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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里有话

习主席曾告诫广大党员干部，守住

拒腐防变防线，最紧要的是守住内心，从

小事小节上守起，并深刻指出：“有的人

认为，吃吃饭、喝喝酒是人情世故，觉得

抹不开面子。”对于党员干部来说，如果

在制度、纪律和原则问题上“抹不开面

子”，往往容易“丢面子”。

“要面子”是人们在交往中维护尊严

和体面的一种心理需求，但扭曲的“面子

观”，却会让党员干部在不知不觉中突破纪

律红线。个别党员干部违规吃喝，就是以

“抹不开面子”为托词。党员干部的面子不

是靠“抹不开”取得的，而是凭借清正廉洁、

干净做事赢得的，依靠关心基层、亲近官兵

获得的，通过履职尽责、担当作为挣得的。

矢志强军、埋头苦干，创造实实在在的业

绩，才是党员干部应有的面子和里子。

小洞不补，大洞吃苦。一个人蜕化

变质往往是从细枝末节起步的。党员干

部应从思想上正本清源，把纪律和规矩

挺在前面，从推掉违规吃喝、违规请托做

起，决不拿原则做交易，决不以党性换人

情，始终做到堂堂正正做人、干干净净干

事、清清爽爽交往。

切勿“抹不开面子”
■梁永刚

习主席在河南考察期间谈到“枫桥

经验”如何在新时代焕发生机时指出，

“要心中有数、未雨绸缪、主动作为，不能

等出了事才去抓工作，老是当救火队长

是不行的”。这对作风建设也有借鉴意

义，我们应在抓早抓小上下功夫，而不能

等出问题了才着急“灭火”。

事物发展都有一个过程。“轻者重之

端，小者大之源”。小漏不堵毁大堤，小

病不治成大患。抓早抓小，有利于把问

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这是作风建设的一

条重要经验，也是维护党规党纪的“关口

前移”。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

来。党员干部只有常怀戒惧之心，在自

查自省时留心于“青萍之末”，在把脉症

状时多察觉“未病”，才能在作风建设上

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党员干

部应紧盯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做工作，坚

持把优良作风贯穿到工作生活的方方面

面，做到眼睛亮、见事早、行动快，多积跬

步之功，善于防微杜渐，把“补牢”的功夫

下在“亡羊”之前，谨防“千里之堤，溃于

蚁穴”。

别老当“救火队长”
■张嗣祎

《淮南子·说山训》中有个小故事：

“有鸟将来，张罗而待之，得鸟者，罗之

一 目 也 。 今 为 一 目 之 罗 ，则 无 时 得 鸟

矣。”意思是说，有鸟即将飞过来，张开

网去捕捉，捕到鸟的只是一个网眼；但

只 用 一 个 网 眼 去 捕 鸟 ，就 永 远 也 捕 不

到。这个故事对于正在开展的野外驻

训颇有启示。

“ 罗 之 一 目 ”不 同 于“ 一 目 之 罗 ”。

前者是有机整体中的一部分，与整体紧

密 关 联 ；后 者 则 是 脱 离 整 体 的 单 独 部

分 。“ 一 目 ”只 有 在“ 罗 ”之 中 ，与 其 他

“目”紧密相连，才能发挥其应有作用。

现代战争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系统与

系 统 的 较 量 。 每 种 作 战 力 量 犹 如“ 一

目”，只有嵌入联合作战体系之“罗”，与

其他作战单元和要素相互配合，实现整

体联动，才能充分展现其威力。仗要联

合打，兵要体系练。野外驻训作为年度

军事训练的重头戏，同样应重视和强化

体 系 练 兵 ，既 要“ 指 头 强 ”，更 要“ 拳 头

硬”，努力实现作战力量集体整合、作战

单元相互配合、作战要素深度融合。

“ 兵 之 胜 负 ，不 在 众 寡 ，而 在 分

合。”一支部队的体系作战能力不会凭

空 而 来 ，需 要 在 体 系 练 兵 中 淬 火 提

升。野外驻训绝不是简单的训练场地

转 换 ，而 是 部 队 开 展 大 强 度 、高 密 度 、

多种类体系练兵的广阔舞台。驻训部

队 应 珍 惜“ 开 门 练 兵 ”的 机 会 和 条 件 ，

主 动 跳 出“ 军 种 思 维 ”“ 兵 种 思 维 ”，打

破建制壁垒，多组织互为背景、互为条

件、互为对手的对抗训练，解决好只看

到 个 体 看 不 到 体 系 、只 练 个 体 融 不 进

体系等问题，打通“联”的关节要害，生

成“ 合 ”的 关 键 能 力 ，真 正 在 体 系 熔 炉

中锻造制胜利剑。

“军无习练，百不当一；习而用之，一

可当百”。各部队在野外驻训时，应科学

筹划训练方案，精心选择对抗对象，主动

把自己嵌入作战链条，依据使命任务课

题，按照体系作战要求，强化联合指挥训

练，强化军兵种互为条件训练，强化新领

域新力量融入作战体系训练，不断丰富

体系作战经验、提高体系作战能力。要

紧紧扭住网络信息体系这个抓手，注重

用体系贡献率检验和提升练兵效果，下

功夫破解联合指挥、联合行动、联合保障

等方面重难点问题，把作战体系练强、把

战术战法练精、把战斗精神练过硬，不断

提高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联合作战能

力、全域作战能力。

