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员人数较多或者党员工作地、居住地比较

分散的党支部，按照便于组织开展活动原则，应当

划分若干党小组，并设立党小组组长。党小组组

长由党支部指定，也可以由所在党小组党员推荐

产生。

党小组会一般每月召开 1 次，组织党员参加政

治学习、谈心谈话、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

相关链接

编者按 党小组是党的最末端神经和触角，党小
组组长对于组内成员的现实表现和思想状况有着最
直接的了解，是动散条件下锤炼党性、解决问题、化
解矛盾的重要一环。当前，随着野外驻训逐步展开，
在演训节奏紧、任务转换快、人员分布散等情况下，
发挥好党小组组长功能作用尤为重要。各级党组织
要抓好党小组组长队伍建设，调动党小组组长履职
尽责积极性主动性，力争把一线工作做实在一线，使
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更加坚强。本期，我们介绍
几位党小组组长的工作体会。

在演训一线站好“前沿哨”
——基层部队党小组组长在动散条件下发挥功能作用的调查与思考

工作经历③

工作经历②

前不久，接到上级指示,要求我们单

位机动前出，执行某野外驻训任务。

我担任值班员的一天早上，指导员点

名时没来。我让一名战友去叫他，指导员

一路小跑过来后，说昨晚加班到很晚。过

了几天，党小组召开一次会议，身为党小

组成员的指导员又出现了迟到现象。

驻训任务间隙，党支部要求以党小

组为单位，对党员前期执行任务情况进

行一次评议。组织党小组会时我犯了

难：指导员近期两次迟到的事，到底该不

该指出来？说出来会不会伤指导员的

“面子”？

思忖再三，我感到党性原则高于一

切。既然发现了问题，就不能视而不见，

更不能藏着掖着。

党小组会上，我对每名成员进行了

客观评议，该表扬的表扬，该批评的批

评。评议指导员时，我开诚布公“放了

炮”：“连队任务多、驻地分散，但精神状

态不能散。该同志在未请假的情况下两

次出现迟到现象，说明对自身要求还不

够严格”“要带队必须树好形象，严别人

先要严自己”……讲评时，有党员向我使

眼色，但我坚持说了下去。

讲评完毕，指导员表示虚心接受，在

党小组会上做了诚恳自我批评。

会后，指导员又找到我，笑着说：“好

你个石育宁，批得我脸红发烫啊，讲党性

就得有这股较真劲！”听了指导员的话，

我的心放了下来。

野外驻训数月后，由于高强度任务

转换，武器装备经常出现问题故障。一

次 雷 达 机 动 转 移 后 ，装 备 又 出 现 老 毛

病。于是我决定在任务间隙召开一次党

小组会，带领大家找问题、刨根源。

会上，个别党小组成员分析问题时，

把更多原因归结到客观条件或其他人负

责的环节上。

轮到我发言时，我分析说，驻训初期

大家精力比较集中，装备操作和维护保

养标准较高，可驻训较长时间后，个别同

志思想有所松懈，工作标准也有所降低，

这才是故障率增加的问题所在。“说到底

还是责任心不够强，装备操作和维护保

养不够精心！”

听了我的发言，大家都比较认同。

随后，每名党员又重新开始剖析自身存

在的问题，认领相关责任，对其他同志的

批评也更加鞭辟入里。

这次会后，装备故障率果然大幅降

低。有一次，分队接到一项重要机动任务，

雷达装备满负荷运载，未发生一起故障。

（孙 阳、本报记者刘亚迅整理）

敢于批评，不做和气“老好人”
■东部战区海军某雷达旅党小组组长 石育宁

党小组是落实党的工作的“前沿阵

地”，党小组组长必须守好这个阵地。对

这一点，我有切身体会。

一次赴高原驻训，党小组成员、新任

排长小谢一开始对高原艰苦环境感到不

适，状态不太稳定。我曾想过找他谈一

谈，但转念一想，小谢是干部，党龄也不

短了，应该能够自我调节好，我这个小组

长就别“多管闲事”了。

在随后一次防空分队拉动演练中，

谢排长思想状态仍然欠佳，精神难以集

中，还对战斗方位判断失误，导致分队吃

了败仗。

演练结束，我深刻意识到，处于最

末端的党小组组长必须主动作为，要了

解掌握党小组成员思想状况，发现苗头

及时开展谈心谈话活动。

从那以后，我注重从细节入手，了解

掌握党小组每名成员的思想状态。有段

时间，中士小李总喜欢一个人闷在宿舍，

参与学习训练不积极，与身边战友聊天

时，透露出“我年底要退伍，没啥太大追

求了”的思想。

发现问题后，我立即开展谈心交心，

询问他为何产生“歇歇脚”的想法，直接

指出这种“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思想，与

党员应有的形象作风不符。

这番坦诚交心，让小李红了脸、出了

汗。谈心最后，我问他：“再过不久就要

进行实弹演练，你觉得自己应该拿出怎

样的状态？”

