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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里有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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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 洁

八一时评

律 己 足 以 服 人 ，身 先 足 以 率 人 。

习主席强调，要崇尚严于律己的品德，

广大党员、干部要慎微慎独，清清白白

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对广大官兵特别

是军队领导干部而言，能否始终做到严

于 律 己 ，不 仅 关 乎 人 生 道 路 能 否 走 得

正、走得远，更关乎整个军队能否风清

气正、朝气蓬勃。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

星共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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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党我军一贯重视道德建

设，坚持把“德”作为衡量人评价人的首

要标准，要求共产党员、革命军人明大

德、守公德、严私德，在全社会树立了道

德榜样、引领着道德风尚。一名官兵履

行好职责、完成好任务，离不开德、智、

体等诸要素的综合作用，而“德”在其中

起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无论是平时

训练执勤，还是战时冲锋陷阵，都需要

高尚道德作有力支撑，否则就难以形成

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完成任务、履行

使命就无从谈起。

“吾日三省吾身”“君子求诸己，小

人 求 诸 人 ”“ 检 身 若 不 及 ”…… 中 华 优

秀传统文化里，“修己以安人”是一个

重 要 命 题 。 一 个 人 能 否 严 于 律 己 ，最

大 的 障 碍 是 自 己 ，最 难 战 胜 的 也 是 自

己 。 崇 尚 严 于 律 己 的 品 德 ，对 革 命 军

人来说，严的是党性原则 、纪律规矩，

律 的 是 品 行 操 守 、道 德 修 养 。 严 于 律

己不是一阵子的事，而是一辈子的事，

只 有 进 行 时 ，没 有 完 成 时 。 只 有 经 常

对 照 党 章 党 规 党 纪 审 视 自 身 的 言 行 ，

主动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有力武

器，及时修枝剪叶 、荡涤心灵，像老一

辈革命家那样常怀“检身若不及”的自

觉，慎微慎独，防微杜渐，才能始终做

到一身正气、一尘不染。

“道德当身，故不以物惑。”现代社

会的五彩缤纷令人眼花缭乱，权钱色利

诸方面的诱惑往往披着时髦的外衣、打

着进步的幌子，并不像“泾水清清渭水

浑”。一些违纪违法的领导干部也曾在

困难和危险面前“横刀立马”，但最终却

在与私心邪念的斗争中败下阵来，放低

了境界追求，放宽了用权边界，放松了

约束标准。须知，拿一分钱财，就降低

一分威信；破一次规矩，就留下一个污

点；谋一次私利，就失去一片人心。作

为一名军队领导干部，一旦在廉洁自律

的底线上失守，就会失去官兵的信任、

支持 、拥护，就无法树立威信 、带好队

伍、推动工作。

严 于 律 己 ，须 常 扫 思 想 之 尘 。 一

个 思 想 纯 洁 和 灵 魂 纯 净 的 人 ，必 然 会

自 觉 远 离 低 级 趣 味 、自 觉 抵 制 歪 风 邪

气。“不奋发，则心日颓靡；不检束，则

心 日 恣 肆 。”就 像 房 间 需 要 经 常 打 扫

一 样 ，思 想 上 的 灰 尘 也 要 经 常 打 扫 。

军 队 领 导 干 部 应 坚 持 以“ 君 子 检 身 ，

常若有过”的态度反思差距，以“扫帚

如 果 扫 不 到 ，灰 尘 不 会 自 己 跑 掉 ”的

自 觉 除 尘 去 垢 ，用 好 自 省 这 面“ 透 视

镜”，在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检视修

炼中，清扫灵魂旮旯 、思想角落；拿起

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把“手术刀”，在红

红脸 、出出汗 、排排毒中，清除作风之

弊、行为之垢。

严于律己，须常怀敬畏之心。“畏则

不敢肆而德以成，无畏则从其所欲而及

于祸。”敬畏是自律的开端，也是行为的

界限。心存敬畏之心、戒惧之意，方能

“思”出于理智、“做”有所顾忌、“行”不

忘法纪。军队领导干部应经常对照党

纪国法军规，不断加固思想上的“防火

墙”、行为上的“过滤网”，给兴趣爱好加

把锁，给个人交往划条线，给生活志趣

设道岗，时刻强化应对“妄思”“妄动”抗

体，把党纪国法军规当成不可踩踏的底

线、不可逾越的红线、不可触碰的高压

线，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做到

不放纵、不越界、不越轨。

严于律己，须常积尺寸之功。严于

律己永远在路上，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崇尚严于律己的品德，不仅是一次自我

革命的历练，更是加强党性修养的永恒

课题，关键在于“常”“长”二字。军队领

导干部应时刻牢记“堤溃蚁孔，气泄针

芒”的古训，“勿以恶小而为之”，从日常

训练、学习和生活中的小事小节做起，件

件叠加、次次积聚、久久为功，培养好的

作风，杜绝坏的风气，始终做到谨小慎

微、老实本分、不越雷池，切实在防微杜

渐中筑牢防线、守住底线、保持本色。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防化研究院）

崇尚严于律己的品德
