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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一颗炙热的向党之心，令

人感动。”近日，习主席委托中央组织

部负责同志向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

游 本 昌 转 达 勉 励 和 问 候 。 游 本 昌

同志在 92 岁高龄宣誓加入中国共产

党 ，他 激 动 地 说 ：“ 虽 然 我 已 年 过 九

十，但胸腔里跳动的，依旧是当年那

个渴望光明的少年的心。我将把未

来的生命之光，献给壮丽伟大的共产

主义事业。”

1949 年 5 月 27 日上海解放时，年

仅 16 岁的游本昌目睹了让他终生难

忘的一幕场景：“第二天一早，我推开

门一看，解放军就坐在马路两边人行

道上休息，连打开水都坚持要付钱。”

亲身经历过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和国

民政府腐败统治的他，看到这种翻天

覆地的变化，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 16 岁种下信仰的种子，到 92 岁庄严

宣誓入党，游本昌“心中那团火一直没

有灭”，终于圆了自己年少时的梦。

2018 年，习主席写信勉励 83 岁高

龄入党的电影表演艺术家牛犇：“你把

党当作母亲，把入党当成神圣的事情，

60 多年矢志不渝追求进步，决心一辈

子 跟 党 走 ，这 份 执 着 的 坚 守 令 人 感

动。”当我们面对党旗，郑重举起右拳

庄严宣誓，就意味着政治生命的开始，

意味着一诺如山、终生追随，一辈子信

党爱党跟党走。

为什么入党？入党有什么好处？

列宁曾说：“我们不向这些普通党员许

愿，说入党有什么好处，也不给他们什

么好处。相反地，现在党员要担负比

平常更艰苦更危险的工作。”无独有

偶，红军时期，有个刚刚参军的青年问

一位老党员：“参加共产党有什么好

处？”这位党员思索之后，郑重地回答：

“小同志，让我看，参加共产党有九十

九条都是‘坏处’，要吃苦在前，享受在

后；要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可能被杀

头，还会坐牢；危险的工作要抢着去

干；如果军装不够，让给别人穿；饭少

人多，要让群众先吃，自己饿肚子……

要说好处，我看只有一条：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人民拥护你！”

选择入党，就是选择自己的信仰，

就必须做好为党奋斗一辈子、为党奉

献一辈子、为党争光一辈子的准备。

1927 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

命，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

害。在那样的白色恐怖中，51 岁的徐

特立毅然决然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对

此，毛泽东同志给予了极高评价：“当

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

了共产党，有些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

了，你却在一九二七年秋天加入共产

党，而且取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李

维汉同志在《群有师尊党有光——怀

念徐特立老师》中写道：“徐老入党后，

信仰就十分坚定。他在汉口碰到一个

过去的朋友，那个人对他说：现在革命

失败了，你还来干什么？给你一点钱，

你快走吧！徐老听了很生气，严肃地

说：革命成功的时候，多一人，少一人

无所谓，正是因为革命失败了，我们才

得干，逃跑算什么！说着把钞票扔了

满地。”

怀中一寸心，千载永不易。每名

党员不论党龄多长，不论职业身份，

都应永葆炙热的向党之心，永远不能

忘了党旗下许下的誓言，都应对照党

章，经常检视自身的思想言行是否符

合共产党员的标准，自觉做到“时时

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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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官兵关系，既是增进军队内部团结的“黏合剂”，也是部

队全面建设的“助推器”。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明

确要求，军官应主动对士兵开展谈心交心、军士应主动反映情况问

题。融洽内部关系、增进内部团结，关键在于有效沟通、互相理

解。新条令以制度形式要求贯通、密切官兵沟通渠道，有利于促进

官兵互信，增强部队管理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提升部队凝聚

力、向心力和战斗力。

■关于军人相互关系，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
条令》第三十七条要求军官对士兵应当做到：主动开展谈心
交心，掌握士兵的思想、学习、工作、家庭等情况，做好一人
一事工作。

■关于军士基本职责，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
条令》第十八条新增规定，军士除履行义务兵基本职责外，
还应主动反映情况和问题，发挥纽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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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班长！单杠支架出现锈蚀，

