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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蛋从外面敲碎是死亡，从内破

壳而出是新生。”基层自主抓建能力的

强弱，直接关系基层建设的质量。

新修订的《军队基层建设纲要》专

列一章规范基层自主建设，明确提出

“基层单位应当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

创造性，全面搞建设、扎实打基础、反复

抓落实”。这也告诉我们，全面锻造“三

个过硬”基层，既需要党委机关科学帮

带，也需要基层主动作为；既需要党委

机关输血，又需要基层主动造血，真正

让抓基层与“基层抓”形成合力。

过去，有的党委机关习惯性用“保

姆式”方法抓基层，助长了基层的依赖

心理和等靠思想。有的基层单位长期

靠上级“包办”，甚至不少问题本可以自

行解决，仍习惯性向机关“求援”。面对

改革调整后基层建设的新情况新特点，

党委机关应将“坚持扭住官兵主体抓基

层”落到实处，把谋事干事的重心放在

统揽全局、指导帮建上；基层则应牢牢

掌握自主抓建的各项要求，由内而外地

解决思维惯性、行为惰性、能力短板等

矛盾问题，不断提高按纲自建水平，增

强自我造血功能。

一定意义上讲，基层建设发展进

步，自主建设是内因，上级帮带是外

因。如果基层自主建设意识不强，党委

机关再怎么帮带，基层也难有大的发

展，即使一时“有亮点”也不会长久。面

对当前基层建设新要求，只有引导广大

官兵清醒认识“自主”二字对基层建设

的重要性，不等不靠、以我为主、主动作

为，在基层建设中唱主角当主力，才能

真正强内功、补短板、夯基础，确保建设

发展的质效。

一级对一级负责，一级干好一级的

事，基层建设才能得到长足发展。不论

是机关干部还是基层带兵人，都要树立

责任意识，既讲求靠前指导，也强调各司

其职。机关坚持大胆放手、适度撒手，基

层就会在日常工作和大项任务中经受历

练，逐渐形成和固化自主抓建、主动作为

的意识和作风，抓基层才能和“基层抓”

同频共振、形成强大合力。

责重山岳，能者方可当之。不管是

抓基层，还是“基层抓”，都离不开带兵

人较高的能力素质。事实证明，带兵人

创新思维、更新观念，积极进取、主动担

当，时刻保持想干敢闯的劲头，才能创

造性地落实上级指示要求，不断总结经

验和摸索规律，推动基层建设向前发

展。这就要求带兵人瞄准基层建设“三

个过硬”标准，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

么补什么，主动投身到急难险重任务中

接受锤炼，不断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切实以良好的工作成效促进基层建

设迈上新台阶。

让抓基层与“基层抓”形成合力
■田月军

《袁子正书》中讲到“夫唯信而后可

以使人”，意思是只有信任人，然后才可

以任用人。这对我们选拔人才、使用人

才很有借鉴意义，就是要做到“疑则勿

任，任则勿疑”。

翻看历史画卷，不难发现，唯信而

后使人的故事不胜枚举。它们犹如一

颗颗镶嵌在历史长河中的明珠，绽放着

智慧之光。三国时期，刘备临终托孤诸

葛亮，“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

可自取”。诸葛亮感念昔日之遇，竭股

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真正做到了鞠躬

尽瘁、死而后已。清朝军机大臣陈大受

被任命为两广总督时，临行请求训示，

乾隆说：“汝直军机处两年，万几之事，

皆所目击，即朕训也。何赘辞？惟中外

一心足矣。”陈大受始终表里如一，最后

积劳成疾，卒于任上。任人之道，要在

不疑。这些史事无不印证着“既任且

信”的重要性。

“信人者，人未必尽诚，己则独诚

矣；疑人者，人未必皆诈，己则先诈

矣。”可以说，信任是凝聚共识、奋发图

强的起点，猜疑是各行其是、分崩离析

的祸根。项羽师心自用，对所有人都

不放心，结果不但导致追随、效力自己

的韩信、陈平这些奇才纷纷出走，还经

常和部下翻脸闹不愉快，直至把范增

气死，把自己搞成了孤家寡人。崇祯

生性多疑，中了敌人反间计，错杀了名

将袁崇焕，最终落得亡国自缢的下

场。洪秀全在天京事变之后，猜忌石

达开，使其负气出走，致使太平天国元

气大伤，每况愈下。疑人则信任不专，

人不为用；疑事则优柔寡断，事不可

成。能否做到唯信而后使人，反映了

领导者的用人水平。

宁可艰于择人，不可轻任而不

信。唯信而后使人，既需要突出“信”

