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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延安，黄土高坡的梁梁峁峁上，那

一孔孔窑洞，就像一双双深邃的眼睛，

凝望着今天的我们。

“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

率？”杨家岭的一孔窑洞，见证着 80 年

前那次著名的“窑洞对”。在与民主人

士黄炎培的对话中，毛泽东给出了第

一个答案，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多次提

及“窑洞对”。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

中，我们党给出了第二个答案，那就是

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这个跨越岁月的作答，被人们称

为新时代的“窑洞对”。

历史与现实激荡，此刻如穿沟过

峁的山风，在我们耳畔回响。在延安

13 年 间 ，我 们 党 整 齐 了 队 伍、纯 洁 了

党 性，奠定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坚强思

想基础、组织基础、作风基础。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新

时 代 新 征 程 ，我 们 仍 要 在 行 进 间 整

队 、在 冲 锋 中 看 齐 ，以 自 我 革 命 永 远

在路上的恒心和定力，答好新时代的

“窑洞对”。

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
作风”——

作风失守才是最可怕
的危险

回望延安，钩沉历史深处，总有一

些细节拨动心弦。

党 的 二 十 大 闭 幕 不 到 一 周 ，

习主席带领新当选的二十届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来到延安，瞻仰革命圣地。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总书记在“延

安 时 期 的 十 个 没 有 ”展 板 前 久 久 驻

足。展板上，列首位的就是“没有贪官

污吏”。

习 主 席 郑 重 地 告 诉 大 家 ：“ 当 年

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

住 窑 洞 、吃 粗 粮 、穿 布 衣 ，用‘ 延 安 作

风’打败了‘西安作风’。”

领袖语重心长的一席话，道出了

中国革命的“制胜密码”。

“那是一段艰苦卓绝的岁月。”纪

念馆讲解员介绍，我们党和军队经过

九死一生的血战，刚到陕北那几年，形

势十分严峻。毛泽东曾这样说：“国民

党 用 停 发 经 费 和 经 济 封 锁 来 对 待 我

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

大极了。”

如 何 脱 困 ？ 何 以 求 存 ？ 靠 什 么

抗 日 …… 一 系 列 难 题 ，摆 在 了 我 们

党面前。

我们翻开陈嘉庚的回忆录，可以

找到答案——

1940 年，爱国华侨陈嘉庚率团回

国慰问，先后到重庆和延安考察。

重 庆 之 旅 ，国 民 政 府 拨 专 款 8 万

元 用 于 接 待 ，陈 嘉 庚 在 回 忆 录 中 写

道：“重庆虽在战时，而奢侈应酬颇热

闹 ，每 席 有 至 百 元 者 ”“ 自 元 月 间 到

渝 ，至 三 月 末 与 余 同 寓 为 止 ，计 六 十

余 天 ，无 日 不 被 人 招 宴 ，常 有 一 日 两

次者”。

到了延安，陈嘉庚的感受截然不

同。毛泽东请陈嘉庚吃饭，就在窑洞

外的露天院子里，将一个陈旧的圆桌

面放到方桌上，用 4 张白纸代替桌布，

一阵风吹来，还把“桌布”吹走了。那

一餐，桌上只有白菜、咸饭，外加一碗

鸡 汤 。 这 只 鸡 还 是 邻 居 老 大 娘 得 知

毛主席有远客，特地送来的。

我们走进抗大纪念馆，也可以找

到答案——

抗大成立之初，一无所有。1000

多名师生扛起铁锹和镢头来到凤凰山

麓，半个月便在荒山下建成大片的窑

洞 ；搬 来 石 块 、木 板 自 制 成 简 陋 的 桌

椅，以树枝为笔、大地为纸练习写字或

解题。

纪念馆中有一块写着“伟大事业”

的匾额。讲解员雷明娟告诉记者，这

是校舍落成时中共中央所赠，毛泽东

来抗大讲课时诙谐地说：“你们是过着

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着当代最先进

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

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

一书中描述：“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

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

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

全世界恐怕就只有这么一家。”

（下转第三版）

题图：武警陕西总队延安支队组织

党员在宝塔山下重温入党誓词。

杜威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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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览大江大河的波澜壮阔，总能

找到源头的不息奔涌。

延安整风期间，有的同志经过自

我 革 命 的 思 想 改 造 ，深 有 感 悟 地 说 ：

“我像越过了一道阴阳分界线，懂得了

一个伟大的真理：过去自以为是在砸

烂一个旧世界，实际上这个旧世界首

先得从自己身上开始清除。”