存在安全隐患！”一个训练日下午，军

士小李参加体能训练时，发现训练器

材存在异常，便立即向我报告。我到

现场确认情况属实后，第一时间把问

题上报给连队。机关相关科室第二天

就派人更换了器材。

看 着 崭 新 的 单 杠 ，小 李 对 我 说 ：

“以前遇到类似问题，多少会觉得与自

己没关系。学习新条令后，我充分意

识到，主动反映问题不仅是一名军士

的职责，更是对集体负责的体现。”

新修订的共同条令施行后，连队

专门组织学习。讨论交流中，班长们

对于军士职责中新增的“主动反映情

况和问题”都很关注。

“军士是基层建设的中坚力量，军

士主动反映问题不是‘自找麻烦’，而

是对战友负责、对部队负责、对战斗力

负责。”指导员的发言，让我们对自身

承担的责任有了更深的理解。

按照连队要求，我和班里的军士

主 动 收 集 训 练 中 大 家 遇 到 的 难 点 问

题、战友思想波动等情况，并逐项制订

解决方案，对于一些班里解决不了的

问题，我们及时上报连队寻求帮助。

前不久，军士小吴发现列兵小王

训练积极性下降，多次与其谈心疏导

未见成效，便主动向指导员反映了这

个问题。了解详细情况后，连队协调

旅心理服务小组及时介入，通过专业

疏 导 帮 助 小 王 走 出 阴 霾 、重 拾 信 心 。

在最近一次战术考核中，小王的成绩

跻身全班前列。

这件事让我和许多军士认识到，军

士要想发挥好纽带作用，就必须和班里

战友特别是年轻战士多沟通交流，主动

当好他们的知心人。过去，我总把工作

重点放在提升全班的训练成绩上，一定

程度上忽视了战士的思想动态和心理

变化。如今，我坚持每天利用训练间隙

和休息时间与战友谈心交心，大家也越

来越愿意与我沟通交流。

单兵战术训练中，战士小刘发现

有的障碍物设置过于简单，不符合实

战要求。我立即把他的建议反馈给连

队，连队很快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一改

进措施还被推广到全旅。这件事情让

大家深受鼓舞，也让我们深刻认识到，

主动反映问题也是为战斗力建设贡献

力量。

新条令施行以来，“发现问题立即汇

报、解决问题不等不靠”的氛围在我们班

日益浓厚。全班人特别是班里军士对待

身边问题的普遍态度不是“事不关己”而

是“主动作为”。几名军士根据训练实

际，提出多条针对性改进建议，我们班也

在连队训练评比中连续 3次名列前茅。

（卢运国整理）

绘图：阮梓博

从“事不关己”到“主动作为”
■第 81 集团军某旅一级上士、班长 赵松伟

仲夏时节，大洋深处，海军某支队

一艘潜艇经过数轮交手，顺利突破“敌”

封锁圈，完成训练任务。对抗结束后，

各部门干部骨干随即分批次深入舱室、

走进战位，与战士谈心交心。

“结合演训任务开展谈心交心工

作，已经成为支队各艇员队的新常态。”