■赵 杰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陕甘宁

边区遭遇空前的财政经济困难。为深

入了解边区重要资源食盐的运输工作

情况，毛泽东同志让西北局写一份关于

运盐的调查报告。

陕甘宁边区交通厅的主要负责人

高 克 林 提 交 了 一 篇 题 为《鲁 忠 才 长 征

记》的调查报告，全文包括标点在内只

有 2700 多字，却详细列出了 7 个方面的

情况。开门见山，直奔主题，通篇没有

多余的形容词、成组的排比句。从内容

来看，大多一两句话，但读后对当时的

运盐情况一清二楚。如“鄜县至张村驿

七十里，有五条沟，路难走水草好”“张

村驿至烂泥坡，共五站，每站七十里，路

好走，（可以）割草喂牲口”等，不仅抓住

了矛盾问题，还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毛泽东同志看过这篇调查报告后

倍加推崇，特地写了一段按语：“这是

一 个 用 简 洁 文 字 反 映 实 际 情 况 的 报

告，高克林同志写的，值得大家学习。

现 在 必 须 把 那 些‘ 下 笔 千 言 、离 题 万

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

掉，把那些主观主义 、形式主义扫掉。

高克林同志的这篇报告是在一个晚上

开 了 一 个 三 个 人 的 调 查 会 之 后 写 出

的，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

写 得 很 好 。 我 们 需 要 的 是 这 类 东 西 ，

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

而不是那些党八股。”

好文风的基础是调查研究，没有调

查就没有发言权。只有通过扎实调研

的资料，准确分析事物本质规律，才能

形成言之有物、逻辑严密的文章。“不提

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不解决问题，不表

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说来说去还是

一个中药铺，没有什么真切的内容”。

1942 年的初春，延河的坚冰在料峭

寒风中裂开细密纹路。沉睡的黄土地

下正涌动着无声的春潮——那些被战

火与实践淬炼的思想，此刻正在延水河

畔酝酿着惊蛰时分的雷鸣。

“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

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

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

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延安整

风 的 一 个 重 要 内 容 ，就 是 整 顿 文 风 。

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中淋漓尽

致地批判一些文章，“空话连篇，言之无

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

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

号召全党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

鲜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文风。

凡要言，总不烦。文风决定内容，

是言之有物还是玩弄辞藻，泾渭分明。

邓小平同志历来注重务实，反对不实风

气。毛泽东同志称赞他在西南工作时

呈 给 中 央 的 五 、六 月 综 合 报 告 ，“ 看

邓小平的报告，好像吃冰糖葫芦！”文风

问题看似是在讨论文辞是否优美顺畅，

实则是思想方法、精神状态、能力水平

和工作作风的集中体现。

部 队 的 文 风 ，就 是 战 斗 的 风 格 。

军 令 急 ，军 情 迫 ，容 不 得 半 点 拖 泥 带

水 。 淮 海 战 役 中 ，前 线 指 挥 部 共 接 到

毛泽东起草的电报 64 封，电文内容简

短直白，如：“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

是 扫 除 徐 州 以 东 之 敌 ，断 其 海 上 退

路。打法是，先来个中间突破，然后全

歼黄百韬。”刘伯承看过电报后心领神

会，也生动地说道：“这叫吃一个，夹一

个，看一个。”

文风里蕴藏着兴衰成败。有位学

者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解放军无论出

操还是行军，唱得最多的歌是《三大纪

律八项注意》。歌词明白如话，一听就

懂。再听听国民党士兵唱的什么“整军

饬纪，宪兵所司，民众之保，军伍之师。

以匡以导，必身先之，修己以教，教不虚

施。”那时的国民党士兵，八成以上都是

文盲。各自唱着各自的歌，哪支军队能

打胜仗，结果不言自明。

打仗需要精当缜密、精准明确，写

文章同样需要高度概括、简洁有力。平

时不在日常工作中养成实事求是、战味

浓厚的文风，到了战时再想准确表达、

凝词炼句就难了。今天，我们同样当以

实事求是的态度，在行文中把那些“夸

夸其谈”扫掉，改掉言之无物的内容，改

掉长篇累牍的形式，改掉晦涩难懂的语

言，改掉居高临下的说教，真正使讲短

话、讲实话、讲新话蔚然成风，建立起服

务打仗、适应战场的文风作风。

“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
■丁剑峰

“工作餐不得提供高档菜肴，不得提

供香烟，不上酒”“工作会议一律不摆花

草 、不 制 作 背 景 板 ”“ 不 得 超 标 准 采

购”……近日，在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之际，中共

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修订后的《党政机关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进一步拧紧党