“看我的实际行动。”小李这样说。

随后演练中，他作为第一炮手，打出了首

发命中的成绩。这次“拉袖子”提醒起到

了良好效果。

还 有 一 次 ，我 留 意 到 上 士 小 杨 爱

跟 身 边 战 友 发 牢 骚 ，说 连 队 干 部 野 外

驻 训 管 理 太 严 格 。 发 现 问 题 后 ，我 及

时 与 小 杨 沟 通 了 解 情 况 。 谈 心 时 ，小

杨 说 出 了 发 牢 骚 的 原 因 ，原 来 部 队 到

高 原 驻 训 后 通 信 信 号 不 好 ，小 杨 与 未

婚 妻 有 了 矛 盾 无 法 及 时 沟 通 ，导 致 心

态有些浮躁。

我一边对小杨进行安抚疏导，一边

向党支部汇报情况。党支部立即积极协

调 ，多 给 小 杨 与 未 婚 妻 进 行 沟 通 的 机

会。经过反复沟通，两人消除隔阂重归

于好，小杨的工作干劲又回来了。

我看时机比较成熟，又和小杨就党

性觉悟等话题进行了一次认真谈话，告

诉他党员保持先进性要始终如一。小杨

表示要牢记党员身份，始终保持共产党

员的好样子。

（张金海、胡世坚整理）

主动沟通，发现苗头及时谈
■新疆军区某团党小组组长 李 振

野外驻训时，连队分散点位多，任务

节奏转换非常快，党小组集中开展学习有

些难度。以前我经常把收集整理的学习资

料分发给组内党员，让大家以自学为主。

可这样的学习成效不明显。前不

久，在组织一次党史学习教育专题讨论

时，我随便问了几个问题，发现能准确回

答的人不多。有几名党小组成员反映：

“最近飞行保障任务重，大家都是靶场、

机场两头跑，顾不上看学习资料……”

