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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得稳、行得远，是每名年轻干

部的愿望。如何才能做到？习主席

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

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给出了答案，

“要把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

作为人生信条，这样才能真正立得

稳、行得远。”

人生信条，是一个人信守的准

则。有什么样的人生信条，就有什么

样的行动目标。我们党历来倡导党

员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做老实

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延安时期，

毛泽东同志就要求共产党员“当老实

人，讲老实话，做老实事”。回顾历

史，雷锋、焦裕禄等杰出代表之所以

被人爱戴、备受推崇，原因之一就在

于他们始终把做老实人、说老实话、

干老实事作为人生信条。

年轻干部的价值取向决定未来走

向。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

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

错。“凿井者，起于三寸之坎，以就万仞

之深。”年轻干部只有时时刻刻做到思

想务实、生活朴实、工作扎实，政治上

才能立得稳，事业上才能行得远。

老实，体现的是诚实、忠厚、规矩

等可贵的品格，然而在个别年轻干部

心里，老实是痴笨、窝囊、无能的代名

词，做老实人很难出人头地，干老实

事难以显山露水。于是在为人做事

时，或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言行不一，

或毫无原则、立场暧昧，或弄虚作假、

欺上瞒下，或绕着困难走、挑着轻活

干，结果走了弯路、跌了跟头。

周恩来同志曾深刻指出：“世界

上最聪明的人是最老实的人。”老实，

是最大的智慧、最真的忠诚。年轻干

部，像黎秀芳、张富清那样对党忠诚

一生到老、肩负使命天荒地老、艰苦

奋斗初心不老，何愁不能行稳致远？

像林俊德、杨业功那样脚踏实地、真

抓实干、务求实效，怎能不成就事业？

“事业兴衰重在用人，用人之要

重在导向。”让年轻干部把做老实人、

说老实话、干老实事作为人生信条，

离不开组织对老实人的重用。对长

期在条件艰苦、工作困难的地方工作

的老实人格外关注，对不图虚名、踏

实干事的老实人多加留意，对埋头苦

干、注重为长期发展打基础的老实人

绝不亏待，这样就会激励年轻干部拿

起“实”的精神，立起“实”的标准，做

出“实”的成绩，在中国梦强军梦征程

上留下属于自己的光辉足迹。

做立得稳行得远的“老实人”
■范承达 王 琳

纪律是管党治党的尺子、不可逾越

的底线。对于一名党员，纪律是高压

线；对于一个政党，纪律是生命线。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纪律严

明是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独特优势和

力量所在。长征途中，一名军需处长直

到冻死，也不肯给自己先添件棉衣；抗

战时期，一名党员冒着炮火，也要把欠

村民的钱还上；闹饥荒时，坚守粮仓的

党员宁肯饿死，也不私吞粒米……“过

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

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

有共同的理想和铁的纪律。”

血脉相连，薪火相传。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

加强纪律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治

本之策，强调“把纪律挺在法律前面”

