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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党史，就是一部践行初心、服

务人民的历史。党史学习教育搞得怎

么样，最终要靠实践来检验。正如习主席

所言，“学史力行是党史学习教育的落

脚点，要把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

德的成果转化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

世界的实际行动”。军队领导干部只有

坚持学史力行，不折不扣为官兵办实

事、解难题，才能充分体现教育效果，无

愧于百年党史。

办实事是党史学习教育的重点任

务和关键环节，是践行为兵服务的重要

体现。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广

泛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俯

下身子听呼声，全力以赴办实事，有效

提升了官兵的获得感幸福感。

然而，少数单位在办实事过程中也

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譬如，有的

办“投机型”实事，本应是组织应尽的职

责，却投机取巧，把官兵调整落编、送学

培训、探亲休假等正常事项列入清单；有

的办“拼凑型”实事，本该解决几个问题

就是几个问题，个别领导却政绩观错位，

明明只为官兵做了五六件实事，却硬拆

分成十件，以突出所谓的“政绩”；有的办

“应景型”实事，每逢上级检查，便匆匆让

部属随意列举几个项目，“一阵风”似的

解难，实际并未真正契合官兵的急需和

关切，等等。上述这些“实事不实、实功

虚做”的现象，给我们正在开展的党史学

习教育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应引起各

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的高度重视。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是否真心