政机关带头过紧日子的制度螺栓。

作风建设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

向背、关系党和国家事业成败。党政机

关作风的好坏，直接影响基层建设和风

气。对于群众来说，反浪费属于道德行

为；对党政机关而言，反浪费更是政治

行为、法律行为。一些党政机关讲排

场、比阔气、大手大脚、奢侈浪费现象时

有发生，严重败坏了党风政风，严重损

害了党的形象。实践证明，运用法治思

维和法治方式加强建章立制、严格按章

办事，是刹住铺张浪费之风的标本兼治

之策，既有对公与私边界的厘清，也有

对权力行使的规范制约。

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此次

《条例》的修订，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

向相结合，与时俱进完善经费管理、国

内差旅、因公临时出国（境）、公务接待、

公务用车、会议活动、办公用房、资源节

约等规定，强化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

张浪费责任落实，通过针对性查漏补

缺、更新升级，明确底线、划出红线，进

一步筑牢了反浪费的制度堤坝，旨在以

制度的刚性约束力坚决遏制和根治铺

张浪费的作风积弊。

“ 虽 有 戈 矛 之 刺 ，不 如 恭 俭 之 利

也。”进入新时代，全军各级机关坚决贯

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军委十项规

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持勤俭办一切

事情，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蔚然成风。

当前，我军正向着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

目标聚力攻坚，建设任务重、资源需求

多、保障压力大，尤须正视遏制享乐主

义、奢靡之风的艰巨性、长期性、反复

性，清醒看到在会花钱、花好钱方面还

有一定差距，管理粗放、不计成本等问

题还不同程度存在。过紧日子的思想

永远不会过时，一刻也不能忽视。

决策失误是最大的浪费。军队是要

打仗的，所作的每一项决策、所干的每一

项工作，都必须是对战斗力有益的事。

军队各级机关和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正

确政绩观，坚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坚

决纠治各种形式的“政绩冲动症”，不采

华名、不兴伪事，严格按照战斗力标准花

钱办事，不做背离战斗力标准的无补之

功、无益之事，把有限的财力物力用好，

真正花在刀刃上，花出实效来，把功夫下

在重实战、谋实效、求实绩上。

浪费的小漏洞虽然不起眼，但到处

“跑冒滴漏”，再大的水库也是要漏空

的。“微”防不住，“渐”就难杜绝。军队

各级机关和领导干部应结合正在开展

的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

育，把节俭作为习惯来养成、作为责任

来担当，坚持从小事入手、从点滴做起，

多管齐下、精准施治，自查问题、深挖漏

洞，让厉行节约的理念体现到单位建

设、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勤俭节

约、人人践行”的生动局面。

过紧日子不是一时之需，而是长久

之计。作风建设就像拧螺丝，必须时时

紧一紧、常常拧一拧。军队各级党委和

纪检监察部门须用好监督机制，大力加

强管理监督，针对铺张浪费新情况新问

题，在标准上划出硬杠杠，在落实上立

起高压线，制订科学考核指标，全程开

展动态评估和实时监督，对资源使用率

高、节约成效明显的，按照规定实施奖

励表彰；对资源使用低效无效、造成损

失浪费的，依规依纪依法予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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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亚
林

