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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养视点

民主生活会是我们党的一项重要
组织生活制度，是增强党的生机与活
力的一大法宝。开好民主生活会，是
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
容，是落实党章规定的重要举措。开
好民主生活会，对于发扬党内民主、加
强党内监督，对于党员干部增强党的
意识、党员意识，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
用和现实意义。实践证明，民主生活
会准备充分、主题鲜明、组织周密、严
肃认真，就能开出好的氛围，达到预期
的目的和效果。

民主生活会与一般会议不同，既能

发扬党内民主，又能锤炼党员的党性，
有利于党员干部提高认识世界和改造
世界的能力，有利于党员干部客观认识
和评价自己，更加清晰地知晓自身的问
题与不足，找准完善自我的努力方向。
对于召开民主生活会，党员干部在思想
上应充分重视，自觉用党的理论武装头
脑，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党性观念，
增强大局意识。只有思想上高度重视、
严肃对待，才能为开好民主生活会奠定
坚实思想基础。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开好民
主生活会，就要根据所定主题内容，

深入了解当前实际情况，广泛征求意
见，定出合理的方案。征求意见要态
度诚恳、认真听取，不能虚情假意地
搞形式主义那一套；要聚焦会议主
题，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等多种方式，
全方位、多渠道听取不同声音特别是
一线党员群众的意见，切实把问题找
准，防止“散光”跑题。同时，还须对
日常履职中发现的问题做好归纳梳
理。如此才能尽可能全面地把问题
找准找实，为有针对性地开展对照检
查提供参照和依据。

同志之间要敞开心扉，坦诚相

见，会前须充分开展谈心交心。如果
会前谈心交心不充分，在会议过程
中，就可能找不准问题，常常只看到
问题的“皮毛”，看不到其实质；就可
能因心理准备不足，接受不了批评、
听不进去不同意见；就可能出现无休
止、无意义的争论等，这些都与民主
生活会的主旨和目的不相符。民主
生活会开得好不好，与党员干部的思
想境界密切相关。党员干部应当襟
怀坦荡，对同志以诚相待，严肃认真
地对待成绩与问题，点出实质、抓住
要害。会前多交流，有利于端正态
度、敞开思想、放下包袱，以坦诚赢得
信任，以真诚赢得尊重，防止用批评
抵制批评、用意见反驳意见、搞无原
则纷争，从而切实通过相互之间的真
诚提醒，达到统一思想、增进团结、共
同提高的目的。如此才能真正把民
主生活会开出效果、体现出价值，使
大家在新的起点上形成思想上的统
一、行动上的自觉。

充分做好会前准备
■陈银健

用民主生活会“防病强身”

谈心录

●不妨淡化一下对职务提升的
焦虑和急切，把注意力向提高思想觉
悟、工作能力等方面转移，努力完善
自己，做强自己，让自己更加优秀

作为党的重要组织生活制度，民主生活会不但对增进团结、改进工作、提高党组织的创
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具有重要作用，而且也是对党员干部的一种“政治体检”。对于党员干部
而言，怎样开好民主生活会，怎样利用民主生活会预防“细菌”感染、防止“病毒”侵袭，达到
“防病强身”的功效？这是每一名党员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必须认真思考和严肃对待的问
题。本期“修养视点”就开好民主生活会、用民主生活会“防病强身”的话题发表三篇体会文
章，与广大党员干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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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民主生活会，批评和自我批评
的力度如何，是决定会议质量高低的重
要一环。然而现实中，有的同志在民主
生活会上只说工作、不谈思想、回避矛
盾，把民主生活会开成了工作总结会、变
相表扬会；有的同志谈问题不痛不痒、纠
问题避重就轻，批评好似“温吞水”。

开好民主生活会，必须开展好批评
和自我批评，运用“团结－批评－团结”
的方法，既应有工作上的交流、感情上
的交心，也要有思想上的交锋，直面问
题、实事求是、真刀真枪，多一些“辣
味”，达到“红脸”“出汗”的效果。