该支队政治工作部姚干事告诉记者，新

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要

求，军官应当主动开展谈心交心，掌握

士兵的思想、学习、工作、家庭等情况，

做好一人一事工作。

新条令施行后，该支队组织各艇员

队干部骨干逐条学习条令内容。大家

在讨论中普遍感到，新条令对谈心交心

工作的长效化、制度化、规范化要求更

高。与新条令规定相比，支队这方面工

作仍有差距，特别是潜艇出海执行任务

期间，官兵分布在各个点位，少数舱底

战位往往成为“被遗忘的角落”。

为扭转这一局面，确保“覆盖全员、

不落一人”，该支队对谈心交心工作进

行改进。实践中他们利用官兵恳谈会、

机关基层双向讲评会、季度“双争”评比

等契机，组织干部骨干围绕谈心交心工

作，查摆问题不足、制订整改措施；定期

组织经验丰富的政治教员、教育骨干围

绕具体问题，分享经验做法、心得体会。

“舵信专业上士小周学习理论知

识时，比较吃力”“新干部小田工作中

存在畏难情绪，攻坚劲头不足”……在

该支队某艇员队队部，记者翻开一名

干部的笔记本发现，里面详细记录了

官兵的思想状况、训练状态、家庭情况

等内容。

“要想高效开展谈心交心，前提是

摸清官兵个人情况和思想动态。”该支

队领导说，他们鼓励各艇员队干部骨干

利用训练间隙与战士谈心交心，架起知

兵爱兵的“连心桥”。

一次远航期间，某艇员队政委与

战士小李谈心。提及家庭情况，小李

不禁眼眶湿润。原来，小李的妻子刚

生产不久，他就归队执行远航任务，数

十天来一直没有和家人联系。这让他

既牵挂家人又内疚，感觉自己对家庭

照顾不够。

该艇员队政委一边安慰小李，一边

告诉他：“支队机关十分关心出海官兵

的家庭困难，会想方设法协调，做好服

务保障。”任务期间，这名政委格外关注

小李的思想状况，多次与他谈心交心。

通过心贴心交流，小李逐渐摆脱焦虑，

工作更加专注用心。

“谈心交心，重在切实解决问题。”

