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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让自己的党龄增加一
岁，党性就提高一分，使党性的提
高与党龄的增长一致起来

邓颖超同志说过：“每个共产党员

都要问一问自己：你是全心全意同党中

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保持一致并努力

奋斗的呢，还是为自己的私利奋斗？党

龄增加了一岁，你的党性长一寸了没

有？”邓颖超同志意味深长的“党性之

问”，对共产党员既是鞭策提醒，更是谆

谆告诫，每名共产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

干部，都应当经常扪心自问、对照反思。

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

立德的基石。在我们党内，大多数党员

随着党龄的增长，思想觉悟更高，党性

修养更强。像“党的好干部”焦裕禄、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民公仆孔繁

森、“时代楷模”张富清……这些先进典

型始终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时刻把党

和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终身践行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表现出了一

名共产党员应有的党性。也有的党员

党龄虽然不长，但党性很强。像雷锋同

志，从入党到牺牲，党龄才一年多时间，

但他坚守“恨不得把我的心掏出来献给

党”，自觉“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

为人民服务之中去”，甘当革命的“螺丝

钉”，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无私奉献，成

为无数人学习的榜样。

当然，也有个别党员干部，他们随

着党龄的增长、职务的提升，放松了党

性锤炼，淡忘了党旗下的誓言，淡漠了

党的宗旨，丢掉了党的纪律，完全没有

了“党员的样子”。像被查处的违法违

纪的党员干部，有的党龄长达几十年，

有的临近退休或者已经退休。这些党

员干部刚入党或入党后的一段时间里，

也大都为党和人民干出过一些成绩，有

的甚至作出过突出贡献。然而，由于忽

视了思想改造和党性修养，职位虽然升

高，党性却没有加强和提高，反而减弱

直至丧失，最终走向了党和人民的对立

面。他们的所作所为，给党的事业造成

了极大危害，给党的形象造成了极大损

害，给自己的家人造成了极大伤害，让

群众痛斥、家人痛心、自己痛悔，教训十

分深刻。

习主席指出：“一个党员的党性，不

是随着党龄增长和职务提升而自然提

高的，不加强修养和锤炼，党性不仅不

会提高，反而会降低，甚至可能完全丧

失。”习主席的谆谆告诫让我们懂得，党

龄与党性不能划等号，党龄长并不等于

党性强，职务高也不等于修养好。作为

一名共产党员，不能因为自己党龄长就

自诩为“老党员”，放松学习和思想改

造，更不能因为自己是领导干部，就觉

得高人一头，放松对自己的约束，不进

行思想改造。

“逆水行舟用力撑，一篙松劲退千

寻”。党性修养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

退。加强党性修养，是一个伴随党员终

身、永无止境的过程，需要毕生努力学习，

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刘少奇同志说过：

“无论是参加革命不久的共产党员，或者

是参加革命很久的共产党员……都必须

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加紧自己

的修养，提高自己的思想能力，不要使自

己失去对新事物的知觉。”周恩来同志也

曾说过：“每个共产党员从加入共产党起，

就应该有这么一个认识：准备改造思想，

一直改造到老。”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以实际行动为后人作出了榜样，他们身上

所彰显出的共产党员的崇高精神和宝贵

品质，我们应该很好地学习、继承和发扬。

房间要经常打扫，镜子要经常擦

拭。有位老前辈曾讲过，每年自己的

“入党日”和“七一”那一天，他都会挤

出时间，坐下来好好做一次“思想政治

体检”，检视、剖析、反思一段时间以来

的思想和行为，并扪心自问：“还有入

党时的初心吗？还是一个真正的共产

党员吗？还能做到一心为党工作吗？”

真正让自己的党龄增加一岁，党性就

提高一分，使党性的提高与党龄的增

长一致起来。

一名共产党员，不管党龄多长，不

论职务高低，都应该始终强化党的意

识、党员意识，始终牢记自己的第一身

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

时刻不忘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为了党和

人民的事业，学习不止、改造不止、奋斗

不止。

（作者单位：中央军委政法委）

党龄长更要党性强
■李照达

●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灵
魂，只有守好这个“总开关”，补足
“钙质”和“元气”，才能抵御各种歪
风邪气