以党性增加“辣味”。只有理论上
清醒，才能保持政治上坚定；只有政治
上坚定，才能保持党性的纯洁。党员干
部只有不断强化理论武装，做到真学、
真懂、真信、真用，坚持听党话、跟党走，
才能纯洁党性、端正作风，在大是大非
的问题上做到旗帜鲜明，在似是而非的
问题上保持头脑清醒。党章明确规定
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之一就是“切实开
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揭露和纠正违
反党的原则的言行和工作中的缺点、错
误，坚决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党
员干部党性坚强，才能敢于直面矛盾与

问题，在自我批评中敢于刀口向内、触
及灵魂，在批评中能够坚持原则、不遮
不掩、开诚布公。

以公心增加“辣味”。有的同志之
所以不敢旗帜鲜明地开展批评和自我
批评，多是因为私心作祟。他们顾虑太
多，批评上级害怕被穿小鞋，批评同级
担心得罪人，批评下级忧心丢选票，甘
当“老好人”，搞无原则的团结，搞所谓
的表扬式批评，谈问题蜻蜓点水、避重
就轻、浮光掠影，看似一团和气，实则影
响了党组织的战斗力，于党组织建设有
百害而无一利。党员干部只要出于公

心，讲究方式方法，本着对党负责、对同
志负责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开展批评，
即便是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和不足，同
志们都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相反，那
些虚情假意搞表扬式批评的人，反而会
让人心生反感，也违背了召开民主生活
会的初衷。

以正气增加“辣味”。自身正，才能
底气足。己不正，焉能正人？可想而
知，如果一名党员干部自身思想作风不
过硬，在很多方面没有发挥先锋模范作
用，那么对其他同志开展批评自然会心
虚，说起话来也没有底气。因而，党员
干部要想开展好批评和自我批评，就须
以党章党规为标准，自觉对标对表，以
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经常反省自身存
在的问题与不足，时常检视思想上的灰
尘和心灵上的尘埃，不断校正偏差，在
思想上、作风上、行动上树立起共产党
员的先进形象。自身思想作风过硬，才
能自我批评不怕露丑，批评他人不会底
气不足，批评才会更有说服力。

让批评多一些“辣味”
■施金东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开好民主生
活会，会前充分准备、会上交流交锋固
然重要，但更为关键的是抓好会后整改
落实。如果自己会前反思了、剖析了，
会上“红脸”了、“出汗”了，但会后没了
动静、没了回音，那么民主生活会就发
挥不了真正的作用。只有做好整改落
实的“下篇文章”，突出问题导向，真整
真改，务求见效，才能充分发挥民主生
活会的效益。

要变“闯关”为“攻关”。民主生
活会开完了，是不是可以缓一口气、
减一下压了？事实证明是不行的。

针对可能存在的懈怠倾向，尤其应防
止和克服“闯关”思想，不能以为过了
关就可以“万事大吉”了。找准问题、
触及灵魂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如
果此时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对
查找出的问题不施猛药不出重拳，那
么痼疾非但难以治愈，甚至有可能病
入骨髓。开会不是目的，解决问题才
是根本。党员干部唯有摒弃“闯关”
思想，树立“攻关”意识，采取可行的
有效措施，举一反三，步步唯实、环环
相扣、层层推进，才能切实提高自身
的政治素养和工作能力，避免民主生

活会走形变味。
要变“记账”为“销账”。听其言，

还要观其行。会上说得“硬碰硬”，会
下解决问题更须“动真格”。党员干
部应针对会上记录的“账本”条目，依
据整改措施，以慢不得、等不起、坐不
住的姿态，即知即改、立说立改、边整
边改，以具体行动把问题整改落实到
位，以实际成效快速“销账”。应做到
有一件改一件、改一件成一件，把建
立的问题“台账”，经常拿出来翻一
翻、看一看，定期查一次“账”，清一次
“账”，销一次“账”，直到问题彻底解