这种情况引起了我的思考。在动散

条件下，党组织很难对党员学习情况进

行一一督导。党支部管不过来，党小组

发挥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经过研究思

考，我决定改进工作方法。

“同志们，下次党小组会，我们将学

习讨论党的诞生这一专题。马克思主义

是怎样在中国传播的、党的早期组织是

怎样建立的……请每人认领一个课题进

行学习研究，届时与大家分享。”通过建

立这种学习共享机制，我尝试提高党小

组成员的参与度，激发学习内动力。

这种方法果然收到了成效。下次党

小组会上，党小组成员都对自己的课题

有比较深入的学习思考，还能触类旁通

对他人的讲解进行补充。

积极学习的氛围营造出来了，却依

然难以避免个别党员在学习中“随便记

记”“走个过场”等问题。一次党务知识

学习问答中，党员小杨对《中国共产党军

队委员会（支部）工作规定》中一些要点

理解不深。开展谈心时，他坦言觉得理

论学习对他帮助不大，想全身心投入训

练备战，在上级组织的比武中摘金夺银。

掌握思想情况之后，我有的放矢，与

小杨分享了自己的一段经历。刚担任排

长时，我对理论学习也有些不以为意，但

很快就发现干工作常抓不到重点。这时

我才明白，学习理论知识、文件精神，能

更好把握工作方向与重点。随着理论学

习不断深入，我开展工作也更得心应手。

我的经历让小杨很受触动，他表示

会立即加强学习。我趁热打铁帮他明确

近期学习重点，制订了学习路线图与计

划表。随后，我不忘积极跟进，训练间隙

经常拿几个小题考考他，和他聊学习心

得，为他答疑解惑。

慢慢地，小杨学习进步明显。他表

示，理论越学越明白，自己训练也越来

越有劲！

（刘艺爽、王文龙整理）

靠前督导，当好学习组织者
■中部战区空军某场站党小组组长 林 森

工作经历①

认真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军队委员会（支部）工作规定》

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

心。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

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党

员干部只有把这门必修课学好，才能

筑牢信仰之基、从政之基、廉政之基。

随着党史学习教育不断深入，一

本《修炼共产党人的“心学”》成为一些

基层单位的生动教材。信念、动机、自

信、敬畏、底线……翻看这本书，16 个

关键词铺陈起共产党人“心学”修炼之

路，数百个正反典型比较分析，给人以

深深启示。

前不久，记者见到了该书作者、有

着 50 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刘纪舟。刘

纪舟是一名转业军人，先后在军地多

部门任职，长期从事政治工作和纪检

工作。

虽已转业多年、退休数载，但刘纪

舟言谈举止中仍保持着军人的气质作

风。谈起共产党人的“心学”，他感到，

党员的党性不是随党龄增长和职务提

升而自然提高的，不加强修养和锤炼，

党性不仅不会提高，还可能会降低，甚

至完全丧失。现实中，个别党员思想

改造不自觉、不彻底，党性不纯、意志

不坚，甚至忘了本心初心。

“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

言、立德基石，必须在严格的党内生活

锻炼中不断增强。”他告诉记者，党员

干部修炼“心学”，首先要从心理上正

确认识，增强思想自觉，让永葆清廉和

积极作为成为心理常态和自觉方式，

这样才能堂堂正正地从政干事。

深 刻 的 认 识 ，来 源 于 深 刻 的 经

历。在部队工作时，刘纪舟曾参加过

一些案件的查办。有一次，某部个别

财务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同银行及社

会人员相勾结进行放贷，产生较大不

良影响。剖析案例，刘纪舟深有感触

地说，腐败行为在后，腐败心理的滋生

必然在前。违法人员缺乏的是一份对

党性、对岗位、对法纪的敬畏之心。这

些走向腐败的党员干部往往自恃权大

于法、不愿把自己关进法纪的笼子里，

在个人欲望、虚荣心和不良政绩观等

影响下，最终背离了初心使命、背离了

党性原则、受到了法纪惩处。

转业到地方工作后，刘纪舟深度

参与地方反腐败工作。有一次，他参

与查办了驻地一起“社保资金案”。个

别党员领导干部被金钱美色围猎，为

不法商人非法获取社保资金打开方便

之门，最终走上违法道路。办案时，他

常陷入深思，深切感到理想信念缺失

对于党员干部来说是毁灭性的，一些

党员干部都是在“温水煮青蛙”中丧失

了党性原则，在一步步背弃理想信念

中丧失灵魂，最终导致精神缺钙，失去

了道德和法纪的底线。

“为官在任要保持君子之交的心

态，慎防朋友圈变成腐败圈。”刘纪舟

感言，对党员领导干部来说，交友不再

是单纯的志趣问题，不再是“八小时之

外自己的事”，而是必须慎重对待的重

要问题。纵观一些落马贪官，案发前

都喜欢编织破坏生态的政治攀附圈、

官商勾结的权钱交易圈、相互提携的

老乡圈等，这些“圈子”多了，很容易滑

入贪腐深渊。

亲身参加军地反腐败一线工作，

亲眼目睹党的十八大以来一批党员干

部甚至高级干部因腐败而落马，刘纪

舟 常 常 思 考 总 结 。“ 党 性 修 养 和‘ 心

学’，是学思践悟的统一，是主观和客

观的统一，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刘

纪舟感到，共产党员无论身处什么环

境都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把修炼

“心学”作为锤炼党性的重要内容。

刘纪舟还从心理学角度谈到，修

炼好“心学”，需要不断强健心灵，扫除

心理阴霾，坚定前行脚步，真正实现自

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

高，始终做到“治心”为上，让心灵家园

种满廉洁之花，追求“不想腐”的高尚

境界。

一名纪检干部为何结缘心理学？

这得从刘纪舟参加一次心理学培训说

起。虽然培训只有 8个课时，他却从学

习中发现，有不少人专门研究犯罪心理

学、教育心理学等心理学分支，而“腐败

心理学”这一领域却少有人涉足。于是

他下定决心在这个重要领域潜心耕耘。

结合既往工作经验和退休后的思

考，刘纪舟购买大量心理学书籍，开始

尝试从心理学的角度剖析腐败官员的

心理演变过程。经过 5 年酝酿，《落马

贪官的腐败心理：腐败心理学研究》终

于出版。该书基于腐败行为案例，对

腐败心理的类型，腐败心理的产生、演

变过程及规律进行细致研究，使反腐

倡廉有了很强的针对性。

书籍出版后，刘纪舟觉得自己还可

以做得更多。他感到，这些年来，自己身

边也不乏先进典型。一些与他一起工

作的领导干部，不论官职大小，始终保持

优良作风，工作中不搞特殊，身体力行走

遍基层单位，深入群众调研党风廉政建

设情况，了解掌握第一手资料，用实际行

动和政绩践行了如何做“想干事、会干

事、干成事、不出事”的党员干部。

于是，他继续潜心阅读和研究，在

《修炼共产党人的“心学”》一书中，运

用正反典型对比的方式引导党员干部

克服种种不良心理，加强党性修养。

“刻苦写作，更是快乐写作。”如

今，著书立说已成为刘纪舟生活的一

部分。他说，自己会持续关注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继续以笔当枪，

宣传党的创新理论，发挥好一名老党

员的光和热。

上图：党史学习教育中，刘纪舟

（左）与年轻纪检监察干部一起学党

史，讲“心学”。 樊 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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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6 月上旬，第 71 集团

军某旅作战支援营将党的创新理

论学习课堂搬上演训场。图为党

小组组长叶家辉在训练间隙组织

党员开展理论学习。

薛维高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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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风采

右图：党史学习教育中，联勤

保障部队第 984医院组织党员到

院史馆上党课，讲述文物蕴含的

优良传统，引导党员赓续红色血

脉，激发强军动力。

刘 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