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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花，人们大都喜欢，因其五颜
六色、芳香四溢而让人赏心悦目。栽
刺，人们大都不愿为，刺儿不仅不能
悦人耳目，还容易扎人，所以很少有
人将刺盆供于厅前室内。

因为花和刺有着这样的特性，在
工作中便出现了有的人乐于“栽花”
而不肯“栽刺”的现象，即有的党员
干部遇事不担当、不作为，一味当
“老好人”“太平官”，甚至看到问题不
指出、不纠正，即如《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第三卷中所指出的，一些党员
干部信奉“多栽花少种刺，遇到困难
不伸手”“为了不出事，宁可不干
事”。这哪还有共产党人的样子？

共产党人干事创业，是要讲党
性、讲原则、讲标准的，而要干事创

业，坚持党性、原则、标准，就不可
能一味当老好人、和稀泥，针对不良
现象、错误做法、不端行为必须明确
指出、严厉批评、坚决纠正。这在一
定程度上讲就是“栽刺”。当年延安整
风运动，在党内广泛开展批评和自我
批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警醒和
挽救了部分同志，提高了党员的马克
思主义理论水平，全党达到空前的团
结和统一。如果其中一些做法是“栽
刺”的话，那么这是必须栽的“刺”，
也是大有好处的“刺”。与之相反，前
些年有的地区和单位出现塌方式腐
败，针对问题苗头，有的同志虽然早
有察觉，主要领导也心中有数，但就
是因为信奉“多栽花少种刺”的处世
哲学，彼此混迹在一起，结果一同跌
进深渊。正反两方面的事实告诉我
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栽
刺”都是必要的，同志之间只有勇于
红红脸、出出汗、咬咬耳、扯扯袖，

才能避免工作中的错误和在人生道路
上步入邪道。
“栽刺”可能不会招人喜欢，但这

只是暂时的，天长日久就会看到它的
好处；“栽刺”因被扎而让人疼痛，但
这种疼痛只在表皮，要比病入膏肓好
上百倍。

这样说并不认为“栽花”就没有
必要了，“栽花”是对工作的一种肯
定、褒奖和激励。我们对先进集体和
个人的表彰，对业绩突出的干部进行
奖励等，都是“栽花”。它可以使官兵
将荣誉当动力，继续努力干好工作。
工作中我们不仅要“栽花”，而且还要
使之长得茂盛，结出果实。
“栽花”与“栽刺”，说到底是一

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我们抓工作，既
要“栽花”，也要“栽刺”，既有褒
奖，也要批评，既让人受鼓舞，也使
人受触动，这样才能把工作干得更好。

（作者单位：伊春军分区）

“栽花”与“栽刺”
■李 刚 于景明

健全党的组织体系，纯洁党的组

织队伍，我们党一向强调坚决反对个

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

义、好人主义。其中，对于分散主义的

性质和危害有的同志理解不够深刻，

对此，必须认真加以辨析，做到有效防

范和坚决反对。

分散主义是一种各自为政的思想

行为，它只要自由不要纪律，只顾独立

行动不讲顾全大局，是个人主义的极

端表现形式，也是违反民主集中制

的行为。

分散主义由来已久，早在革命时

期，由于革命根据地相对分散，有的人

便以独自发展需要为由，罔顾大局并形

成了分散主义思想。对此，我们党很快

有所警觉，果断提出通过加强民主集中

制和强化党的纪律性等手段加以克

服。毛泽东同志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的开幕词中强调：“中央和各

级党委必须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继续

反对个人独裁和分散主义两种偏向。”

