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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现象产生的原因极其

复杂，既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也有

思想认识根源。比如，特权思想作祟、

宗旨观念淡薄、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

失等。作风为表，思想为根，根深则叶

茂，本固则枝荣。对于一名共产党员

来说，改作风要先破“心中贼”。

“欲事立，须是心立”，思想是行动

的先导。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

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

社会存在。恩格斯指出，道德是具有

特殊规定的内心的法。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一旦内化于心，都

将起到法律制度不能替代的作用。如

果不从内心观念入手，纠治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都是“治标不治本”，甚至会

产生新的形式主义。

对共产党人而言，理想信念动摇是

最危险的动摇，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

的病变。习主席曾经告诫全党同志：“一

旦有了‘心中贼’，自我革命意志就会衰

退，就会违背初心、忘记使命，就会突破

纪律底线甚至违法犯罪。”纠治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既要重视制度建设，也要

注重在思想上引导每名党员坚守防线，

树立正确政绩观、权力观和事业观。一

些领导干部之所以急功近利、心浮气躁，

热衷于搞形象工程、追求轰动效应，干一

些劳民伤财、竭泽而渔的事情，根子是政

绩观出了偏差、权力观有了异化。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加

强思想教育与注重制度建设相结合，

是我们党在历史上整治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所取得的一条有益经验。正是

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

从严从实抓好思想教育，我们这个走

过99年光辉历史的世界第一大党，才

能始终保持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毛泽东同志曾说过：“掌握思想教

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

中心环节。”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首先应大力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宗旨

意识教育、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广大党

员在思想上正本清源、立根固本，常掸

心灵灰尘，常清思想垃圾。特别要深

入学习领会习主席关于作风建设的重

要论述，从讲政治的高度来认识整治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以思想自觉

推动形成行动自觉。

改作风要先破“心中贼”
■时登科

本报讯 曹建报道：“组长张鑫‘阵
亡’，演练判定失败！”盛夏时节，北京卫
戍区某团一次战备演练的成绩通报，让
十五连连长陈阳平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演练当天清晨，清脆的警铃声惊醒
了尚在睡梦中的官兵。营门外，突现一
名“歹徒”持刀冲闯哨位。闻讯赶来的
十五连应急分队一组组长张鑫，第一个
冲到现场，反手抓腕、夺刀扣臂，动作利
索地将“歹徒”制伏。

本以为这次演练会和以往一样就
此顺利结束，没想到“剧情”很快反转：
“歹徒”利用反手上铐的间隙突然挣脱，

顺势夺过匕首，“刺”中张鑫左胸，致其
当场“阵亡”。官兵们措手不及，“歹徒”
趁乱逃脱。

张鑫平时素质过硬，其他应急分队
队员也并非生手，却为何马失前蹄？是
指挥不当，还是敌人狡猾？遗憾之余，
陈阳平带领官兵进行复盘剖析。
“谁能想到‘歹徒’横生枝节”“对手

这次不按套路出牌”……大家你一言我
一语，讨论激烈。张鑫也懊悔不已：“还
是因为我自认为胜券在握，疏忽大意
了。如果这次是真实战斗，我可能已经
牺牲了。”此时，上级考核组才道出设置

演练变局的初衷：演练是为了磨出利
刃，必须纠治蓝军一打就溃不成军、“歹
徒”一抓就束手就擒等和平积弊。

常备方无患，实战锻好钢，陈阳平
带领大家进一步统一认识。下一步，他
们将把战备演练重点放在情况处置和
随机应变上，充分预想意外情况，全方
位查找漏洞短板，提升应急作战能力，
确保任何情况下都能从容应对。

上图：仲夏，海军航空大学某团开展

编队战术机动科目训练。

蓝鹏飞摄

北京卫戍区某团战备演练突发“意外”

对手不再“束手就擒”

本报讯 卿胤川、特约通讯员李华
时报道：“前方有‘暴恐分子’，命令你中
队在 20分钟内完成山林地捕歼战斗。”
盛夏时节，川西高原，武警四川总队某
机动支队“魔鬼周”训练中，扮演红方的
特战二中队官兵强忍酷暑和疲惫，小心
翼翼搜索前行。

刚进入丛林，中队官兵就遭遇蓝军
偷袭，中队长杨新强立即下令兵分两
路，组织机动打击。没想到，蓝军却在
山间唯一通道上埋设爆炸物，官兵防不

胜防，“伤亡”惨重。一波未平，一波又
起。中队展开突击队形不久，队员文登
又被蓝军狙击手“击中”，惨遭淘汰。对
手“诡计多端”，突发情况层出不穷，中
队官兵频频受挫，最终被判演练失败。

己方人数明明占优势，却被对手
“以少胜多”，杨新强难以接受。反复观
看训练视频，一个细节引起了他的注
意：蓝军官兵脸上都涂着迷彩油，潜伏
时也进行了充分伪装。中队官兵却堂
而皇之摆开架势，忽略了战场细节。

