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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军先铸魂，强军先强魂。铸牢军
魂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核心任务，是我军
90多年来面对艰难困苦而不溃散、面对
大风大浪而不迷失的一个根本原因。
习主席在去年底视察陆军第 71集团军
时强调，要用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建连
育人，做好抓基层打基础工作，培养
“四有”革命军人，锻造“四铁”过硬
部队。如何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精
神，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武装官兵、铸魂育人？近日，记者
来到该集团军某旅，就这一课题进行调
研，感到他们通过抓好铸魂育人这个固
本工程、着力培养“四有”新时代革命
军人的做法值得借鉴。

以理论清醒保证政治坚定

【新闻事实】

党的十九大召开后，该旅迅速掀起
了学报告、悟精髓、见行动的热潮。党
委常委分 10个专题，带头上党课；组
织官兵到习主席视察过的基层连队和友
邻单位实地见学；用好用活“网络+”
模式，拍摄基层官兵学习解读十九大报
告的教育微视频并放到学习平台上，同
时，依托智能手机开展理论学习，让官
兵第一时间学习最新解读文章、交流学
习体会、共享学习成果。

该旅深抓理论学习的各种举措让人
印象深刻。为了提高官兵理论学习热
情，用习主席强军思想建连育人，2016
年 12月，该旅成立了“我爱学理论”小
组。这个小组在个人自学的基础上，每
周六组织集中学习，每月组织撰写学习
心得体会，编印学习简报。除规定书目
外，旅里每月编发习近平强军思想“精
学辅导版”，每月组织“铁甲魂”大讲
坛，邀请军内外专家教授授课，与驻地
高校建立学习交流机制，借“外脑”提
升官兵理论水平。

对理论学习，全旅官兵人人积极
参与，深学深研已蔚然成风，先后涌
现出“王杰班”、“我爱学理论”小组
和王大毛、赖世军等理论学习先进集
体和个人，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强大
势场。

【理论思考】

铸魂育人是意识形态工作的本质要

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本质属

性。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坚

持不懈抓好理论武装，就是要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官兵

头脑、指导强军实践。这既是理论上的

要求，也是政治上的要求。

官兵对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学习

领会得越深越透，就越能深刻认识党的

先进性，增强对党的忠诚和信赖；就越

能深刻认识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和社

会主义国家军队的内在统一性，增强听

党指挥、维护核心的坚定性；就越能自

觉运用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观察分析问

题，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清醒头脑。

当前，推进部队思想理论建设，系

统抓好军魂教育，打牢听党指挥的思想

根基，既要做好理论阐释，让官兵读原

著、学原文、悟原理，又要紧扣社会热

点、军营热点和理论难点，主动回应官

兵关切，还要善用官兵喜闻乐见的形式

丰富学习载体、创新学习方法。通过灵

活运用通俗讲解、故事启迪、案例剖

析、疑难辨析、骨干促学、评比竞赛、

实践培育等方法，解决基层学理论

“桥”和“船”的问题，从而有效激发

官兵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内在动

力，强化军魂意识，坚定政治立场。

靠理论学习拉直心中问号

【新闻事实】

“未来信息化战场靠秀肌肉能取胜
吗？”

一次，某坦克连火炮技师、上士班
长赖世军组织新战士单杠训练，一名懂
计算机的新兵积极性不高,受到赖世军
批评时，这样反问。训练继续进行，可
这名新兵的反问却成了赖世军的“心
问”。
“王杰为什么能从平凡变得不平

凡？”“我们今天学王杰究竟该学些什
么？”“‘两不怕’精神如何灌注到我们

的日常生活中？”
一个又一个问题在赖世军脑海里纠

结。对照旅里“十学王杰”要求，赖世
军整理出了自己感到困惑的37个问题。

作为英雄王杰生前所在部队，该旅
因势利导，把“37 问”下发到每个班
排、上传到旅局域网，鼓励官兵结合争
做“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和岗位实
际，广泛展开讨论。旅里专门召开教育
准备会对讨论活动进行部署，旅党委常
委沉到一线调研座谈，旅里收集整理官
兵思想疑惑，其中近 200条疑惑得到有
效解答，使这场“现象大家摆、原因大
家谈、答案大家找”的讨论活动，变成
了思想上的一次大扫除。

经过理论学习实践，越来越多的官
兵感到，理论学习越透彻，方向就越明
确，思考就越深入，目标也就越清晰。
在部队转型发展新的历史机遇中，官兵
将思想上的清醒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动
力，不断凝聚起实现强军目标、打造陆
战精兵的强大精神力量。
【理论思考】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邓小平同志曾