周恩来总理一次会见日本客人，对

方向他请教“养生之道”。周恩来答道：

“在漫长的中国革命岁月中，有许多同志

都牺牲了。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要更加

倍地工作。我每天都以此激励自己。这

也可以算是我的‘养生之道’吧！”

对战友的思念，多年来已成为周恩

来情感世界的一个重要部分。他先后

17次观看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的

排练和演出，病重期间也最爱听《长征

组歌》，临终前念念不忘那句“官兵一致

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长征组歌》

词作者萧华将军说，写《长征组歌》的时

候，眼泪经常打湿他的手稿，那么多的

好战士和他一块走的，都牺牲在长征途

中了。有评论家赞叹，《长征组歌》并不

是萧华一个人在写，而是他跟红军战士

共同完成了这部伟大的作品。

中华民族历来倡导固本培元，涵养

浩然之气。西汉枚乘在《七发》中讲过

一个故事，说的是，楚太子生病，吴客诊

断其病因为精神萎靡，开出的药方是学

习探讨“要言妙道”，用道德调理自身。

吴客让太子改变生活方式，多与有政略

和谋略的饱学之士“论天下之精微，理

万物之是非”，太子慢慢“阳气见于眉宇

之间”，最后“霍然病已”。这告诉我们，

一个人没有“元气”，会萎靡不振，百病

来侵。同样，身为党员干部，如果理想

信念缺失，就会底线失守，腐化堕落；相

反，有了理想信念强筋壮骨，就有了最

好的“养生之道”。

大道永恒，古今相通。周恩来的

“养生之道”，既是他一生鞠躬尽瘁、忘

我工作的自励鞭策，更是对共产党人坚

守理想信念、无私奉献的生动诠释。理

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灵魂，只有守好这

个“总开关”，补足“钙质”和“元气”，才

能抵御各种歪风邪气。革命先辈创造

的英雄业绩告诉我们，只有建立在革命

信仰基础上的信念，才是“决不能动摇

的信念”，才能激发起强大的精神力

量。革命理想高于天，信念如磐步履

坚。今天的党员干部应着力强基固本，

坚持不懈地用党的创新理论滋养品格

心性，在常学常新中加强理论修养，在

真学真信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学思践悟

中牢记初心使命，在细照笃行中不断修

炼自我，让人生奋斗有更高的思想起

点，有不竭的精神动力。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

天”。无数革命先辈为了民族的解放、

为了人民的幸福生活艰苦奋斗，用拼搏

的汗水和流血牺牲换来了红色江山，让

我们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他们并非

生来勇敢，然而当他们集合在中国共产

党的旗帜下，坚定共产主义的远大理

想，抱定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就有了

压倒一切困难和敌人的力量。无数共

产党人用生命捍卫信仰，用鲜血播撒理

想，革命英雄主义和奋斗精神薪火相

传。年初，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集结号

吹响后，一批批共产党员听令而行、挺

身而出，奔赴湖北、奔赴武汉，再一次用

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让党旗在疫情防控第一线高高飘扬。

“丹心献祖国，碧血写青史”。一个

个英雄成就了英雄的时代。崇尚英雄、

学习英雄、争做英雄，历来是我军的优良

传统。我们每个人都应像革命先辈那样

“革命理想高于天”，把自己的理想抱负

与党和人民的需要、军队的需要紧紧联

系在一起，把自己的奋斗与实现中国梦

强军梦紧紧联系在一起，只争朝夕，不负

韶华，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

工作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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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做
事需要权衡，更要及时决断。如果遇事
瞻前顾后，犹豫不决，“足将进而趑趄，口
将言而嗫嚅”，该表态的不表态，该拍板
的不拍板，等待观望，举棋不定，议而不
决，十有八九要误事。

犹豫不决，是决断的大敌，也是成功
的障碍。要干事成事，就不能让犹豫束
缚自己的手脚。前进道路不会一帆风
顺，能不能啃硬骨头、涉险滩，很多时候
取决于我们敢不敢决断、能不能担当。
尤其是攻城拔寨的关键时刻、闯关夺隘
的紧要关头、艰难抉择的十字路口，我们