“执行党的纪律不能有任何含糊”，要求

全体党员“必须做到遵守纪律无条件、

执行纪律无例外”。执行纪律从“宽松

软”向“严紧硬”的转变，重塑了一个政

党在人民眼里的新形象，标定出百年大

党在人民心中的新高度。

党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营养剂。党

的百年征程波澜壮阔，反复昭示这样一

个道理：什么时候党的纪律严明，党的

战斗力就会增强，党的事业就会蓬勃发

展；什么时候党的纪律松弛，党的战斗

力就会削弱，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

抓纪律建设，必须坚持不懈、坚定不移、

坚忍不拔。

毋庸置疑，纪律意识如今已在绝大

多数党员心中扎根。然而应该看到，一

些党员还只是把不违纪作为自我约束

的简单要求，有时还站在“纪律的边

缘”：不“闯红灯”但“闯黄灯”，不“酩酊

大醉”却“小酌微醺”，没“湿鞋”却时常

徘徊在“河边”。由此可见，把外在的

“制约”转化为内在的“守约”，让纪律运

行于心灵轨道，使守纪成为一种自觉、

境界和习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军纪者，军队之命脉也。”我军历来

以纪律严明闻名于世。“一块银元”见铁

纪、“西瓜兄弟”显真情，一个个露宿街头

也不扰民、穿过果园不摘一果、“用再多

钱也砸不倒”的霓虹灯下哨兵、抗疫结束

悄悄撤离的白衣天使……严明纪律在锻

造出无数英雄劲旅的同时，也塑造出我

军文明之师的光辉形象。

岁月沉淀了记忆，也凝结了文化。

今天，当每一名新战士朗声宣读《军人

誓词》时，当官兵们平时高唱《严守纪律

歌》时，铁一般的纪律，也就潜移默化地

融入了我军文化，不仅成为我军的治军

方式，更成为广大官兵价值的选择、信

念的坚守、精神的力量。

“凡事有其要，执其要者事成。”政

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

律，是维护党的性质、宗旨、本色和指导

思想的基本准则，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

遵守全部纪律的重要基础。守纪律，首

先要守政治纪律。确保党对军队的绝

对领导是军队政治纪律的核心，也是军

队最高的政治纪律。全军官兵必须坚

持把严守政治纪律排在首要位置，做到

警钟长鸣、利剑高悬，不越雷池、不踩

“红线”，让军队各级党组织更坚强、党

的领导更有力。

领导干部既是事业的带头人，也是

官兵的身边人，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官

兵看在眼里、记在心上。领导干部遵守

纪律的表率作用，本身就是标杆和影响

力。而领导干部一旦违纪，造成的危害

大，对党的形象和威信损害也大。领导

干部带头遵纪守纪，从近身之处构筑

“防护网”，从远离底线的地方拉起“警

戒线”，从小事小节上设置“安全阀”，如

此方能形成一级带一级、一级抓一级的

示范效应。

哲人有言：“规章只不过是穹隆顶

上的拱梁，而唯有慢慢诞生的风尚才

最后构成那个穹隆顶上的不可动摇的

拱心石。”党史学习教育中，全军官兵

应把纪律刻印在心坎上，经常学一学

以启发自觉，深入想一想以反思自省，

仔细查一查以严格自纠，将守纪持之

为明镜、内化为意识、升华为信条、固

化为风尚，从而为强军兴军提供坚强

的纪律保障。

（作者单位：中国陆军杂志社）

把纪律刻印在广大官兵心坎上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系列谈⑥

■王任飞

1922年 10月的一天，德国柏林的

一条寂静街道上，一名中国人，刚毅的

脸上透着军人特有的威武气质。这个

人，就是当年滇军赫赫有名的朱德将

军。

朱德为何远渡重洋来到欧洲？故

事还得从头叙起：他早期从戎生涯中，

参加过辛亥革命、护国和护法战争，曾

任滇军少将旅长、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

长官等要职。在探寻正义的斗争中，朱

德发现旧民主革命和各种“主义”救不

了四分五裂的旧中国。十月革命一声

炮响，点燃了他追求真理的心灯。1922

年，朱德毅然辞去一切官职、拒绝拟任

川军师长的邀请，急赴上海找陈独秀，

恳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被婉言拒绝后，

朱德又远赴法国巴黎求见周恩来。听

说周恩来已经去柏林，他立马启程前

往。在与周恩来的坦诚交谈中，朱德敞

开心扉陈述自己追随共产党的曲折经

历，表达了献身中国革命的坚定信念。

终于，经张申府、周恩来二人介绍，朱德

在异国他乡实现了人生夙愿。数年后，

他带领南昌起义失利后仅剩800余人的

部队，在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

义队伍会师。

是什么让朱德百折不挠地追随共

产党？是崇高的信仰。这信仰，是一种

山崩地裂矢志不移的执着追求，它能激

发灵魂的高贵与伟大。历史告诉我们，

在布满荆棘的征途上，坚贞的信仰，能

支撑信奉者坚忍前行；在险象环生的考

验中，坚贞的信仰，能激励信奉者一往

无前，直到抵达理想的彼岸。

回望建党百年的历史时空，一个个

震撼心灵的信仰故事，令人心潮难平。

1922年 11月的一天，广东海丰县

龙舌埔广场，一场上千佃农观看的戏剧

刚结束，一个英俊的地主少爷，提着一

大捆田契登上戏台，一张张地宣读契约

