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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共产党

员这个特殊群体，曾经一次次在关键时

刻经受考验、展现担当，曾经一次次团结

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力挽狂澜、披荆斩

棘。在这场疫情面前也不例外，无数基

层党组织迅速进入“战时”状态，无数共

产党员冲锋在防控战场。一个党员就是

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千

万面旗帜，千万座堡垒，汇聚起贯彻党的

意志主张、完成党的任务的强大力量。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强则军队

强。基层党组织既是我军党的组织体系

的“神经末梢”，又是基层单位的“心脏”，

担负着建设和掌握基层部队的重要责

任。只有让“心脏”坚强地跳动起来，让

经脉气血在“神经末梢”畅通，“才能使党

的血液流贯我们这支部队的全身”。贯

彻落实新修订的《军队基层建设纲要》，

全面锻造过硬基层，关键要把基层党组

织搞坚强。

在风雨如磐的漫长革命道路上，“支

部建在连上”作为保证党指挥枪原则落

地生根的重要制度，让党的领导延伸到

基层一线、直达每一名官兵，使基层党组

织成为团结巩固部队、完成艰巨革命任

务的坚强战斗堡垒。毛泽东同志曾深刻

指出，“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

‘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美

军也曾如此评价：“在战争中从未发现一

支健全的共产党军队陷入解体。不管这

支军队如何遭到惨败，损失如何严重，或

者近期根本看不到胜利的前景，他们总

能从暂时的失败中恢复过来。”

