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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要论

群 言 集
论苑漫笔

学有所思

政治能力，主要是指把握方向、把

握大势、把握全局的能力，以及辨别政

治 是 非 、保 持 政 治 定 力 、驾 驭 政 治 局

面 、防 范 政 治 风 险 的 能 力 。 习 主 席

强 调，在干部干好工作所需的各种能

力 中 ，政 治 能 力 是 第 一 位 的 。 新 征 程

是 充 满 光 荣 和 梦 想 的 远 征 ，广 大 党 员

干部必须充分认清加强政治能力训练

的 极 端 重 要 性 和 现 实 紧 迫 性 ，将 提 升

政 治 能 力 作 为 必 修 课 ，确 保 在 政 治 上

更加坚定、更加成熟。

一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强

政治能力训练、注重提高政治能力，不

仅是党员干部个人成长的必然要求，更

是应对复杂局面、赢得战略主动的制胜

法宝。

弘扬优良传统的内在要求。旗帜

鲜明讲政治，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

明特征，也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政治优

势。早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就提

出“加紧官兵的政治训练”。一路走来，

正是通过驰而不息的政治能力训练，有

效推动了我军政治建军原则的落地落

实，确保了我们党从思想上政治上牢牢

掌握部队。新时代新征程，要确保红色

江山永不变色、党的事业薪火相传，迫

切需要不断加强政治能力训练，引导党

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

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

责制，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同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