指出：“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

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我们的事业

就愈有利。”新时代，我们如何更好地

掌握思想方法，解开官兵心中的思想困

惑？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还是要把深化

学习教育摆在首位，尤其是要紧跟习主席

改革强军的思想步伐，紧抓思想政治工

作的核心，真正拧紧官兵思想上的“总

开关”。

习主席强调：“在国防和军队改革向

纵深推进的关键当口，我们要有定力、

有担当、有韧劲，继续蹄疾步稳向前

走。”具体到每一个单位、每一名党员干

部，关键在于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

的韧劲，以高度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

觉，把党中央、习主席的决策部署落到

实处，牢记职责使命，解决突出问题。

破除思想迷雾，强化行动自觉，党

员领导干部要带头更新观念，紧盯新时

代我军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的

现实课题，充分认识到表率比表态更重

要，分忧比担忧更务实，教育者先塑造

好自己，提高自身的思想觉悟，再去教

育别人，官兵自然会思想上信得过、行

动上跟着走。

让科学理论真正掌握官兵

【新闻事实】

2017 年 6月，一封实名信放在了该
旅党委书记张振东的案头。信中，指挥
通信连上士班长范堃提出了改革调整后
旅队建设面临的 7 个方面突出矛盾问
题。范堃的信很快有了回音。同时，旅
里召开议训会，班子成员带头到分队座
谈调研，梳理出影响基层建设、练兵备战
的 6类 226条意见、5类 200条建议，针对
这些问题逐一拉单挂账，并彻底整改到
位。

范堃之所以能提出“七问”，得益
于部队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
在连队组织的“故事会”上，他听到当
年习主席为了学习沼气池建造技术辗转
多地学习取经的故事，受到了很大启
发：理论源于实践又能指导实践。2017
年初，范堃调整到装甲车车长岗位。第
一次进装甲车，看到密密麻麻的旋钮，
他有点蒙，但并没有气馁，而是凭着一
股拼劲，硬是在半年内“啃”下了车长
专业这块硬骨头，被连队评为“五最之
星”。

魏俊阳曾任某高炮连班长，在党的
创新理论激励下，他学习劲头十足，先后
精通了汽车驾驶员、履带装备驾驶员、弹
药手、车长等多个岗位，成为连队响当当
的“武教头”。2017年 5月，他被任命为
旅政治工作部唯一的士官干事。

该旅倡导学以致用、学用结合，以此
促进理论武装内化为抓工作的科学思路
和方法、统领各项建设的根本依据、官兵
立身做人的行为准则，使党的创新理论
武装、铸魂育人真正进入基层建设具体
实践。
【理论思考】

“主导一个人观念和行为的，是活在

他心中的理论。”

理论一旦掌握群众，就会成为强大的

力量。实践充分说明，用党的创新理论最

新成果铸魂育人，是基层建设的发展之

本、进步之源、成功之路。抓住了这个核

心，就抓住了基层建设的“魂”和“纲”。

理论掌握群众的一个前提，是理论

本身要抓住事物的根本。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植根于强国强军

伟大实践，是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

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

行动指南。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贯彻，是改造和提

升精神世界的工作，是掌握群众、掌握

官兵的工作，必须紧贴时代、紧贴实

践、紧贴官兵。

理论播火要与实践淬火相结合。只

有深入到实践中去，才能发现学习难题、

思想误区，才能实现党的创新理论与部

队实践的最佳结合，做到在实践中反复

锤炼官兵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始终坚

守崇高理想信念，始终保持头脑清醒，始

终坚持知行合一；教育官兵不断强化强

军兴军的时代担当，敢为人先、迎难而

上、勇挑重担，在完成任务、推动工作中

主动挑大梁当尖兵，以“功成不必在我”

的胸襟和“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定力，持

续用力，久久为功，实践到底，绝不松劲。

把战斗力标准贯穿于铸

魂育人全过程

【新闻事实】

在这次改革中，该旅经受了调整转
隶。由于铸魂育人抓得紧而又实，部队
战斗力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原防空营技术室主任于小功转岗为
勤务保障营弹药保障队队长后，积极适
应任职要求，发挥自身专业优长积极革
新，由他研制的自行火炮反后坐装置检
测处理机成功申请国家专利，并荣获军
队科技进步奖。

某合成营士官参谋许伟龙摸索出的
共同体能课目连贯实施训练模式，在该
旅基层营连已逐步推开，成为旅队练兵
备战的一个缩影。

新体制运行以来，该旅出色完成了

“规范战备基础标准化建设”试点等重大
任务。

聆听了去年底习主席到集团军视察
时的重要讲话，特别是今年1月3日习主席
的训令后，该旅迅即展开新年度实战化
大练兵。“一切围绕打仗，一切聚焦打仗”
的军事训练路线图正在实施。