的内容、地点、亩数和佃户姓名，接着当

众点火把田契化为灰烬。此后，这个本

拥有“鸦飞不过的田产”的大富子弟，便

成了贫穷的“无产者”。一诺千金的革

命誓言，唤醒了成千上万佃户加入农会

组织，一场冲天的农运烈火燃遍了海丰

大地。随后，他乘势创建了中国第一个

苏维埃政权………他，就是被毛泽东称

为“农民运动大王”的我党早期领导人

彭湃。

一个本可安逸享福的富家子弟，为

何放弃富贵，且最后为革命理想而英勇

献身？

这是坚如磐石的信仰使然。1917

年6月，彭湃胸怀救国壮志，东渡日本留

学。那时，正是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波

澜兴起的岁月，他如饥似渴地研读了介

绍俄国十月革命的大量文章。当他在

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读到《共产党宣言》

时，如同进入豁然光亮的新世界，寻到

了拯救中华民族的革命真理，并立志为

之奋斗终身。

人生有林林总总的选择，而信仰马

克思主义是一种高贵灵魂的神圣选

择。中国共产党诞生时，全国50多名党

员中，近半数受过高等教育，其中不乏

大学教授、知名律师和记者，不少人出

身富家，本可尽享父辈恩泽。但他们或

脱离家庭、或断舍享福、或抛弃荣华，解

密其灵魂，有一个闪光的原因，那就是

信仰的力量。

在湖北黄安县（今称红安县）七里

坪有一棵大槐树，历史上因这棵大树曾

挂过一个革命者的头颅，被当地群众称

为“英雄树”。

那是 1927年，黄安县紫云区农会

会长、共产党员程昭续参加领导黄麻

起义，后任红军第 11军 31师第 4大队

大队长。战斗负伤被捕后，敌人利诱

无果，便用刺刀顶着程昭续的脖子问

他：“你要脑袋，还是要共产党？”程昭

续斩钉截铁地回答：“老子要的当然是

共产党！”随后，便是鲜血染红大地的

壮烈一幕。

面对敌人屠刀，共产党人为何有

“坚挺脊梁死，决不跪着生”的铮铮铁

骨？只因有“石破不可夺其坚”的信

仰硬度。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建立新

中国的 28年中，有名可查的革命英烈

就多达 370余万人，真是为有牺牲多

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信仰是个报晓的鸟儿，黎明还是

黝黑时，就触着曙光而讴歌了。”革命

先烈讴歌真理的信仰光华，在奋斗的

历史时空中始终熠熠生辉，昭示和激

励后人永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追

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上

奔跑不息。

礼赞“报晓的鸟儿”
■马祖云

演练硝烟刚散，总结又闻“炮声”。

近日，某旅在多次复盘刚结束的综合演

练后，将查出的所有问题列入了“演练

收获”。该旅领导说，平时演练挖出的

问题越多，改进后就会让打仗时的胜算

越大。

对工作成绩，我们历来强调一是

一、二是二。比如总结演练时，把成绩

讲足，把优点说到，的确利于进一步激

发训练热情。但如果讲优点金光闪

闪，找缺点星星点点；说成绩口若悬

河，谈问题三言两语，那就背离了演练

初衷。

我们常说，练为战。战是练的唯一

指向、唯一目的。部队之所以要定期演

练，就是为了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中，检

验平时训练质量，努力寻找不足以图改

进。暴露问题，可能会影响一时，但长

远受益；掩盖问题，可能暂时尝到“甜

头”，战场上却要吃更大的苦头。可以

说，是否真正提高了战斗力，才是衡量

演练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志。一场演练，

如果找出了日常训练没有发现的短板，

从而避免在实战中犯同样的错误，其意

义要远比取得胜利大得多。

遗憾的是，极个别单位在演练中还

奉行“考核标准”：讲成绩多、挖问题少；

扬长多、补短少；年初演练片面追求“开

门红”，年终演练一味追求“收好尾”。

如此不注重深挖问题，或对演练中暴露

出的问题视而不见，打起仗来这些问题

就会成为薄弱的链条、致命的七寸。

有这样一句谚语：“谁在凯旋中战

胜自己，谁就赢得了两次胜利。”问题表

面上看是“危”，实质上也是“机”。对问

题“翻箱倒柜”的程度，决定着战斗力提

升的幅度。粟裕在每次战斗结束后，都

要求“把问题和不足找全、找准，并把改

正措施落实好”，这才打了一个又一个

“神仙仗”。战争实践告诉我们，补牢于

亡羊之前，就不会亡羊；补短于打仗之

前，就不会战败。

演练结束后，查找问题不留死角，

体现的是革命军人“揭短务尽”的精神

和“最讲认真”的作风。出了问题不可

怕，可怕的是在同一个地方跌跤。平时

训练中，将成绩及时归零，把发现问题

当成绩，把存在问题当肥料，把吸取教

训当财富，方能使演练成为磨刀石、试

金石、垫脚石。

演练忌奉行“考核标准”
■张 鹏 王 欣

前不久，习主席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
部培训班上，就中青年干部如何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奋勇争
先建功立业发表重要讲话后，军队广大官兵特别是年轻干
部迅速学习领会并付诸于行。这里，我们选刊 3篇来稿，以
期激励年轻干部更好昂扬精气神、建功新时代。

