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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

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永不叛党”，每位党员在入党时，都宣读过

这段激动人心的誓词。历经不同历史阶

段，入党誓词几经调整，但“永不叛党”是

不变的内容。崇尚对党忠诚的大德，就是

要求广大党员始终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

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自入

党之日起就把忠诚落实在一言一行上，任

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改初衷、不移心

志，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天下至德，莫过于忠。”对党忠诚，是

中国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方志敏

同志在入党之初写下：“从此，我的一切，直

到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了。”陈毅同志把

“革命重坚定”作为一生的座右铭。南昌起

义时他没有赶上，后来冲破重重难关找到

了起义队伍，到天心圩时队伍只剩下 800

余人，他积极协助朱德同志团结部队，鼓

舞士气，让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种得以保

留下来。小说《红岩》中刘思扬的原型刘国

鋕，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面对劝诱，他斩

钉截铁地回答，“我如出卖组织，活着又有

什么意义”……忠贞的信仰、坚定的选择，

彰显共产党人的赤诚忠心，穿越时空传递

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正如习主席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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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关键时期，党的建设特别是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还面临不少顽固

性、多发性问题，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

时可能升级。面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

浪的重大考验，如果没有对党忠诚作为

政治上的“定海神针”，就很可能在各种

考验面前败下阵来。广大党员干部只有

不断锤炼品格强化忠诚，才能为党和人

民事业勇挑重担，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

复兴伟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崇尚对党忠诚的大德，根本的是筑

牢理想信念根基。“本根不摇，则枝叶茂

荣。”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才有对党的忠

诚。李大钊同志在就义前，坚定发出“共

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的

坚贞誓言；夏明翰同志面对敌人的屠刀，

写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雄壮

诗篇；邓小平同志年轻时刻苦钻研马克

思主义理论，立志“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

交给我们的党”……这充分说明共产党

人唯有理论上的清醒才能永葆对党的真

忠诚。今天，广大党员干部只有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以学铸魂、以学增智，才能凭借扎

