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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狠抓落实，蓝图再美好也只是空

中楼阁；不狠抓落实，规划再科学也只

是镜花水月；不狠抓落实，制度再完善

也只是形同虚设。

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增强狠抓落实

本领”列为必备的执政本领之一，体现

了我们党对落实能力的高度重视。《中

国共产党军队党的建设条例》要求，各

级党委要下大力提高狠抓落实能力。对

军队各级党委来说，狠抓落实能力强不

强，不仅是对党委班子综合素质的一种

考验，也是检验工作标准、思想作风和

精神状态的一个重要标准。

“操其要于上，而分其详于下。”只

玩“空手道”，光耍嘴皮子，最终是要

吃大亏的。魏晋时期，以何晏、王弼为

代表的贵族名士崇尚清谈之风，致使国

家因“侃侃之口舌而式微”，后世直言

其害“深于桀、纣”。甲午海战后，一

名历史学家研究《清军操练纪要》后指

出：“如果操练计划有一半落到实处，

战场情景都可能反转。”历史警示我

们，凌空蹈虚，难成千秋之业；求真务

实，方能善作善成。

“决策的制定和实施方案的部署，事

情还只是进行了一半，还有更重要的一

半就是要确保决策和部署的贯彻落实。”

落实之所以是“更重要的一半”，是因为

没有落实，前面的工作就会落空。拿当

前部队建设来说，各级党委具体抓什

么、怎么具体抓已经很明确了，但“眼

前有了繁花，并不等于手中就有了鲜

蜜”，若各级党委不注重提高狠抓落实能

力，漂亮话说得再响，差距找得再多，

措施定得再细，那目标只能是“看起来

很美”。同一项工作完成效果上的差异，

从根本上说是落实能力上的差距。正因

为如此，习主席反复强调，“一分部署，

九分落实”“关键在落实”“要把抓落实

作为开展工作的主要方式”。

毋庸置疑，提高狠抓落实能力的重

要性，各级党委无一不知。然而，这一

话题在个别党委那里之所以艰难而沉

重，原因无非是观念之囿、利益之墙、

制度之缺、力度之疲。正是这些原因，

造成了个别党委在落实中被动落实、虚

假落实、机械执行、选择性落实。须

知，落实的力度体现忠诚的纯度、决定

发展的高度。“为人谋而不忠乎？”心系

党的建设、心系强军事业，就定会心无

旁骛抓落实、排除万难抓落实。

狠抓落实能力是测试纸，测出的是

党性原则；狠抓落实能力是显影剂，照

出的是责任担当。1957年4月，彭德怀

同志在批评某部党委工作落实不力时严

厉指出：“光安排工作，不挽起袖子一

个个抓到位，比不安排还坏……这样的

党委战士咋能服气，是不能带着部队打

仗的。”试想，总围着自己的“一亩三

分地”，怎能瞄准全局抓落实？总想着

自己的“小九九”，如何较真碰硬，横

下心来一抓到底？

提高狠抓落实能力，“抓”字体现

态度，抓就要抓实、抓紧、抓小、抓具

体、抓到底；“狠”字体现力度，就是

要不讲条件、不找借口、不打折扣，狠

下心来抓在手上，不抓出成效不收兵。

当一个党委班子有了真抓的实劲、敢抓

的狠劲、善抓的巧劲、常抓的韧劲，狠

抓落实能力自然会在抓铁有痕、踏石留

印的抓落实中不断提高。

狠抓落实能力看似寻常，内涵却很

深刻：它是众多“力”之合，但指向的是

军队唯一的根本的一个“力”——战斗

力。远离战斗力而提高任何能力，无异于

南辕北辙。各级党委只有把履行主责主业

的担子挑起来，把备战打仗的指挥棒立起

来，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

仗用劲，尽快把备战打仗能力搞上去，这

样的落实能力才是硬核实力。

落实是一门科学，折射一个党委班

子的综合能力。提高党委狠抓落实能

力，用好合力、激发动力非常重要。一

个人浑身是铁能打多少钉？“没有什么

比忙忙碌碌更容易，没有什么比事半功

倍更困难。”各级党委只有瞄着解决问

题，区分轻重缓急，健全激励机制，追

究不落实的人，才能以狠抓落实能力的

提高，真正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抓出

实效。

瞄准目标，提高狠抓落实能力
—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军队党的建设条例》提高党委“五个能力”⑤

■钱有武

长城瞭望 长城论坛

新闻连连看

【新闻】国庆前后，电影《夺冠》在
全国各大影院热映，中国女排 30多年
拼搏不息的故事让人泪目、引人深
思：为什么女排姑娘能一次次站在
“排球之巅”？影片中，郎平教练给出
了一个重要答案：“成绩只能说明过
去，我们要一切从零开始，把冠军丢
到脑后重新开始。”