该旅已连续三年组织“弘扬‘两不
怕’精神传人新闻人物”和“百名陆战精
兵”两项评选活动，一批精武强能、敢打
必胜、勇于担当的先进典型脱颖而出。
【理论思考】

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我

军的政治工作必须保障战斗力标准在军

队建设各个领域、各项工作中贯彻落实。

习主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

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

坚持战斗力标准。

铸魂育人直接服务于部队履行根本

职能使命，必须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

一的根本的标准。要引导官兵凝聚打仗

意志、学习打仗知识、锤炼打仗本领，教

育官兵充分认清国家安全面临的严峻形

势和潜在威胁，牢记军人就要时刻准备

打仗的职业要求，自觉树立“思战练战为

荣、离战怯战为耻”的价值导向和行为准

则。让官兵自觉把当兵当事业干，把打

仗当专业钻，在高新技术知识、信息化素

养、战法训法研究等方面提升自己，在日

常训练、军事演习、急难险重任务中摔打

磨练自己。

把战斗力标准贯穿于铸魂育人的全

过程，也是提高部队建设质量和效益的

必然要求。在未来战争中，部队能不能

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关

键是看指战员的整体政治素质、战斗能

力和战斗作风。必须培育官兵过硬战斗

精神、过硬战斗素养、过硬战斗作风，激

励官兵争当训练尖子、技术能手、精武标

兵，引导官兵争做“四有”新时代革命军

人，以高度的政治自觉不断提升部队战

斗力建设的层次和质量。

始终抓好铸魂育人这个固本工程
——来自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的调查与思考

■通讯员 凡春龙 李怀坤 陆 巍 本报记者 董国政

习主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
调，“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加强
党性锻炼，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
能力”。政治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也
不是自然提高的,而是需要经常淬火、
终身锤炼，不断夯实维护核心、听从
指挥的忠诚根基。

深化理论武装坚定忠诚信仰。忠诚
信仰筑基于理论武装，学得越深才能信
仰弥坚。思想信仰要纯。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我们要从纯洁思
想、坚定信仰的高度来认识学习领悟其
真理魅力和实践价值，进一步坚定对科
学真理的尊崇、对崇高理想的追求，切
实熔铸灵魂、引领实践。情感认同要真。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国家和军队事业
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根
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的坚强领导，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导。我们应做
到发自内心地热爱和学习党的最新理

论成果，发自内心地紧跟习主席的思想
步伐。理论学习要实。把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放到党治国理
政实践探索中来理解，不断提高思想认
识的高度、理解把握的深度；注重联系
实际学，紧密结合国家建设发展、改革
强军实践、本职岗位工作来领悟，提高
思想境界，强化使命担当。

传承革命文化厚植忠诚基因。“兵
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
里。”革命战争年代，一代代共产党人为
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浴血奋战、前赴后
继，形成了以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
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为主
要内容的革命文化，彰显了中国共产党
人对理想信念的无比忠诚。要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守与弘
扬革命文化，用以洗涤思想、激荡灵魂，
时刻不忘革命前辈的奉献牺牲和高风
亮节，培植起坚不可摧、牢不可破的崇
高信仰。深入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担当
强军重任”主题教育，用我党我军的优
良传统激励官兵练兵备战、保家卫国，
激励官兵始终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践行使命任务砥砺忠诚担当。军队
作为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所担负

的使命任务都是政治任务。只有切实履
行好使命任务，才能答好新时代党和人
民给出的政治考卷。狠抓练兵备战胜任
使命担当。牢固树立战斗力标准，聚精
会神抓好练兵备战，全面提高备战打仗
能力，坚持领导带头、以上率下，坚持实
战实训、联战联训，坚持按纲施训、从严
治训，把部队锻造成为召之即来、来之
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大力培育
战斗精神，锻造忠诚无畏的勇气、敢打
必胜的底气、有我无敌的霸气；始终坚
持问题导向，切实端正训练作风、创新
训练方法、完善训练保障、严格训练监
察。坚决拥护支持投身改革。以什么样
的姿态对待改革、以什么样的行动投身
改革，最能检验一名官兵看齐追随的政
治忠诚、服从全局的政治觉悟、勇于任
事的政治担当。当前国防和军队改革进
入深水区和攻坚期，越是这个时候，越
要坚定意志、勇往直前，越要有定力、有
担当、有韧劲，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
滩。进一步坚定改革信心，抓难点、补短
板，抓督察、促落实，抓宣传、聚共识，汇
聚起迎难而上、攻城拔寨的强大力量，
推进改革向纵深发展。