实的理论素养，在复杂局面中洞察本质、

明辨是非，在重大考验中坚定信心、勇往

直前，始终做到心向党、言为党、行兴党。

崇尚对党忠诚的大德，关键的是敢

于担当善于作为。忠诚，从来不是抽象

的概念、纸上的口号，而是心中的信念、

脚下的行动。新时代以来，无数共产党

员勇挑重担、冲锋在抢险救灾第一线，喊

出“我是党员我先上”；300 多万名第一

书记和驻村干部同贫困群众想在一起、

干 在 一 起 ，誓 言“ 不 获 全 胜 、决 不 收

兵”……举凡常人难以想象、难以做到的

事情，背后往往都有坚定信仰、忠诚品质

的支撑。奋进新征程，党员干部要自觉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

来，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

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

做，做到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不讲条件、

不打折扣、不搞变通，管好党组织交给的

“责任田”，以勇于担苦、担难、担重、担险

的实际行动诠释对党的忠诚。

崇尚对党忠诚的大德，重要的是把纪

律规矩挺在前。守纪律是党章对党员的

基本要求，讲规矩是党员对党忠诚的重要

表现。能否严守纪律规矩，是党员干部对

党是否忠诚的重要检验标准。党员干部

应牢固树立纪律意识、规矩意识，严格遵

守党章、党的纪律、国家法律以及党在长

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做

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实人；时刻接受党纪

监督，自觉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和党内政治

生活准则办事，自觉接受组织纪律的约

束；坚持不懈地修身正行，不断自我净化、

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真正做到

对党忠诚一辈子、为民奉献一辈子。

对人民军队而言，忠诚于党始终是第

一位的政治要求，是革命军人的本色和灵

魂。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周年

大会上，习主席强调，前进道路上，人民军

队必须牢牢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把

这一条当作人民军队永远不能变的军魂、

永远不能丢的命根子。踏上强国强军的

新征程，每名官兵都应把忠诚的基因融入

血脉、注入灵魂，用青春和热血书写绝对

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的时代新篇，始

终做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英雄军队。

“忠诚”二字重千钧。对党忠诚与

否，不仅关系党员自身成长成才，更关系

党的性质和宗旨能否保持、党的力量能

否发挥、党的事业兴衰成败。广大党员

对党忠诚，百年大党团结一致，我们就一

定能够迸发出无坚不摧、无往不胜的磅

礴之力！

崇尚对党忠诚的大德
■鲍俊成

一位人力资源专家曾这样讲：“发现

并用好一个人的优点，你只能得 60 分；

如果你想得 100 分的话，就必须容忍一

个人的缺点，发现并合理利用他的缺点

和不足。”站在部队指挥员的角度讲，无

论调兵还是遣将，都应该明白“尺有所

短、寸有所长、才尽其用”的道理，善于短

中见长、化短为长。

兵无全能、战无全胜，扬长避短、以

长克短，是古今中外识人用兵的基本常

识。但长处与短处是相比较而存在、相

对应而成立的。长处如果用错了时机和

场合，就会产生反作用，释放负能量；短

处如果用对了时机和场合，也能发挥大

作用，产生正能量。韩信背水列阵，以数

万之众击败赵国 20 万大军。对于这次

胜利，人们常常归功于韩信大胆采取了

“陷之死地而后生”的用兵之道。其实，

韩信之所以用此“险策”，正是由于他深

知自己部队新兵多、士气低的短处，只有

把他们逼到绝境，才能迸发出最大的战

斗力，从而把化短为长发挥到了极致。