应 对 风 险 挑 战 的 迫 切 需 要 。 当

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

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形势环境变

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

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历史与现实

反 复 证 明 ，越 是 面 对 风 高 浪 急 甚 至 惊

涛 骇 浪 的 考 验 ，对 政 治 能 力 的 要 求 就

越高；政治能力过硬，才能在纷繁复杂

的 形 势 面 前 始 终 保 持 清 醒 头 脑 ，准 确

把 握 发 展 大 势 ，有 效 应 对 各 种 风 险 挑

战 。 只 有 抓 紧 抓 实 政 治 能 力 训 练 ，不

断 提 高 政 治 能 力 ，才 能 确 保 在 重 大 原

则 问 题 上 旗 帜 鲜 明 ，在 大 是 大 非 面 前

立 场 坚 定 ，在 复 杂 形 势 下 始 终 沿 着 正

确政治方向前进。

打好攻坚之战的重要保证。如期

实 现 建 军 一 百 年 奋 斗 目 标 ，是 党 的 意

志、人民的期盼，是人民军队必须扛起

的时代重任、交出的历史答卷。当前，

打 好 攻 坚 之 战 到 了 最 吃 紧 、最 关 键 时

期 ，广 大 党 员 干 部 要 不 断 强 化 思 想 引

领、砥砺奋进力量，通过思想淬炼、政

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将党的

政 治 要 求 内 化 为 思 维 方 式 和 行 为 准

则 ，始 终 保 持 政 治 定 力 、把 准 政 治 方

向 ，矢 志 不 渝 朝 着 实 现 建 军 一 百 年 奋

斗目标笃定前行。

二

政治能力并非抽象概念，具有深刻

而丰富的实践内涵。抓紧抓实政治能

力训练，必须精准把握政治能力的内涵

要义，切实找准发力点，在不断提高政

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上

下功夫。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我军是执

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党员干部

唯 有 始 终 注 重 从 政 治 上 想 问 题 、看 问

题，才能心明眼亮、明辨是非。提高政

治判断力，就要以国家政治安全为大、

以人民为重、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为本。要不断提高科学把握形

势变化的能力，善于思考涉及党和国家

工作大局的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问

题，加强战略性、系统性、前瞻性研究谋

划，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

新局。不断提高精准识别现象本质的

能力，努力练就政治慧眼，培养见微知

著的能力，学会在千头万绪中抓住主要

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掌握科学有效

的工作方法，推动工作取得扎实成效。

不断提高清醒明辨行为是非的能力，时

刻绷紧讲政治这根弦，增强政治敏锐性

和政治鉴别力，在重大问题和关键环节

上头脑要特别清醒、眼睛要特别明亮。

不断提高有效抵御风险挑战的能力，观

察分析形势首先要把握政治因素，能够

透过现象看本质，做到眼睛亮、见事早、

行动快。

不断提高政治领悟力。党员干部

特别是领导干部肩负政治责任，只有对

党中央精神深入学习、融会贯通，才能

确保政治更自觉、党性更坚强。要坚定

理想信念，从理想信念中获得察大势、

应变局、观未来的指路明灯，不断筑牢

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

舵。吃透党中央精神，完整准确全面理

解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出台的意图和

要求，以及蕴含其中的政治考量、战略

谋划，自觉将党中央精神与本职工作相

结合，找准贯彻落实的切入点、着力点

和 落 脚 点 ，创 造 性 地 开 展 工 作 。 胸 怀

“国之大者”，想问题、作决策，多打大算

盘、算大账，少打小算盘、算小账，做到

既为一域争光、更为全局添彩。

不断提高政治执行力。党员干部

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经常同党中央精神

对表对标，切实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

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

禁止的坚决不做，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

和集中统一领导，做到不掉队、不走偏，

不 折 不 扣 抓 好 党 中 央 精 神 贯 彻 落 实 。

要坚持底线思维，突出问题导向，强化

忧患意识，做到见微知著、居安思危、未

雨绸缪，确保“不畏浮云遮望眼”“乱云

飞渡仍从容”。强化责任意识，坚持守

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做到知责

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发扬埋头苦

干、真抓实干的作风，沉下心来、扑下身

子，锚定目标、心无旁骛，按照规划好的

时间表、路线图，不折不扣抓落实、雷厉

风行抓落实、求真务实抓落实、敢作善

为抓落实，真正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干出实效。

三

过 硬 的 政 治 能 力 ，不 是 与 生 俱 来

的，而是在长期学习实践中锻炼、培养

出来的。

在深化理论武装中修炼。“从革命

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加强政治能

力训练，必须把理论学习当作使命、当

成习惯，以理论清醒确保政治坚定，以

思想自觉引领行动自觉。要坚持原原

本本学，把学懂弄通做实党的创新理论

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

魂，突出学好习近平强军思想，学深悟

透“六个必须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五个坚持”的军事观和方法论，努力掌