该支队领导告诉记者，为确保新条令

在基层落地落实，他们持续动态了解

基层官兵诉求，针对性制订解难帮困

措施，努力做好谈心交心工作的“下篇

文章”。

前段时间，某艇员队战士小王训练

劲头不足，干部袁立云利用训练间隙主

动找他谈心交心。原来，小王的专业成

绩一直在队里垫底。虽然他做了很多

努力，但始终不见成效，久而久之，训练

积极性便受到打击。了解情况后，袁立

云与其他干部骨干帮助小王分析训练

中存在的问题，结合实际为他制订补差

强训方案，并安排业务骨干“一对一”对

他进行帮带。经过一段时间努力，小王

的专业水平稳步提升，目前已能独立执

行任务。

“新条令对谈心交心相关内容作了

明确要求，为部队科学管理提供了法规

依据。”该支队领导表示，他们将结合部

队日常管理，将谈心交心作为一项长期

工作来抓，努力做到想官兵之所想、帮

官兵之所需、解官兵之所难，不断密切

部队内部关系，增强凝聚力。

左上图：该支队干部与战士在操场

谈心交心。 朱乐亦摄

海军某支队贯彻新条令要求深化谈心交心工作—

架起知兵爱兵“连心桥”
■颜子富 本报记者 向黎鸣 特约记者 陈泽生

春秋时期军事家司马穰苴说过：

“凡胜，三军一人，胜。”我军作为执行

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良好的官

兵关系是特有的政治优势和优良传

统，是区别于其他军队的显著标志。

回望人民军队近百年的光辉历程，我

军之所以能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很

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建立了新型的官

兵关系，形成了一系列尊干爱兵、官兵

一致的优良传统。

习主席对密切官兵关系、兵兵关

系高度重视，强调要深入开展尊干爱

兵、兵兵友爱活动，培养官兵同甘共

苦、生死与共的革命情谊。新条令传

承发扬“双四一”“三互”等我军尊干爱

兵、官兵友爱优良传统，对密切官兵关

系方面规定进行改进和完善，要求军

官对士兵应当做到主动开展谈心交

心，做好一人一事工作；要求军士主动

反映情况和问题，发挥纽带作用。

新条令作出这些要求，为的是让

军官深知兵、真知兵，掌握“活生生的

兵情”，跟进做好思想工作，真正赢得

兵心；引导军士用心当好战士的“代言

人”，积极建言献策，推动部队全面建

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归根结底，新条

令在官兵关系方面的制度规范，是为

了巩固和发展团结、友爱、和谐、纯洁

的内部关系，持续为强军事业注入强

大动力。

当 前 ，新 的 时 代 特 点 、环 境 条

件、官兵结构，给培塑官兵关系带来

了 一 些 新 情 况 、新 问 题 。 各 级 应 认

真 学 习 贯 彻 新 条 令 要 求 ，深 入 研 究

新 时 代 官 兵 关 系 出 现 的 新 情 况 ，深

刻 剖 析 官 兵 关 系 面 临 的 新 问 题 ，用

创 新 的 思 路 探 寻 解 决 问 题 的 新 对

策，在密切内部关系上用气力、做实

功 ，把 官 兵 团 结 成 一 个 亲 密 无 间 的

钢铁集体，汇聚起心往一处想、劲往

一处使的磅礴力量。

密切官兵关系 凝聚磅礴力量
■严 壮

他是清华学子，当民族危亡悬于一

线时，他走上街头，发出抗日救亡的怒

吼；他是抗日将领，当抗战形势胶着、国

土相继沦陷时，他毅然奔赴鄂中农村，以

“八条枪”为基础发展敌后游击武装，屡

挫日伪气焰，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在武汉市黄陂区木兰山南麓，抗日

英烈杨学诚长眠于此。“读书时就听闻老

学长的故事，如今来到他的故乡工作，更

能体会他那份抉择之重。”在黄陂参与基

层工作的清华大学毕业生孙欣頔说。

杨学诚，1915 年出生于湖北黄陂研

子岗一户贫苦农家。1934 年，杨学诚以

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初入清华园，他

寡言少语，安分内向，鲜少参加课外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加紧对

华北的争夺。然而，国民政府却一再妥

协退让，极力压制抗日救亡运动，刺痛了

无数爱国青年的心。

“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

的书桌了！”1935 年，一二·九运动爆发，

杨学诚与数千学子一道，冲破军警封锁，

走上街头，发出抗日救亡的怒吼。随后，

他加入北平学联组织的南下宣传团，顶

寒风、冒风沙，徒步乡野，将救亡火种撒

向广阔农村。

民族危难之际，他完成了从“书生”

到“战士”的蜕变。1936 年，他加入中国

共产党。“集体讨论时，他从坐着说到站

起来说，再到边走边说，总能点燃大家的

热情。”杨学诚的侄子杨冬明回忆，多位

曾与杨学诚共事的老同志都赞叹他擅长

做思想动员工作。

1937 年 七 七 事 变 爆 发 后 ，北 平 沦

陷，杨学诚 9 月初抵武汉，担任中共长江

局青委委员、湖北省（工）委青委书记。

同年 12 月，他创建和领导了湖北青年救

国团。该组织如燎原星火一般发展至 5

万余人，成为武汉抗日救亡运动高潮中

的一支重要力量。

全 国 抗 战 烽 火 连 天 ，日 军 进 逼 华

中。1938 年 8 月，组织一声令下，杨学诚

奔 赴 鄂 中 ，与 同 志 并 肩 开 创 抗 日 根 据

地。在应城夏家庙，他们培训抗日骨干

300 余人，为鄂中敌后武装斗争奠定了

坚实的组织基础。

应城告急前夕，他喊出“讨饭也要讨

来一支枪”的壮语，带领当地县委白手起

家，在“八条枪”的基础上，创立了应城县

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1939 年 6 月，“应

抗”主力整编加入新四军，鄂中、豫南武

装实现统一指挥。杨学诚历任多个指挥

要职，他与战士们同甘共苦，风餐露宿，

坚持进行敌后游击斗争。

“那时条件艰苦，二伯穿着生满跳蚤

的旧衣服，和战士们挤在一间土房里工

作 。”杨 学 诚 的 侄 子 杨 冬 明 讲 述 ，1939

年，祖母得知儿子在应城驻防，带着子女

步 行 6 天 前 去 探 望 。 部 队 首 长 见 其 家

贫，悄悄塞给杨母两块银元。杨学诚得

知后，恳请母亲退还：“现在队伍困难，不

能给组织添麻烦。”

1942 年 8 月，杨学诚兼任新四军第

五师鄂皖兵团政治委员，率部开辟鄂南

抗日根据地。途经家乡黄陂时，他动员

青年参军。留宿家中当晚，母亲劝他早

日娶妻，他却说：“全国尚未解放，我哪有

心思成家？”并向家人许诺“等胜利了，一

定接你们到武汉团聚”。然而，长期艰苦

的战斗生活和求学时染上的肺疾，拖垮

了他的身体。1944 年 3 月，杨学诚病逝

于大悟山高家洼，年仅 29 岁。

抗战胜利后，英魂归葬故里。如今在

黄陂，每逢清明、“七一”等节点，前往杨学

诚陵园凭吊的群众络绎不绝。“时代不同，

但报效国家的赤诚一脉相承。乡村振兴，

基层就是前线，我会把这份志向融入田间

地头，为乡亲们多做实事。”孙欣頔说。

（新华社武汉 7月 14日电 记者龚

联康）

杨学诚：从清华学子到抗日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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