在态势瞬息万变的战场上，一支部

队的长处可能正是它的短处，而它的短

处很可能就是它的长处，只要对自身的

短处看得清、用得好、用得巧，也一样能

克敌制胜。公元 547 年，东魏国以慕容

绍宗为将率军攻打南梁国，两国军队在

彭城以东寒山地区列阵相对。战前，慕

容绍宗预料彪悍急躁的南梁士卒在初

战阶段必定攻势猛烈，而自己的部队将

难 以 招 架 ，很 可 能 出 现 局 部 暂 时 的 失

利。于是，他向部队宣布：“开战后我会

下令让某些部队退却，以引诱南梁军深

入，这时其他部队要勇敢出击，痛击敌

人后背，这样我们就会大获全胜。”战斗

打 响 后 ，东 魏 军 果 然 有 几 处 被 敌 军 突

破，而其他部队将士则认为这正是慕容

绍宗的计谋，遂争先恐后反击，南梁军

顿时败下阵来。

近年来，我军在武器装备建设等方

面有了长足发展，但与强敌对手相比仍

有差距。而且，面对科技之变、战争之

变、对手之变，稍有不慎，不仅可能会使

我们曾经的短板变得更短，甚至过去引

以为豪的长处也可能成为短处，这更需

要我们保持足够的警醒。从这个角度

讲，知己之短，善于化短为长，是我们应

对强敌对手、打赢未来战争必须面对的

一个重要现实课题。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在许多人

意识里，“知彼”与“知己”相比，前者的

艰 难 程 度 更 大 ，但 其 实 ，要 真 正 地“ 知

己”也并非轻而易举。俗话说，人贵有

自知之明。自知之明之所以贵，贵在其

难 。 现 在 个 别 单 位 的 问 题 是 ，不 光 对

“ 知 彼 ”雾 里 看 花 ，对“ 知 己 ”亦 似 是 而

非，尤其对己之短更是语焉不详。我们

必须明白，看不到或不愿意触及自己的

短板弱项，就无法及时地避短、补短，就

可 能 成 为 对 手 攻 击 的“ 阿 喀 琉 斯 之

踵”。相反，如果我们时刻保持清醒头

脑，正确地看人度己，自觉养成常审己

短、善识己短的习惯，在此基础上充分

调动和发挥广大指战员的主动性创造

性，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反常用兵、超

常 施 策 ，从 而 把 不 利 因 素 变 成 有 利 因

素，把短板弱项化为制敌的利器。

善
于
化
短
为
长

■
张
西
成

党员干部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人际交

往不可避免。但从被查处的腐败案件看，

一些党员干部落马恰恰是由于交往的“小

圈子”导致的，这给党员干部敲响了警钟。

“圈子”，一般指具有相同兴趣爱好、

相同属性或者为了某个特定目的而联系

在一起的人群。现实中，个别党员干部

将手中掌握的权力与“圈子”发生了联

系，拉帮结派、相互利用，徇私情、舞私

弊、谋私利，于是“圈子”成了公权与私利

勾结的“小圈子”“腐败圈”，严重影响党

内政治生态，危害公权力的正常运行。

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小圈子那个

东西害死人呐！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

错误就从这里犯起。”人情之中有原则，交

往当中有政治。对党员干部来讲，守住交

往关，建立清清爽爽的人际关系，不是私

事，而是事关党风、政风的大事。各级党

员干部必须谨防“小圈子”、远离“小圈

子”，主动净化“三圈”。应多交“诤友”，善

交“益友”，不交“损友”，追求“绿色交往”，

做有原则、守底线的“干净人”。

远离“小圈子”
■喻文林

中华文化一直有严于律己、克己修身

的传统。“吾日三省吾身”“行有不得，反求

诸己”，说的都是这个道理。自省自励不

仅是一种文化自觉，更是中国共产党人改

造主观世界、加强党性修养的内在要求。

党员干部养成经常扪心自问、反躬自省的

习惯，就可以醒脑、明目、定神、修身，做到

初心不改，信念不变，砥砺前行。

这 种 自 省 自 励 的 习 惯 ，在 彭 德 怀

同 志 身 上 ，是 一 种“ 自 我 敲 打 ”。 1948

年，彭德怀率西北野战军在瓦子街地区

打了漂亮仗，很是满意。在从前线阵地

回指挥所的路上，他停住了欢快的脚步，

把皮带往左手掌上一打，自言自语道：

“彭德怀啊，可不敢骄傲，不敢骄傲啊！”

