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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寄语

●审视的过程，就是一个自知
和知人的过程，关键是落到行动上，
做到知行合一

影中哲丝

“位不在高，廉洁则名；权不在大，

为公则灵。斯是公仆，惟吾德馨……”

在安徽省黄山市杨业功纪念馆里，这

首杨业功亲自填词、亲笔书写的《公仆

铭》笔力苍劲、引人注目。熟悉杨业功

的人都说，这是将军的座右铭，也是他

一生的自画像。

身为共和国将军、导弹司令，杨业

功统率千军万马，位不可谓不高、权不

可谓不重，而他始终坚守一颗公仆之

心，用权不谋私利、用人不徇私情，一

身正气、两袖清风。

因为工作关系，我曾20余次走进

杨业功生前所在部队，10次走进杨业

功纪念馆，学习他、宣传他、凭吊他，一

次次近距离感受这位“军中焦裕禄”的

廉者本色、廉将风范。

怎样对待钱财、怎样对待权力，是

检验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品质的试金

石。1998年，杨业功的父亲患白内障

住进基地医院。院领导提出免除治疗

费用。杨业功坚决拒绝，全额交付

4200元治疗费，并让妻子要来发票当

场撕掉。还有一次，杨业功出差突遇

寒流，随行人员花400多元钱为他买

了一件夹克。杨业功不领情，坚决让

退掉。次日，他自己花60元钱买了一

件“地摊货”穿上。部属说：“您这么大

的首长怎么也得穿件名牌吧？”他反

问：“领导干部为啥非得穿名牌？”

钱财身外物，却能见人心。一名

共产党员、一名领导干部，能够在金钱

面前不失范、物欲面前不失节，他的心

灵就会更加纯净、党性就会更加纯粹，

他对待权力就会多一分敬畏、多一分

坦荡、多一分责任。

杨业功经常告诫部属和家人，越

是位高权重，越要防微杜渐。他在自

家的门楣上亲笔题写4个大字：携礼

莫入。身为基地主要领导，他每年参

与研究调整干部人数众多，始终坚持

一个标准：用权为公、用人唯贤。曾有

一名老部下，在副团职岗位工作了4

年多，找到他想请他关照一下。杨业

功当场对这名干部提出批评。在常委

会上，他恳切地说：“平时不能秉公用

权，战时如何指挥千军万马？”

公款姓公，公权为民。在对待亲

情上，杨业功同样“公”字当先、公私

分明，“将门家风”给后人留下一笔享

之不尽的宝贵财富。“家风好了，整个

社会风气才能好。”从当旅长开始，杨

业功就对家人“约法三章”：不许干预

他的工作、不许享受任何特权、不许

收受任何钱财和好处。妻子杨玉珍

是一名教师，每天骑着自行车上下

班，风里来雨里去，从未用过杨业功

的公务专车。儿子结婚时，杨业功提

出“三条禁令”：不要声张、不办婚礼、

不收礼金。弟弟杨业平想在基地招

待所谋个差事，被他一口回绝；小妹

杨业理在一所小学干勤杂工，从不张

口求哥哥，因为知道哥哥“靠不上”。

一尘不染香彻骨，两袖清风照汗

青。每次走进杨业功纪念馆，凝望一

张张家庭合影，吟诵一首首将军诗

作，感悟他“权不在大，为公则灵”的

无私胸襟、“位不在高，廉洁则名”的

风骨操守，浮躁的心灵得以净化、纷

乱的思绪回归平静。“一室清风在，万

户养廉名”。杨业功像一面旗帜、一

座灯塔，引领着我们永远铭记我军宗

旨、永葆人民公仆本色，不忘初心、一

清如水，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为

党旗添彩、为军旗增辉。

（作者单位：火箭兵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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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船大需要正风向，船小也