的温度和纯度，还需要延伸“知”的深

度和广度，这彰显的是用人工作的方

法论。在这方面，老一辈革命家给我

们作出了很好的榜样。20世纪50年代

末，周恩来总理在遴选原子弹研究院

院长时，力排众议，批准任命了上过大

学却正接受“右倾”审查的李觉将军。

信之必笃换来的是不负厚望——原子

弹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试验成功。陈

赓大将筹办哈军工，从全国抽调 62名

教授，其中有一些是有政治历史“问

题”的人。但他只肯定不否定，“我们

要用人不疑，人尽其才嘛”，以至于这

个只开办了17年的军校却流传着半个

多世纪的传奇故事。可见，信任彰显

的是人品，传递的是力量，激发的是责

任，回馈的是成绩。

“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任，

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

使小人参之，害霸也。”在古代名相管仲

看来，任用与信任是同等重要的。才为

知己者用，信任就是对人才的最好激

励。现实生活中，没有人愿意在不信任

目光的监视下做事情，每个人思想深处

无不希望获得别人的信任。然而，实际

工作中，有的领导干部总是对部下不放

心，喜欢一竿子插到底；有的则是胸无

主见，疑人疑事，各项“检查”接踵而

至。这些用而不信的做法，往往不是解

决问题的最优之法，附带的负面效应也

不时显现：工作或是顾此失彼，“摁下葫

芦浮起瓢”；或是挂一漏万，“捡了芝麻

丢了西瓜”。长此以往，人才难免会感

到怀才不遇、胸中郁郁，不愿用力、不敢

尽力，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信任是价值的放大器，它只有根植

于真诚的沃土里，才会孕育出绚丽的花

朵。聂荣臻元帅曾讲：“要人家做事，就

要信任人家，尊重人家……要人家做

事，又不信任人家，这不是马克思主义

的态度。”作为领导者，要跳出小格局，

对基层干部高看一眼、厚爱三分，尤其

要正确看待人才的成败得失，真正做到

充分理解、充分信任。唯有如此，才能

调动人才干事创业的火热激情，汇聚起

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

唯信而后可以使人
■郝启荣 姜军帅

某部召开民主生活会，党委成员开

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既注重检视具体问

题，又勇于从自身主观方面入手，剖析问

题根源、触及思想灵魂，达到了红脸出

汗、排毒治病的效果。

自我批评、敢于亮丑是我们党的优良

传统和作风，目的在于解剖自己，检视问

题，即查即改。一定意义上讲，客观问题

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亮起来不会红脸出

汗，也起不到“洗澡治病”的作用；主观问

题则多是“病灶”所在，多是整改的突破

口，尤其需要个人去认账领账。坚持亮丑

多亮主观问题，自我剖析多讲主观原因，

更能彰显领导干部的党性胸襟，也更能反

映其整改问题的决心意志。

“我是一党员，更应献至诚。”领导干

部理应眼睛向内、刀口向里，“强制地省

察自己”。现实生活中，仍有个别领导干

部，在亮丑时总是摆一些客观问题，在剖

析原因时习惯将其归咎于外部环境，以

逃避自己应承担的责任，保全自己的“面

子”。究其原因，还是缺少实事求是、求

真务实的良好作风，缺少正视问题、整改

问题的积极态度。

揭短亮丑是一个自我解剖、自我诊

断的过程。领导干部只有直面主观问

题，敢于向自己开炮、勇于向自己亮剑，

多从自身找原因、查短板、补漏洞，才能

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

新、自我提高能力，永葆共产党人的先进

性和纯洁性。

（作者单位：武警恩施支队）

亮丑应多亮主观问题
■胡剑波

前不久，全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

议在北京召开。如何提高思想政治教育

针对性实效性，再次成为热议话题。

军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经常性、

基础性工作，是立精神支柱、强政治灵魂

的工作，是加强军队全面建设、完成各项

任务的中心环节。可能有的领导干部认

为，自己身为领导干部，就自然具有教育

官兵的资格。其实不然。“教者，效也，上

为之，下效之”。教育别人，教育者首先

要为人师表、行为世范，具有教育他人的

真理力量和人格力量。

身教重于言教。有哲人讲，“一个良

好的示范，才是最佳的训词”。领导干部