某部围绕敌后侦察、隐蔽接敌、夜

间破袭等课目展开专攻精练；陆军某旅

开展夜视装备强化训练，将夜战基本功

练硬练扎实……连日来，一些部队从难

从严组织夜间训练，有效锤炼了部队实

战能力。

夜间作战是战争的常态。攻防双

方谁能夺取和掌握战场“制夜权”，谁

就更有可能赢得战斗、战役乃至战争

的 胜 利 。 从 世 界 近 几 场 局 部 战 争 和

武 装 冲 突 来 看 ，夜 战 地 位 不 断 上 升 ，

拥 有 夜 战 能 力 的 一 方 可 以 实 施 昼 夜

全时作战。信息化战场，攻防对抗激

烈，态势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能

否 掌 握 夜 战 这 个 制 胜 利 器 至 关 重

要。这要求我们必须直面挑战、积极

应 对 ，做 好 夜 战 准 备 ，淬 炼 制 胜 高 技

术战争的“暗夜尖刀”。

夜训是提高部队夜战能力的基本

途径。有外军规定，所有战术训练课目

要有 1/3 的时间用于夜间训练，境外遂

行作战任务部队的夜训时间达40%~60%。

随着科技的进步发展，现代战争“透明

度”不断提高，无人作战平台和先进夜

视装备的运用，使得夜训由粗放、地面

作战向精确、立体作战训练发展，由技

术层次、分队层级，向联合作战训练层

级发展。这些都启示我们，只有努力

实现精于夜战夜训，才能夺取战场“制

夜权”。

打仗要懂夜的黑。现在，少数单位

夜训的质量离夜战的要求还有不小差

距。有的将白天的训练内容、组训流程

复制到夜间，没有进行针对性的有效训

练；有的夜训强度不够，避重就轻、浅尝

辄止；还有的只重视战术不重视技术，

对 一 些 无 人 、夜 视 装 备 不 愿 用 、不 会

用。凡此种种，都会导致夜训水平在低

层次徘徊。

今天的夜训，不仅要擦亮双眼，更需

头脑对接战场。各级指战员应强化忧患

意识，将夜战夜训摆在我军作战训练的

更高位置，严格扎实开展实战化夜训；深

研信息化、智能化条件下夜战特点规律，

树立精判目标、精确指控、精准协同和信

息主导、火力主战、跟进保障的夜战理

念，为打赢夜战创新战法、探索训法；针

对夜间特点构设训练环境，研究掌握夜

训装备，实现人装最佳结合；不断增大夜

训难度强度，既重视官兵个体、小分队夜

战夜训，更注重多兵种合同、诸军种联合

夜战夜训，确保夜训看得清、藏得住、联

得上、打得准，不断把夜间实战化训练推

向更高层次。

夺取信息化战场“制夜权”
■梁 宇

考试经常会遇到必答题和选择题

的题型。但对于机关服务基层来说，解

难题没有“选择题”，只有“必答题”。然

而，个别机关科室在为基层解难帮困

时，存在做“选择题”的情况：对于简单

问题能够办快办好，对于复杂难题则拖

延塞责。

服务基层就是服务战斗力，关心官

兵就是关心打赢事业。彭德怀同志曾

经说过：“把士兵的难事当成自己的难

事解决，这样的单位，一定是团结一心

的，一定是能打胜仗的。”为官兵解难是

否满腔热情、真诚实在，体现党委机关

工作作风，关乎基层建设质效。

现实中，基层有不少矛盾问题较为

复杂，有些很难通过一个部门、一次协

调就能彻底解决。基层建设的持续性、

工作的周期性、落实的反复性，决定了

抓建基层是一个在不断解决难题中循

序渐进、逐步提高的过程。之所以会出

现选择性为基层解难的现象，根子在于

少数机关干部不端正的政绩观作祟。

机关解决问题避重就轻，基层就会负重

前行，不仅冷了官兵的心，也会损害机

关在官兵心目中的威信。

不想做一件事，总能找到借口；想

做一件事，总能找到方法。机关干部应

主动作为，敢于到基层困难大、矛盾多

的地方解决问题，真正做到“基层有所

呼，我必有所应；基层有所盼，我必有所

办”，切不能挑挑拣拣、避难就易。坚持

抓经常、经常抓，抓反复、反复抓，既理

旧账又开新局，既管当下也管长远，以

“事不避难”的精神坚持做好“难而正

确”的事，帮助基层积蓄发展的后劲，切

实让服务出凝聚力、出战斗力。

解难题不做选择题
■王 强

近日，某部开展“大谈心、深调研、

细排查”活动时发现，个别带兵人在与

官兵谈心谈话时，只强调说理的正确

性，不注意情感表达，“通不通，三分钟；

再不通，龙卷风”。这样生硬刻板的态

度，既打动不了人，还可能会伤害战士

的感情，影响干部的形象。

谈心谈话是官兵之间最直接、最常

用、最有效的方式，也是发扬民主、增进

团结的有效途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

说，谈心谈话为“最细致入微的宣传鼓

动形式”。谈心需要正确地析事明理，

也需要真心实意的情感。拨动心灵之

弦，简单粗暴使蛮劲是行不通的。道理

可能是正确的，但沟通的方式不正确，

同样会事与愿违。

一位医学专家曾说：“看的是病，救

的是心；开的是药，给的是情。”谈心谈

话也是这样。如果能在官兵思想困扰、

进步受挫时，多一些换位思考、循循善

诱，就容易打开心结、谈出团结、激发干

劲。“南风法则”也启示我们，娓娓道来

或许没有行政命令见效快，但更容易打

动人，收到破冰除障的效果。平等相待

的尊重，更容易拉近与官兵的距离；情

理交融的沟通，才能把思想政治工作做

到官兵心坎上。

“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

腹”。谈心谈话工作是个技术活，更是

个感情活。带兵人应用信任、欣赏、发

展的眼光看待官兵，多在潜移默化、润

物无声上下功夫，多在寓教于乐、减压

释负上下功夫，多在互动参与、交流共

鸣上下功夫，用真理说服人、用真情感

染人、用真实打动人，赢得官兵的信任

和支持。

讲道理也要通情理
■王 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