【评论】

在中国女排训练场内有这样一条

标 语 ：“ 走 下 领 奖 台 ，一 切 从 零 开

始”。去年9月下旬，中国女排夺得第

10个世界冠军，队员张常宁随后在微

博上写道：“现在言归正传，一切归

零，为重返东京而准备！”中国女排能

够屡摘桂冠，正源于她们勇于“归

零”——不论前面成绩好坏，不管比

分多少，都以打开场球、决胜球的心

态打好每一球。

然而，做到“归零”并不易，心理

学告诉我们，荣誉既激励人，也束缚

人。尤其是荣誉等身的人，让其放下

身段、从零开始，是很难做到的。历

史上，许多打了胜仗随后又吃败仗的

军队，败因之一就在于没能功成后及

时“归零”。正所谓“败事多于得志

时”。

“你最精彩的进球是哪一个？”

“球王”贝利回答：“下一个！”赛场上，

一次夺冠并不意味着次次夺冠；战场

上，过去胜利更不代表明天能够胜

利。躺在功劳簿上睡觉，离生死簿就

不远了。“谁在凯旋中战胜自己，谁就

赢得了两次胜利。”常回起点，瞄准顶

点，卸下荣誉这个“美丽的包袱”，胜

利面前只高兴一秒，方能激情“保

鲜”，超越自我，创造非凡。

常达顶点源于能回“起点”
■徐梦玥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

国作战70周年。近日读史，两名志愿军

战士创造的奇迹令人震撼，引人深思。

一个奇迹由战士谭秉云创造。1951

年夏天，谭秉云单枪匹马，凭1杆枪、3颗

手雷，将装备最精良的美军第2师堵截

了整整8个小时，成功掩护志愿军大部

队安全转移。另一个奇迹由战士张立春

创造。一次战斗中，张立春用一双大手，

一下摁倒3个美国大兵，手握钢枪奋勇

攻占山头。他那“小老虎”般的勇猛，被

作家魏巍写进了《谁是最可爱的人》。

岁月流转，英雄长眠。他们创造奇迹

的原因留在了典籍里。《朝鲜战争：未曾透

露的真相》记载，当美军第2师一个将领

得知他们倾全师之力，作战对象仅仅是一

个中国士兵时惊叹：“上帝，这个中国兵的

枪不好，但他的心一定是钢做的，我们需

要这样的心。”张立春一次在唠起当年的

壮举时说：“我们没人怕死，美国兵五大三

粗，但咱从没怕过。”由此可见，谭秉云和

张立春之所以能创造奇迹，原因之一是他

们都有过硬的心理素质。

波谲云诡的战场上，影响双方胜负

的是综合实力，而过硬的心理素质是综

合实力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战场上，

血与火、生与死交织，“就是一部巨大的

绞肉机”，若没有过硬的心理素质，别说

打赢，可能连残酷的战场环境都难适

应。战争实践反复证明，将士们的心理

稳定性、抵抗外界干扰和诱惑的能力如

何，对于取得战争的胜利起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

尤其是指挥员，如果没有过硬的心理

素质，就难以准确辨认和及时处理各种信

息，做出正确的决策；如果没有过硬的心

理承受能力，就难以适应和驾驭残酷恶

劣、危机四伏的战场环境和紧张复杂的作

战过程；如果没有临危不惧、沉着镇定的

心理定力，就难以在危难时刻扭转战局。

指挥若定、从容不迫、举重若轻，彰

显的是高明领导者的良好心理素质。

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党中央审时

度势，决定转移，但毛泽东并不急于动

身。当时，一发炮弹在前方爆炸，一块弹

片落在毛泽东附近。他从容捡起弹片

说：“这块弹片正好打一把菜刀。”

篮球赛场上，“大心脏”球员至关重

要，是因为这类球员能在比赛陷入胶着

和僵持的最后时刻，以极佳的心理素质

排除干扰、绝杀对手。现代战争的不确

定性、突然性、危险性、残酷性大大增加，

对军人的心理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能

不能在最艰难的时候沉着冷静，在局面

僵持的时候坚韧顽强，关键取决于是否

有一颗“钢的心”。有，则柳暗花明，笑到

最后；没有，就迈不过去，前功尽弃。

俗话说：“艺高人胆大。”素质过硬是

心理过硬的基础。朝鲜战场上，美军武

器远比志愿军先进，但在强敌面前没有

一名志愿军将士露怯。为何？一位志愿

军战士说：“我们来朝鲜的人，打败小日

本，打跑蒋介石，个个都是从枪林弹雨里

过来的，都是个顶个的老兵。炮声，对我

们来说就像鞭炮声。”