在上面要求人、在后面推动人，都不如在

前面带动人管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领导干部不能以抓部队代替抓自身，必

须先学一步、深学一层，做到教育者先受

教育，铸魂者先铸其魂，治军者先治其

身。只有这样，才有资格、有底气、有能

力教育官兵，培塑新时代革命军人。

古人云：“舍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

化人者顺。”意思是说，不自我教育而去

教育别人违背常规，端正了自己再去教

化别人才符合常理，才能收到事半功倍

之效。实践证明，少数单位教育效果不

好，与领导干部自身不过硬有直接关

系。试想，如果领导干部作风不好，形象

在官兵眼里已经垮了，这样的人上讲台

讲的还有什么用？从部队调研情况看，

个别领导干部说功好做功差、台上台下

两个样，是影响教育质效的重要问题。

开创新时代军队思想政治教育新局面，

领导干部是组织者、更是示范者，必须努

力取得教育别人的“资格证”，推动教育

回到言行一致、以身作则、以上率下等基

本原则上来。

取得教育官兵的资格，要求领导干

部不仅要政治过硬，还要本领高强。官

兵的思想千变万化，遇到的困难多种多

样，涉及到的教育内容各式各样。领导

干部若能力不够，就不可能做到“一把钥

匙开一把锁”，也不可能化解思想困惑、

破除矛盾问题。

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

上，习主席对思政课教师提出要求：政治

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

律要严、人格要正。这六个方面同样适

用于军队领导干部。领导干部只有具备

较强的真理力量、感情力量、实践力量和

人格力量，才能知行合一、笃志躬行，勇

于担当、率先垂范，教育广大官兵信真

理、走正道、干正事。

军人生来为战胜。广大官兵最佩服

的就是懂指挥、能打仗、打胜仗的领导干

部。想获取教育官兵的资格，领导干部

尤须具备过硬的军事能力。实际上，官

兵最关注的问题是怎样打仗、如何打赢

未来战争。向战而行、保证打赢是教育

的根本价值所在，也是开展思想政治教

育的重要内容和实践指向。领导干部找

准战位，才能打准点位，真正做到战教合

一，升华教育效果。近几年军事斗争实

践不断深化拓展，对聚焦实战抓教育提

出了新的要求。比如，强调一体化联合

作战，就要抓联合理念、协同纪律；强调

科技是核心战斗力，就要抓练思想、练技

术与练战法的深度融合；强调战术行动

战略保障，就要抓大局观念、战略素养的

培塑和养成。这些都要求领导干部具备

带兵打仗的本事，推动战斗力标准在思

想政治教育领域中落下来，从而在教育

中增强官兵打赢信心，砥砺打赢本领。

现在形势发展变化了，开展教育的

方法手段多了，但领导干部模范带头、教

育者先受教育的规律永远不会过时。领

导干部只有取得教育官兵的资格，才能

推动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往深里走、往

实里走、往心里走，培养和锻造一大批可

堪大任的红色传人、时代新人。

（作者单位：解放军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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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里有话

玉 渊 潭

漫画作者：周 洁

八一时评

前不久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

要增强补课充电的紧迫感，自觉赶上时

代潮流。这一要求，具有强烈的现实意

义，同样需要军队领导干部领悟和落实。

军之大事，命在于将。领导干部肩

上有千钧重担，身后有千军万马，能否赶

上军事变革步伐，能否掌握现代战争制

胜机理，关乎未来战争胜负。现代社会

日新月异，知识和技术急剧更新，领导干

部要有强烈的“本领恐慌”感，要有强烈

的学习意识。如果自以为是，故步自封，

很快就会落后于时代。对领导干部来

说，无论是适应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

合发展，还是应对时代之变、战争之变、

对手之变、科技之变、改革之变，都需要

多些补课充电的紧迫感。

本领不换代，早晚被替代。有的领

导干部认为，自己经过多次培训，也有

“几把刷子”，不必天天学习。这种想法

是要不得的。时代在发展，技术在进

步，战争形态在改变，一天不学就可能

掉队。况且，少数领导干部“五个不会”