——编 者

长城论坛

年轻干部能力不足，可以通过不

懈努力来弥补；但如果对党不忠诚，

人生之路必然南辕北辙。正因为如

此，习主席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上强调，“对党

忠诚，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

“天下至德，莫大于忠。”对党忠

诚，是一名共产党员对党和人民的

伟大事业高度热爱的朴素情怀。对

党忠诚，就会正确面对生与死、得与

失、荣与辱，就能克服千辛万苦的考

验，永不屈服；就能斩断名缰利锁的

羁绊，永不变节；就能笃定无怨无悔

的志向，永不回头。我们党一路走

来，经历了无数艰险和磨难，但任何

困难都没有压垮我们，任何敌人都

没能打倒我们，靠的就是千千万万

党员的忠诚。

当今社会，思想观念多元多变，

不同人有不同的价值排序。越是这

样，年轻干部越需要对党忠诚。对党

绝对忠诚，要害在“绝对”两个字。事

实证明，党员在忠诚度上哪怕欠缺

1%，这1%都可能导致信念滑坡、政治

变节，成为被敌人撕开的一道口子，

进而使剩余的99%也难以守住，以至

于由“不纯”蜕变为“不忠”，“立身一

败，万事瓦裂”。年轻干部只有不断

砥砺对党忠诚的品质修养，才能始终

定住心神，站稳脚跟，挺起脊梁。

忠诚，是共产党人政治品质的本

质和核心，是革命军人的本色和灵

魂。军人是否能做到一心一意、一以

贯之的忠诚，与成长进步密切相关。

战争年代，正是因为我军官兵对毛主席

和党中央指挥电报“嘀嗒”声的绝对服

从，才打了一个又一个胜仗。和平年

代，更需要广大官兵把军魂融入灵魂，

让军旗跟着党旗飘，党叫干啥就干啥，

不讲条件、不打折扣、不掺水分，为了

党和人民的利益随时牺牲一切。

对党忠诚，除了要像“站立在海上

的岩石一样，经得起海浪的冲击”外，

还需勇于担苦、担难、担重、担险，以实

际行动诠释对党的忠诚。是否敢于担

当，检验着年轻干部对党忠诚的纯度、

硬度与高度。大是大非面前敢亮剑、

歪风邪气面前敢斗争，面对矛盾敢于

迎难而上、面对挑战敢于挺身而出，方

能以看齐追随、敢打必胜的政治态度，

为党为民、献身国防的政治定力，言行

一致、赤胆忠心的政治操守，时刻为党

和军队的事业奉献一切、奉献一生。

（作者单位：68031部队）

砥砺对党忠诚的政治品质
■刘小东

习主席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强

调，年轻干部要时刻警醒自己，培育

积极健康的生活情趣，坚决抵制享乐

主义、奢靡之风，永葆共产党人清正

廉洁的政治本色。这警醒各级领导

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千万不能在生

活情趣上打开“缺口”。

生活情趣是指人们对待生活的态

度和志趣，有雅俗之分。方志敏曾自题

联话悬于卧室：“心有三爱，奇书、骏马、

佳山水；园栽四物，青松、翠竹、白梅

兰。”像这样健康高雅的情趣爱好，能陶

冶情操、提高修养。而不良生活情趣则

会滋长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

主义，会损害健康、败坏道德、带坏风

气。正如一位外国作家所说：“人的品

格，可以从他所读的书中判断，犹如可

以从他所交的朋友判断出来。”

党员干部的生活情趣，不仅反映

出个人爱好、生活格调和欣赏品位，

也反映出党员干部的精神境界、价值

追求和生活作风。比如，毛泽东同志

喜欢游泳，并多次“万里长江横渡”，

显示出他那“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

庭信步”的宽广胸怀和坚定信念。再

如，陈毅元帅爱好写诗，一生写了300

多首脍炙人口的诗，生动见证了一个

革命者的战斗风采和心路历程。

古人云：“好船者溺，好骑者堕，君

子各以所好为祸。”领导干部的爱好和

情趣，很容易成为别有用心之徒投其

所好的突破口：你好吃，就投之以甘

饴；你好喝，就投之以佳酿；你好色，就

投之以粉黛……有不法商人一语道破

官员爱好与贪污腐败的关系：“不怕领

导讲原则，就怕领导没爱好。”

生活情趣绝非生活小事、个人私

事。领导干部应把自己的兴趣爱好

与党性修养结合起来，与反腐倡廉联

系起来，摆正个人爱好与工作的关

系，划清个人爱好与权力的界限，不

因个人爱好而贻误工作，不因个人爱

好而掉入陷阱，不因个人爱好而迷失

方向。各级党组织也应管住党员干

部的生活圈、娱乐圈、社交圈，把生活

情趣是否健康作为识人用人的重要

方面，努力使每名党员做到爱之有

道、好之有度、玩而有品、乐不丧志。

（作者单位：武警山西总队）

培育积极健康的生活情趣
■陈 强

长城瞭望

玉 渊 潭

画里有话

什么时候党的纪律

严明，党的战斗力就会

增强，党的事业就会蓬

勃发展；什么时候党的

纪律松弛，党的战斗力

就会削弱，党的事业就

会遭受挫折。抓纪律建

设，必须坚持不懈、坚定

不移、坚忍不拔。

漫画作者：乔 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