决为止。应对“账目”上的问题精准
施策，查病根、开药方，对苗头性问题
及时提醒，打“预防针”，提高“免疫
力”；对突出问题重点治疗，下“猛药”
除弊病；对顽症痼疾性问题动“大手
术”，坚决去除。

要变“冲劲”为“韧劲”。一时知易，
时时行难。党员干部解决自身存在的
问题，难在经常、贵在持久。一些问题
之所以容易出现反弹，缺乏的不是打攻
坚战的冲劲，而是打持久战的韧劲。一
时兴起难以一劳永逸，一以贯之方能一
往无前。因此，要发扬“钉钉子”精神，
持续强化问题导向，咬定青山不放松，
不见成效不撒手，持续用力，久久为
功。对查摆出来的问题盯住不放、一抓
到底，反复检查，时时提醒，防止复发。
要对问题变异现象保持高度警惕，坚决
防止不良作风改头换面。同时，切实抓
好自身整改，以作风转变的实际成效取
信于兵、凝聚力量，真正将民主生活会
的成果落到实处。

重在抓好整改落实
■马云涛 邵珠程

●不勤俭节约、不艰苦奋斗，
我们的事业就没有成功的希望；不
勤俭节约、不艰苦奋斗，创造幸福
生活和美好未来就是一句空话

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也是我们党和军队发展壮大

的法宝。抗日战争时期，为迎接爱国华

侨陈嘉庚，蒋介石在重庆按一桌800大

洋的标准设宴，而身处延安的毛泽东等

党和军队领导人，只用自己栽种的蔬菜

和一只老母鸡接待了陈嘉庚一行。在

国共两党奢华与俭朴的迥异对比中，陈

嘉庚不但没有对共产党人心存芥蒂，反

而被他们为了心中的理想和伟大的革

命事业，以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为荣的

优良作风所折服和震撼，情不自禁地感

叹：“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兴家犹如针挑土，败家好似浪淘

沙。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政党，如

果丢弃了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精神，

即使拥有“一座金山”，也迟早会坐吃山

空、败光家业。历史上这样的教训不在

少数。如果说奢靡之风是败亡之兆，那

么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便是“兴国之

光”。淮海战役中，国民党高级将领黄

维被俘后不认输，可当他亲眼看到我军

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高级将领俭朴

的工作作风后幡然醒悟：“在下不光败

在战场上，更败在作风和精神上。”正是

凭着这种“兴国之光”，我们战胜诸多艰

难困苦、推翻“三座大山”，建立起了人

民政权。

新中国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

70多年的艰辛探索，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伟大成就。但这只是富国强军路上

的一大步，今后的任务依旧艰巨。强军

事业越往前推进，遇到的矛盾问题会越

多，工作会更加艰苦，更加需要我们长

期坚持不懈地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不

断迎难而上、攻坚克难。当然，我们今

天强调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不是要求

大家过“苦行僧”式的生活，把日子停留

在因陋就简的层面，而是要把各种有限

的资源用在打基础谋发展上，用在提升

发展能力、提高发展水平上，用在解决

部队急需、官兵急盼的重难点问题上，

为强军兴军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不勤俭节约、不艰苦奋斗，我们的

事业就没有成功的希望；不勤俭节约、

不艰苦奋斗，创造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

就是一句空话。从红军时期的爬雪山

过草地，到延安时期的自己动手丰衣足

食；从朝鲜战场上的“一把炒面一把

雪”，到“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党和军

队正是依靠勤俭节约的精神和艰苦奋

斗的作风，一路披荆斩棘、闯关夺隘、赢

得胜利的。当年，斯诺到延安采访，看

到毛泽东身上的衣服打满了补丁，周恩

来睡的是土炕，彭德怀穿的背心是用废

旧降落伞做的，生活虽然非常艰苦，但

他们对革命激情四溢、信心满满、意志

如钢，斯诺内心深受震撼，称这种“东方

魔力”是让人感到畏惧和可怕的，也是

任何力量不可战胜的。一个政党的凝

聚力和号召力，既来自政党本身的宗旨

和奋斗方向，更来自其成员人格和作风

的力量。无论是爱国华侨陈嘉庚，还是

美国记者斯诺，他们在延安不仅看到了

毛泽东等我们党和军队领导人的亲民

作风，而且还强烈地感受到了他们伟大

的人格、崇高的品质，发现了中国共产

党兴旺发达的“精神密码”。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

奢。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作为今天

的党员干部，我们必须始终牢记“两个

务必”，不断强化勤俭节约、艰苦奋斗

的思想，认真落实中央关于勤俭节约

的各项规定，把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当

作崇高品质来坚守，当作良好习惯来

培养，时刻绷紧勤俭节约、艰苦奋斗这

根弦，对自己严格要求、对群众以身作

则，以奋进的姿态、扎实的作风、拼搏

的精神，在聚焦练兵备战上用力，在正

规部队秩序上用心，在提高部队战斗

力上使劲，共同为强国强军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中央军委训练管理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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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部分干部中存在一种“进步