长征途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

600余次战役战斗，每次作战，党员干部总

是一马当先、冲锋在前。曾担任过红1军

团政委的聂荣臻生前回忆，红军打仗打的

是干部，打的是党团员。每一仗下来，党团

员伤亡之数，常常占到伤亡数的25％，甚

至50％。突破乌江28勇士、飞夺泸定桥22

勇士都是以年轻的党团员为主体组成的。

诞生于南昌起义的“红八连”，战争

年代以“攻必克、守必固”著称，被授予

“铁的堡垒”“团结模范连”荣誉称号；和

平时期始终保持连队全面过硬、官兵全

面发展，出色完成各项任务。这个连队

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支部像团火、党员个

顶个”。党支部如火种，照亮方向、凝聚

力量、释放能量；党员是旗帜，自己当先

进、身边无后进、全连齐奋进。

90多年来，不论时代如何变化，不论

条件如何变化，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

军魂没有变，“支部建在连上”的传家法宝

没有变，一线战斗堡垒作用的本质特征也

没有变。但应当看到，这些年随着强军兴

军步伐的加快，我军基层建设正面临许多

新情况新变化，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跟不上的问题还带有一定的普遍性：有的

政治功能不强，思想政治领导不够有力，对

少数官兵错误言行失察失教失管；有的自

建能力不强，集体领导弱化，不善于抓大事

议大事；有的书记能力素质不强，经历单、

历练少，实际工作经验先天不足；还有部分

党员身份退化，平时看不出来、关键时候顶

不上去，模范带头作用不明显，等等。

“欲筑室者，先治其基。”新修订的

《纲要》把基层组织单列一章，对加强基

层党组织建设作出规范，同时在其他章

节明确了一系列具体举措，旨在强固“支

部建在连上”政治优势，以坚强的战斗堡

垒带动和促进基层建设全面进步、全面

过硬。按照《纲要》抓建基层，应当把建

强一线战斗堡垒作为着力重点，切实推

动支部建在连上，更要强在连上。

强化政治引领。“欲流之远者，必浚

其泉源。”必须坚持用党的科学理论建连

育人，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往深里走、

往实里走、往心里走，把政治建军要求落

实到基层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

提升组织力。组织力，就是创造力、

凝聚力、战斗力。要认真贯彻民主集中

制根本原则和制度，发扬党内民主，强化

集体领导，提高把方向、抓大事能力，把

“一班人”搞得很坚强；严格落实各项组

织生活制度，增强管党员、管干部、管思

想的原则性战斗性，把政治导向立起来、

政治历练抓起来、政治规矩严起来。

建强书记队伍。“支部强不强，关键看

头羊。”要严把基层党组织正副书记选配

关口，加强实践锻炼，搞好集中培训和经

常性的指导帮带，培养善于依靠组织制度

和组织力量统班子带队伍的明白人。

“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

晔。”我军数量众多、灿若繁星的基层党

组织，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基层党组织

健全建强了，就会像磁石一样把官兵团

结凝聚起来，备战打仗的事业才能扎实

向前推进，实现强军梦才有磅礴伟力。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

作研究院）

让基层的“心脏”坚强跳动
—贯彻落实《军队基层建设纲要》系列谈①

■武运鄂

长城瞭望

谈训论战

玉 渊 潭

画里有话

微 评

预测人流密度，监测疫情相关人群

动向，一键上报疫情检查情况，实时生

成疫情数据报告，研判疫情态势，开展

就医查询……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大数据这个有温度有力量的新技术正

在“智慧”地助力疫情防控阻击战。

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与2003年

抗击非典相比，不仅在疫情防控方面

有了更加完备的制度体系和应对措

施，而且将大数据等新一代创新科技

广泛应用于疫情追踪溯源、路径传播

分析、发展模型预测、医疗资源调配等

领域，极大提高了防控工作的科学化

水平。比如，通过数据回溯分析，有关

单位可以及时梳理感染者的生活轨

迹，追踪人群接触史，成功锁定感染源

及密切接触人群。这不但可以让疫情

防控更加准确、高效，而且有利于分析

掌握疫情传播规律，消除更多“盲区”