要掌好舵。”基层单位虽然处于末端，却

是部队建设的基石，把握好建设的方向

同样十分重要。没有正确的方向，就不

可能正确地前进。如果把基层单位比

作一艘船，那么党支部就是这艘船的

“指挥所”，党支部书记就是把握方向的

人。把方向是党支部书记的首要职责，

也是素质培养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会把方向，首要是把好政治方

向。党支部书记要当政治上的明白

人，带头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旗帜鲜明、

毫不含糊，在工作实践中严格执行党

和军队的各项规章制度，严守党的政

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特别是面对意识

形态领域斗争尖锐复杂的新形势，面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官兵价值

取向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面对信

息网络深刻改变思想舆论环境的新趋

势，面对国家和军队全面深化改革带

来的新考验，面对军队现代化建设和

使命任务拓展的新要求，面对长期相

对和平环境给保持部队旺盛斗志提出

的新课题，面对官兵成分结构和思想

行为方式的新变化，党支部书记在开

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头脑要特别

清醒，立场要特别坚定，把握好正确导

向，拿出鲜明态度和坚决行动，决不能

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要用大道理管

住小道理、用真理批驳歪歪理，确保任

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与党中央、中央

军委和习主席保持高度一致。

会把方向，重点要坚持中心居中。

基层工作千头万绪，基层建设涉及方方

面面，如何在任务重、头绪多、节奏快的

现实环境中，始终做到中心居中，紧紧

抓住中心工作不动摇、不松劲、不偏向，

是党支部书记应当经常思考的问题，也

是把好工作和建设方向的关键所在。

毋庸置疑，练兵备战始终是我军的中心

工作，其他一切工作都要服从、服务于

这个中心，向中心聚焦，为中心助力，以

中心工作的蓬勃开展引领和带动其他

工作。作为党支部书记，应把主要心思

和精力放在练兵备战上，时刻围绕练兵

备战抓学习、搞教育、抓管理、搞保障。

凡是练兵备战急需的、紧缺的，就抓紧

时间、想方设法补齐；凡是与练兵备战

冲突的、相悖的，就毫不犹豫、坚决果断

地予以制止。始终坚持把是否有利于

提高战斗力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标准，

经常对照检查，随时矫正方向，严防发

生偏离。

会把方向，关键是按原则办事。

能不能按原则办事、会不会按原则办

事，是衡量党支部书记政策水平高低、

领导能力强弱的重要标尺。实践证

明，原则性不强、耍滑头的干部不仅会

带坏风气，给事业带来损失，个人也难

有大的发展。相反，坚持原则、按原则

办事的干部，才是让党放心、有益于事

业的干部。坚持原则就要做到：对上

级有明文规定的要坚决照办，不讲价

钱、不打折扣；对一时把握不准的要及

时请示报告，不擅作主张；对没有明显

界定的要从严把关，不打“擦边球”；在

重大敏感问题上，要严格按政策办、按

权限办、按程序办。这里，有一个如何

处理好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关系的问

题。从本质上讲，两者是高度一致的，

但在实际工作中，有时也会产生冲突，

出现对立。这就要求党支部书记找准

结合点，既要对上级党委负责，又要对

本单位的工作和建设、对所属党员群

众负责。必须明确一点，只有眼睛向

下，扎扎实实地抓好本单位的工作和

建设，把复杂问题、棘手问题、难点问

题解决好，不上交矛盾，才是对上级党

委的最好负责。

●把方向是党支部书记的首要职责，也是素质培养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党支部书记要会把方向
■邓艳平

军队党支部是党在军队中的基层组织，是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团结
巩固部队和完成各项任务的战斗堡垒。党支部书记作为支部班子的“主心
骨”，其能力水平如何，对一个单位党的建设具有至关重要作用。面对新形
势、新任务，有效应对新情况、新问题，党支部书记肩负着重要职责。做一名
合格的党支部书记，应自觉按照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提出的标准和要
求，经常对标对表，刻苦学习，勤奋工作，敢于担当，不断增强自身能力素质，
切实提高党支部全面建设水平。

从今天起，《军人修养》版推出“党支部书记素质培养系列谈”一组文章，
紧紧围绕有效履行新时代军队使命任务，结合当前工作实际，针对基层党支
部书记应当具备的能力素质，从不同方面进行一些探索与阐释，旨在交流经
验、提供借鉴、启发思考。

前不久，某大队政委在基层经验交

流会上的讲话让我感触颇深。他说：“当

你们到了连队，成为一名排长，站在士兵

面前，从你站的第一秒军姿、讲的第一句

话开始，就在接受着他们的审视。能否

经得住审视，是决定你们军旅之路顺畅

与否非常重要的一点。”

审视，即仔细地看，反复分析。比

如，我们看一个人品德怎么样，不仅看

他自己说得怎么样，还要听听其他人的

看法，更要注重在实际中考察。王永彬

《围炉夜话》中讲：“人之足传，在有德不

在有位；世所相信，在能行不在能言。”