（作者单位：66429部队）

加强党性锻炼 涵养忠诚本色
■朱威明

释义：2017年9月26日，习主席在

国际刑警组织第八十六届全体大会开

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引用，语出（春秋）

管仲《管子·七臣七主》，意思是法律政

令具有劝善止暴、确定百姓权利义务、

保护私有财产和维护统治秩序等作用。

解析：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
成果，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手段。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高度重视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
略的落实，同时致力于推动完善相关国
际规则，努力实现国际秩序公正合理、

人类社会公平正义。习主席在此引用，
旨在强调国与国之间开展执法安全合
作，既要遵守两国各自的法律规定，又
要确保国际法平等统一适用，不能搞双
重标准，更不能合则用、不合则弃。

（贾 乾辑）

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

《韩非子》中有一则“象箸之忧”的

故事,讲的是商纣王令人做了一双象牙

筷子，太师箕子预感到这将是天下的

祸害，为此忧虑万分。他认为，纣王

用了象牙筷子，必不会用陶杯，而改

用犀牛角杯或玉杯；使用了象筷玉

杯，就不会吃粗粮菜蔬，而要吃山珍

海味；山珍海味必不能穿着粗布短

衣、坐在茅屋中吃，一定要穿着华贵

的衣服，坐在宽广的房屋中、高高的

亭台上吃。果不其然，过了五年，纣

王设置酒池肉林，骄奢淫逸至极，将

殷商引向覆灭。

万物之发端必于“一”。一次让

步，次次守不住，终致满盘皆输。帝

王如此，官员何尝不是呢？明朝御史

张翰在《松窗梦语》中讲述他受教于

都台王廷相的一则见闻，也反映出这

种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一个穿新鞋

的轿夫，开始时小心翼翼，择地而

行，随着路上泥泞渐多，一不小心踩

进泥水坑中，从此便“不复顾惜”。

可见，破例是通向毁灭的阶梯，先例

一旦打破，便会一破再破，其结果可

想而知。

“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

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不复顾

惜”让王廷相有了“居身之道，亦犹

是耳，倘一失足，将无所不至矣”之

感叹，一语道破为官之道。面对笑脸

的送礼者、精心的围猎者，一些领导

干部口中的“下不为例”，实际上是

默认“首次破例”，预示着将来还可

以继续破例，这正是危亡之始。一旦

因此而尝到甜头，便会不知不觉放松

戒备，一步步踏着破例的阶梯，走向

贪腐的深渊。

只要领导干部手中有权力，利益

的考验就会如影随形。自古以来，为

官者能熟谙破例之害者大有人在，其

中能深明抵御之道并身体力行者也不

在少数。《唐国史补》记载，左丞李廙清

名远扬。一次，户部侍郎刘晏到李廙

家做客，“见其门帘甚敝”，便找人织了

一块新帘子。然而，刘晏畏惧李廙的

清名，“三携至门，不敢发言而去”，帘

子竟未送成。清廉之名威无边，让送

礼者自感矮小，令围猎者内心生愧。

与其在情面与原则、利益与规定中反

复权衡，倒不如像李廙那样谨守“一身

正气悬山河”，坚持“非吾之所有，虽一

毫而莫取”，对不义之财、不法之事、不

正之风第一时间拒绝和抵制，从而炼

就百毒不侵的“金刚不坏之身”。

贪腐起于“一”，清廉也养成于

“一”。陈云同志一次在杭州吃午饭，

地方的同志考虑到他已退休需要增加

营养，便私自在原来的一荤一素之外

加了一小碗鱼翅。陈云发现后摆摆

手，平和而坚定地说：“不需要，我吃的

营养足够了”。饭后，陈云语重心长地

对工作人员说：“今天吃了，哪怕是一

点点儿，以后他们就会找借口给我做；

这次浪费了，他们就不会给我做第二

次了”。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事

实证明，只要坚辞不受，就不会有下

例，即使有下例也难以得逞。许多违

法违纪案例都表明，最难提防的是“眼

里识得破，肚里忍不过”的问题。分析

原因，关键还是识得不深不透，只识得

来者的真实目的，却看不到自身的心

理蜕变；只识得脚下的破例之害，却看

不清长远的叠加效应。唯有做到既识

得破，又拒得了，顾惜如始，步步为营，

才能杜绝贪腐近身，远离“象箸之忧”。

(作者单位：陆军第83集团军政治

工作部)

“象箸之忧”的警醒
■薛庆天 王洪兴

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官兵，着力培养有灵魂、有本
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永葆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本色

与其在情面与原则、利益与规定中反复权衡，倒不如谨守“一身正气悬山河”，坚持
“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对不义之财、不法之事、不正之风第一时间拒绝和抵制，
从而炼就百毒不侵的“金刚不坏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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