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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有威则可畏，有信则乐
从，凡欲服人者，必兼具威信。”对于
领导干部来说，威信就是在部队和官
兵中的威望和信誉，决定着领导干部
开展工作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作为一
种无形却不可或缺的内在力量，威信
只有通过过硬的能力素质和务实的工
作作风来树立，切不可高高在上，单
纯地靠职务和权力立威。

靠模范带头立起“信”的标尺。作
为领导干部，应常怀感恩之心、常念责
任之重，始终学在前、讲在前、干在

前，以自身干净清白、处事公正取信官
兵。反之，遇到任务往后站、看到好处
都想占，搞阳奉阴违、溜须拍马、弄虚
作假那一套，威信就无从立起。领导干
部应做到带头讲政治，一言一行对表政
治纪律、严守政治规矩，自觉抵制不良
思想文化侵蚀；带头谋打赢，坚持练兵
先练将、严兵先严官，带头钻研训法战
法，带头投身实战训练，带头端正训风
考风；带头严纪律，坚持教育者先受教
育、执纪者先学法规，切实以正自身、
作表率的实际行动引领和感召官兵。

靠真抓实干提升“信”的质效。真
抓实干体现的是忠诚担当、能力素质和
形象作风。光喊口号不干实事，威信自
然徒有其表。有些领导干部部署安排

多、亲自督察少，遥控指挥多、一线指
导少，强调要求多、自身考核少，导致
上级精神一直落在文件上、锁在柜子
里，官兵没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威信也就无从谈起。靠实干立身立
威，是领导干部取信之道。发扬求真务
实、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围绕中心抓
主责主业，真正与官兵心往一处想、劲
往一处使，单位建设有发展，官兵成长
有进步，威信则不请自来。

靠服务官兵赢得“信”的真心。官
兵在领导心中的分量有多重，领导在官兵
的心中就有多重，领导干部只有真正把官
兵放在心上，官兵才会自觉把责任扛在肩
上。当前，部队各项任务繁重，官兵面临
改革与备战的双重考验、工作与家庭的双
重压力，领导干部应扑下身子深入一线，
下大力消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为官兵
松绑减负。切实强化“领导就是服务”的
观念，把岗位服务、上门服务、跟进服务
落实到位，下大力解决官兵家属就业、子
女入学等实际困难，用真诚真爱、真帮实
助赢得官兵的信任。

（作者单位：96761部队）

威信重在“信”
■王锡民

气为兵神，勇为兵本。军队历来
推崇血性胆气，无不渴望成为一支所
向披靡的常胜之师。革命军人的血性
是有灵魂的，它连着忠诚、真理和正
义。人民军队把血性熔铸剑身，以血
性磨砺剑刃，从而能无坚不摧、无往
不胜。

革命军人的血性植根忠诚，是铁心
向党的大忠大勇。我们常说，枪听我的
话，我听党的话；我是刀尖子，党是
刀把子。这形象地说明，革命军人的
英勇无畏，不是血气方刚的情感冲
动，而是建立在听党指挥的政治自觉
基础之上。我军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
民军队，只要是党的号令，组织赋予
的任务，再苦再难也不畏难，千难万
险也不怕险。长征时期，红军将士坚定
听党话、跟党走，万里转战、九死一
生，谱写了感天动地的英雄史诗。新中
国成立之初，18军刚刚移驻川南富庶
之地，就临危受命进军西藏，邓小平找
张国华军长谈话：“今天谈话凭党性。”
张国华回答：“一切听从党安排。”简明

的回答彰显的是铁心向党、铁肩担当的
政治品质，揭示的是我军拖不垮、打不
烂、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基因密码。
忠诚，铸就了人民军队为党和人民冲锋
陷阵的坚定意志，永远是血性最闪光的
魂、最稳固的根。

革命军人的血性源自真理，是敢
打必胜的大智大勇。恩格斯说：“枪自
己是不会动的，需要有勇敢的心和强
有力的手去使用它。”用马克思主义战
争观军事观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历
来重视精神因素的巨大作用，认为
“没有血性的人不配做军人，没有血性
的军队就没有战斗力”。回顾军史，我
军创造了很多以少胜多、以劣胜优的
光辉战例，原因就在于广大官兵坚
信，在一定物质基础上，勇敢无畏能
压倒一切敌人、战胜一切困难、创造
人间奇迹。