讲的就是通过一个人的行动来审视其

品德的道理。

审视自己是一种修养。古人讲“吾

日三省吾身”，就是一种典型的自我审

视。审视自己是正确认识自我、完善提

高自我的开端，就是要把自己全方位展

开，做一次心灵上的检阅。无论是锤炼

能力、积蓄本领，还是加强修养、升华境

界，都需要勤于审视自己。只有直面自

己的灵魂时，才会看到真正的自我，明

白自己应追求什么、要担负什么，优点

长处在哪里、缺陷不足有哪些。通过审

视找到了自身不足，才能激发起迎头赶

上的动力，释放出奋斗的能量，不断完

善自我、超越自我，实现“做最好的自

己”的目标。

接受他人审视是一种锤炼。如何

对待他人的审视，是对一个人心智的考

验。成熟者会把他人审视当成一面镜

子，勤于以此正衣冠、明得失。他人审

视也是提醒自己加强自律的一种鞭策，

它会时常告诫我们，注意自己的言行，

为自己所做的一些不恰当的行为敲响

警钟，明察之，慎思之，追求“君子之过

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

也，人皆仰之”的境界。通过不断接受

他人审视，不断进行自我校正，最终使

行为举止能够在他人审视下从容自若，

内心稳如山峦，实现从气质、品德到能

力的日臻完善。

审视他人，是一种参照和提升。“三

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

不善者而改之”，古人的话说出了审视他

人的重要目的——找到他人的优点，发

现自己的缺点不足，通过比照来改正缺

点、改进不足。在部队工作生活中，审视

他人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比学赶帮”，

向部队的先进典型学习，向身边的优秀

同志学习，见贤思齐，努力迎头赶上，力

争共同提高。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

自胜者强”。审视的过程，就是一个自知

和知人的过程，关键是落到行动上，做到

知行合一。在当前，就是以“四有”新时

代革命军人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学

习，不断提高，不断进步，在新时代新征

程上努力有新作为。

审视，而后笃行
■吴 鑫

党员干部要以好形象示人，赢得人
民群众信任尊敬和支持拥护，重要的是
做到身板直，腰杆硬。做到这一点，才能
保证革命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打下的红
色江山代代相传。

思想纯洁、信仰坚定，才能身板
直。党员干部的挺直身板，是在不断自
觉提高思想纯度、增加品德厚度、砥砺
党性强度的修养过程中炼就的。北京
卫戍区某干休所离休干部周智夫一生坚
定跟党走，虽然在战争年代身受重伤，
九死一生，但他从不以革命功臣自居，
一生 4次跨省调动，经历 20多次岗位变
换，从来不谈条件、不提要求、不讲价

钱，“投身革命即为家，党叫干啥就干
啥”。他一辈子艰苦奋斗、克勤克俭，
“不留金不留银，只给后代留精神”，在
生命的最后时刻，一次性缴纳党费 12万
元。是什么让他如此？是忠诚信仰的
力量！“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信
仰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指路明灯，有什
么样的信仰信念，就有什么样的人生格
局和人生归属。党员干部只有固牢信
仰信念，打牢思想根基，才能挺直精神
脊梁，昂首立于天地之间。

工作踏实、干事有为，才能腰杆
硬。“朝受命、夕饮冰，昼无为、夜难
寐”，党员干部应该有这样的事业心和

责任感，时刻把为党做事作为自己的
价值追求。1998 年夏天，原济南军区
第 20集团军所属两个步兵师正在师改
旅整编当中，接到抗洪抢险命令后，立
即开赴抗洪前线，全力以赴打好最后
一役，凯旋后又毫无怨言地加入到“裁
减员额 50 万”的行列中。一名团长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不知道下一步
我们去哪里，但现在我只知道当前要
把抗洪工作做好。”面对改革大考，不
尽心尽责，是难以交出合格答卷的。
党员干部应该有责无旁贷的历史担
当，果断挑起时代赋予的重担，瞄准问
题求突破，对准症结真开刀，不断增本