握蕴含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道理学理

哲理。要贯通历史现实悟理论，将学习

党的创新理论与学习党史、新中国史、

改 革 开 放 史 、社 会 主 义 发 展 史 紧 密 结

合，深刻理解伟大思想的历史逻辑、理

论逻辑、实践逻辑，增进对党的创新理

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

感认同。要坚持学以致用，大力弘扬理

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深入开展调查

研究，善于运用党的创新理论研究新情

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切实把学

习成果转化为提升政治能力的强大动

力和实际成效。

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中历练。党

内 政 治 生 活 是 淬 炼 党 性 、提 高 觉 悟 的

“大熔炉”，是党员干部接受政治体检、

加 强 政 治 训 练 、提 升 政 治 能 力 的 基 本

途径和重要平台。要增强党内政治生

活 的 政 治 性 ，把 握 坚 定 正 确 的 政 治 方

向，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

心 意 识 、看 齐 意 识 。 严 格 落 实 民 主 集

中制，增强全局观念和责任意识，在民

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中提升政治素养

和组织观念。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

器，对自己的缺点错误，要敢于正视、

主动改正；对别人的缺点错误，要敢于

指出、帮助改进 ；对同志的提醒批评，

要 闻 过 则 喜 、虚 心 接 受 。 通 过 积 极 健

康的思想交锋，达到“团结—批评—团

结”的目的，在红脸出汗中排毒治病、

增强政治免疫力。

在完成重大任务中淬炼。重大任

务、斗争一线是检验和磨砺政治能力的

“试金石”和“磨刀石”。党员干部只有

主动在完成急难险重任务的实践中经

风雨、见世面、壮筋骨，才能真正练就担

当作为的硬脊梁、铁肩膀、真本事。要

勇于攻坚克难，积极主动到矛盾多、困

难大、任务重的地方去，在知重负重、攻

坚克难中砥砺不畏艰险、敢于胜利的钢

铁意志和顽强作风。要敢于亮剑斗争，

坚持党性原则，把握政治要求，在大是

大非问题、事关原则方向的重大问题上

做到立场坚定、寸步不让，对错误思想、

不良现象、腐败行为和歪风邪气等敢于

亮剑、坚决斗争，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

人。要善于总结提高，养成及时总结反

思的习惯，既总结成功的经验，更注重

剖析失误和不足的根源，在实现感性认

识到理性认识的升华中，不断提高政治

能力。

在严守纪律规矩中锤炼。过硬政

治能力离不开铁的纪律作保证，要强化

纪律意识，把学习党章党规党纪作为必

修课，自觉用党纪国法军规规范言行，

让纪律规矩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为

日用而不觉的行为准则。要自觉接受

监督、主动接受监督、乐于接受监督，习

惯 在 受 监 督 和 约 束 的 环 境 中 工 作 生

活。要永葆清廉本色，严格遵守廉洁自

律各项规定，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

做到慎独慎微慎始慎终，牢牢守住政治

关、权力关、交往关、生活关、亲情关，以

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政治操守不断提

高政治能力。

（作者单位：陆军工程大学）

不断加强政治能力训练
■云利孝

抓落实是领导工作的一个基本环

节 。 习 主 席 曾 在《之 江 新 语》中 鲜 明

提出“抓落实如敲钉子”的重要论断：

钉 不 到 点 上 ，钉 子 要 打 歪 ；钉 到 了 点

上，只钉一两下，钉子会掉下来；钉个

三 四 下 ，过 不 久 钉 子 仍 然 会 松 动 ；只

有 连 钉 七 八 下 ，这 颗 钉 子 才 能 牢 固 。

这生动而形象地告诉我们，抓落实就

要像钉钉子一样，才能抓出实效。小

到 推 进 具 体 一 项 工 作 ，大 到 强 国 建

设、民族复兴伟业，都需要发扬“钉钉

子 精 神 ”，求 真 务 实 、狠 抓 落 实 ，切 实

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谋 定 后 动“ 把 准 向 ”。 想 钉 好 钉

子，挥准第一锤至关重要，“钉到了点

上 ”，钉 子 才 不 会 打 歪 。 党 员 干 部 在

抓 工 作 落 实 中 ，倘 若 只 凭 一 腔 热 血 、

一身气力是不行的，必须看清钉子的

位 置 ，精 准 下 锤 。 具 体 落 实 中 ，我 们

要 善 于 学 习 、勤 于 思 考 ，养 成 从 科 学

理 论 中 找 方 法 、从 政 策 法 规 中 找 依

据 、从 上 级 指 示 中 寻 路 径 的 习 惯 ，在

精 准 吃 透“ 上 情 ”、精 确 领 悟 意 图 中 ，

落实好部署、开展好工作。实践告诉

我 们 ，没 有 调 查 就 没 有 发 言 权 ，要 用

好“ 深 、实 、细 、准 、效 ”的 方 法 沉 到 一

线 ，在“ 蹲 下 去 看 蚂 蚁 ”“ 解 剖 麻 雀 ”

中，摸清找准抓落实的发力点和突破

口 ，防 止 情 况 不 明 导 致“ 眉 毛 胡 子 一

把 抓 ”。 同 时 ，要 坚 持 将 对 上 负 责 与

对 下 负 责 、不 折 不 扣 与 求 真 务 实 、守

正固本与能动创新统一起来，因时因

地定好抓落实的任务书、施工图和时

间表，确保从抓落实的“最初一公里”

开始就走正、谋实、钉准。

掌握规律“挥好锤”。“抓落实首先

要抓到点上、以点带面。”工作中，我们

要 处 理 好“ 两 点 论 ”和“ 重 点 论 ”的 关

系，紧盯事关全局的重点工作、关键环

节和要害部位精准发力，以小切口打

开大局面，用小举措撬动大革新，以点

带面、推动全局，呈现出“一子落而满

盘活”的效果。处理好“稳与进”的关

系，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坚持蹄

疾步稳、稳中求进的工作基调，对认准

了、看好了的事雷厉风行抓落实，对一

时难以解决的问题倒排工期、稳步推

进，切忌急躁冒进、急功近利，避免“东

一榔头西一棒槌”。处理好“破与立”