问题还未得到根本解决，不天天补课充

电，不给脑子“进货”，如何堪当大任，打

赢未来战争？

“绳短不能汲深井，浅水难以负大

舟。”领导干部只有时刻想着国家安危、

牢记职责使命，持续深入学习新知识、掌

握新本领，才能不断熟悉新领域、开拓新

视野，提高专业化能力，成为练兵备战、

带兵打仗的行家里手。

（作者单位：武警工程大学）

多些补课充电的紧迫感
■孙旭冉

同困难作斗争，是物质的
角力，也是精神的对垒。

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不
仅要在物质上强大起来，而且
要在精神上强大起来。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兴，军

无精神不强。

2020年是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交

织的一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

一年。这一年，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精

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

梦想精神得到充分绽放和彰显。

精神是传统的力量，更是时代的标

高。比如，“硬骨头精神”“蒙古马精神”

“西迁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伟大抗

疫精神，“老西藏精神”，企业家精神，科

学家精神，延安精神，伟大抗战精神，伟

大抗美援朝精神，英雄精神，“两路”精

神和青藏铁路精神，特区精神，劳模精

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中国载人深潜

精神，探月精神，等等。这些精神既有

传统精神，又有新创造的精神，生动彰

显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全党

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

富、开创未来的不竭动力。

“胜负之征，精神先见。”一个民

族、一个国家，没有精神支柱，就没有灵

魂支撑。只有精神强大，才是真正的强

大。晚清以来，中国屡遭外敌入侵，生

灵涂炭、民不聊生，原因有很多，但那时

候的人们缺少精神支柱是一个重要原

因。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带领中国人

民从苦难走向辉煌，从弱小走向强大，

从胜利走向胜利，一个重要法宝就在于

我们创造了一系列感天动地、改天换地

的红色精神，包括井冈山精神、长征精

神、西柏坡精神等。事实证明，历史每

前进一步，都离不开精神的滋养。精神

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

精神上达到一定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

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诚

如列宁所言：“为了克敌制胜，无论如何

要保持精神上的优势。”

精神是文化成果，也是文明标识。

党、国家和军队的奋斗历程，最终会积淀

为一种文化，精神就是一种文化成果。

我们要建设文化强国，一个重要方面就

是精神上要强。精神不仅是一种文化符

号，还是一种文明标识。今年，我们提出

新时代北斗精神，这种精神是建立在科

技发达、文明进步基础之上的。很多人

都说，中国人越来越有精气神了，其实也

是说我们走在了文明的前列。

精神是血性，也是理性。精神上的

强大，不仅体现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和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血性胆魄，还

表现为尊重科学、遵循规律，讲究方法、

注重艺术的理性智慧。比如，面对突如

其来的严重疫情，我们既要听令而行、

义无反顾，誓死不退、英勇奋战，还必须

坚持科学战“疫”，向科学要答案、要方

法。“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

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本

身就是血性和理性结合的产物。再比

如，“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

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同样告诉我们，要

铸就精品、锻造一流，既要勤于吃苦、付

出血汗，也要创新创造、科学巧干。

同困难作斗争，是物质的角力，也

是精神的对垒。精神虽然看不见、摸不

着，但绝不是空的、虚的，而是信仰、信

念、理想、党性在人们身上的直接体

现。精神的巨大魅力就在于她虽然不

是物质，却可以转化成强大的物质力

量，形成无坚不摧的硬实力。当年修建

川藏、青藏公路，很多人认为是不可能

的事，但10多万军民不信邪，顽强拼搏，

硬是修通了“两路”，创造了世界公路史

上的奇迹。可以说，没有“两路”精神，

就没有“两路”通车。当年的抗美援朝

战争，很多人并不看好，但中国人民志

愿军发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经过33个

月的浴血奋战，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

神话，赢得了新中国的“立国之战”。无

数事实证明，伟大胜利离不开伟大精

神，伟大精神锻造开天辟地的伟大功

绩。

“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不仅要在物

质上强大起来，而且要在精神上强大起

来。”从2021年开始，我国将进入“十四五”

时期，这是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同时，我

军也将开启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征

程，向着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砥砺前

行。目标越伟大，蓝图越宏伟，越需要我

们永葆精神上的优势和强大，永葆那么

一股气和劲。广大官兵只要大力弘扬中

国精神，坚持“闯”的精神、“创”的劲头、

“干”的作风，风雨无阻、勇敢前进，抓铁

有痕、踏石留印，过了一山再登一峰，跨

过一沟再越一壑，就一定能把新时代强

国强军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创造新的时

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永葆精神上的优势和强大
■桑 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