分散主义危害显而易见，它为了

实现个人和小团体利益，不要整体利

益，不顾组织协调，拒绝统一领导，将

个人和小团体利益凌驾于党中央和党

组织之上。当年红军长征到达四川懋

功之后，党中央根据当时形势，决定继

续北上，而红四方面军主要负责人张

国焘自恃人多势众，公然向党争权，拒

不执行党中央战略方针，闹独立、闹分

裂。这种行径就是典型的分散主义，

危害大矣。

分散主义在今天表现出来，主要

是受社会利益分化和社会价值多元的

影响，有的党员领导干部在思想上滋

长了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

为实现个人目的，总是过分强调本地

区本部门的特殊性。特别是当整体利

益与局部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

发生冲突时，总是千方百计地维护局

部利益和个人利益。他们只讲灵活

性，不讲原则性；只讲个人意志，不要

集中统一。如此做法，对于全党上下

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重要决策部

署、统一行动、下好“一盘棋”，无疑是

极其有害的。

认清和反对分散主义，最根本的

是加强党性修养，只有讲党性、遵党

纪、守党规，才能剔除这一违背党性的

行为。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切实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和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决不允许自行

其是、各自为政，打个人“小算盘”。坚

决贯彻落实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重

大问题经党委集体讨论并作出决定。

切实贯彻落实党的有关法规制度，特

别是要加强对《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

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贯彻执行，真正

把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

中央政令畅通的要求落到实处。

（作者单位：武警警官学院）

坚决反对
分散主义

■潘茂盛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不落实就是
纸上谈兵，再好的愿景也不过是空中
楼阁。在当前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
各项任务繁重的情况下，我们更要心
定气静地抓好工作落实。而抓好落实
既需要动力，也需要能力。

抓落实需涵养政治自觉。近年
来，我们在实践中得出这样的结论：
没有对党的绝对忠诚，就不会有对党
的事业的忠诚。抓落实所体现的与
其说是工作能力，不如说是政治态
度。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当年进
行革命，首先是因为政治觉醒；今天
以什么样的态度抓工作，同样看政治
自觉。如果我们始终坚持讲党性，党
的事业至上，那么就会自觉做到对党
的事业负责。这种负责的精神处在
怎样的高度，抓落实就会有怎样的深
度。政治自觉还表现为担当精神。
工作中常常有这样一种现象：“一流
的决策，二流的执行，三流的结局。”
之所以如此，往往是贯彻力、执行力
不强造成的。俗话说，有多大担当才
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
大成就。凡事想一想组织的要求，想
一想肩扛的责任，踏踏实实种好“责
任田”，既是优良品行，更是责任担
当。当下，制度笼子越扎越紧，追责
问责越来越严，一些同志感叹“为官

不易”，以致出现精神不振的现象。
这无疑严重影响抓落实的质效。因
此，党员干部必须擦亮政治底色，强
化图强开新的进取意识，振奋干事创
业的精神状态，夙夜在公、只争朝夕，
决不辜负组织的培养、官兵的厚望。

抓落实需锤炼过硬能力。抓落实
是领导干部必备的能力，首先要锤炼
统筹协调能力。体现科学的方法在
统筹，强化组织的艺术在协调。信息
社会的快速发展，每项工作、每项任
务的完成都不再是单一流程的简单
重复，而是有机结合的系统工程。无
论是对全局任务的具体统筹，还是对
单项工作的全面把握，无论是横向的
沟通协调，还是纵向的协调沟通，都
是优质高效抓好落实的重要保证。
其次要提升精细管理能力。天下大
事，必作于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
智能等先进技术的全面运用，给现代
管理嵌入了“加速器”，使抓落实的效
率、质量呈现出几何倍数的增长。这
需要我们善于将任务合理打包分解，
明确具体的时间轴、路线图、责任链，
以人人上阵、个个扛责、齐抓共管的
行动，凝聚起抓落实的强大合力。再
次要锤炼攻坚克难能力。及时发现
问题需要敏锐，正确认识问题考验智
慧，主动解决问题体现能力。每一个
正确抓落实的过程，都是发现问题、
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循环往复、螺旋
上升的过程，要善于扭住关键问题抓
落实、盯准难落实的问题抓落实、防