的 关 系 ，抓 落 实 要 结 合 实 际 、因 地 制

宜 ，对 那 些 因 时 间 推 移 、形 势 变 化 而

不合时宜、偏离实际的计划安排，该调

整的要及时调整，需修订的应动态修

订 ；对抓落实过程中遇到的深层次矛

盾问题，要拿出务实举措纾困清淤、疏

堵破障，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改革创新

的精神、灵活有效的方法，确保抓落实

有力有序、扎实稳健。

锲 而 不 舍“ 砸 实 钉 ”。 钉 钉 子 往

往不是一锤子就能钉好的，而是要一

锤 一 锤 接 着 敲 ，直 到 把 钉 子 钉 实 钉

牢 ，钉 牢 一 颗 再 钉 下 一 颗 ，不 断 钉 下

去，必然大有成效。同样，抓落实、见

实效也不是一下两下、一天两天就能

成 的 ，必 须 坚 持“ 一 张 蓝 图 绘 到 底 ”。

要 坚 持“ 集 智 聚 力 向 前 进 ”打 好 总 体

战 ，既 压 实 横 向 到 边 、纵 向 到 底 的 工

作 责 任 链 ，又 注 重 集 聚 群 众 智 慧 力

量 ，凝 聚 起 群 策 群 力 、齐 抓 共 管 的 整

体 合 力 ，推 动 工 作 提 质 增 效 。 坚 持

“不钉牢固不撒手”打好歼灭战，不仅

要有“一年干成几件事”的冲劲，也要

有“几年干成一件事”的韧劲，不因初

见起色就自满松懈，更不因难以立竿

见 影 就 失 去 耐 心 ，发 扬“ 咬 定 青 山 不

放 松 ”的 定 力 、“ 不 破 楼 兰 终 不 还 ”的

毅力，确保抓落实的“最后一公里”贯

通 、落 地 、踩 实 ，做 出 经 得 起 实 践 、群

众 、历 史 检 验 的 实 绩 。 要 涵 养“ 功 成

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

的 担 当 ，主 动 接 好 前 任 手 中 的 接 力

棒，防止不求实际、乱换频道，全力以

赴跑好属于自己的历史接力棒。

“抓落实如敲钉子”
■邹咏航 王 倩

《贞观政要》有言：“嗜欲喜怒之

情 ，贤 愚 皆 同 。 贤 者 能 节 之 ，不 使 过

度；愚者纵之，多至失所。”意思是说，

对于嗜好和欲望，贤人同愚人一样都

有，但贤德之人能节制，不使它超过限

度；而愚蠢之人则放纵欲望，最终酿成

恶果。这警示今天的党员干部，面对

欲望需要涵养境界和定力、学会慎独

节制，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

常怀律己之心、常弃非分之想。

人生而有欲，欲望有积极合理之

欲和消极非分之欲。积极合理之欲，

如求知欲、成才欲、成功欲等，是动力

之源、进取之基、事业之梯；消极非分

之欲，如贪欲、嗜欲等，则可能会让人

私心膨胀、道德沦丧、人格缺失。可以

说，能不能崇德向善节制自己的欲望，

不仅表现为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和追

求，也决定了两种不同的人生走向和

结局。随着经济社会向前发展、物质

生活不断丰富，摆在党员干部面前的

诱惑越来越多，对党性觉悟和思想定

力的考验也越来越大。特别是领导干

部，手中握有权力，“各种诱惑、算计都

冲 着 你 来 ，各 种 讨 好 、捧 杀 都 对 着 你

去，往往会成为‘围猎’的对象”。在这

种情况下，党员干部只有做到正心明

道、怀德自重，善于节制欲望，才能拒

腐防变、洁身自好，永葆共产党人的政

治本色。

常思贪欲之害须明理。“见理明而

不妄取者，上也。”对于贪欲之害，古人

总结出很多深刻道理。诸如“贪如火，

不遏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则滔天”“世

路无如贪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欲虽

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虽不可去，求

可节也”“无欲之谓圣，寡欲之谓贤，多

欲之谓凡，徇欲之谓狂”……悟深悟透

这些凝练人生智慧的道理，对于党员干

部戒贪节欲大有裨益。“不闻大论，则志

不宏；不听至言，则心不固。”党员干部

要明晰戒贪节欲之理，最根本的是用党

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深刻领悟蕴含其

中的道理学理哲理，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跳出“一身之屈

伸，一家之饥饱”的“小我”追求，勤掸

“思想尘”、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

贼”，以内无妄思保证外无妄动。

常 思 贪 欲 之 害 须 修 德 。“ 道 德 当

身，故不以物惑。”事实表明，一个人如

果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就能够始终

坚守“吾心有主”的信念、砥砺“不畏人

知畏己知”的品格、展现“苟非吾之所

有，虽一毫而莫取”的境界，从而不会

被外界的物质诱惑所动摇。对于党员

干部来说，崇德修身最重要的是加强

党性修养。习主席指出：“对领导干部

而言，党性就是最大的德。现在干部

出问题，主要是出在‘德’上、出在党性

薄弱上。”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

立言、立德的基石，党性坚强方能自身

正、自身净、自身硬。面对各种诱惑，

党员干部要做到清廉自守，就必须在

加强党性修养上下功夫，明大德、守公

德、严私德，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

看开功名利禄、看淡个人得失，始终做

到一心为公、一身正气、一尘不染。

常思贪欲之害须守纪。“人不以规

矩则废，党不以规矩则乱。”纪律规矩

是党员干部约束自身行为的标准和遵

循，也是戒贪节欲的“紧箍咒”和“高压

线”。心中有了纪律规矩的“戒尺”，知

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能做什