革命军人的血性承载正义，是舍
生取义的大义大勇。“狼牙山五壮士”
“白刃格斗英雄连”“刘老庄连”等战
斗英雄和群体，他们有一个共同特

点：明知不可能而为之，明知不可活
而战之，根本动因在于他们知道自己
在“为谁扛枪、为谁打仗”，从而视死
如归、舍生取义。战争年代，我军宁
可把部队拼光了，也要救援兄弟部
队，这是对全局胜利负责的大义大
勇；抢险救灾中，我军官兵宁可把指
甲磨掉了，也要救出遇险群众，这是
为人民利益牺牲的大义大勇；守边护
边斗争中，我军官兵说“为了国家安
宁，不拿一分钱我也情愿抛头颅洒热
血”，这是视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大义
大勇。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在我国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阶段，作
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们要肩负起强
军兴军时代重任，强化备战意识、苦
练打仗本领，发扬我军大无畏的英雄
气概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保持旺
盛革命热情和高昂战斗意志，以不怕
牺牲的血性枕戈待旦、守护疆土，充
分彰显“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的光
辉形象。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办公室）

革命军人的血性是有灵魂的
■邱生军

释义：2019年 4月 16日，习主席在

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上

的重要讲话中引用，语出《淮南子·道应

训》，意思是取得胜利并不难，但保持胜

利很艰难。

解析：习主席引用此句旨在强调，脱

贫攻坚战进入决胜的关键阶段，容易出
现撤摊子、歇歇脚等松劲懈怠现象，当前
最要紧的是防止松懈、防止滑坡。务必
一鼓作气、顽强作战，不获全胜决不收
兵，坚决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

（宋 戈、纪元柱辑）

胜非其难也，持之者其难也

习主席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
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必须坚决
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确保党永葆清
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求是》杂志今年
第 14 期发表的习主席重要文章中，把
“永葆政治本色”作为加强党的政治建
设七个方面重要内容之一，突出加以强
调。习主席的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新
时代永葆政治本色的极端重要性，为我
们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提供了
根本指导。

永葆政治本色是共

产党人的永恒课题

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如何永葆先
进性和纯洁性、永葆青春活力，如何永远
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如何实现长期执
政，如何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是必
须回答好、解决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清正廉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

的本质要求。“政者，正也。”“廉者，政之
本也。”一身正气是共产党人的做人之
本，清正廉洁是领导干部的从政之基。
《共产党宣言》庄严宣告，共产党“没有
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
益”。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
经验教训时指出，通过政治上的普选制
和罢免制、经济上公职人员与工人同薪
同酬等措施，可以有效防止无产阶级政
权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由公仆变成“私
仆”或“官老爷”。列宁针对十月革命胜
利后俄共党内和苏维埃政府中出现的
消极腐败现象，指出无产阶级国家应成
为为人民服务的廉洁机关，并采取了国
家公职人员均由选举产生并随时撤换、
禁止公职人员除薪金之外兼有其他收
入等措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
反对腐败、保持共产党人清正廉洁本色
的思想和实践，成为我们党加强自身建
设的思想基础和重要经验。

永葆政治本色始终是我们党紧抓

不放的生命工程。我们党从诞生之日
起，就把保持廉洁、反对腐败写在自己
的旗帜上，使之成为建党治党鲜明的
政治立场。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对
党内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始终保持高
度警惕，把反腐倡廉作为关系党生死
存亡的重大问题。1926年 8月，党中央
向全党发出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
子的通告。这是我们党发布的第一个
反腐败文件，也敲响了第一声反腐败
警钟。随后即对党内和工人队伍中的
贪污腐化者进行清除，有力促进了党
的发展壮大。新中国成立后，1949 年
11月专门成立了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
检查委员会。除在党内设立专门的纪
律检查机构外，政务院还下设人民监

察委员会，履行对各级国家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的监察。1952 年，党中央严
惩了刘青山、张子善等贪污腐化分
子。发生在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身上的
腐化变质案件，让全党进一步认识到
抵御腐朽思想侵蚀的紧迫性和加强执
政党建设的重要性，于是制定颁发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这
也是新中国第一部反腐法规。改革开
放后，我们党清醒认识到党内可能出
现腐败的严峻形势，坚持一手抓改革
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坚持不懈打击
各种不正之风，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保证。党的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习主席以猛药去
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
士断腕的勇气，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
腐除弊，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
严重隐患，党内政治生态进一步改善，
党的形象威信显著提高。

