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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里有话

玉 渊 潭 【新闻】党的104周年华诞前夕，92岁

的游本昌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新党

员”游本昌早就有一颗炙热的向党之

心，可为何去年初才向党组织递交入党

申请书？游本昌说，他总觉得自己对党

做得“还不够”。

【评论】

在大家看来，游本昌做得“很够了”：

塑造的济公成屏幕经典，演过的“绿叶”

个个精彩，是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终身荣

耀艺术家”，是第 32 届中国电视金鹰奖

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可在游本昌看来，自己做得“还不

够”。因为在他心里，为党工作没有最

好、只有更好，因此他才在 21 页的入党

申请书里，决心努力缩小“不够”，尽力

化解“不够”，并于鲐背之年多次为乡村

孩子送去戏剧美育，经常为年轻文艺工

作者传授舞台心得。

谢觉哉同志说，真正优秀的共产

党员，总是会想着怎么才能为党做得

更好。何为优秀？优秀是一种习惯。

像游本昌那样，多些“还不够”的自励，

常怀愧疚，提高标准，从灵魂深处剖析

自己，用党性要求丈量自己，用群众期

待检视自己，才能为党奉献一辈子、奋

斗一辈子。

多些“还不够”的自励
■郭子瑾

抗日战争时期，有这样一支队伍，

他们不是军人，但毛泽东同志说没有他

们的配合，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有

这样一群英雄，他们不穿军装，但朱德

同志赞扬他们，是很会打仗的最雄伟的

后备军。

名者，实之宾也，声之谓也。这支

队伍，寓兵于民；这群英雄，亦民亦兵，

他们有一个光荣的名字——民兵。

抗日战场上，有这样一些民兵，“用

兵打仗方法活”。

“转战深山，灵活又机动，山林里展

开麻雀战，牵着那敌人，叽里咕噜，呜哩

呜拉，忽西又忽东……”河北省曲阳县，

民歌《太行勇士李殿冰》，讲述着“民兵

战斗英雄”李殿冰的故事。

机 智 灵 活 ，像 麻 雀 一 样 忽 聚 忽

散 、时 东 时 西 ，是 李 殿 冰 带 领 民 兵 打

击 日 寇 的 一 个 显 著 特 点 。 1941 年 秋 ，

千 余 日 伪 军 侵 犯 口 头 村 和 中 佐 村 ，李

殿 冰 带 领 民 兵 抄 小 路 上 山 后 ，居 高 临

下 毙 伤 敌 5 人 ，后 又 将 敌 引 向 老 母 庙

附近，再次出其不意毙敌 30 余人。抗

战 期 间 ，李 殿 冰 带 领 民 兵 打 了 许 多 这

样漂亮的麻雀战，仅反“扫荡”期间就

参 战 27 次 ，毙 伤 日 伪 军 267 人 。 因 作

战 有 功 ，李 殿 冰 被 晋 察 冀 边 区 政 府 授

予“神枪手”和“二等战斗英雄”称号，

并获“太行勇士”匾额。

善打地雷战的“爆炸大王”于化虎、让

敌人在地道战中“稀里糊涂丧命”的肖德

顺、破击战中的“道桥克星”乔山流……一

名八路军指挥员称赞这些直接上前线的

民兵：“用兵打仗方法活，深得不少毛主席

游击战的精髓。”

抗日战场上，有这样一些民兵，“是

打鬼子的好帮手”。

“割电线，挖公路，气得鬼子哇哇叫；

送军粮，运棉衣，姚队长是顶呱呱……”