为官兵办实事，反映的是态度问题，体

现的是感情程度。带着深厚感情做事，

官兵自然看得见、摸得着、体会得到。

那些把实事办好、好事办实的领导干

部，总是着眼官兵的实际需求，做到问

题不解决不撒手、官兵不满意不罢休。

事实证明，只要有感情，就会有办法。

领导干部多进行换位思考，多想一想

“假如是我遇到困难怎么办”，切实把基

层冷暖挂在心间、放在心头，才能增强

主动服务意识，及时解决官兵实际困

难。如果缺乏感情，心无诚意，就会滋

生把办实事“喊在口上、挂在墙上、写在

纸上”等形式主义问题。

办的实事到底实不实，官兵说了

算。常开门、懂需求、勤问策，实事才会

办到官兵心坎上。特别是随着经济社

会发展，官兵对工作、生活、学习有了新

期待，对职业规划和发展进步有了新期

盼，对父母赡养和子女教育有了新需

求。只有大力弘扬调查研究之风，紧跟

时代找准“靶心”，才能摸准脉搏、探得

实情，了解官兵实际需求。这就需要领

导干部多走进官兵中间，走到基层末

端，摸清他们的真实诉求，掌握他们的

“急难愁盼”。同时，也要懂得“基层是

最好的课堂，官兵是最好的老师”，坚持

与官兵一起分析问题症结，集思广益商

讨办法、提出对策，坚决避免“蜻蜓点水

走形式、轻轻松松走过场”的错误做法，

切实让基层官兵得到实惠、减轻负担。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能否把实事

落到实处，归根结底取决于各级领导干

部敢不敢刀刃向内、有没有斗争精神。

一方面，多和不良作风作斗争，从改变自

己开始，坚持基层至上、士兵第一，对官

兵付出更多的真心、细心、耐心，能立即

解决的困难第一时间解决，不能立即解

决的发扬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的精神，力

争做一件成一件；另一方面，多和因循守

旧思想作斗争，从过去的思维定势和习

惯做法中跳出来，勇于开拓创新，敢于啃

“硬骨头”，在斗争实践中把官兵的操心

事、烦心事、揪心事解决好，不断推动党

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不折不扣办实事
■吴宝传

长城瞭望

“愿将黄鹤翅，一借飞云空。”古往

今来，优秀的华夏儿女，怀着高飞的雄

心，奋力追逐着最美的“诗和远方”。

有雄心，就有无限的可能。东京奥

运会上夺得跳水女子单人 10 米跳台冠

军的全红婵，对训练的渴望无比强烈，

那是因为她始终记着爸爸的话——“要

为国争光”。32 岁的女子铅球金牌获得

者巩立姣，坚信“人一定要有梦想”，数

年来用自己的激情带热铅球这个冷门

项目。只要时刻保持一颗不息的雄心，

成功的硕果就会离我们更近。

“志之所趋，无远弗届，穷山距海，

不能限也。”体育健儿如此，革命人更是

如此。一百年前，革命的浪潮在中华大

地奔涌。“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好比大

松树冬夏常青，他不怕风吹雨打，他不

怕天寒地冻，他不摇，也不动，永远挺立

在山岭……”一个个壮志凌云，气冲霄

汉；一群群风华正茂，朝气蓬勃。数不

尽的革命人意气风发，齐声唤，“唤起工

农千百万”；挥斥方遒，舍命干，“风卷红

旗过大关”。

一路苦难、一路赶考、一路拼搏，革

命人为了心中的信仰从不停息。他们

以愚公移山之志，筚路蓝缕、风雨兼程，

从上海、嘉兴到南昌、广州，从井冈山到

瑞金，从延安到西柏坡，走过两万五千

里长征路，赢得 14 年抗日持久战，摧枯

拉朽地解放全中国，使“人间变了，似天

渊翻覆”。

雄心是将来的预言，哪怕只有一线

光明和希望，也可以鼓舞革命人走向很

远的路。中国无产阶级优秀诗人、左联

五烈士之一的殷夫，“不要荣誉，不要功

建，只望向真理的王国进礼”，置生死于

度外，只想做带给人间光明的普罗米修

斯。红岩英烈王朴，一个含着“金汤匙”