党员干部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是
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过去
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
永远先进。特别是在“四大考验”“四种
危险”的挑战更加严峻，社会环境、利益
关系的影响更加深刻，名利声色、“糖衣
炮弹”的诱惑更加隐蔽的情况下，如果
组织意识淡薄，自身要求不严，思想防
线、精神堤坝就会溃口。因此，永葆政
治本色，是共产党人毕生的不懈追求。

深刻把握永葆政治

本色的本质要求

我们党的政治本色，是党的初心和
使命的政治表达，是共产党人政治生命
的基因，也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根
脉，它集中体现为坚定理想信念、践行
性质宗旨、坚守廉洁自律、保持艰苦奋
斗等精神特质。

坚定理想信念铸牢政治本色。对马
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
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
产党人政治本色的首要内容。历史和实
践反复证明，一个政党有了远大理想和
崇高追求，就会坚强有力，无坚不摧，无
往不胜，就能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
次奋起；一名党员干部有了坚定的理想
信念，站位就高了，心胸就开阔了，就能
在大是大非面前始终旗帜鲜明、立场坚
定，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诱惑干扰面
前保持“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政治定力，
做到“风雨不动安如山”。这就要求我们
必须经常对照党章党规党纪，检视自己
的理想信念和思想言行，不断掸去思想
上的灰尘，永葆政治本色。

践行性质宗旨恪守政治本色。我
们党来自于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

而兴。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
共命运、心连心，既是我们党的初心，也
是我们党的恒心。检验判断党员干部
政治本色是否褪色，一个重要方面就是
看是否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自觉
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真心实意帮助群众
解决操心事、烦心事。党员干部一定要
牢记手中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用
来为人民服务的，必须坚持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虚心向群众学习，真心对群
众负责，热心为群众服务，诚心接受群
众监督。牢牢把握和坚守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就守住了正确的
价值追求，也就守住了清正廉洁的政治
本色。

坚守廉洁自律涵养政治本色。 70
年前，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深
有感慨地说，共产党战胜国民党靠的不
是飞机大炮，而是廉洁，以及廉洁换来
的民心。党员干部必须明白这样的道
理：破一次规矩，就留一个污点；搞一次
特殊，会减一分威信；谋一次私利，将失
一片人心。党员干部只有始终坚守廉
洁自律、慎独慎微，严以修身、严以用
权、严以律己，炼就“金刚不坏之身”，才
能正气充盈、腰板挺直，才能赢得人民
群众的信赖支持。我们应时刻牢记清
廉是福、贪腐是祸，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地位观、利益观，任何时候都稳得住心
神、管得住行为、守得住清白。

保持艰苦奋斗砥砺政治本色。艰
苦奋斗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也
是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本色。习主席
指出，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永远不能
改。丢掉了好传统好作风，就是自毁长
城。1956年 8月 27日，毛泽东在审阅邓
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作了两处
较大的修改。其中之一就是在原稿关
于中国共产党胜利的原因“要归功于全
体党员的艰苦奋斗”之前，加写了“首先
和最主要的”7个字。可见，艰苦奋斗对
我们党的重要分量。几个月后，毛泽东
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提出“艰苦
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的著名论断。
这昭示我们，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传家
宝，是共产党人的精神特质，保持艰苦
奋斗就守住了我们党的政治本色；反
之，就会丧失党的政治本色。

永葆人民军队的政

治本色

我军是党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

能否保持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
作风，永葆政治本色，关系军队生死存
亡，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兴衰成败，关系
社会主义红色江山会不会改变颜色。

深入持久加强作风建设。良好的
作风，是抵御消极腐败现象和保持清正
廉洁的重要保障。正风肃纪反腐，官兵
最担心的是反弹，最期盼的是坚持。我
们决不能有差不多、松口气、歇歇脚的
想法，决不能有打一仗就一劳永逸的想
法，决不能有初见成效就见好就收的想
法。必须从永葆人民军队性质本色的
高度，坚定不移把作风建设抓下去，坚
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坚持从严从紧、
重犁深耕，坚持标本兼治、常抓不懈，努
力实现我军作风根本好转和政治上的
绿水青山。