很少有人天生能做到“泰山崩于前

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更多

时候，“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处变不惊、临

危不乱，都是练出来的。

不历三分险，难练一身胆。研究表

明，在经历至少3次高强度训练并确认

掌握技能后，96%的士兵可以有效减少

消极反应并树立起敢打必胜的信心。只

有在信息迷茫的环境、孤军作战的情境、

变化莫测的情况、突然而至的打击中经

常练，才能砥砺出一颗沉着冷静、坚韧不

拔的“钢的心”。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学员

六大队）

砥砺一颗“钢的心”
■刘含钰

空降兵某部“上甘岭特功八连”

荣誉室，参观者无不被该连取得的一

个个辉煌战绩震撼。该连官兵说，胜

利和荣誉的取得，一个重要原因在于

他们传承弘扬“只吹冲锋号，不打退

堂鼓”的连魂。

往事随风，但不匆匆。当年上甘

岭战役中，八连官兵奋不顾身、一往

无前，浴血奋战43天，被敌人打出381

个弹孔的战旗始终飘扬在上甘岭主

峰，铸就了“谜一样的东方精神”。其

实，冲锋的何止“特功八连”！有的连

队在猛烈炮火下共赴光荣，有的连队

在冰天雪地中化作冰雕……面对强

敌，志愿军将士一把炒面一把雪，迎

着漫天倾泻的“炮弹雨”冲锋冲锋再

冲锋，硬生生把不可一世的对手打到

谈判桌前，创造了世界战争史的奇迹。

无论何时何地，冲锋都是军人永

远的最美姿态。“导弹司令”杨业功使

命在肩，为部队战斗力建设冲锋至最

后一刻；“排雷英雄战士”杜富国危险

面前“让我来”，带头冲锋雷场扫除

“雷患”；“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获

得者陈薇面对突发疫情义无反顾，赴

汤蹈火……冲锋号响，激荡血性胆

气；生命不息，冲锋永不止步。这不

仅仅是英雄的精神，也是每一名中国

军人的担当。正是无数排除万难、勇

往直前的军人，铸就了我们的钢铁长

城，守护着岁月静好。

“信念给人战胜一切的勇气与力

量。”艰难险阻面前的冲锋豪情，源自

对党的绝对忠诚。一支没有坚定信仰信

念的军队，必然经受不住血与火、生与

死的考验。战时“只吹冲锋号”体现出

的血性胆气，来自平时的点滴积累。对

广大官兵来说，全力练兵备战，困难越

多、斗志越高，挑战越大、干劲越足，

方能将临危不惧险、临难不顾生的激

情，熔铸成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意志

和品格，在逆险而行、攻坚克难中不断

取得新胜利。

没有铁肩膀，难挑硬担子。本领

高强是吹“冲锋号”的底气。志不求

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勇于到艰苦

一线扛重活、打硬仗、攻难关，在火

热的练兵实践中接受淬火锻炼，才能

壮筋骨、长才干、担大任。广大官兵

立足战位，迎难而上，笃定目标、一

往无前，就一定能在声声军号中创造

更大业绩，为强军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只吹冲锋号 不打退堂鼓
■赵焕斌 李雪松

画里有话

玉 渊 潭

漫画作者：周 洁

狠抓落实能力是测试

纸，测出的是党性原则；狠

抓落实能力是显影剂，照出

的是责任担当。当一个党

委班子有了真抓的实劲、敢

抓的狠劲、善抓的巧劲、常

抓的韧劲，狠抓落实能力自

然会在抓铁有痕、踏石留印

的抓落实中不断提高。

【新闻】前不久，工作人员在第七批
在韩志愿军烈士遗物中发现 3枚印章，
上面分别刻着“马世贤、林水实、丁祖
喜”。中华英烈网发布这 3名志愿军烈
士的有关信息后，热心网民积极帮烈士
寻亲。短短两天，这 3名志愿军烈士的
亲人全部被找到。