在太行山区，这首广为传颂民谣中的姚

队长，指的是“抗日民兵英雄”姚成宝。

支 持 八 路 军 作 战 ，姚 成 宝 的 态 度

明确坚定：“八路军需要咱民兵做的事，

咱就是丢了命也要干。”1941 年冬，接

到将 5000 公斤粮食运到庄果峪的任务

后，姚成宝挑选 70 余名民兵，每人赶两

头毛驴，驮着粮食夜间赶路。通过蒋福

山日伪据点时，为不被敌人发现，大家

把驴蹄子裹上棉絮用布包好，自己则脱

下 鞋 子 ，冒 严 寒 、踩 石 砾 ，赤 脚 前 行 。

1942 年初，姚成宝再次带领栲栳山民兵

突破日伪军封锁，将 400 匹棉布送给平

谷县的八路军。

八 路 军 将 士 过 河 ，他 们 主 动 做 船

工；新四军官兵受伤，他们就是“阿庆

嫂”；前线需要挖战壕，他们争着当劳

力……对这些在后方不遗余力支援作

战的民兵，《解放日报》在《晋察冀的民

兵》一文中赞扬道：“民兵可顶事哩，劳

武结合，筹钱送衣，照顾伤员，是打鬼子

的好帮手。”

抗日战场上，有这样一些民兵，“爱

军情谊比海深”。

“有一支歌儿唱红了沂蒙山，有一群女

儿随着那歌儿传……沂蒙是山，女儿能担一

半；沂蒙是水，女儿心是源泉……”说起女

民兵抗战，“沂蒙是心底里最强的震撼”。

“永远的新娘”李凤兰、拥军支前群

体“沂蒙六姐妹”……蒙山巍巍，沂河滔

滔。抗战期间，在这鲜血浸润的红色沃

土，无数女民兵缝军衣、做军鞋；无数女

民兵抬担架、救伤员。一名作家感慨：

“文章讲究有详有略，但每一个沂蒙女

民兵的故事，不能略写，她们让我们感

动、感叹、感激，敬佩、敬仰、敬畏。”