出生的富家子弟，为了支持革命事业，

说服母亲变卖家中所有田产，全部交给

党作为活动经费。无数革命英烈呕心

沥血，倾其所有，用青春吐尽芳华，在九

原板荡的岁月里为中华民族铺就了前

行的康庄大道。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雄心不经高飞，难逾天堑。爱人民，是

革命人立志成事的最高境界。大革命

时期，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从北京大学

毕业，拒绝了北洋政府的差事，“我不做

官，我要做人民的公仆，公仆就是大众

的长工”。新中国成立后，焦裕禄在风

沙最大时带头查风口、探流沙，在大雨

倾盆时带头蹚过齐腰深的洪水了解灾

情，心里装着全县的干部群众，唯独没

有他自己。革命人永远怀着高飞的雄

心，就是要出不辞劳、入不数功，“我将

无我，不负人民”。

不畏艰险，不辞辛劳，才能真正称

得 上 高 飞 的 雄 心 。 回 首 望 ，革 命 的 长

河里，“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

熊 罴 ”。 抗 美 援 朝 战 争 中 ，志 愿 军 战

士“ 一 把 炒 面 一 把 雪 ，枕 着 石 头 盖 着

天”，两条腿撵上了四个轱辘，硬生生

地 把 武 装 到 牙 齿 的“ 联 合 国 军 ”打 回

到 谈 判 桌 前 。 开 垦 北 大 荒 初 期 ，没 有

农具，近 10 万复转官兵就从日寇遗留

的 地 下 工 事 里 捡 来 炮 弹 皮 、废 铜 烂 铁

等自制农具，常年“早起三点半，地里

三顿饭，晚上看不见，锁头把门，烟囱

站岗”。

良金百炼不失其采，美玉百涅不渝

其洁。革命人面对困难和挫折，只会越

挫越勇。他们以青春的创造，成为中国

共产党的中坚；以朝日的光芒，照亮了内

忧外患下民族黯淡的心情。一百年犹未

老，一世纪正青春。革命人始终怀着高

飞的雄心，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一

棒一棒接力跑，一代一代齐奋斗，奔向的

是前程，赢得的是未来。

“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

颜色。无数的先烈鲜血染红了我们的

旗帜，我们不建设好他们所盼望向往、

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共和国，是绝对

不行的。”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们自

当赓续英雄精神，不负前辈丹心，坚定

“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意志，永葆“敢教

日月换新天”的激情，向着“将革命进行

到底”的远方，不惜奋斗的汗水，不止前

行的脚步，始终用高飞的雄心守护祖国

山河。

永 远 怀 着 高 飞 的 雄 心
■郝启荣 范承达

玉 渊 潭

近日，某部新型车载榴弹炮在参加

实兵实装对抗演练中，导调组将“敌”指

挥所设置在了山体反斜面。面对近乎

达到临界点的险难射击条件，指挥员果

断定下“敌在背面也要打”的决心，一举

命中目标。这种敢于在实战条件下挖

掘新装备潜能的做法值得借鉴。

武器装备是用来打仗的。挖掘装

备潜能，再也没有比实战条件下的特情

磨砺更好的办法了。尤其是新装备列

装部队之初，人装结合程度不高，实战

效能、打赢指数尚未明确，越是近乎实

战的极端练兵条件，越有利于摸清新装

备性能底数。如果总是畏首畏尾、怕这

怕那，就淬炼不出战场上得心应手的

“打赢利刃”。正如基层一位装备操作

骨干所言：“新装备捂起来越宠越娇气，

拉出去越磨越锋利。”

用什么样的态度和标准执行新装

备训练考核，往往就能形成什么样的新

质作战能力。据了解，某部列装新型导

弹之初便立起“练兵就要练到绝境”的

尺度，采取全天候应急拉动、复杂情况

随机导调等方式，最大限度掌握实战数

据，全方位探索实战性能，在实战化考

核中创造出火力打击新纪录。实践证

明，新装备战场上展现的“绝杀技”，源

于训练场上的千锤百炼。

新装备从列装到完成高水准实战

化运用，离不开战训深度耦合。在血与

火的战场上，作战节奏加快、战场态势

急速变化，对装备的单装操作、特情处

置以及人装合一的精准度，都提出更高

要求。只有平时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

战，大胆围绕新装备应急应战进行专攻

精练、深度挖潜，把技能练到极限、武器

用到极致，才能使新装备作战效能与未

来作战需求相适应。

当前，部队正值改革转型深入推进

之际，新装备陆续列装，为战斗力跃升提

供了“新引擎”。然而，少数单位新装备

挖潜意识并不强。有的穿新鞋走老路，

用旧装备训练方法抓新装备训练，对新

装备参数性能特点知之不深、掌握不透；

有的遇见恶劣天气就将装备入库，新装

备适应复杂情况能力得不到检验；有的

因新装备科技含量高、维修难度大，不敢

大胆训练、深度挖潜。

恩格斯指出，“枪自己是不会动的，

需要有勇敢的心和强有力的手来使用

它们”。一流的武器装备需要一流的训

练来提升打赢能力。当前，野外驻训正

在深入推进，为新装备挖潜提供了有利

时机。紧贴备战打仗改进完善考评标

准，注重在复杂战场环境操控武器装

备，敢于在极限运用中检验性能、发掘

潜能，才能将新装备练到最佳水平，推

动部队战斗力不断跃升。

新装备越磨越锋利
■张山群

再 过 两 天 ，就 是 第 37 个 教 师 节

了。在这里，向广大军校教员道一声：

您辛苦啦！

关于教师和学生的关系，习主席

指出：“今天的学生就是未来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力军，广大教

师就是打造这支中华民族‘梦之队’的

筑梦人。”教师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虽然军事院校的教员和地方院校

的教师都是以教书育人为己任，但教员

培养的主要是打仗型人才。今天的学

员就是未来战场上的指挥员，广大教员

就是打造这支“军中脊梁”的播火者。

我们常说，“欲育良将，先锻名师”。要

让学员一毕业就能走上战场、走向胜

利，教员必须成为懂打仗的名师，能更

好地传战争之道、授胜战之技、解打赢

之惑。

今年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

作部联合发布的 12位“最美新时代革命

军人”中，就有两位是军校教员。“善之本

在教，教之本在师。”他们以笔为剑，以讲

台为阵地，在军旗飘扬、军徽闪耀的地方

铸魂育人，无愧于“最美”称号。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前不久，

中俄两军成功举行“西部·联合-2021”