【评论】

“出国时还是少年，回国时已是

捐躯之身。”3枚印章，是他们寻亲的

唯一指引，但帮他们寻亲的同胞有

数十万之多。两天，在这 48小时的

分分秒秒里，多达数万人加入寻亲

队伍。屏幕上，飞流直下般的密集

跟帖，字里行间既是对寻亲消息的

不断更新，更是对 3位英雄的崇高致

敬。

一位哲人曾说：“一个人追寻什

么人，其实就是对所追寻人身上价值

观的追随和认同。”对于绝大多数人

来说，3名志愿军烈士的名字是陌生

的，但他们身上爱国、奉献、牺牲等精

神是熟悉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家

帮烈士寻亲的过程，也是英雄精神的

自我强化过程。

无数忠魂埋骨他乡，无数英雄长

眠山河，他们用热血浇灌的大地，如

今已是鲜花盛开。然而，无论时代如

何变化，英雄的故事如何不同，报国

的精神与品质始终是英雄的恒定价

值。当每名官兵都做英雄精神的导

电体，而不是绝缘体，学习英雄、尊崇

英雄、争做英雄，英雄精神才能在时

代洪流中保值、增值，才能成就更多

非凡。

争做英雄精神的“导电体”
■王 欣 李一龙

温差，一般指一天中最高温与最低

温之差。必要的温差，对农作物生长有

益。在我国新疆、宁夏、内蒙古等地，由

于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植物积累

能量充分，这些地区生产的瓜果大多糖

分多，口感也好。

但温差过大，也会给农作物造成危

害。“狂风大作刺骨寒，农夫一夜未曾

眠。桃李扬花枝坐果，遽然受冷成翠

炭。”这首诗说的是几年前一场倒春寒

突袭某地，冻伤大量果树，还引发霉心

病，严重影响了水果的收成和质量。

这种由过大温差造成的灾害，也表

现在其他工作落实上。比如，有的遇到

大项任务总是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

实差，这是一种“只喊口号、不干实事”

的温差。有的为落实帮带基层要求，费

时耗力地进连入班，就是为了“签个

到”，以证明自己履行了职责，这是一种

只看“迹”不重“绩”的温差。有的借“云

服务”之便，该去的地方不去了，该做的

工作不做了，用“统计凑数”代替“实际

底数”，这是一种“键对键”取代“面对

面”的温差。凡此种种，尽管表现形式

不一，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知行脱

节、贪图虚名。其实，无论是表态鼓劲、

监督指导，还是工作留痕、建立“大数

据”，都是为了促进工作，更好地解决问

题，需要的是实干，重要的是实绩。虚

张声势的“温差”，是本末倒置了。

“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

源。”这些另类“温差”，表面看是高调

门、高指标，重包装、重留痕问题，实际

上是作风不实的形式主义问题。在今

年疫情防控中，个别地方政府七八个部

门各自制作了大量表格，要求基层认真

填写，基层反映“没有一个文件是帮助

解决急需的口罩、消毒水问题”。一些

人之所以对“填表格”乐此不疲，无非是

想证明自己在大事面前没有缺席。在

他们那里，重要的不是做了什么，而是

他在这里做，是一种“我思故我在”的宣

示；在乎的不是做了有没有用，而是寻

求“我让你这样做”的感觉，玩的是显示

权力就是巩固权力的“做官术”。显然，

这样工作违背了党的初心，出现了方向

“偏差”。

领导干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漠

视基层、高高在上，不仅影响工作实效，

还会造成干群“落差”，而这种“落差”事

关人心向背。对此，我们党早就有深刻

洞察和清醒告诫。1962年1月，毛泽东

在“七千人大会”上曾用“霸王别姬”的

故事，阐述作风建设的重要性，指出如

果不善于听取群众意见、集中群众智

慧，任由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蔓延，那我

们党就会脱离群众、失去生命力，最后

难免有一天要“别姬”的。

从“温差”“偏差”到“落差”，对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的认识已到了关系党的生

死存亡的高度，治理也一直没断，按说这

种不良作风早就该销声匿迹了，实际上

仍接连不绝。究其原因，与这一问题的

“趋光性”特点不无关系。孰不见，现实

中什么东西最光亮，什么东西就成为其

追逐的目标。譬如“大跃进”年代说大话

吃香，就创造了不少“高炉遍地开花，亩

产万斤粮”的“奇迹”；改革开放后一度文

凭时髦，就一下子出现大批“高学历”，有

人身为一把手，工作忙得难有时间进校

门，也取得这个学历那个学位。

正是一些人变着法子追逐“时尚”，

精心打造的“面上光”成了其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问题的保护伞，有的甚至因其

所谓辉煌“政绩”混进了先进行列。可

见，秧苗上最鲜艳的往往是“谎花儿”。

要治理另类“温差”，还需要关注阳光下

的阴冷，综合治理搞好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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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上，血与火、生与死交织，没有过硬的心理素质，就难以

准确辨认和及时处理各种信息，做出正确的决策；没有过硬的心

理承受能力，就难以适应和驾驭残酷恶劣、危机四伏的战场环境

和紧张复杂的作战过程；没有临危不惧、沉着镇定的心理定力，

就难以在危难时刻扭转战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