焦虑症”，他们总觉得自己进步慢，职务

提升不理想，没有在重要的岗位上任

职。因而对升职的想法很多，也很急

切，总琢磨怎么才能进步更快一点。

干部的职务高低、进步快慢，都是

工作需要，而能上能下，能官能民，正

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第二次国共

合作时，红军改编成八路军、新四军，

不少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由师长、

团长降为营长、连长，原来的营长、连

长甚至成了普通一兵，但是他们都能

以大局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仍然

勇敢杀敌，冲锋陷阵。老红军张思

德，屡立战功，还受过伤，却心甘情愿

做一名普通警卫战士，工作中任劳任

怨，不计报酬，后来在延安烧炭时因

为炭窑崩塌以身殉职。毛泽东同志亲

自出席他的追悼会，并作了《为人民

服务》的著名演讲。

即使在今天，也有很多干部兢兢业

业工作，默默奉献，不计名利，不讲待

遇。那些一干就是数十年的高原兵站

的老站长、卫生所的老所长、研究室的

老主任，由于专业性比较强等种种原

因，他们的职务一般都提升得很慢，有

的还会因编制需要由领导职务改任一

般职务，但他们任劳任怨，爱岗敬业，贡

献一点也不小，业绩一点也不差，令人

敬重，让人佩服。

而且，从管理学角度来看，任何系

列的职位设置都是“金字塔”型的，越

往上走位置越少，竞争也越激烈，筛选

也越严格，升迁机会也越少。对此一

定要有清醒认识，不能心绪太急、欲望

太盛。平心而论，一个干部急于进步，

想在职务上尽快提升，以取得更大平

台，担负更重责任，不是坏事。但一个

人的职务提升，工作变动，不是按个人

意愿来定的事，而是组织决定的事。

要相信组织，一定会在事业需要的时

候把德才兼备的干部提拔到关键岗位

上。一个人如果对职务进步考虑太

多，甚至想入非非，不仅会分心影响工

作，难以尽职尽责，说不定还会搞起邪

门歪道，即便侥幸得到提升了，早晚也

会受到组织查处。

有人把进步简单地等同于职务提

升，这是狭隘、俗气和功利的。其实，

职务提升只是进步的一个方面。一个

人的进步，还应包括思想觉悟的进

步、学识境界的进步、管理水平的进

步、工作能力的进步等，与职务提升

相 比 ，这 些 进 步 更 重 要 ，含 金 量 更

高。如果没有这些方面的进步，而只

是职务的提升，那就很可能会出现德

不配位、才不配位、能不配位的尴尬

局面。而且，职务是暂时的，总有卸

任的那一天，能力水平方面的进步却

是谁也夺不去的“真金白银”，放在哪

里都会熠熠发光。

因而，那些患有“进步焦虑症”的

同志，不妨淡化一下对职务提升的焦

虑和急切，把注意力向提高思想觉悟、

工作能力等方面转移，努力完善自己，

做强自己，让自己更加优秀。一旦干

出了成绩，表现出了才能，相信组织自

然会量才选用，考虑你的提拔使用问

题。退一步说，即便在付出努力后，因

客观原因没有获得较快的晋升，你在

素质方面的进步与提高也不会白费，

而会使你受益终生。

远离“进步焦虑症”
■陈鲁民

●努力超越昨天的自己，实质
上是一个自我突破、自我完善、自我
提高的过程

“跟身边优秀的同志相比，你们还有