“一目之罗”对野外驻训的启示
■王尚明

作者：周 洁

红色家风，山高水长。习主席要求

各级领导干部：“继承和弘扬革命前辈

的红色家风，向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

等同志学习，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

身 、齐家落到实处。”我们发扬红色传

统、传承红色基因，不能忽视红色家风

这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汝是党之子，革命是吾风。”在我

们 党 的 百 年 征 程 中 ，一 代 代 共 产 党 人

注重家庭 、注重家教 、注重家风，修身

正、教子正、持家正、立业正，形成了以

先 进 性 为 引 领 、以 传 统 家 庭 美 德 为 底

蕴 、以 革 命 家 庭 为 载 体 的 红 色 家 风 。

毛泽东同志曾为亲情立下“三原则”：

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

亲 不 为 亲 撑 腰 ；周 恩 来 同 志 语 重 心 长

地教育晚辈要过好“五关”：思想关、政

治关 、社会关 、亲属关和生活关，并定

下了“十条家规”；朱德同志嘱咐后辈

“要接班，不要接官”，并立下“五心”家

规：对信仰追求要有恒心，对党和人民

要有忠心，对社会主义事业要有热心，

对 人 民 群 众 要 有 爱 心 ，忠 于 职 守 要 有

公 心 …… 红 色 家 风 跨 越 时 空 、历 久 弥

新 ，成 为 我 们 党 红 色 基 因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凝 聚 着 一 代 代 共 产 党 人 立 党 为

公 、艰苦奋斗 、牺牲奉献 、开拓进取的

伟大品格和不变初心。

对党忠诚，为国舍家。战争年代，

革命前辈“投身革命即为家”，影响带动

家人、亲族舍小家为大家，投身革命事

业，即使面对生死考验，信念也毫不动

摇。比如，贺龙同志有 2000 多名宗亲成

了烈士，徐海东同志有 66 位亲人被敌人

杀害。“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

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呵，赶快成

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

孩子呵！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

就用实行来教育你。”这是抗战英烈赵

一曼牺牲前写给儿子的信。她虽然没

能像大多数母亲一样看着儿子长大，却

用实际行动教会了孩子什么是铁血丹

心、什么是为国尽忠。

不搞特权，廉洁齐家。“家”和“冢”

这两个字，区别就在于那个“点”摆在什

么位置，对家属子女要求高一点才能成

为幸福之家，低一点就可能葬送一个好

家庭。焦裕禄不让孩子“看白戏”，将票

款如数补给戏院，又建议县委作出“干

部十不准”的规定。谷文昌让高考落榜

的大女儿做临时工，二女儿结婚时准备

家具，他没有批给一寸木材。杨善洲严

格约束家人，“公车不私用”，连搭“顺风

车”也不行。领导干部应该像他们一样

做廉洁自律、廉洁用权、廉洁齐家的模

范，严格管好家人亲属、管好身边人身

边事。

艰苦朴素，勤俭持家。“人生好俭，

则 处 乡 里 无 贪 利 之 害 ，居 官 无 贿 赂 之

污。”尚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对

治 国 治 家 同 样 具 有 非 同 寻 常 的 意 义 。

李大钊曾说：“吾人自有其光明磊落之

人格，自有真实简朴之生活，当珍之、惜

之、宝之、贵之，断不可轻轻掷去，为家

族戚友作牺牲，为浮华俗利作奴隶。”这

番话既是他对家人的嘱咐，也可视作是

对党员干部的告诫。1955 年、1988 年，

先后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的洪学智，一

直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生活节俭，

不尚奢华。家里一床普通的毛巾被，用

了 60 多年，盖了三代人。一只柳条箱洪

学智用了 17 年，一床鸭绒被伴随他 10

多年。

脚踏实地，实干兴家。习主席强调，

“要 推 动 全 社 会 注 重 家 庭 家 教 家 风 建

设，激励子孙后代增强家国情怀，努力

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之才”。中

国 工 程 院 首 批 院 士 彭 士 禄 ，是 党 的 早

期 领 导 人 、我 国 农 民 运 动 的 先 驱 彭 湃

烈 士 之 子 ，也 是 我 国 著 名 的 核 动 力 专

家。他年幼时父母牺牲，8 岁就被国民

党反动派投入监狱，此后颠沛流离，几

经 辗 转 到 达 延 安 ，在 党 的 培 养 下 成 长

成才。他秉持着对党和人民的赤子之

心，“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成为我国核动力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