不能胜寸心，安能胜苍穹？打铁必

须自身硬。革命政党、人民军队要想打

赢敌人，必须首先战胜自己。只有坚持

刀刃向内进行自我革命，把一切影响打

赢的沉疴积弊清除，才能勇于走向战

场，战胜强大的敌人。

欲求战胜，必先心胜。行进在实现

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征程，中流

浪更急，半山路更陡，我们必须以“不进

则退、非进不可”的坚定和果敢，打赢这

场非打不可、必须胜利的硬仗，用新的决

心、新的勇敢，答好新时代的“窑洞对”。

答 好 新 时 代 的“ 窑 洞 对 ”

“我所在的位置是嘉兴南湖之畔，

这条红船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开天辟

地 、敢 为 人 先 的 首 创 精 神 ……”前 不

久，火箭军某部线上“红色课堂”开讲，

官兵认真聆听、用心感悟。视频中，该

部 某 连 陈 指 导 员 作 为 主 讲 人 ，置 身 南

湖 红 船 一 侧 ，与 官 兵 共 同 接 受 一 场 精

神洗礼。

教 育 课 结 束 后 ，官 兵 结 合 课 程 内

容 ，围 绕“ 学 习 先 辈 精 神 、矢 志 岗 位 建

功”主题展开讨论交流。大家立足自身

岗位实践和成长经历，畅谈学习体会，

查找练兵备战中的短板弱项，并制订针

对性改进措施，进一步坚定强军信念、

激发练兵动力。

“这是我们搞好聚焦‘铸牢政治忠

诚、打好攻坚之战’深化教育实践活动

的 生 动 场 景 。”该 部 领 导 说 ，为 提 升 深

化 教 育 实 践 活 动 质 效 ，他 们 在 开 展 集

中授课的基础上，积极创新教育方法，

开 设 线 上“ 红 色 课 堂 ”，通 过 讲 述 红 色

故 事 、传 承 红 色 基 因 砥 砺 官 兵 意 志 品

质；结合学习教育内容组织讨论交流，

引导官兵立足岗位实际开展自我检视

剖析，不断强化矢志打赢、向战冲锋的

使命感责任感。

紧 贴 使 命 任 务 ，突 出 实 践 指 向 。

“ 练 兵 备 战 的 实 践 平 台 ，就 是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的 广 阔 舞 台 。 只 有 紧 贴 使 命

