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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测评已结束半个小时，郑重仍

一动不动地坐在俱乐部里。他的脑海

中，一遍遍地回放着自己名字下被一笔

一笔划出“基本合格”的情景……

45人参加连队党员测评，“优秀、

良好、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5类标

准，郑重在“基本合格”上得了32票。

入伍8年来，在郑重印象中，不管

自己以群众身份评议别的党员，还是以

党员身份接受大家评议，结果都还

不错。

即便在这次测评前，旅里已经推出

入党前考察、入党后考评、经常性考核

和关键时考验的党员“四考”机制，大

抓党员队伍建设。连队指导员李金长也

反复强调，测评要杜绝“一勾到底”、

评议结果与党员现实表现不符的“怪

象”。

郑重仍心存侥幸，认为战友评战

友，怎么都会“手下留情”。

这种侥幸，源自郑重对自己近段时

间表现的“降级”：自我要求放松，集

合站队慢半拍；工作没劲头，任务面前

“站着看、等着干”；训练标准不高，甚

至有的体能课目刚及格……

“郑重，基本合格。”测评结果如一

声“炸雷”在耳边响起，郑重自然明

白，自己期待的“美丽泡沫”破灭了。

面对这样的结果，他不由心生埋

怨，但更多的是埋怨自己：平时为啥不

努力？

此刻，他回想起刚入党时那个意气

风发的自己。当时，作为新训骨干，郑

重在全连新兵的见证下完成入党宣誓，

成为一名光荣的预备党员。当晚，被兴

奋包裹着的他，特意在朋友圈里“晒”

了一条信息：“今天起，我有了一个新

的身份。”

“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变成了

‘基本合格’党员？”郑重不敢与讲台上

的指导员和身边的战友对视，羞愧地低

下了头。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郑重有些提不

起精神，甚至连自己平时最喜爱的篮球

比赛，都不愿再参加。

“这次你的‘基本合格’，有一票是

我给的。好好想想，曾经那个自我要求

严格、凡事冲在前的郑重去哪儿了？”

为帮助郑重振作起来，指导员李金长把

他拉进宿舍，对照旅里提出的“党员好

样子”，帮他一边检讨反思、一边制订

整改措施。

想明白了，郑重的眼睛里重新有了

光芒。打那以后，集合站队，他成了速

度最快的那一拨儿；体能补差训练，他

同新战士一起，腿上绑起沙袋，向着目

标冲刺……

如今，干得风生水起的郑重，十分

庆幸“有那样一次测评经历”。

这样的故事，在第71集团军某旅

并非个例。党员“四考”制度推行以

来，越来越多的党员开始经历“炼心”

与“塑形”，重新“换羽”成长。

那个“凡事冲在前”的郑重又回来了
■周振国 李 政 本报记者 陈 利

新闻样本

谁可以成为下一个

党员

子夜时分，第 71集团军某旅警卫
勤务连上等兵李阿龙，敲开指导员王
昱苏的门，递上了连夜赶写的《入党
申请书》。

对于李阿龙来说，递上这份《入党
申请书》的背后，还有一段心路历程。

作为大学生士兵，李阿龙带着提
干的梦想参军入伍，一路拼搏，各项
训练成绩在同批战友中名列前茅。去
年，班长鼓励他申请入党，迟迟不见
他的动静。

私下和战友聊天，他说出了自己
的顾虑：“成为入党积极分子后，要经
常写思想汇报、参加学习培训、完成
各种临时性工作，占用备考时间，影
响提干准备。”

前不久，机关下发关于大学生士
兵提干的相关通知，李阿龙仔细对
照发现，自己如果不是中国共产党
党员或者入党积极分子，不符合提
干要求。

于是，他连夜撰写一份《入党申
请书》交给指导员，那天晚上，指导
员和李阿龙聊了很久。李阿龙也明白
了指导员强调的重点：入党动机源自
内心的信仰，不能落入自我设计；只
有明白入党初心，才有资格对党许下
“誓言”。