者之一。

清 白 家 风 不 染 尘 ，冰 霜 气 骨 玉 精

神。红色家风是一代代优秀共产党人

融于血液的气质、深入骨髓的品格、烙

印灵魂的风范。新征程上，党员干部应

主动划清公与私的分界线，深谙严与爱

的辩证法，正心明德、律己持家，争做红

色家风的传承者、引领者、守护者。

红色家风见初心
■刘慧芳

7 月 7 日，习主席在参观百团大战纪

念馆时指出，广大青少年生逢其时，要赓

续红色血脉，树立强国有我的远大志向，

做堂堂正正、光荣自豪的中国人，勇担民

族复兴的时代大任。习主席的重要讲

话，极大激发了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

少年的自信心、自尊心和自豪感，必将激

励广大青少年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

新征程上，坚定“为国为民”的人生志向，

弘扬“永久奋斗”的光荣传统，葆有“平视

世界”的自信底气，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

的地方发光发热。

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民族存亡的空

前危机，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像火山一

样迸发出来。毛泽东同志在《论反对日

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自信地说：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

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

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能力。”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则在新学年

“始业式”上提出 3 个问题：“你是中国人

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

当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民族受到外国

侵略者压迫的时候，就一定会用自己全

部的力量、心血和精力展开斗争、改变命

运。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旗帜下，“四万万人齐蹈厉，同

心同德一戎衣”，中国人民以血肉之躯筑

起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的钢铁

长城，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中华民族历

史上抵御外侮的伟大篇章。当时一家报

纸的社评这样写道：“今天南北战场上，

是争着死，抢着死，因为大家有绝对的信

仰，知道牺牲自己，是换取中华民族子子

孙孙万代的独立自由，并且确有把握，一

定达到。”

习主席指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

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的一系列抗

争，就是中华民族觉醒的历史进程，就是

中华民族精神升华的历史进程。这种民

族觉醒和民族精神升华，在抗日战争时

期达到了全新的高度。”我军高级将领左

权、彭雪枫、杨靖宇等以身殉国，狼牙山

五壮士壮烈跳崖，乌斯浑河上八女投江，

赵一曼身受酷刑坚贞不屈，马本斋老母

亲怒斥日寇，二十九军大刀队肉搏喜峰

口……这些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都表

现出不屈不挠、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反

映出中华儿女对祖国的满腔热忱和拳拳

之心。

从“东亚病夫”到“文明醒狮”、从满

目疮痍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面临被

开除“球籍”的危险到重返世界舞台中

央 …… 一 百 多 年 来 ，在 党 的 坚 强 领 导

下，中国人民以爱国情怀为帆，以实干

逐梦为舵，变得更加自信、自立、自强，

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

创造精神。今日之中国，江山壮丽，人

民豪迈，前程远大，中华民族迎来了从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中国式现代化已经展开壮美画卷并呈

现出无比光明灿烂的前景。

“做堂堂正正、光荣自豪的中国人”，

这无疑是新时代中国人民在精神上彻底

挺立起来的生动写照；是对“今日之中

国，已非昨日之中国”的真切感受；是道

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的真实体现。正如习主席所说：“当今世

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

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

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

新 时 代 气 象 万 千 ，新 征 程 催 人 奋

进。我们应大力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高

扬爱国主义旗帜，更好凝聚团结奋斗的

力量；发扬斗争精神，锐意开拓进取，依

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传承

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全力打好实现

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

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

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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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至上、士兵第一”，从来就不

是一句简单的口号。习主席曾多次强

调，“要满腔热情关爱官兵，想方设法

为 他 们 排 忧 解 难 ，不 断 增 强 官 兵 的 获

得感”。对于领导干部和机关来说，就

要 主 动 为 官 兵 办 实 事 、解 难 事 、做 好

事，决不能“基层不说我不问 、基层不

提我不管”。

“将之求胜者，先致爱于兵。”关心

基层官兵，就是关心部队战斗力；把基

层官兵放在心上，就是把强军兴军放在

心上。习主席在《之江新语》一书中指

出：“对老百姓来说，他们身边每一件琐

碎的小事，都是实实在在的大事，有的

甚至还是急事、难事。如果这些‘小事’