情动于心，歌以咏之。1941 年，民

谣《红云嫂》这样赞扬沂蒙女民兵：“月

照石碾吱呀转，嫂推军粮汗透衫。忽闻

村头枪声急，撂下碾杆，提起火药罐，飞

身跃上蟠龙山……”新 四 军《拂 晓 报》

则这样诗赞女民兵：辫梢系红绳，腰间

别 手 榴 。 火 线 拾 伤 员 ，背 驮 如 山 走 。

枪 炮 声 中 唱 秧 歌 ，要 救 同 志 九 十 九 ！

女民兵，爱军情谊比海深……

历史的起点或许并不明亮，但不停

发展会让它的延长线发光。1960 年，罗

荣桓同志在中央军委第一次民兵工作

组 会 议 上 指 出 ：“ 我 们 是 靠 民 兵 起 家

的。”今天，我国民兵队伍建设驶入转型

发展快车道：结构实现转型，功能实现

转变，初步实现由庞大走向强大、由精

干走向精锐。

我们的国防是全民的国防。1958年

10月 1日，民兵队伍第一次在国庆阅兵中

接受检阅。今年 9 月上旬，民兵 方 队 将

首次参加以纪念抗战为主题的阅兵活

动。风起云涌，气壮山河，遍地英雄下

夕烟。这是显示，也是昭示，在信息化

智 能 化 战 场 上 ，民 兵 队 伍 一 定 能 够 担

当重任，成为人民战争的坚实基础、人

民 军 队 的 强 大 后 盾 、战 争 勤 务 的 有 力

助手、赢得胜利的强大力量！

遍地英雄下夕烟
■李星杰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个夏天，开国

中将、总参谋部顾问刘少文到某师检查

训练工作。看着战士们额头上的汗不停

往下流，不少人胳膊晒脱了皮，刘少文叮

嘱陪同检查的师领导，训练不流汗肯定

不行，但汗也不能白流。回去最好再看

看训练安排能不能再合理一些，做到科

学训练，珍惜官兵的每一滴汗水。

毋庸置疑，汗水意味着辛苦，也预兆

着收获，“汗水浸润过的土地才会诞生惊

人的奇迹”。尤其对军人来说，“如果你

们在平时多流出一品脱汗水，那么战时

你们就会少流一加仑鲜血”。从这个意

义上讲，训练流汗，必要且必须。

然而，“功力不可唐捐”，提倡珍惜官

兵的每一滴汗水，既是对官兵的实际关

爱，也是对酷暑练兵的现实提醒。体力

消耗大的课目，是否非得次次都安排在

一天最热的时候？有些课目，调整到清

晨或傍晚效果是不是更好？一些共同课

目，分组是否做到了精准合并同类项？

对类似问题给出高分答案，官兵就乐意

流汗，流出的汗自然也能浇灌出战斗力。

对于科学组训，杨业功同志曾这样

谈自己的体会：“嘴说千遍，不如亲自去

练，自己的汗珠子不砸脚面，就不知道官

兵的甘苦。亲自去和战士一起练，也才

能指挥到点子上。”白天不懂夜的黑，空

调房是体会不到流汗的滋味的。领导机

关在制订训练计划时，既征求意见，又亲

自体验，这样“汗水湿透衣背”制订出的

训练计划，更容易实现“不作无补之功，

不为无益之事”的目标。

没有因人而异的训练不是科学训

练。珍惜官兵的每一滴汗水，需要在组

训时“精准滴灌”。针对不同任务、不同

装备和不同人员的技战术水平，因人施

训、分类组训、分级细训，精确计划、精确

组织、精确考评、精确保障，“量体裁衣订

计划，逐人分餐练课目”，灵活调整训练

进度和方法，作战能力更容易“步步高”。

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有言，珍

惜 不 是 吝 啬 ，而 是 效 益 最 大 化 的 慷

慨 。 训 练 最 忌 蛮 力 ，训 练 效 费 比 连 着

战 场 效 费 比 。 演 训 时 ，多 设 置 技 战 术

融 合 的 综 合 课 目 ，多 统 合 保 障 相 似 的

训 练 任 务 ，多 安 排 互 为 条 件 的 对 抗 演

训，多些模拟化、网络化、对抗性训练，

多探索“科技+”“网络+”“平台+”等训

练 方 法 ，“ 打 一 发 弹 ”就 尽 可 能 把 多 个

环 节 都 练 到 ，如 此 官 兵 流 的 每 一 滴 汗

水，才能提高训练效费比、提高训练科

学性。

（作者单位：陆军工程大学）

珍惜官兵的每一滴汗水
■刘 阳

“大家都相信，组织最靠得住，都是

把自己交给组织，都知道能打胜仗最靠

得住，因此把心思和精力全用在了研究

打仗上。”自 1937 年 12 月起，陈云同志

连续 7 年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回

忆革命战争年代一个个战将的进步之

道，陈云语重心长地叮嘱党员干部，任

何时候，成长进步都必须相信党组织，

必须靠实干，劲千万不能用偏了。

“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

人总是追求进步的。党员干部追求政

治上的进步、职务上的升迁，是人之常

情，无可厚非。习主席深刻指出：“好干

部不会自然而然产生。成长为一个好

干部，一靠自身努力，二靠组织培养。”