住易反复的问题抓落实，真正在啃
“硬骨头”、趟“深水区”中检验能力、
担当使命。

抓落实需弘扬严实作风。当年北
洋水师号称亚洲第一，战斗力不可谓
不强，但也有日本人轻蔑地说：“盖中
国之积习，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绝无
行法之人；有绝妙之言，而绝无践言
之事。”一针见血戳中了晚清政府作
风漂浮之软肋。这警示我们，要抓好
备战打仗各项工作，非得有脚踏实地
的作风不可。这要求我们抓任何工
作都必须要有紧迫感。抓而不紧、抓
而不实、抓而不力，等于不抓。干工
作就要有紧迫感，凡是决策部署定了
的事情，都要抓紧干、马上办，不能有
任何厌烦、懈怠情绪和松口气、歇歇
脚心理，始终保持逆水行舟、不进则
退的忧患，紧而又紧地抓好各项工作
落实。要坚持踩到底，抓工作只有真
正严起来、实下去、踩到底，才能实现
“说过了”与“做好了”的完美重叠。
需要发扬“掘井见水”的精神，坚持不
懈挖到“最后一锹”，事事见底、件件
归零，不见成效不撒手，真正让纸上
的蓝图变成发展的宏图，在扎扎实实
抓落实中体现价值、收获成功。要保
持精品意识，凡事追求高起点、高标
准、高质量、高效益，把出精品、创一
流、求卓越当作一种理念、一种习惯，
凡事精心谋划、精细雕琢、精准落实，
就能把分内的事情做到最好、把平凡
的工作干到极致。

抓落实的动力能力从哪里来
■尹 武

工作研究

群 言 集

一 得

“杨根思连”是我军历史上第一
个以英雄名字命名的连队。70 年前
的抗美援朝战场上，连长杨根思发出
“三个不相信”的战斗誓言，成为这个
连 队 最 鲜 明 的 色 彩 和 最 浓 烈 的 品
格。人民军队历经硝烟战火，一路披
荆斩棘，之所以能打仗、打胜仗，就在
于有无数个像“杨根思连”这样的刀
尖铁拳。

如何理解基层是军

队体系中末端作战单元

和战斗力“细胞”?

随着我军转型建设步伐不断加快，
合成营已成为全新的基本作战单元加
入战斗序列。2020 年 1 月，新修订的
《军队基层建设纲要》中，一个新亮点就
是把“营”列为基层单位，体现了新时代
我军基层建设的深刻变化，映射出新的
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下基层地位作用
的凸显。

2003 年伊拉克战争，美国陆军与
海军陆战队高层制订了联合作战计
划，但双方在师一级还是独立作战实
体，各自为战。到 2004年初，双方在营
一级实现了相互间的战术控制。到同
年 11 月，第二次费卢杰战役中美军联
合作战编组进一步下沉至连排战术分
队，取得较好作战效果。美军联合作
战不断向末端用力的实践表明，打造
更多精干化、模块化、多能化的作战单
元，成为部队作战力量编成发展的大
趋势。

基层是部队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
基础。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我军就
强调打仗能力需从每一个士兵、每一
个班排抓起。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 周年阅兵中，战旗方队的 100
面战旗中，营以下功勋单位就有 75个，
充分说明我军战斗力过硬，硬就硬在
基层上。现代战争是体系支撑的精兵
作战，小单元参与大协同、小部队完成
大任务、小行动达成大目的。面对即
将到来的“班长的战争”，抓牢基层、建
强基层，夯实战斗力的基石、打造战斗
力的“刀尖子”，是人民军队克敌制胜
的必然要求。

为什么支部建在连

上更要强在连上？

毛泽东曾形象地说：“一个人活着
要有心脏，党支部就是连队的心脏，把
连队党支部建好，让连队的心脏坚强地
跳动起来，才能使党的血液流贯我们这
支部队的全身。”1927年 9月底，毛泽东
领导“三湾改编”，亲自在“红一连”发展
6名新党员，开创了我军“支部建在连
上”的先河。对于这段历史，《毛泽东
传》一书的作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
斯·特里尔这样评价：“党便由一个抽象
的概念转化成了一个每日都在的实体，
党便来到了夜晚营地的篝火边，来到了
每个战士的身旁。”党支部的力量就在
于，其自身是“信仰者集合体”，把党员
锻造成“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把官兵凝
聚成“铁板一块”，把连队打造成“熔炉”
和“学校”。

