一处弛则百处懈”；在执纪上严

起来，有章必循、违规必究，坚决维护制

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方能“解落三秋

叶，能开二月花”，不断涵养出新风正气。

“抓作风建设，集中教育整顿是有

必要的，但根本上还是要靠制度。”实践

证明，作风建设制度化，管得住现在、经

得起检验。要以制度建设为核心，以强

化监督为重点，将制度的“手”、监督的

“眼”统一起来，把“当下改”和“长久立”

结合起来，建章立制、形成合力，切实从

体制机制上堵住滋生不正之风的漏洞。

持久抓 见长效
■郭 峰

“作风建设，重在细节，必须环环

抓。”抓细，就是要深入抓、见实招，抓早

抓小、防微杜渐。

作之于细，累之成风。作风问题，从

来就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潜藏于日常

生活的各方面、生长于各项工作的土壤

里。正所谓“细节决定成败”，细节上的

疏忽大意，往往是败事之端。一次宴请、

一个红包、一份礼品等看似不起眼的细

枝末节，往往直接影响作风建设的成效。

“轻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堤溃

蚁孔，气泄针芒。是以明者慎微，智者

识几。”抓作风，就要有这种明与智，时

刻牢记“尽小者大，积微者著”的道理。

落细落小不是说只抓琐碎的小事，而是

保持对作风建设关键环节的深层关注，

从细节抓起、从小处严起，谨慎抓小、处

处抓细，真正实现“抓小节就是立大德”

的效果。

牡丹花好空入目，枣花虽小结实

成。培养好的作风，杜绝坏的风气，没

有取巧的办法。只有始终把作风建设

抓在手上，时时铭记、事事坚持、处处上

心，从小事做起、从细节入手，件件叠

加、项项累积、次次集聚，才能把作风建

设导入良性发展轨道。

深入抓 见实招
■赵焕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