追求进步是否走相信组织、依靠实干这

条正道，是党员干部党性修养、官德人

品、组织观念的试金石。实践证明，成

长进步相信组织、依靠实干，于党和军

队的事业有利，于个人和家庭也有利，

是国家、军队和个人利益的有机统一。

“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

者变，其色亦变。”好的环境可以引导人

积极向上。近年来，全党全军强力推进

正风肃纪反腐，政治生态根本好转，新

风正气不断上扬，用人导向更加鲜明，

“搭天线”不灵了，“走后门”行不通了，

“搞山头”没市场了，“关系网”不好使

了，“跑送要”被处理了……用人的标准

越来越明确、程序越来越透明、实绩占

比越来越大，不信关系信组织、不靠人

脉靠实干成为广大党 员 干 部 的普遍共

识和自觉行动。

然而，仍有极个别党员干部不信组

织信关系、不靠实干靠人脉、不循政策

循变通，为了升迁挖空心思拜码头、找

靠山，把组织培养异化为领导恩典。这

些现象，是“以利相交、买卖交换”的市

场文化的延伸，架空的是组织原则，背

离的是党的性质和宗旨，到头来必然是

“进了圈子也就进了圈套”，只会落个

“树倒猢狲散”的下场。

“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

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一首深情的

《唱支山歌给党听》告诉党员干部，父

母 赋 予 每 个 人 自 然 生 命 ，组 织 则 给 了

党员干部政治生命。党员干部是党的

宝 贵 财 富 ，这 种 属 性 决 定 了“ 听 党 的

话”“相信组织”天经地义 、理所当然。

“最好的选择是把自己交给组织。”事

实反复证明，在成长进步上，只有相信

组织 、依靠组织 、服从组织，才能不走

弯路，健康成长。

人们常说，关系是泥饭碗，是会碎

的；文凭是铁饭碗，是会锈的；能力是金

饭碗，是会升值的。这句话告诉我们，成

长进步必须靠素质立身、凭实绩进步。

军队是要打仗的。军队党员干部追求进

步，最终目标是为了能打仗打胜仗。坚

持靠实干进步，就是应在基层一线育苗

墩苗，在重大军事斗争实践、重大军事演

训活动中磨砺自己、提高自己，始终把心

思集中在“能干事”上，把目标锁定在“打

胜仗”上。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素质本

领、取得过硬实绩，个人进步也就有了可

靠的依据、坚实的基础。

事 业 兴 衰 ，唯 在 用 人 ；用 人 之 要 ，

重在导向。选人用人是政治生态的风

向标。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决不能不信

组织信关系、不靠实干靠人脉，用人导

向至关重要。各级党组织应树牢事业

为上、公道正派的导向，全面客观看待

干部，公平公正对待干部，不能干好干

差 一 个 样 、干 和 不 干 一 个 样 。 坚 持 优

秀优先 、实干实惠 、有为有位，把那些

“对党忠诚、善谋打仗、敢于担当、实绩

突出 、清正廉洁”的好干部选出来 、用

起来，该提拔的就大胆提拔、该重用的

就 重 用 ，营 造 有 利 于 优 秀 人 才 脱 颖 而

出、施展才华的政治生态，形成人才辈

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生动局面。

对党员干部来说，组织是最坚实的

靠山、最坚强的后盾。各级党组织应坚

决破除圈子文化、码头文化，坚决反对

任人唯亲、跑官要官、人身依附，引导党

员干部把工作交给自己、把自己交给组

织。应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坚决

摒 弃 选 人 用 人 上 的 宗 派 主 义 、本 位 主

义、自由主义，坚决不能让攀附者成事、

让投机钻营者得利，让那些带着不纯动

机 和 不 良 思 想 的 人 没 有 位 置 、没 有 市

场、得到惩戒。

决不能不信组织信关系、不靠实干靠人脉
■赵劲羽

对于作风建设，习主席重点强调，

“抓住了问题也就抓住了具体”，并指

出衡量作风建设成效，“主要不是看开

了 多 少 会 、讲 了 多 少 话 、发 了 多 少 文

件，而是看解决了什么问题。”开展深

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各级应坚持问题导向，强化问题意识，

从具体事抓起，在解决一个个具体问

题中累积作风建设跬步之功。

我们常讲，抓工作先得有抓手。对

作风建设来说，现实存在的问题，特别

是上下反映强烈的老大难问题，就是很

好的抓手。有了这些问题做抓手，首先

就解决了作风建设“老虎吃天不知从哪

儿下口”的问题。对一个个具体问题紧

抓不放、常抓不懈，作风建设的成效就

可能因具体而直接，因具体而透彻，因

具体而有效。

“鲜明提出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要聚焦突出问题、回应群众期盼。”前