演习。据了解，军内外院校直接参加或

前来观摩演习的人员，共有 100 多人。

让教员走进“战场”，让科研成果进入演

习场，这是教员获得实战经验、落实以

战领教的有效举措。只有多一些懂现

代战争的教员，才能带出一批能打仗、

打胜仗的高徒。

法国元帅福熙曾说：“理论如果有

失误，那是因为理论家往往没有实战经

验。”在我军军事院校中，有一大批理论

功底深厚的教员，对培养我军高素质专

业化新型军事人才作出了突出贡献。

然而，进行“艰巨的战争准备”，培养“能

打仗的高徒”，仅有理论还远远不够，还

要有一大批懂打仗、具有丰富实战经验

的教员走上讲台，讲解最前沿的战争形

态、最实用的训法战法、最先进的武器

装备。只有这样，才能让军事院校做到

“源于部队、高于部队、用于部队”。倘

若教员没经历过实战化训练演习，连一

点实战经验都没有，如何能培养出直接

走向战场的学员？

选拔有丰富实战经验的人才当教

员，一直是我军的优良传统。抗战时

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十分重视抗大的教

学问题，坚持“把最知名的学者请来当

教员，把最优秀的学员留下来当教员，

把高级将领动员来当兼职教员”。抗大

的教员，大都有丰富的实战经验。正是

靠着这支为战育人的教员队伍，才得以

“一人学战，教成十人；万人学战，教成

三军；抗大抗大，越抗越大”。从 1936

年到 1945 年，抗大先后为我军培养 10

多万名优秀军政干部，为打赢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

演进，我国安全形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

增大，战争风险现实存在。这对军事院

校培养人才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从校

门直接走向战场”已成为现实需求。特

别是随着战争形态的不断演变，新质作

战力量和新型武器装备在战争中的应用

越来越广泛，迫切需要有丰富演习训练

经验、经过实战检验的教员走上讲台，真

正使教学内容适应未来战场、适应现代

战争、适应学员迫切需求。如果没有实

战经验，不懂战场、不知部队、不晓未来，

“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不仅会严重误人

子弟，更是对强军事业的不负责任。

实战锻造教员，教员必晓实战。让

教员获得更多实战经验，是人才强军亟待

解决的课题。一方面，军事院校要精选一

线指挥员到院校任教，同时把优秀教员选

派到部队代职，或参加重大军事演习、重

大课题攻关、重大战法创新，以丰富实战

经验用于教学育人。另一方面，作战部队

也要舍得把优秀指挥员推荐到军事院校，

使他们在育人岗位上发挥作用，切实做到

部队需要什么人才，院校就培养什么人

才、提供什么人才。

（作者单位：海军指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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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时评