和“不确定性”。

习主席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加

强学习，懂得大数据，用好大数据，增

强利用数据推进各项工作的本领。”当

前，战争形态正加速向信息化、智能化

演变。智能化的重要基础是大数据的

挖掘利用，军事数据在打赢未来战争

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信息化

战场上，数据就是“弹药”，一个作战数

据库，就像一座弹药储备库。谁把控

了数据战场，谁就占领了战争的制胜

空间；谁掌握了制数据权，谁就掌握了

制信息权、制智能权。

近年来，我军作战数据库建设取

得长足进步，指挥员的数据意识普遍

增强，获取数据、分析数据、运用数据

的能力不断提高。然而，个别指挥员

用数据来说话、用数据来决策、用数据

来打仗的素养还有待提高。有的数据

采集意识不强，采集手段欠缺，平时有

“数”不采，用时心中无“数”；有的数据

应用不经常、不广泛、不深入，重经验

轻数据；还有的不善于依托指挥信息

系统进行辅助决策，看不清、算不准，

对敌情我情若明若暗。

得数据者得胜利。各部队应重视

做好作战数据的基本建设，把采集数

据当成一项经常性工作常抓不懈。要

增强数据保鲜意识，像补充弹药那样

补充数据，定期组织数据更新，确保数

据的鲜活度、实用性和可靠性。着力

突破体制障碍和技术瓶颈，实现各军

兵种应用系统的互联互通和数据库间

的融合共享。指挥员要具备数据头

脑、数据意识、数据思维，提高使用一

体化指挥平台、数据终端和数字指挥

的能力，让数据真正成为解析未来战

争的“望远镜”“显微镜”“透视镜”，使

备战打仗更加精准高效，做到赢在数

据上、胜在预料中。

得数据者
得胜利

■董立鹏

当前，疫情防控工作到了最吃劲的

关键阶段，各方面力量都已经动员起来，

众志成城与病毒作斗争。然而，一些形式

主义现象的出现，消耗了基层干部大量时

间、精力，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警醒。

分析疫情防控中形式主义的各种

表现，一方面源自个别领导干部懒政、作

为担当不够，另一方面切切实实反映出

一些领导干部本领方法不足，总是习惯

于用老套路、旧思维去解决新问题，其结

果自然事与愿违，甚至南辕北辙。这就

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这个特殊的关键时

期，有的地方热衷于拉条幅喊口号，却无

法为基层干部群众协调到一只口罩；有

的单位连发多个通知、紧催各种报表，却

无视基层干部分身乏术。

疫情防控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打仗最讲实效、最忌虚功。病毒不会被

各种材料表格困住，讲实干、重实效是赢

得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的关

键。眼下，疫情防控工作既要严格，更要

高效，确实需要把那些重复的、流于形式

的繁文缛节砍掉；要少开会、开短会，简化

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要充分运用科

技手段，让信息多跑路，让人少跑腿，最大

限度挤压形式主义的生存空间。

形式主义是党的大敌、人民的大敌，

更是疫情防控的大敌。要彻底打赢这场

疫情防控阻击战，必须坚决杜绝各种形

式主义。工作作风在这场大考中不能

输，也输不起。

防止形式主义影响抗疫
■文/贾 乾 张呈豪 图/张桃微

前不久，中央指导组副组长陈一

新赴武汉后约 200字的“1号令”新风

扑面，其言简意赅、干净利落的文风给

抗击疫情工作带来启示：战“疫”当有

战时文风。

文风连着作风，长短事关效率。领

导讲话、工作指导，往往离不开各级机

关写材料、起草文件。如果总是面面俱

到、拉长增厚、叠床架屋，盲目追求字句

工整对仗、段落字数相仿，既牵扯心思

精力，又耽误工作落实。革命战争年

代，我军一封封来往于指挥部与部队前

线间的文电，之所以能高效指挥官兵快

速出击、决战决胜，很大原因就在于这

些文电有简洁实用的文风。

血与火的战场上容不得繁文缛

节。与病毒抗争就是打仗，无论是通

过文电统一指挥、动员部署，还是分类

指导、分区施策，都需要消灭“对仗体”

“四六句”，破除文字冗长、穿靴戴帽，

将言简意赅、实战味浓的打仗文电推

广开来。唯有如此，才能精准高效、势

如破竹。

当前，疫情防控工作到了最吃劲

的关键时刻。文电不在长短，关键在

说有用的话。只有注重调查研究，善

于把握核心要点，坚持戒虚求实、简短

易懂，才能让更多人将宝贵的时间、主

要的精力投入到最紧要的抗疫工作

中，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人民战争。

战“疫”当有战时文风
■陈 辉 张 勇

每个人都是社会关系网上的一个网

结。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

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这个意义上

说，交往是人们的一个重要社会活动。近

日翻阅史书，发现几则关于古人社交“门无

杂客”的故事，颇有现实警示意味。

据《宋书·袁粲传》记载，南北朝时

期宋朝宰相袁粲“宅宇平素，器物取给”

“素寡往来，门无杂客”。袁粲生活朴

素、躬行节俭，不攀附权贵，不结交杂

客。平常朝廷任命，他都谦静退守，却

受命于危难之际，和儿子一起以身许

国，大义凛然。明代名臣于谦曾在生日

之夜作诗自勉，“剩喜门庭无贺客，绝胜

厨传有悬鱼。清风一枕南窗卧，闲阅床

头几卷书。”于谦长期身居要职，始终保

持刚正清廉的高尚品格，把生日门庭清

净，没有贺客应酬，伴随清风，闲阅诗文

当作人生快事。

朋友有良莠之分，交往有损益之别。

事实证明，势利之交，难以经远；奔竞夤

缘，难得善终。《开元天宝遗事》中有一则

张彖不肯“依冰山”的典故。当时杨贵妃

之兄杨国忠权倾天下，不少人趋之若鹜。

进士张彖不但不去攀附，还对别人说：“尔

辈以谓杨公之势，倚靠如泰山；以吾所见，

乃冰山也。或皎日大明之际，则此山当误

人尔。”从这些年查处的腐败案件看，功利

交往已成为政治塌方、抱团腐败的重要诱

因，也是党内政治生活庸俗化的突出表

现。分析近年来一些领导干部蜕化变质

的原因，确实是从交往不慎开始的。

莎士比亚曾说过：“交不在多，得一人

可胜百人；交不论久，得一日可逾千古。”