差距。但比起过去的你们，无论精神面
貌、热情动力，还是能力素质、工作表现，
都有很大变化和进步。只要坚持不懈地
跟自己较劲，努力超越昨天的自己，事业
上必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一名领导干
部语重心长的谈话，在听众的心头泛起
点点涟漪。在人生道路上，很多人总是
习惯性地把比自己优秀的人当作追赶和
超越的对象。经历的事情多了才发现，
一路挥洒汗水、奋起直追，其意义绝不仅
仅在于把别人甩在身后，还在于超越昨
天的自己。

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一个人如
果总是沾沾自喜于昨日的辉煌，迷恋
于过去的“功劳簿”，不愿告别昔日
的精彩，就很难超越昨天的自己，其
能力素质不仅不会随着年龄增长、阅
历增加而水涨船高，反而会故步自
封，滞后于时代发展，为干事创业添
加“绊脚石”。须知，时代潮流总是
滚滚向前的，如果不能因时而新、应
势而变，努力超越昨天的自己，再美
的光环也会逐渐变得暗淡无光，被时
代所淘汰也就在所难免了。“人生如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道理即在于
此。

人最难的是战胜自己，最可贵的也
是战胜自己。应当看到，挑战和超越自
我，从来不会一蹴而就、一劳永逸，而是

一个日积月累、水滴石穿的过程，需要
持续奋斗。生命的真谛和人生的意义，
恰恰就在于不断突破自我，打破内心藩
篱和自我设限，适时校正和标定符合时
代发展的奋斗坐标，对自己经常“剪枝
除杈”，把不合时宜的东西迅即坚定地
舍弃掉，不断自我完善、自我革新，从而
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现实中，少数同志之所以总是用旧
思维面对新事物，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
习惯于拿“旧船票”登“新客船”，就在于
总是质疑自己的潜能，无形中限制了主
观能动性的发挥。体育界有一个理论叫
“最大负荷法”，即逐渐加大负荷、增大难
度，接近或达到一个人的能力极限，不断
激发运动员的潜能，使他们在赛场上打
破一个又一个纪录。这启示我们，人的
创造力是无限的。“艰难方显勇毅，磨砺
始得玉成”，只要我们敢于直面艰险，敢
于挑战自我，潜能就能得到深度挖掘和
充分释放，从而源源不断地获得超越自
己的能量。

努力超越昨天的自己，实质上是
一个自我突破、自我完善、自我提高
的过程。所以，我们要想超越昨天的
自己，就要充分发扬自我革命精神，
敢于刀口向内，主动向得过且过的思
想作风说“不”，向不思进取的精神状
态说“不”，向推诿懈怠的无为心态说
“ 不 ”， 向 大 差 不 离 的 工 作 标 准 说
“不”，把奋斗激情铺洒在每一个平凡
的日子里，浸润在每一个向前迈进的
脚印里，在各自岗位尽好自己的职
责，凝心聚力干好共同的事业，努力
把细小的事情做到极致，在平凡的岗
位干出不平凡的业绩。如此，必能实
现能力素质的跃升，不断成就更加优
秀的自己。

努力超越昨天的自己
■周燕虎 陆道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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