么 、不 能 做 什 么 ，就 能 够 自 觉 节 制 欲

望，少犯或不犯“眼里识得破，肚里忍

不过”的错误。常思贪欲之害，就必须

认真学纪、知纪、明纪、守纪，强化敬畏

之 心 、增 强 纪 律 定 力 ，给 欲 望 安 上 闸

门、给行为划出边界，确保心不动于微

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做到不义

之财不取、不法之事不为、不净之地不

去，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稳得住

心神、管得住行为、守得住清白。

贪欲之害须常思
■华金良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

上强调，坚持身教胜于言教，各级特别

是高级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以

过硬作风和形象感召带动部队。注重

发挥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坚持

言行一致、以身作则、以上率下，是我

军政治工作的重要经验和特有优势。

实践告诉我们，领导干部在上面要求

人、在后面推动人，都不如在前面带动

人管用。新征程上，必须扭住领导干

部这个“关键少数”，以身作则、率先垂

范，努力以过硬作风和形象感召带动

部队。

身教示范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传家

法宝。我军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

装集团，坚持党员干部以身作则、率先

垂范是一贯的政治要求。毛泽东同志

曾指出：“共产党员在八路军和新四军

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

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

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革命

战争年代，我军带兵干部在战士中的

威信很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始终身

先士卒，任何时候都走在前面、干在前

面。八路军 129 师旅长范子侠曾这样

对部队讲：“我前进你们跟着我，我停

止你们推着我，我后退你们枪毙我！”

萧向荣同志在《八路军的政治工作》中

写道，“在战斗中，特别是在危急的情

况下，军政干部、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

是非常重要的”“在危急的时候，干部

应以身作则，亲自到最危急最艰苦的

地方去，来鼓动自己的部队”。90 多

年来，我军始终坚持一名党员就是一

面旗帜、一名干部就是一个标杆，生死

关头牺牲在前、艰难困苦斗争在前、急

难险重冲锋在前，以自身形象影响带

动官兵敢于冲锋、敢于胜利。新征程

重任在肩，更需要发挥领导干部表率

作用，汇聚起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

斗目标攻坚战的磅礴力量。

表率作用本身就是最好的政治工

作。习主席指出，“官兵不是看你怎么

说，而是看你怎么做。树立政治工作

威信就从模范带头抓起，从领导带头

抓起”。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

部能否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关乎军队

政治工作形象威信，关乎军队建设发

展进步，关乎党的事业兴衰成败。许

世友同志谈到部队战斗作风时曾说：

“兵好兵孬看干部，有带头冲的官，就

有不怕死的兵。部队好的作风，是靠

打 仗 打 出 来 的 ，是 靠 指 挥 员 带 出 来

的。”在解放海南岛战役中，40 军带头

冲 锋 的 连 队 主 官 有 14 人 壮 烈 牺 牲 。

领导干部不仅上阵杀敌要冲锋在前，

执行纪律同样要模范带头。回顾我们

党和人民军队的光辉历史，无数党员

干部在遵守纪律规矩方面以身作则、

率先垂范，用“看我做”的行动赢得了

官兵的支持和爱戴，促进了部队优良

作风的养成。时代在变，做政治工作

方法手段多了，但模范带头并没有过

时。广大党员干部必须牢记，表率才

能出说服力、出感召力、出凝聚力、出

战斗力，坚持以身作则、模范带头，政

治工作才能真正发挥生命线作用。

把真理力量和人格力量统一起

来。政治工作是培养人、塑造人的工

作，肩负着教育人、引导人的使命。“我

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但要

有强大的真理力量，而且要有强大的

人格力量。真理力量集中体现为我们

党的正确理论，人格力量集中体现为

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军队政治工作是

做人的工作，广大党员干部必须把真

理力量和人格力量统一起来开展工

作。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真理力

量要靠具有人格力量的领导干部去运

用，通过率先践行、身体力行，推动科

学理论入脑入心、见言见行。人格力

量要靠真理力量来支撑与升华。“关键

少数”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形成

一种风气、倡导一种追求、产生广泛影

响，必须做到教育者先受教育、铸魂者

先铸其魂，做到先学一步、深学一层，

把立言与立行统一起来，着力培塑理

想信念、党性修养、官德人品等，用自

己的良好形象和表率作用引领人教育

人激励人。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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