谁可以成为下一个党员？这是一
道“选择题”，更是一道“必答题”。

榴炮二连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
那次发展党员，经过层层推荐，作为
党员发展对象的六班班长粟一航和一
班副班长段雨声同时入围。

入党指标只有 1个，究竟发展谁？
在官兵看来，粟一航占有“岗位”优
势，应该会得到“照顾”。就连粟一航也
觉得，自己成为预备党员“理所应当”。

没想，结果出人意料：连队党支
部把这个指标投给了段雨声。

结果公示，官兵先是诧异，接着
越想越明白。

对比两人的工作表现，粟一航担
任班长后，积极性有所下降，面对矛
盾问题，时而还会发些牢骚。段雨声
虽然是副班长，但作为连队瞄准手专
业负责人，善于创新组训方法，管理
又有招数，还带出了一批业务骨干。
“以往，一些基层连队发展党员

时，常常会结合骨干任职身份优先考
虑，把入党审查变成岗位排序，无形
中降低了入党的门槛、弱化了党组织
的威信。”谈起粟一航的落选，该旅
组织科科长侯建感触良多。

在侯建的办公桌抽屉里，放着厚
厚一沓党员队伍建设调研材料。随手
翻阅，记者看到，其中有一段文字被
“加粗”标记：近年来，出现了一些违
规违纪被处理的党员……

交谈中，侯建把这类党员归纳
为：忘战懈怠的“稻草人”、缺乏信仰
的“空心人”、得过且过的“小和尚”
等 10种“个别人”。“这些人，既有当
初入口把关不严的原因，也有后期教
育管理不到位的责任。”他说。

回顾多年来的组织工作经验，侯
建深刻感到，党建工作的相关规定很
多，但有的基层单位在落实过程中，
只是单纯地把这些制度规定当成“武
器”，而没有装填上较真碰硬的“火
药”，导致不少好制度在落实过程中
“流于形式、走了过场”。

“入党前考察、入党后考评、经常
性考核和关键时考验，这‘四考’既
包含具体的方法招数，也有奖惩激励
措施。就好比给党员管理制度装上了
‘火药’，使制度治党真正落实到每一
级组织、每一名党员。”

记者翻开《党员“四考”实施细
则》看到，仅入党前考察，就明确了
“考察入党动机是否纯正、政治面貌是
否清白、教育培训是否严格、发展程
序是否正规”等4类情况 28条细则。

对党员发展进行规范，确保各级
党组织做有标准、干有依据，才能严
把党员发展“入口关”，确保党员队伍
的源头纯洁可靠。

“考”不是终点，成长

始终在路上

看到“公示栏预备党员名单”里
没有自己，装步二连下士魏强心中有
些失落和不服气。

魏强觉得，自己在义务兵期间表现
虽然一般，但近 2年没有辜负连队期
望：主动申请去教导队历练，军事素质
排名从倒数跻身前列；当班长带新兵，
负责班里各项工作干得有声有色……

让魏强没想到的是，入党考察没
通过，连队竟然还安排他代理七班班
长职务，执行野外驻训及实兵演习任
务。“不让我入党，就是不认可我的能
力，为啥又让我去代理班长？”

对于魏强这个从“刺头兵”成长
起来的年轻骨干，指导员陈文鹏十分
了解：“有能力有潜力，但是还不够成
熟，遇事易急躁。”
“一定要让他把短板补齐、把基础

打牢靠。”陈文鹏一方面安排培养联系
人，继续对魏强进行教育帮带，另一
方面赋予他新的任务加以考验。

多培几层土，才能让种子扎根更深。
4 个月后，魏强带领七班圆满完

成野外驻训、考核检验、对抗演习等
任务，同时也以更加沉稳有效的工作
方法得到党支部认可，成为一名预备
党员。

“‘考’不是终点，重要的是帮
和教。”在该旅政治工作部主任李晓钰
看来，党员“四考”是党管党员的具
体措施，最终目的是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新党员多勉励、老党员多鞭