此话不是说交少益善，而是说要交益友、

交真人。在党内，我们都是同志之交，有

的还有幸成为朝夕相处的同事。“同德则

同心，同心则同志。”尽管每名党员爱好、

性格、禀赋各不相同，但大家都是“为了一

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交往重

在秉赤诚、持真心，不媚上、不傲下，重在

思想砥砺、知识互补、情感抚慰，唯此才能

交往有裨益，心灵得洗涤，感情葆纯真。

郑培民喜欢生活静悄悄，是因为他

牢记“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牛玉儒

拒人进家拜访，是因为他定位“公仆”，矢

志不移；钱钟书厌恶“见一些不三不四的

人，吃一些不干不净的饭，花一些不明不

白的钱，说一些不痛不痒的话”，是因为

他品质高洁、心灵纯净……他们不是拒

绝交往，而要的是交往的真情真义。无

聊无谓的交往，逢场作戏的交往，谄媚攀

附的交往，他们不屑一顾，因为有百害而

无一益。

习主席多次强调党员干部净化社交

圈、生活圈、朋友圈的重要性，要求党员

干部做到拒腐蚀、永不沾。新时代党员

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务必要以史为鉴、

以镜正身，慎始慎终、慎独慎微，自觉净

化朋友圈、社交圈、生活圈，让“门无杂

客”成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尤其要

谨防亲戚朋友的“叙谈叙谈”，同窗故旧

的“走动走动”，远亲近邻的“联络联络”，

真正做政治上的明白人、经济上的干净

人、生活上的正派人。

“门无杂客”交真友
■崔 勇

日前，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

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印发《关于妥善

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牺牲人员烈

士褒扬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各部

门妥善做好因疫情防控牺牲人员烈

士褒扬工作，符合烈士评定（批准）

条件的人员，应评定（批准）为烈

士。这是对民心民意的回应与顺

应，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必然之举，更

是对广大医务人员和防疫工作者无

私奉献、英勇奋战庄重而深情的致

敬与铭记。

“衣白褂，破楼兰，赤子切记平安

还！”就在许多人还记得白衣勇士们出

征的这句话时，我们遗憾地看到不少

医护人员、防疫工作者牺牲在了疫情

防控一线。他们当中，有生前仍惦记

着“千万不要感染别人”的武汉市武昌

医院院长刘智明；有用生命完成最后

一次坚守，倒在入闽防控“北大门”的

毛样洪；有因过度劳累再也没有醒来

的28岁药剂师宋英杰；有像陀螺一样

连轴转的医生黄文军；有誓言“不能当

逃兵”的岳阳公安民警董锐……他们

以身筑墙，以身报国，挽救的是更多宝

贵的生命，避免的是更多家庭的泪水

和伤痛，给予我们的是战胜病毒的希

望和信心。

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这种牺牲，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

作的”，与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的英

烈在精神气质上一脉相承，他们是新

时代最可爱的人，是我们身边当之无

愧的英雄。爱人者，人恒爱之。对于

这些勇士，我们不能止于赞美，而是要

尽最大努力，给予他们最大的支持和

关爱。依法授予疫情防控牺牲人员烈

士荣誉称号，给予其遗属充分的照顾

和保障，既是对牺牲奉献者的告慰，也

有利于在全社会弘扬他们的家国情怀

和不怕牺牲、勇于奉献的精神。正如

网友所说，既缅怀往者，也激励生者，

更教育来者。

当前，疫情防控工作到了最吃劲

的关键阶段，越吃劲越要弘扬奉献

精神、牺牲精神。各级各部门应当结

合疫情防控实际情况，迅速开展疫情

防控牺牲人员烈士褒扬工作，依法及

时授予烈士荣誉称号，落实相关待遇

和优抚政策。通过这种旗帜鲜明的褒

扬，凝聚起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正能

量，一鼓作气夺取疫情防控人民战争、

总体战、阻击战的最终胜利。

春天已经到来，寒潮终将退去。

抱薪者必须得到温暖，奉献者将被永

远铭记。

为
众
人
抱
薪
者
终
将
被
铭
记

■
陈
前
线

李
星
星

一些机关干部反映，少数领导干

部在退回来的文件上，往往会批复

“再酌”。至于如何酌、是对是错，并

未给出具体意见，让人不知所云，徒

增烦恼。

何谓领导？领导者，既领又导，

既能预见，又能判断，是拍板定案的

人。高明的领导者，对机关请示汇

报的工作会给出科学的指导、明确

的意见。即使对工作质量不满意，

也会指出修改完善的方向。倘若只

会用“再酌”，不仅表明其自身心里

没数，还反映出其缺乏敢于担当的

精神。

“观国者观君，观军者观将，观备

者观野。”部队领导干部大都是指挥

员，指挥员是要带兵打仗的。如果遇

到难题不敢决断，指导下级拿不出具

体明确意见，甚至经常让部属猜来猜

去，到了战时就难以迅速定下作战决

心，做到决战决胜。可以说，领导干部

平时养成果断、干练、勇毅的作风，对

打赢未来战争十分重要。

新时代是担当干事的时代。领

导干部批示少写些“再酌”，多给些

具体意见，才能更好调动官兵干事

创业的心劲闯劲，增强官兵的信任

和认同。

批示要少写些“再酌”
■魏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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