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就会影响他们

的思想情绪，影响他们的生产生活。”子

女入学、家属就业等，事情虽小，却关系

官兵切身利益。“凡大事皆起于小事，小

事不论，大事又将不可救，社稷倾危，莫

不由此。”能否设身处地、用心用情地办

好基层官兵“天大的小事”，看似是工作

方法、领导艺术问题，实际上是工作作

风、群众立场问题。

“不爱征戎儿，岂可执帅印。”满怀

热忱为官兵排忧解难，其意义有时不仅

仅在于解决了什么样的问题，更在于能

够催生“可与之赴深溪、可与之俱死”的

热血情怀，能够激发“捐躯赴国难、视死

忽如归”的决心勇气，能够形成“生死相

依、同舟共济”的战斗合力。朱德同志

曾说：“给战士站岗、盖被子，这些不起

眼的事情包含着中国革命的成功。”相

反，滑铁卢大败后的拿破仑，被流放到

大西洋南部的一个小岛上。在反思自

己为何打败仗时，他发出了令人意想不

到的叹息：“好久没有和前线的战士一

起喝汤了！”

基层官兵不说不代表没有问题，基

层官兵不提不代表没有需求。然而，个

别领导干部脱离基层、脱离官兵，不关

心基层官兵的冷暖疾苦，有的对基层情

况若明若暗，身在兵中不知兵；有的“不

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有的

“ 门 好 进 、脸 好 看 、话 好 听 ，就 是 事 难

办”；还有的面对官兵的急难愁盼不热

心、不用心、不尽心，能推就推、能躲就

躲。这种态度、作风和做派，伤害的是

官兵关系和军心士气，影响的是部队凝

聚力和战斗力。

变“心上事”为“上心事”。领导干

部和机关要想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难事办妥，就必须始终把基层官兵的冷

暖放在心上，不因事烦而畏难、不因事

小而不为，让基层官兵的“心上事”成为

领导干部的“上心事”。应强化群众观

念、践行群众路线，从思想根子上解决

好为谁服务、为何服务、怎样服务的问

题。应带着感情和温度做工作，真诚倾

听官兵呼声、真实反映官兵愿望、真情

关心官兵疾苦，积极主动为官兵着想，

想方设法为官兵分忧。借鉴用好新时

代“枫桥经验”，沉到一线“解剖麻雀”，

真正走近官兵、融入官兵、读懂官兵，全

面深入了解官兵真实需求和现实困难，

找准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画好破解

难题的“同心圆”。

变“解释好”为“解决好”。面对基

层 的 难 题 ，领 导 干 部 和 机 关 当 然 需 要

解 释 清 楚 ，但 更 需 要 雷 厉 风 行 地 解 决

到 位 。 任 何 问 题 的 产 生 都 是 有 原 因

的，“解释好”有利于让官兵了解情况，

打开“心结”，消除怨气。尤其对于那

些 一 时 难 以 解 决 的 问 题 ，通 过 耐 心 解

释 赢 得 理 解 十 分 必 要 。 但 是 ，“ 解 释

好”不等于“解决好”，“解决好”才是治

本之策、务实之举。说一千道一万，解

决 问 题 是 关 键 。 光 说 不 干 ，什 么 问 题

也 解 决 不 了 。 对 于 基 层 官 兵 来 说 ，再

合 理 的 解 释 ，都 不 如 一 次 认 真 的 解

决 。 领 导 干 部 和 机 关 应 拿 出“ 问 题 不

解决不松劲、解决不彻底不撒手、群众

不认可不罢休”的劲头，敢啃最硬的骨

头 、善接烫手的山芋，事不避难 、义不

逃责，努力把官兵的操心事 、揪心事 、

烦心事解决到位。

变“ 一 事 一 办 ”为“ 一 办 一 类 ”。

“ 凡 事 有 其 要 ，执 其 要 者 事 成 。”制 度

能 起 到 根 本 性 、全 局 性 、长 远 性 的 作

用 。 解 决 好 官 兵 的 急 难 愁 盼 ，还 需 要

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机制。各级领导干

部 和 机 关 既 要 立 足 眼 前 ，解 决 好 官 兵

急 难 愁 盼 的 具 体 问 题 ，又 要 着 眼 长

远 ，善 于 抓 住 典 型 案 例 ，做 好 建 章 立

制工作，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

结合，努力做到“完善一套制度，解决

一 类 问 题 ”。 特 别 应 打 通 政 策 制 度 落

实的“最后一公里”，让改革效能和政

策 红 利 充 分 释 放 ，进 一 步 增 强 官 兵 的

获得感和归属感。

决不能“基层不说我不问、基层不提我不管”
■苗 健 马子斌

玉 渊 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