策，“只有每一名党员都时刻在思想淬
炼、党性修炼、能力锤炼、作风历练
中不断成长，整个党员队伍的面貌才
能焕然一新。”

有着 11年党龄的教导队四级军士
长喻国洋，心中一直有个“结”。

入伍 15年来，他曾多次获得比武
名次，2 次被集团军表彰为优秀“四
会”教练员，连续多年被评为优秀士
官，圆满完成上级演训任务数十次，
却始终没有立过一次功。

自己分析原因，这个脸庞黝黑的
高大汉子涨红了脸：“我一直认为，当
兵就得‘野’一些，只要军事素质过
得硬，其他的不重要……这也导致我
经常‘大错不犯、小错不断’，民主测
评通不过，4次与立功失之交臂。”

喻国洋的心结，也让教导员杨川
十分纠结。

对于这个军事素质突出、但个人作
风不够过硬的老党员，杨川私下里说也
说过、批也批过，甚至有几次想在公开
场合“黑下脸训他一顿”。但顾及他是
老同志，话到嘴边又咽回肚子里。

党员“四考”，给了杨川期待已久
的“东风”。

那次，依照入党后考评要求，杨
川组织了一次民主测评，并且提议让
喻国洋担任唱票员——站在台前，连
续念出好几票“喻国洋基本合格”
时，这个平日里“嘻嘻哈哈”的老
兵，额头上冒了汗。

在随后召开的“党员互评会”
上，大家“真刀真枪”、见人见事揭短
亮丑。
“个人能力素质过硬，但长期在单

位建设上缺位”“表率作用不强，严人
不严己……”面对战友的批评，喻国
洋如坐针毡。
“组织培养帮带我，自己不能不争

气！”打那以后，喻国洋像变了一个
人，处处严格要求自己，脏活累活抢
着干，精神状态和实际表现进步明显。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去年年底民
主测评，喻国洋如愿以偿荣立三等功。

抓在日常，可见“滴水穿石”之
功；严在经常，可见“金石可镂”之
效。“考”还在继续，一张张“党员名
片”越擦越亮。

共产党员就是在困

难前面，要副担子挑在肩

上的人

侦察营上等兵周懂权，对那次对
抗演习记忆犹新。

当时，连队负责渗透到“敌后”
抵近侦察。连长宣布任务时，周懂权
听到了一个铿锵有力的声音：“我是党
员，让我来！”

循声望去，人群中一只手臂高高
举起，身为党员的班长涂子恒第一个
报名，主动请缨深入“敌后”。

这是全旅改革转隶后的第一仗，
所有人都看得很重。

4天 3夜，涂子恒带着 2名队员昼
夜潜伏在蓝军后方，饿了就啃几口压
缩饼干，渴了就喝几口冷水。夜里气
温骤降，一名身材单薄的队员坚持不
住，涂子恒守了他一夜。

指挥所、炮阵地、停车场……战
斗打响后，涂子恒带领的小组准确上
报 30 多个目标，为演习胜利奠定了
基础。

当胜利的号声吹响，涂子恒走出
灌木丛，连长唐哲一把抱住了他：“你
们真是好样的！”胡子拉碴的涂子恒摸
着脸上、手上被酸枣刺划出的血痕，
咧开嘴笑了。

带头是无声的号召，是最有力的
动员。

当年年底，涂子恒被集团军表彰
为“新时代王杰式好战士”，他的故事
在这支部队的座座军营流传，被一个
个教育课堂生动演绎。

人在事上练，刀在石上磨。在这
个旅，党员“四考”制度推行以来，
每逢执行急难险重任务，“我是共产党
员，我先上”“我是党员不怕难”成为
最响亮的口号，一个个共产党员“站
在排头不让、扛起红旗不放”。

在合成二营装步三连，一张去年
拍摄的“党员突击队”队员合影照格
外引人注目。

这个有着“抗洪抢险先锋连”荣
誉称号的连队，接到“对蓝军实施包
抄”任务后，党员们纷纷报名参战。
最终，9 名党员临时组成“党员突击
队”，负责为全连开辟通路。
“通路全长近 2000 米，需伐树清