任 务 、结 合 官 兵 特 点 开 展 教 育 ，才 能

取 得 更 大 成 效 。”该 部 领 导 介 绍 ，他 们

坚持把深化教育实践活动和练兵备战

相 结 合 ，党 委 一 班 人 带 头 深 入 基 层 班

排、任务一线，围绕有效履行使命任务

展 开 调 查 研 究 ，带 头 解 决 练 兵 备 战 中

存 在 的 问 题 ，切 实 将 教 育“ 准 星 ”瞄 准

备 战 打 仗“ 靶 心 ”，引 导 官 兵 树 牢 打 仗

意 识 、不 断 提 高 打 赢 能 力 。 同 时 ，他

们 要 求 机 关 干 部 围 绕“ 合 心 合 力 、同

向 同 频 ，奋 力 打 好 攻 坚 之 战 ”主 题 进

行 专 题 授 课 辅 导 ，各 营 连 组 织“ 云 课

堂 ”精 品 课 展 播 、“ 强 军 有 我 ”大 家 谈

等 活 动 ，进 一 步 引 导 官 兵 坚 定 理 想 信

念、建功强军事业。

“一次训练任务中，我和战友通过一

个小妙招，成功排除险情……”不久前，

该部某连在训练间隙组织“砺剑故事分

享会”，高级军士上台讲述亲身经历、分

享知识经验，让大家受益良多。“训练任

务日益繁重，对发射号手的能力素质提

出更高要求”“我要像老班长一样，精研

专业技能、勇于攻坚克难，做一名导弹精

兵”……听完高级军士分享的故事，官兵

畅谈感受。

踏访该部多个训练场，笔者明显感

受到官兵高涨的训练热情。“随着深化教

育实践活动持续推进，大家潜心砺剑、矢

志打赢的信念更加坚定，以更加昂扬的

士 气 投 入 练 兵 备 战 ，圆 满 完 成 多 项 任

务。”该部领导说。

火箭军某部紧贴使命任务深化教育实践活动—

坚定强军信念 激发练兵动力
■张延合 董岸松

厌 约 束 ，蕴 祸 患 ；监 督 好 ，大 有

益。恽代英同志曾在剖析自己时说：

我决不昧着良心嘴硬，我每到没有监

督裁制的地方，便总有些自己把握不

住，所以我为要保证自己“不卖”，亦只

有努力求党的纪律加严，下层阶级监

督力量的发展。对领导干部来说，监

督是最大的爱护，没有哪一种爱护比

监督更重要。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说 过 ，一 切 公 职

人 员 必 须“ 在 公 众 监 督 之 下 进 行 工

作”，这样“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

升 官 发 财 ”和“ 追 求 自 己 的 特 殊 利

益 ”。 我 们 党 有 严 密 的 组 织 性 和 纪

律 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接受组织和人民监督天经地

义。我们党的一大纲领就提出，对于

派 到 地 方 工 作 的 党 员 ，“ 一 定 要 受 地

方执行委员会的最严格的监督”。有

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党内不允许

有不受制约的权力，也不允许有不受

监督的特殊党员。

习主席强调：“能不能正确对待、

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监督，是衡量领导

干部党性修养水平的一个重要尺度。”

监督是防患于未然，就像体检一样，即

便身体健康，也要定期做体检，有毛病

早发现、早治疗，有隐患早排查、早消

除 ，而 不 是 等 到 病 入 膏 肓 才 去 看 病 。

信任和监督是辩证统一的，信任不能

代替监督，关心不能忘了严管。监督

的出发点是爱护，是对干部负责，防止

干部从小错到大错、从量变到质变，在

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党组织加强

监督管理，不是跟谁过不去，也不是对

谁不信任。如果党组织放弃了这方面

的责任，就是对党和人民、对干部的极

大不负责任。

没有监督的权力就会异化，绝对

权 力 导 致 绝 对 腐 败 ，这 是 一 条 铁 律 。

重庆解放前夕，被关押在渣滓洞和白

公馆中的革命先辈牺牲前给党组织留

下了“狱中八条”，其中第一条就是“防

止领导成员腐化”。领导干部因为手

中掌握着一定的资源和权力，“各种诱

惑、算计都冲着你来，各种讨好、捧杀

都对着你去”。在失之于宽、失之于软

的监督环境中，个别领导干部很容易

出现决策“一言堂”、花钱“一支笔”、用

人“一句话”现象，甚至把分管工作、分

管 领 域 变 成 不 受 集 体 领 导 和 监 督 的

“私人领地”。

没 有 堤 坝 的 限 制 ，河 水 就 会 泛

滥 。 领 导 干 部 接 受 组 织 上 的 全 程 监

督、严格约束，表面上看是限制多了、

自由少了，实际上是给成长进步加了

一道防波堤、上了一把安全锁。领导

干 部 责 任 越 重 大 、岗 位 越 重 要 ，越 要

加强监督。这是从严要求，更是关心

爱 护 。 说 到 底 ，“ 红 红 脸 ”总 比“ 撞 红

线 ”强 ，“ 出 出 汗 ”总 比“ 出 了 事 ”强 ，

“知不足而后改之”总比“一失足成千

古恨”强。

“ 木 受 绳 则 直 ，人 受 谏 则 圣 。”不

想接受监督的人，不能主动接受监督

的人，觉得接受党和人民监督很不舒

服的人，不具备当领导干部的起码素

质。各级领导干部应摒弃“被约束就

不 自 由 、被 管 理 就 不 舒 服 ”的 错 误 认

知 ，讲 政 治 、守 规 矩 、严 自 律 ，把 受 监

督的压力转化为开拓进取的动力；坚

决 纠 治“ 上 级 监 督 太 远 ，同 级 监 督 太

软，下级监督太难”的顽症，以见贤思

齐 的 智 慧 、闻 过 则 喜 的 雅 量 、择 善 而

从 的 品 格 、从 谏 如 流 的 胸 襟 ，真 诚 欢

迎 监 督 、真 心 接 受 监 督 、真 切 对 待 监

督，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

作生活。

怎么正确对待监督约束
—明辨是非系列谈⑧

■樊良柱

初夏，海军航空兵某部开展飞行训练。图为战机飞赴目标空域。

本报特约通讯员 卜令彬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