漫画作者：周 洁

作风靠抓更靠带。培塑响当当的

风气，培养呱呱叫的兵，基层干部骨干

必须立起好样子、树起好形象。

曾被中共中央表彰为“全国先进基

层党组织”的某汽车团一连，是一个风

气建设的标兵单位。在这个连队，干部

骨干威信都很高，主要原因就是他们作

风过硬、形象过硬。多年来，连里形成

了许多不成文的规定：路况险峻，干部

骨干主动开头车；长途行车，干部骨干

担任午夜哨；装卸物资，干部骨干领头

干重活。连队干部骨干坚持凭公道立

信，靠正派聚人，在事关战士切身利益

的问题上，严格按原则和规定来，“天

线 ”再 高 不 予 特 殊 ，老 乡 再 近 不 搞 关

照。提起连里的干部骨干，战士们都很

服气，直竖大拇指。

形象重于生命，形象高于一切。在

基 层 工 作 生 活 中 ，干 部 骨 干 的 一 言 一

行、一举一动、一点一滴都代表一种形

象，无形中都在引导一种风气走向。形

象展示的是人格力量，有着强大的威信

力。人无威不严，无信不立。基层干部

骨干要想树威立信，首先要提升个人的

“形象指数”。干部骨干“形象指数”越

高，越会产生“不令而行”的威严威信，

单 位 的 风 气 建 设 也 会 不 断 向 上 向 好 。

反之，干部骨干“形象指数”低，不仅难

以让人信服，还会不同程度影响人心稳

定，破坏单位的政治生态，挫伤官兵干

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

骨干带头，万事不愁。邓小平同志

有一句名言：“连长指导员不以身作则，

就带不出好兵来；领导干部不做出好样

子，就带不出部队的好风气，就出不了战

斗力。”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基层带兵人

文化程度普遍不高，虽然讲出的道理并

不高深，但他们在官兵中的威信很高。

原因无他，就是能够身先士卒、模范带

头，始终走在战士的前面。正所谓，60分

的连长永远带不出 100 分的兵。干部骨

干的表率是最好的形象，是基层风气建

设最有力的动员。作为干部骨干，靠权

力指挥，更靠“身影”指挥。干部骨干严

格自律，干净干事，把真理力量和人格力

量统一起来，把“看我的、跟我上”落实在

行动中，战士就会干出好样子，基层政治

生态就会山清水秀。

事 实 证 明 ，干 部 骨 干 的“ 形 象 指

数”、威严威信和单位的风气建设紧密

联系在一起。近几年，随着全面从严治

党、全面从严治军的深入推进，基层干

部骨干大力弘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立

起了“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的好样子，

提升了在战士心中的地位，有力促进了

基层风气建设。

干部骨干的威信，上级封不来，权

力 压 不 来 ，唯 有 靠 形 象 赢 得 来 。 应 当

看 到 ，影 响 干 部 骨 干 作 风 形 象 的 因 素

有很多，任何一个方面做不到位，就可

能 影 响 或 降 低 干 部 骨 干 的“ 形 象 指

数”。现实生活中，少数干部骨干在作

风 形 象 上 还 有 一 定 差 距 ，有 的 爱 摆 架

子 、耍威风，对部属呼来喝去 、颐指气

使；有的自我要求不够严格，时常安排

战士干私活、办私事，对官兵送上门的

土 特 产 不 加 拒 绝 ；还 有 的 用 权 不 够 公

平公正，喜欢搞偏袒照顾那一套，对敏

感问题处理搞亲疏远近。诸如此类的

问题不解决，干部骨干的“形象指数”

必 然 不 会 太 高 ，在 官 兵 心 中 的 地 位 和

威信也会大打折扣。

干部骨干的“形象指数”不是一蹴

而 就 的 ，而 是 一 个 动 态 发 展 的 过 程 。

倘若不严格要求、严格约束，在一件小

事 上“ 开 了 口 ”，在 纪 律 规 定 上“ 越 了

界”，就可能造成“形象指数”的直线下

滑。因此，干部骨干要像重视“本领恐

慌”那样重视“形象恐慌”。一个人有

了恐慌感，就会产生忧患意识，主动改

造 自 我 、提 升 自 我 ，避 免 各 种 问 题 发

生。提升“形象指数”也一样，干部骨

干当常怀“形象恐慌”，一事当前多想

想是否违规违纪，是否处理不公，是否

放任自我，是否侵犯官兵权益，等等。

只 有 这 样 ，才 能 始 终 保 持 警 惕 性 敏 锐

感，从而避免不良风气侵扰，保持较高

的“形象指数”。

军人要有军人的样子。保持干部

骨干的好形象，除了对照老红军、老八

路的好作风，立起“四有”新时代革命军

人的好样子，还要严格落实《军队基层

建设纲要》的相关要求。《纲要》规定，

“建设政治合格、执行纪律合格、品德合

格、发挥作用合格的党员队伍”“建设对

党忠诚 、善谋打仗 、敢于担当 、实绩突

出、清正廉洁的军官队伍”“建设对党忠

诚、专业精通、爱岗敬业、作风过硬的军

士队伍”。干部骨干严格落实这些标准

和要求，不断加强自身修养，勇于自我

革命，就能展示个人魅力，赢得官兵“心

上的任命”，也必定能感召和带动基层

风气持续向上向好，为推动新时代强军

事业提供坚强作风保证。

“你的形象就是风气导向。”作为基

层干部骨干，须臾不能背离作风要求，

须臾不能忘记提升“形象指数”。

（作者单位：西宁联勤保障中心）

树威立信离不开“形象指数”
——推动基层风气建设不断向上向好系列谈④

■李 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