坚持不懈强化教育管理。这次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清
正廉洁作表率”作为具体目标之一，就
是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保持为民务
实清廉的政治本色，正确处理公私、义
利、是非、情法、亲清、俭奢、苦乐、得失
的关系，自觉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
作斗争，坚决预防和反对腐败，清清白
白为官、干干净净做事、老老实实做
人。这既是对广大党员干部的基本政
治要求，也是我军应该保持的政治本
色。每一名革命军人特别是领导干
部，都应该对照要求、对准目标，找差
距、抓整改，自觉将自己置于党组织的
教育、管理和监督之中，不断加强党性
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恪守从政道德，
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切实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
长期性，历来是我党我军推进作风建设
的重要保证。反腐败要害在治权。应
切实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形
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
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建好制度笼
子。只有健全制度、立好规矩，把法规
制度建设传导到反腐倡廉各个领域，落
实到制约和监督权力各个方面，发挥法
规制度的激励约束作用，才能筑起遏制
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堤坝，才能推动形
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制度
机制。狠抓制度执行。对违规违纪、破
坏法规制度踩“红线”、越“底线”、闯“雷
区”的，坚决严肃查处、绝不姑息，做到
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制度执行没有特
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确保我军真正
实现弊绝风清、海晏河清，永葆人民军
队政治本色。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龙 凤

秦怀保所著《品史录》出版，可

喜可贺。

所谓品史，本是悟天地沧桑，叹

时光须臾，感世事交集与人生熙攘，

挥洒家国情怀。《品史录》 上至春

秋，下至晚清，岁月枯荣，人情霜

雪，尽显笔端。写史者，取材多为断

代，纵论则鲜见。中华文明之源远，

中国历史之流长，在世界文明史上留

下无比壮美的画卷。史海淘珠，必先

懂海；海天极目，无边无涯。学识不

厚，则海况不明；学识不宽，则海路

偏狭。心中无路，安可行舟？舟难至

远，何以得珠？《品史录》凭一颗诚

心评述天下兴亡，乃著者人生观使

然。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胸

襟，视家与国为一体，以国运为己

运，这便是 《品史录》 中的责任担

当。

所谓品史，本是触感而发，随性

而言。夜有微凉，茶尚余温，评天说

地之事，推心置腹而已。《品史录》

或事、或人、或物，议论、杂感、评

说，杂糅一体。经天纬地时怒发冲

冠，街谈巷议时妙趣横生；而谋篇布

局如仰头苍穹，俯首蝼蚁，仰俯自

由，无微不至。这份自由文体的传

统，仍源于著者的人文情怀。《品史

录》字里行间忧的是探寻长治久安之

策，患的是如何铺就黎民安康之路。

其根基是道德评说，强调的是积极人

生的入世劝世，主张的是三省吾身的

修养和警醒，彰显出中国传统思想家

深入浅出的内敛风格，深入则查其根

末，究其肌理；浅出则促膝而谈，俯

首皆是。“品史”与“治史”有天壤

之别，从阅读者的角度上讲，少有

“治史”之心，多为品评之趣。著者

采用的是平实语言和平民语境，推心

置腹，通俗生动。至于扬善抑恶，宁

静自守，既是《品史录》所体现的价

值取向，也是人类共同的道德追求。

《品史录》终于成卷。洋洋数十

万言，贵在一“品”字。

对历史趋势的品评，目的在于促

进社会文明的发展。人类历史偶有钝

挫之时，深刻的品评就是一剂清醒良

药，让读者从中获得启示，振奋精

神，启发智慧，让理性与宽容回归，

心底宽阔，奋力前行。

对往事故人的品评，在于促进人

的道德境界的提升。历史是人之行为

的串联，品评他人他事，强调的便是

道德的作用。家国一体，命运相关，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作为历史的主

角，每个人应该对自己创造的历史负

责，都应该有“天下兴亡，匹夫有

责”的自愿自觉。

对百态人生的品评，在于面对镜

中自我，力求清醒客观认识自身，常

怀律己之心，常修君子之德，走好人

生之路、实现个人价值。

在数不尽风流、说不尽苦乐、唱

不完悲欢的历史万花筒中，多几份人

格样品，多知晓些荣辱悲欢，扪心内

省，自律警觉，或许能找到快乐的些

许理由，这一“品”，令我们这些读

者更为动情受益。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博大精深。读

《品史录》，从中窥见一斑继而推己及

人，实现自省自悟，从这个意义上

讲，《品史录》有文史价值，更有阅

读价值。

读后感慨，且为小序。

（本文刊发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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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要论

学有所思

群 言 集

我们党的政治本色，是党的初心和使命的政治表达，是共产党人政治

生命的基因，也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根脉

发扬我军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英勇顽强的战

斗作风，保持旺盛革命热情和高昂战斗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