不久，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布

《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的成效和经验 》，其中的这一重

要经验很具象：抓公款购买赠送月饼贺

年卡、公款吃喝送礼、会所中的歪风；抓

收受电子红包、私车公养、利用名贵特

产和特殊资源谋取私利……正是因为

坚持什么问题突出就着重解决什么问

题，什么问题紧迫就抓紧解决什么问

题，找准靶子、有的放矢、一抓到底，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才成为新时代党的建

设“金色名片”，促进党风政风社风焕然

一新，促进党心军心民心高度凝聚。

现代思维科学认为，问题是思维的

起点，任何思维过程总是指向某一具体的

问题。新时代新征程，作风建设需要解决

的问题会越来越多样、越来越复杂。问题

不是静止僵化之物，它随时代发展、矛盾

转化而不断变迁。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唯有以动态眼光把

握问题变化，不以原则应对具体，步步深

入靶向施治，才能在不断解决具体问题中

把作风建设引向常态常效。

1942 年 4 月 12 日，《解放日报》在

社论《把“矢”拿稳 把“的”认清》中指

出，整风必须先把需要改进的问题找

出来，而且问题越细越具体越好，“不

然 整 风 就 是 空 话 ，或 者 徒 费 气 力 ，搔

不 着 痒 处 ”。 当 前 ，作 风 建 设 中 存 在

的问题都很具体，需要一一回应。开

展 学 习 教 育 ，就 应 做 到 改 进 作 风 见

“实例”、挤“水分”、拿“干货”，以细求

效 。 同 时 ，也 应 对 各 种 问 题 细 致 入

微、严查细究，由表及里，通过现象看

本质，在解决个别具体问题的同时着

力解决面上的普遍性问题。

作风建设不是一时一事之功，时

紧 时 松 ，进 两 步 退 三 步 ，都 会 功 亏 一

篑。现实中，一些作风问题之所以没

有抓出实效，症结就是没有抓长，三天

打鱼两天晒网，集中抓的时候雷霆万

钧，平时则放任自流。作风问题具有

顽固性和反复性，形成优良作风不可

能一劳永逸，克服不良作风也不可能

一蹴而就。尤其应看到，作风之弊的

“病原体”还未根除，这就要求在开展

学 习 教 育 中 ，天 天 敲 作 风 建 设 的“ 木

鱼”，发扬钉钉子精神，对具体问题一

锤 接 着 一 锤 敲 ，防 止“ 沙 滩 流 水 不 到

头”，用“讲认真”的精神、“有韧劲”的

行动，实现作风建设久久为功。

“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

圣人者，常治无患之患，故无患。”改进

作风，当然必须抓具体问题，但万不可

忽视预防问题。亡羊补牢虽未晚，未雨

绸缪策更良。作风建设的更好办法，就

是将积弊消解于未然，将问题化解于无

形。对可能出现的作风问题“思患而预

防之”，着力从体制机制上堵塞漏洞，织

密制度之笼，把好问题风险源头关、监

测关、管控关，努力做到防范在先、发现

在早、处置在小，如此才有助于避免腠

理肌肤之痒演变成肠胃骨髓之患，从而

逐步铲除作风之弊的土壤和条件，从源

头上预防作风问题。

（作者单位：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

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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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近日，在西部战区陆军“逐

梦强军 奋斗有我”先进事迹报告会

上，报告团成员、某部一级军士长刘纪

伦跟大家交流时“哪怕有再多的成绩，

我也不会‘吃老本’”的发言，道出了他

追求技能无极限的动因。

【评论】

刘纪伦是有“老本”可吃的。入伍

近 30 年，他多技加身，多个修理绝活集

于一身，被誉为“修理兵王”；他荣誉等

身，获得全国青年岗位能手、全军优秀

军士、全军学习成才先进个人等许多

荣誉。

可刘纪伦从不吃“老本”。新装备

列装，他第一个了解内部结构、工作原

理；出现新故障，他不休不止，不弄清原

因吃饭都不香。他说：“本事不行，战场

丢命。对于取得的成绩和荣誉，我会自

豪，但决不会自满。”

毛泽东同志讲：“要认真学习一点

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对自己，‘学

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社会快

速发展的今天，知识和技能的“保质期”

越来越短。只有像刘纪伦那样，不吃

“老本”，永不自满，努力实现学习升级、

能力扩容、素质转型，方能不断提高训

练水平和打赢能力。

莫生“吃老本”的自满
■梁 宁

作者作者：：周周 洁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