而在遭受战事损失的西府战役教训总结

会议上，他用右手指着自己的额头说：

“彭德怀呀彭德怀，你学的马列主义哪里

去了？”这种自问自省的态度，令他胜不

敢 骄 、败 不 会 馁 ，成 就 了“ 谁 敢 横 刀 立

马？唯我彭大将军”的功勋与威名。

自警以正身，自省以思过，彭德怀

同志是真正做到了。他曾说，不论怎样

忙，每月总要抽半天时间，把自己做过

的事情认真检查一遍，看哪些做对了，

哪 些 做 错 了 ，以 便 少 犯 错 误 或 不 犯 错

误。面对社会上的种种诱惑，党员干部

须时常以党章为镜对照自己，以党规为

尺衡量自己，在自我“敲打”中，及时清

除欲望垃圾，扫除思想阴霾，避免让初

心蒙尘，真正做到“风斜雨急处，立得脚

定 ；花 浓 柳 艳 处 ，着 得 眼 高 ；路 危 径 险

处，回得头早”。

这种自省自励的习惯，在贺龙同志

身上，是一种“以小见大”。1937年，贺龙

到延安参加会议，带的烟叶抽完了。警卫

员见状，便自作主张给后勤部的司务长

捎信，请他帮忙买些烟叶。当贺龙得知

烟叶是用公款买的，摇着头说：“这么说，

我贺龙犯了挪用公款之罪了！”他接着命

令警卫员：你马上告诉司务长，这一笔钱

一定要记在我贺龙的欠账上，不可用其

他经费冲掉，会后如数补还。后来，他亲

自同司务长订了一个加倍节省个人生活

开支的合同——每餐给他减盐减油减

菜，甚至不吃菜。就这样，他一直坚持了

两个多月，将烟叶欠款如数还清。

贺龙同志把烟叶的“小事”放大看，

及时纠错，体现了高尚的人品和严谨的

作风。“不矜细行，终累大德。”党员干部

当以老一辈革命家为榜样，始终保持如

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警觉意识，不因“小

问题”而姑息迁就，不因“小事情”而违规

逾矩，在慎微中积下尺寸之功，锻造“金

刚不坏之身”。

这 种 自 省 自 励 的 习 惯 ，在 董 必 武

同 志 身 上 ，是 一 种“ 主 动 检 讨 ”。 1941

年，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生活条

件极其艰难。为了节省用度，兼管后勤

工作的董必武亲自制订了机关伙食标

准，明确开支要认真记账，决不能超支。

有一次，在月底结算时，他发现本不应报

销的 6 角钱给报销了，为此十分自责。

他对身边的同志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

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

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

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之后，他主动

作了检查，并向党中央写了检讨信。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然而，能否因

工作出现过失而感到愧疚、自责，进而主

动检讨、知错即改，体现着一名党员干部

党性修养的高低。董必武同志为 6 角钱

而主动检讨、主动担责，正是体现了高度

的党性原则和严于律己的精神。领导干

部工作的岗位，饱含着组织的信任和群

众的期待，如果出现工作失误，必须以

“自责”实现“自省”，以“自省”谋求“自

新”，将问题整改落到实处。

思想上的危险因子常常处于潜伏状

态，稍不留意，便会潜滋暗长。习主席多

次强调自我审视、自我批评的重要性，指

出“党内批评总是要在一定的场合内进

行，而‘吾日三省吾身’，自我批评则与我

们个人如影随形，是最及时、最管用的思

想武器”。自知者英，自胜者雄。党员干

部矢志养成自省自励的习惯，日积月累

地检视与调整，就能不断滋养初心、担当

使命，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在任何

风浪考验中永处不败之地。

养成自省自励的习惯
■向贤彪

兵家有言：欲行千里，需备良驹；欲

破坚阵，当简辎重。这句话对部队基层

治理同样有着深刻启示。

基层是部队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

础，部队所有工作都要靠基层去落实。

当前，在基层抓落实的过程中，一些额外

事项、不适当的层层加码，加重了基层负

担，甚至束缚了基层的手脚，出现“小马

拉大车”的现实问题。究其根源，还是

“能与事”不匹配、“权与责”不对等，亟须

通过“轻车”减负、“壮马”赋能、“聚力”增

效，抓好治理，解好减负“关键题”，让基

层干部心无旁骛干工作、抓落实。

在“轻车”上出实招。下足“轻车”