障……”凌晨 4点，突击队旗下，9名
党员参加完任务部署会，将珍藏的党
徽取出，端端正正佩戴在胸前，随即携
带 10公斤重的油锯，趁着夜色出发。

经过近 5个小时的奋战，突击队完
成了开辟通路任务，队员们全都累得
坐在了地上。

上等兵胡国丰至今记得，党员吴
桂圆满脸通红地坐在路边，脖子和脸
上沾满木屑，在朝阳下散发着不一样
的光芒。

后来，胡国丰和全连战友一道，沿
着这条党员突击队开辟的通路，一路攻
坚克难，在对抗演习中赢得了胜利。

什么是共产党员？在这个旅，官
兵们有一个共同的回答：共产党员就
是在困难面前，要副担子挑在肩上
的人。

抗疫期间，家人在亲属群内转发
谣言，党员王东敢唱“黑脸”，主动
反驳辟谣讲解政策；转业当前，家庭
有现实矛盾的党员祝康康因组织需
要，毅然克服困难，留下继续培养技
术骨干……

一名党员一盏灯，擎起盏盏灯，
就能汇成一片星海。如今，大学生毕
业士兵李阿龙重新递交了《入党申请
书》，用凝重的笔力写出“不管能否提
干，我都志愿入党”；班长粟一航已成
为党员，正朝着新的目标出发。

“炼心”与“塑形”之路
——第71集团军某旅探索推开党员“四考”机制新闻调查

■周振国 本报记者 陈 利 特约通讯员 杨琪潇 靖 周

记者调查
1949年 3月 23日，党中央从西柏

坡动身前往北平，毛主席称之为“进京

赶考”，并勉励大家“一定要考出好成

绩”。

翻开党史画卷，我们党总是在历史

考验中不骄不躁、顽强奋斗，一次次

“赶考”都交出了合格答卷。

党员队伍建设是党的建设的基础工

程。锻造新时代过硬党员队伍，仍然需

要广大党员时常经受“赶考”历练、接

受“四个合格”标尺衡量。

组织上入党一生一次，思想上入党

一生一世。为防止少数同志出现“入党

前拼命干、入党后松一半”的现象，党

员应时刻牢记初心。党组织要发挥党管

党员职能，消除个别党员“加入党组

织，进了‘保险箱’”的错误认识，纠

治工作松懈、作风松散、纪律松弛等现

象，让党员经常在“照镜子正衣冠、红

红脸出出汗”中得到激励、受到警醒。

党员的样子不是靠说出来的，而是

在日常工作中立起来的。经常性考核聚

焦的是党员队伍能力建设，提高的是每

名党员综合素质。通过考核，让党员有

压力、添动力、更努力，真正变“要我

学”为“我要学”，变“被动训”为

“主动训”，解决理论知不深、体能跟不

上、技能学不精等问题，以考核促强

能，以强能立形象。

平时行还不够行，关键时硬才算

硬。关键时考验，就是要求党员在各种

考验面前，敢于叫响“看我的”“跟我

上”，把组织利益高高举起，把个人得

失轻轻放下。党组织要善于利用急难险

重任务、特殊关键时刻，考察识别党

员、干部，政治问题面前考定力，利益

矛盾面前考抉择，重大任务面前考表

率，真正考出信仰信念、考出牺牲奉

献、考出担当作为，提纯党员的党性觉

悟，激发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永葆党员

先进性是一场时代大考，要在建强党

组织的基础上，让每名党员都接受考

试，把“考”字贯穿党员发展、教育、

管理、监督全过程。一考不过打回重

来，一关不过重新“回炉”，让党员在

一次次“赶考”中不断淬火锻炼、提纯

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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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 视 点

演训场上，某旅党员杨初格西（右二）带领官兵冲锋。 焦明锦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