“说到底是实战意识不强，没有用
心琢磨打仗的一招一式。”复盘反思，杨
新强带领官兵梳理出影响战斗成败的
20处关键细节，并制订整改措施。
“此次训练，连简单课目都加入复

杂‘敌情’背景，就是为了倒逼官兵强化
实战意识。”据该支队领导介绍，他们要
求对抗训练不唱“折子戏”，突出自主
性、实战性。在综合分析反恐形势等基
础上，强化蓝军力量，有效发挥其“磨刀
石”作用，部队实战能力明显提升。

武警四川总队某支队红蓝对抗一波三折

蓝军此番“诡计多端”

打仗要“看透敌人的灵魂”。知己

知彼，研究作战对手，紧盯战场态势，是

练兵备战的基本要求。然而一些对抗

演练中，“敌情”总是那些路数，“敌人”

总是那些面孔，甚至对手的招法习惯都

是路人皆知的“老套路”。如此“知彼”，

只得其表而不求实，只知其往而不察

变，自欺欺人，何谈磨砺？

一流的军队，决不能在平时贪于常胜

而怯于失败、慕于虚荣而荒于真练、精于

应付而疏于实战。实战化训练设计决不

能一厢情愿、随心所欲，必须对未来对手

和战场不断追问“为什么”“怎么样”，在一

次次问题叠加和能力叩问中，掌控通往胜

利的密钥，紧紧把握能打胜仗的主动权。

莫让“知彼”成“自欺”
■魏 兵

短 评

本报讯 柴若滨、刘人鸣报道：近
日，沈阳联勤保障中心纪委监委组织所
属部队开展违规违纪突出问题和基层风
气专项整治，通过向下延伸监督触角，硬
起手腕纠治违规违纪问题。

开对药方，才能挖除病根。针对所属
部队重点行业多、单位类型多、敏感事项
多、军地交往多等实际，该中心纪委监委建
立党委统揽统抓、纪委主抓主责、行业部门

专抓专责、直接责任人具体负责的“四级责
任制”，从严压实各级责任；综合分析上级
移交反馈和本级巡视巡察、作风督查发现
的问题，区分两个层面，采取突击整治和集
中整治相结合的办法，建立问题台账，立起
整治靶标；结合违规违纪典型案例和基层
风气监察联系点情况，研究制订加强基层
风气监察联络员队伍建设措施，探索建立
士官选晋、评优评先等敏感事项“事前介入

预防、事中监督纠治、事后惩处问责”机制，
确保专项整治行之有效。

此外，他们还广泛开展“送法纪下基
层”“纪委书记上党课”和“纠治突出问
题、整肃基层风气”主题党日等一系列配
合活动；开通网上信箱等举报平台，及时
受理基层官兵反映的问题，严肃监督问
责，推动中心所属部队党风廉政建设和
基层风气建设持续向好。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纪委监委组织专项整治

靶向施策，纯正基层风气

强军论坛

本报讯 彭毅、胡强报道：盛夏，西藏军区
保障部某部战士谢杪列出的休假计划中，参观
家乡红色教育场馆占了很大比重。“我要利用
这次休假，将家乡革命老区的红色故事讲给更
多战友听。”谢杪说。

该部领导介绍，受疫情防控影响，组织官
兵集体参观见学的计划暂时搁置。但所属某
连指导员王晶的一堂视频直播课，让大家拓宽
了思路。原来，王晶趁休假到延安革命纪念馆
参观期间，利用手机软件向全连进行了直播。
透过屏幕“触摸”那段峥嵘岁月，虽远隔千里，
全连官兵仍有身临其境之感。

受此启发，该部决定开展“网上传薪火、红色
万里行”主题教育配合活动，鼓励官兵合理利用
休假和外出时机探访红色教育场馆，并积极分
享，同时在强军网上开设专题网页，便于官兵上
传参观视频、写下见学感悟、参与线上讨论。据
悉，目前已有近百名官兵分享“红色游记”。

本报讯 王永安、陈龙报道：“指导员龚俊
豪最终得分排名第一，由他担任第二专题小课
辅导主讲。”7月上旬，一场特别的教育准备会
在第 77集团军某旅展开，多名政治教员依次上
台竞讲，角逐授课资格。

深化“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
育以来，该旅引入竞争机制，将授课者由原来的
“固定主讲”调整为“竞争上岗”，倒逼政治教员提
升备课授课质量。他们将各教育专题授课任务
分到营连，每个专题确定 4名以上备选政治教
员；在试讲环节，组织数名政治工作干部和思想
骨干打分，评选出“最佳课程设计”和“最佳教
员”；“最佳教员”进一步完善课程教案和课件后，
为全旅官兵授课。

同一专题，多人“同台竞技”，激发该旅政治
教员倾力打造优质课的内在动力。走出课堂的
上士苏周剑说：“教员授课妙语连珠、信息量大，
听了很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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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仲夏时节，第72集团军某旅

组织坦克战斗射击训练。

本报特约通讯员 张文举摄

下图：7月上旬，新疆军区某工兵团

组织渡场开设、门桥漕渡等课目训练。

本报特约记者 王 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