2020年伊始，《人民日报》就视频网
站 B站举办的“二零一九最美的夜”晚
会专门发表评论，并以“这场‘跨年晚
会’很懂年轻人！”作为醒目标题。党媒
的关注和点赞，引发人们深思。时代在
前进，青年官兵的思维理念、行为方式
呈现出新的特点。今天的基层，已经不
是过去观念中的基层，在使命任务要
求、建设内涵、日常运行状态、部队组织
形态、官兵成分结构、外部社会环境等
方面都发生了新的变化，战斗堡垒作用
跟不上、练兵备战跟不上、思想教育跟
不上、部队管理跟不上、作风建设跟不
上、工作指导跟不上等问题不同程度存
在。面对时代之变、官兵之变、基层之
变，党支部建设必须在创新发展中不断
加强、不断巩固，真正建在连上、更强在
连上。

庚子年初，在没有硝烟的抗疫斗争
中，“共产党员”成为战斗集体共同的名
字。1月 24日，接到支援湖北的预先号
令，陆军、海军、空军 3所军医大学完成
医疗队抽组后，第一件事就是成立临时
党委、临时党支部，在最前沿的阵地筑
起战斗堡垒。2月 21日，火神山医院举
行了一场特殊的火线入党仪式，34名奋
战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入党积极分子，通
过视频连线或小规模集中的方式同步

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在病房改造、流程
设计、救治护理等方面，共产党员身先
士卒、冲锋在前，第一批进病房、第一批
进“红区”，一面面鲜红的党旗、一枚枚
闪光的党员徽章有力证明，党的力量来
自组织，组织强则军队强。紧紧扭住党
的组织抓基层，建设听党话、跟党走的
过硬基层，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才有最坚实的力量支撑。

为什么说部队的经

常性基础性工作说到底

是战斗力建设？

2020 年 1 月 18 日，习近平主席给
“硬骨头六连”全体官兵回信，勉励他们
牢记强军目标，传承红色基因，苦练打
赢本领，把“硬骨头精神”发扬光大，把
连队建设得更加坚强。说起“硬骨头”
的来历，还有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故
事。长征中，时任红 2军团第 5师师长
贺炳炎右臂 6次受伤，必须截肢。当时
没有手术器材和麻醉药，只好用木锯锯
臂。贺龙被这种顽强的毅力所感动，特
意要了两块从胳膊上锯下的骨头，用红
绸布仔细地包好，并郑重对身边的同志
们说：“看看，这就是共产党员的骨头！”
1939年，六连组建时，隶属于八路军 120
师独立第 3支队，时任司令员正是贺炳
炎。在六连，“硬骨头”既是连队的代名
词，更是连队的“魂”和“根”。多年来，
六连始终传承压倒一切敌人的狠劲、百
折不挠的韧劲、坚持到底的后劲，发扬
战备思想过硬、战斗作风过硬、军事技
术过硬、军政纪律过硬的作风，成为部
队经常性基础性建设的一个标杆。

一支军队的战斗力由所在基层单
位聚集而成，由一个个士兵、一件件装
备融合而成。“导弹兵王”王忠心始终扎
根基层，入伍 34年当了 30年班长，精通
19 个导弹测控岗位，参加过 1500 余次
实装操作训练、20多次实弹发射演练，
没有下错一个口令、做错一个动作、连
错一根电缆、报错一个信号、记错一个
数据、按错一个按钮、损坏一件仪器，成
为所在部队的“操作王”“示教王”，圆满
完成近 30次重大任务。抓经常打基础，
就是要抓战斗力建设的经常、打战斗力

建设的基础，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
苦练精练，在各个战位练出更多的“兵
王”，练出部队更强大的战斗力。