的功夫，方能真正为“车”减负，让车载

不“ 超 载 ”。 应 明 确 基 层 职 责 事 项 清

单 ，通 过 明 晰 权 责 边 界 、划 分 条 块 事

权 、理 顺 职 责 关 系 ，厘 清 该 干 什 么 活 、

能办什么事、应担什么责，让基层干部

履 职 有 据 可 循 ，放 下 包 袱 轻 装 上 阵 。

减 少 不 必 要 的 工 作 流 程 和 环 节 ，清 理

整顿与中心任务关联度不高的临时性

事 务 ，严 格 控 制 各 类 会 议 、检 查 、评 比

活动的频次和规模，防止基层陷入“文

山会海”和繁琐事务中。

在“壮马”上务实功。上面千条线，

下面一根针。当前，基层部队练兵备战

任务繁重，日常业务工作头绪繁多，需

要多措并举实现“壮马”，提升基层工作

质效。应为作战一线、关键岗位配备配

齐过硬人才，并根据任务需求灵活调整

岗位，实现人岗相适。紧盯基层干部能

力素质短板和现实工作需要，加强针对

性培训，注重丰富理论水平与提升业务

水平同步推进，让基层干部肩膀更硬、

底气更足。同时，严控借调工作人员，

自上而下开展借调人员自查清理工作，

确保基层原有力量不减员、新增力量有

活力。

在“聚力”上求实效。基层治理是

一 项 基 础 性 、系 统 性 、长 期 性 工 作 ，需

要 充 分 调 动 各 方 力 量 参 与 ，协 同 共

进。一方面，机关各部门要打通壁垒，

把建立上下贯通、左右兼顾、执行有力

的工作体系作为为基层减负的前提和

基 础 ，加 强 联 动 、形 成 合 力 ，构 建 起 边

界 清 晰 、分 工 合 理 、权 责 一 致 、运 行 高

效 的 基 层 工 作 格 局 。 另 一 方 面 ，各 级

领 导 干 部 要 进 一 步 转 变 工 作 理 念 ，改

进 工 作 方 式 ，沉 下 身 子 、甩 开 膀 子 ，通

过重心下移、资源下移，指导和帮助基

层 解 决 实 际 困 难 ，确 保“ 轻 车 ”减 负 有

实效、“壮马”赋能有提升。

今年是我军建设“十四五”规划收官

之年，是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

攻坚战的关键一年。以“轻车壮马”赋能

基层治理，让基层干部少负担、多负责，

基层治理水平就能进一步提升，广大基

层干部也会有更多精力，干到实处、干有

所获，为强军打赢贡献力量。

“轻车壮马”好驰骋
■文/王若村 图/周 洁

“小意思”是一些送礼者的口头禅，

当送礼遭拒时往往会抬出这句话：“一点

小意思，不值几个钱，还望笑纳。”值得警

惕的是，党员干部一旦被那些别有用心

者的“小意思”打开缺口，紧跟着就会被

后来的“大意思”套牢拴死，一步步走上

违法犯罪的不归路。

“小意思”因其“小”，往往被人忽视，

但对一个人品行和作风的影响是渐进

的、隐蔽的，也可能是致命的。许多落马

干部正是从拿一条烟、收一张卡、吃一顿

饭开始丧失了警惕，逐渐在这些“小意

思”中迷了方向、失了分寸、忘了初心，在

不知不觉中陷于困境，在温情脉脉中缴

械投降。

作为党员干部，面对各式各样的“小

意思”，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头脑。首先要

看 清 楚 、想 明 白 ，“ 小 意 思 ”可 能 是“ 诱

饵”，不要变成上钩的“大鱼”。其次要坚

守精神追求，守住道德底线，牢记“千里

之堤溃于蚁穴”的道理，要为收受“小意

思”感到“不好意思”，让自己脸红出汗，

如坐针毡，防止被“小意思”拽入不可自

拔的万丈深渊。

警惕“小意思”
■王志军

谈训论战

画里有话

玉 渊 潭

对普通人来说，爱好是个人小事，而

对于党员干部来说，则必须谨慎对待，不

可麻痹大意。

党员干部有爱好，本身不是坏事，分

寸把握得好，可以修身养性，陶冶情操，

乃 至 促 进 工 作 。 但 爱 好 也 是 把“ 双 刃

剑”，一不小心，反生祸患。如果对“爱

好”爱之过甚，沉湎其中，就可能影响正

常工作，爱好就成了“恶好”；如果“爱好”

被他人所利用，就会成为自身廉洁防线

的“破绽”，为腐败滋生提供土壤，导致更

为严重的后果。

党员干部该如何管住自己的“小爱

好”？一则典故值得借鉴。清道光年间

大臣冯志圻酷爱书画，有人投其所好，送

给他一本名贵碑帖。孰料，冯志圻立即

原封不动地予以退还。有人劝他，看看

无妨，何必一点情面也不讲。冯志圻则

说，一旦打开，就会爱不释手，索性不打

开，封其心眼，断其诱惑，怎奈我何？面

对个人所好，古人有定力管住管好，今天

的党员干部则更应如此。

管住“小爱好”
■曹 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