更需要当机立断，果断决策，看准了的事
情敢于决断拍板，面对风险挑战敢于挺
膺负责。

在任务面前敢不敢拍板，考验的
是担当与胆识，检验的是态度与魄
力。当机立断，不可避免地要担点风
险，但没有一点敢于担责的精神，勇于
担事的魄力，就走不出新路，就干不出
新的事业。当然，当机立断并不意味
着不慎重。遇事冷静分析，审时度势、
周密权衡是有必要的，但不能因诸多
顾虑而犹豫迟疑，禁锢住头脑，阻滞前
行脚步。

现实中，一些人之所以面对风险难
题左右摇摆，举棋不定，缺乏主见，很大
程度上是由于本领不足。要想断得正
确，断得及时，真正做到善断不专断，果
断不误断，就应善于掌握规律，寻根溯
源，料事于先，综合运用发展眼光、辩证
逻辑、系统思维把握事物，既见人之所
见，又能见人之未见，从千头万绪、纷繁
复杂的过程中理清思路、抓住要害，增
强自己认识事物的敏锐性和洞察力，提
高驾驭全局的能力。如此才能判断准
确，应对自如，使所作决断具有前瞻性、
可行性。

面对前进道路上的新情况新问题，
我们既要胸怀大局、把握大势，又要脚踏
实地、了解实情，在学习中积累和总结，
在实践中磨练和检验。条件不成熟时，
蓄势以待、不超越现实盲目乱断；条件成
熟时，择机而行，当机立断、大胆决断。
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要
勇于走出“舒适区”，在实践中不断“充
电”，扩大“内存”，及时掌握新知识、熟悉
新领域、开拓新视野，不断突破既有、解
决未知、攻克难题，做到抓住本质不鼠目
寸光、胆大心细不瞻前顾后、敢于拍板不
鲁莽行事。

善断乃成事之要
■李慧勇

●看准了的事情敢于决断拍
板，面对风险挑战敢于挺膺负责

当前，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具有很大

不确定性，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面临一些

难以预料的因素影响，今年的《政府工作

报告》中提出“各级政府必须真正过紧日

子”。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也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对