领强素质，锤炼腰杆的硬度。
锤炼党性修养，做到身板直、腰杆

硬，还需要常用制度“量身”，用政治纪
律和政治规矩校正思想言行。党员干
部要经常对照党章党规，对照习主席
的指示要求，查找自身缺点和不足，不
断进行自我反思、自我教育、自我完
善，这是我们锤炼党性修养的重要方
法。党性修养并不会随着党龄的增长
和职务的提升而自然提升，唯有坚持
不懈用党的任务来引领、用党的理论
来滋养、用制度规范来约束，方能不忘
初心，牢记责任，不辱使命，永葆共产
党人的政治本色。

在身板直腰杆硬上做表率
■范 晶

谈 心 录

●思想纯洁、信仰坚定，才能
身板直；工作踏实、干事有为，才能
腰杆硬

雾灵山位于北京东北部，常年云雾

缭绕。远远望去，一座座山峰时隐时现，

朦朦胧胧，给人一种独特的美感。假如

没有了那些雾，也许雾灵山就不具有那

样的美感了，正所谓“朦胧产生美”。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

徒。与人交往，适当保持距离感，是一

种礼貌和尊重。在工作上可以并肩战

斗，亲密无间；在生活中则不妨给对方

留些空间，距离感也是一种和谐美。

水墨雾灵山——

朦胧产生美
■朱金平 摄影并撰文

编者按

有没有作为，不仅是检验干部能
力素质的重要尺度，也是提拔使用干
部的重要依据。生命有时限，事业无
穷期。只有具备想干事之德、会干事
之能、干成事之绩的干部，才能为官
一任，振兴一方。

想干事是事业心、责任感的体
现，是会干事、干成事的前提和基
础。想干事，关键是想怎样干事，
想干怎样的事。现在有的干部整天
浑浑噩噩，脑子里不想事，不知道
要干什么事、该干什么事；还有的
把心思用错了地方，对领导的事热
心，对亲友的事操心，对自己的事
专心，却对军事斗争准备的要事、
部队发展的大事、官兵关心的急事
不上心。解决之道，在于树立机不
可失的紧迫感，坚持以“只争朝
夕”的精神搞建设、谋发展，用行
动来诠释“生逢其时、用武有地”；
在于树立敢于担当的使命感，把组
织的信任、领导的希望、官兵的期
待转化成履行使命职责的行动，高
标准完成以军事斗争准备为中心的
各项工作，用实力来证明“我的岗
位我负责，我的岗位请放心”；在于
树立建功立业的价值追求，以本职
岗位为干事创业的舞台，千方百计
办好部队建设中的大事、要事、难
事和好事，用实绩来书写奋发有

为、建功立业的人生篇章。
想不想干事是态度问题，能不

能干事是能力问题。能力素质不过
硬，决心再大，斗志再高，也难干
成事。目前，仍有一些人眼高手
低，他们小事不想干、大事不会
干、急事不能干、难事不善干，有
的把提高宏观谋划能力挂在嘴边，
但提出的发展目标、工作思路与单
位建设实际相脱节，要么是不着边
际的“唱高调”，要么是因循守旧的
“老一套”；有的希望组织交任务、
压担子，而一旦重任在肩，则手足无
措，错漏百出，事无所成。这些问题
警示我们，培育有作为的干部要注重
在增智强能上下功夫，努力提高素
质，增强干事本领。增智强能的关键
是了解政策，熟悉程序，掌握规律。
政策吃不透，方向就会出错；程序不
熟悉，效率就难提 高 ； 规 律 不 掌
握，工作就无头绪。因此在实际工
作中，一定要按政策办事、按程序
办事、按规律办事，确保党的大政
方针、上级的指示命令、党委的决
策意图，执行有力，落实到位，效
果明显。

检验一名干部想不想干事、会不
会干事，最终的目标是看能不能干成
事。古人讲“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
寡 ”， 又 说 “ 为 山 九 仞 ， 功 亏 一
篑”，可见成事之艰难。干成事，不
仅取决于干事的条件、自身的本领等
因素，咬定青山的韧劲、埋头苦干的
实劲、深入一线的沉劲、攻坚克难的
狠劲等意志品质也不可或缺。困难面
前不退缩，问题挡道不回头，遭遇挫
折不灰心，日积月累，久久为功，再
难的事也能干成干好，干出一番辉煌
业绩。
（作者单位：汉川市人民武装部）

想干事 能干事 干成事
■徐加瑞

方 法 谈

●困难面前不退缩，问题挡道
不回头，遭遇挫折不灰心，日积月
累，久久为功，再难的事也能干成干
好，干出一番辉煌业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