当前，一些部队还没有完全从管理
型、生活型的套路中彻底摆脱出来，“过
日子”“保安全”的思维定势依然存在，
生活标准、安全标准、迎检标准还时不
时冲击着战斗力标准。有位基层干部
说过这样一件事：一个中队在野外驻训
半年多，身处艰苦陌生地域，整天战斗
着装、操枪弄炮。临近老兵退伍，中队
认为，经过如此艰苦训练，留队转士官
人数一定会有所下降。结果大出所料，
这些在野外驻训的士兵，几乎都写了留
队申请。相反，一些未去驻训、深受“五
多”干扰的士兵，很多产生了退伍的打
算。一心一意瞄着战斗力抓建设、打基
础，会让官兵感到练兵备战、当兵打仗
的荣光，实战化的磨砺、重心在战的导
向，会让他们找到和实现军旅人生的价
值。从这个意义上讲，越是聚焦战斗
力，越能激发基层建设的内生动力。

为什么要抓好群众

性练兵比武活动？

“谁英雄，谁好汉，训练场上比比
看。”群众性练兵比武，是我军发扬军事
民主的一项创造，是激发军人血性、提
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途径。用好这一
抓手，就能练出精武高手。

在辽宁舰上有这样一个高级士官
群体，他们平均兵龄 20多年，分布在舰
上各个关键岗位，几乎每一个人都获得
过军级以上单位的表彰奖励。作为中
国第一代航母水兵，他们从零起步，刻
苦钻研，经过数百次的磨合训练，在比
学赶帮超的练兵氛围中，仅用 2年多时
间，在航母交接入列前半年就实现全舰
自主独立操作装备，提前 3个多月实现
全面接管所有装备。他们不仅自身武
艺精湛，还倾尽所能培养帮带身边战
友，全舰 70%的年轻士官，都是他们的
徒弟，平均每人带出 3名以上班长骨干，
被誉为“航母龙骨”。像辽宁舰高级士
官群体这样，在新时代群众性练兵比武
活动中涌现出的大批“尖子”，正化为一
颗颗“种子”，推动基层练兵备战整体水
平不断提升。

为什么要培养官兵

甘苦与共、生死与共的革

命情谊?

徐向前既是身经百战的威严元帅，
又是战士们慈祥亲切的大家长，他经常
把这句话挂在嘴边：“身为干部，一定要
爱兵。每个干部必须懂得，有了士兵才
有干部，不是有了干部才有士兵。”官兵
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历来是
我军的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也是保持
强大战斗力的不竭源泉。

著名战斗英雄和爱兵模范王克勤，
原先是一名国民党兵，加入解放军后，
在两支军队的切身对比中，亲身体验到
了人民军队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当上
班长后，他创造了思想互助、技术互助、
生活互助“三大互助”带兵方法，极大增
强了集体凝聚力。有个战士开小差，走
了 4天后，又自动回到班里，流着泪说：
“我想家了，朝家走了两天，越走越难
受，觉得对不起班长。”1946年 10月，王
克勤所在营奉命在徐庄阻击敌人，他率
领机枪班击退敌人 40多次进攻，全班无
一人伤亡。战斗结束后，王克勤班荣立
集体一等功，涌现出 4名战斗英雄。同
年 12月，《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普遍开
展王克勤运动》，高度评价他“为中国人
民解放事业创造了新的光荣的范例”。

部队是要打仗的，基层官兵更是要
冲在前线、共同面对生死。革命情谊本
身就是重要的战斗力，平时同甘共苦，战
时才能生死相依；平时增进“信任指数”，
战时才能提升“打赢指数”。今天，官兵
成分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战友之间的
差异性、选择性越来越大，特别是一些官
兵之间年龄、兵龄、学历、阅历倒挂，高中
生班长带大学生士兵现象较为普遍。
同时，一些官兵热衷于网络交流，有困难
找网友不找战友，基层干部、士官、义务
兵喜好不同、话题不同，业余时间“一人
一机一世界”，衍生出“分层的朋友圈”，
这些都给革命情谊的培养带来一定挑
战。革命情谊要靠共赴使命来铸就，靠
关心关爱来培养。一线带兵人只有用
信任的眼光、欣赏的眼光、发展的眼光看
待官兵，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才能真正
走近官兵、引领官兵、赢得官兵。

（执笔：吴一敏、牛海欣）

锻造过硬顶用的“刀尖子”
—怎么看把战斗力建设强到基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