于军人而言，此时更应树牢过紧日子的思

想，锤炼过紧日子的作风，同全国人民一

起艰苦奋斗、共克时艰。

回顾我党我军发展历程，从井冈山

上“嚼红米饭、喝南瓜汤”，到长征路上

“吃草根、啃树皮”，从延安时期“自力更

生、丰衣足食”，到朝鲜战场“一把炒面一

把雪”……在那些物资紧张、弹药紧缺、

形势紧迫、战斗紧凑的日子里，革命先辈

们克勤克俭、艰苦奋斗，克服重重困难、

击败各路强敌、建立了不朽功勋。如今，

随着综合国力不断提升，我们的物质条

件虽已得到极大改善，但勤俭建军的优

良传统永远不能丢。我们仍须保持本

色，谨记“酸菜里面出政治”，始终保持艰

苦朴素、勤俭节约的风尚和品质。要牢

固树立节能办公、低碳生活理念，在工作

生活中能省就省、能减就减，用小节约积

攒大能量。党员干部更要以上率下，带

头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军委十项规

定，自觉为基层官兵树好榜样，以过硬作

风让勤俭节约在军营蔚然成风。

过好紧日子就要精打细算，花好每

一分军费。“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

乱花；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

用”。国家对军队投入的每一分钱都来

之不易，军费越是增长，我们越应注重节

约高效，把每一分钱都用出最大效益。

时刻用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来

衡量花钱用钱，把有限的资源精准投入

到军事作战准备急需、军队现代化建设

急用的工作中去，该花的坚决花，不该花

的一分也不能浪费。坚持科学决策，确

保花的每笔钱都经得起检验；坚持严格

监督，发挥好日常监管和巡视、审计作

用，对审核不力、超支使用甚至违规套

取、跑冒滴漏的要严厉查处、严肃问责。

过紧日子的目的，是在克服困难中赢

得主动，最终迎来“好日子”。上世纪五十

年代，党中央作出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

星”战略决策，当时我国各方面基础都很

薄弱，但先辈们凭借顽强的奋斗精神，靠

自力更生，最终催开了“蘑菇云”、炸响了

“争气弹”，震惊了全世界。伟大的事业往

往孕育在艰难困苦之中。当前全球疫情

和世界经济形势仍然严峻复杂，我国发展

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在这样的形势之

下，我们需要迎难而上、主动化解矛盾和

风险。如果缺少越是艰险越向前的闯劲

干劲，必然会错过宝贵的发展机遇，甚至

给人以可乘之机，给国家带来安全隐患。

我们必须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

央、习主席的决策部署上来，以对历史负

责、对强军事业负责的态度，埋头苦干、紧

抓快干，聚力练兵备战，推动改革创新，狠

抓工作落实，在艰苦奋斗、不懈奋斗中让

伟大梦想成为现实。

（作者单位：66336部队）

锤炼过紧日子的作风
■张 龙

●以对历史负责、对强军事业
负责的态度，埋头苦干、紧抓快干，
聚力练兵备战，推动改革创新，狠抓
工作落实，在艰苦奋斗、不懈奋斗中
让伟大梦想成为现实

方 法 谈

知行论坛

影中哲丝

言简意赅

极目远眺，崇山峻岭间，一队边防执

勤官兵跟随着旗手，徒步巡逻在新疆塔

城边境附近。即便山高路远，官兵们也

没有丝毫停歇，沿着既定路线向前行

进。红旗引领下的绿色身影，成为边境

线上一道美丽的风景。

旗帜所指，行动所向。边防官兵用

坚定的步伐和执着的坚守，彰显出新时

代革命军人的坚定信念和赤胆忠诚。默

默奉献的背后，是因为心中始终有面

旗。无论风狂雨骤，只要祖国和人民需

要，他们都会风雨兼程；无论艰难险阻，

只要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他们都能

勇往直前。

边境巡逻——

旗帜所指
行动所向

■马一鸣/摄影 钞飞航/撰文

谈 心 录

工作中，有的人不注重细节的落
实，以“成大事者不拘小节”自诩，工
作总是好大喜功；有的对待工作消极
应付、敷衍了事，完成任务只讲数量、
不讲质量，总是抱着得过且过的心态
做事。他们干工作有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不求细致，缺乏标准，做事不尽
全力，留有余地。对待工作常说“姑
且这样”，不去严抓细抠，满足于过得
去。如此标准，难有长足进步。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注重从

细微处做起，从点滴做起，抓好每个
环节，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各项工作做
实、做深、做细，方能“防小错成大错、
积小胜求大胜”。无数事实证明，小

事成就大事，细节成就完美。保持一
丝不苟、严谨细致、精益求精的态度，
把问题找精准、把谋划想深细、把落
实抓到位，工作再繁难复杂，再千头
万绪，也能条分缕析，做到有条不
紊。做事的标准，就应于细微之处见
精神，注重抓好细节，追求极致。
“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不

平凡成绩的取得，多是“小事大做”的
结果。不做“差不多”先生，一锤接着
一锤敲，以“工匠精神”和“绣花功夫”
做事，终能积小胜为大胜，积跬步至
千里。青年官兵做事当养成精细习
惯，在细致入微中磨砺无悔青春，在
精益求精中干好强军事业。

不说“姑且这样”
■尚佳伟 丛冠宇

“硬核”一词源于网络，现在多指
人或事物某方面超出了常规门槛，达
到了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引申
到工作中，“硬核”常被用来形容工作
标准高、素质过硬。

干事创业要有“硬核”实力。有
“硬核”支撑，工作能干得出色，业
绩能让人认可。可以说，工作“硬
核”，经得起检验；作风“硬核”，经
得起考验。没有“硬核”支撑，就像
电子产品芯片不行，就不具备核心
竞争力，终究靠不住。一旦风浪袭
来，必将“樯橹灰飞烟灭”。备战打
仗更加需要“硬核”实力。那些深
受官兵赞誉的“硬核”指挥员，有一
个共同特点，就是工作有始有终、

有条有理、有板有眼，干得有声有
色，干什么像什么、干什么是什么、
干什么成什么，可谓“做有标准，行
是标杆”。

工作中，“硬核”实力从何而
来？一则靠勤奋刻苦学习，不满足
于现有知识水平，始终有“本领恐
慌”，瞄准前沿，补充新知，探索未
知，让知识水平能够与时代发展、形
势任务要求合拍。再则靠实践中锤
炼，主动到困难多、矛盾多的地方去
锻炼，在经风雨中壮筋骨。干工作
始终坚持高标准，分内工作追求干
到极致，承担急难险重任务追求出
色完成，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使
自己百炼成钢。

工作追求“硬核”
■韩 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