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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理想高于天。习主席指出：“崇

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

的政治灵魂，是人民军队的精神支柱。”

人民军队之所以能够攻坚克难、战无不

胜、发展壮大，关键是有马克思主义理论

武装，有崇高理想信念，有为理想信念而

英勇献身的崇高追求。前进道路上，人

民军队必须矢志不渝坚持崇高理想信

念，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敢于为崇

高理想信念而奋不顾身。

一

95 年来，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

的斗争实践，充分彰显了理想信念的伟

大力量。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是革

命军人的政治灵魂，是克敌制胜、拒腐防

变的决定性因素。

革命军人的政治灵魂。我军作为执

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从诞生之日

起，就在党的旗帜下战斗，始终以党的信

仰为信仰、以党的理想为理想。1927 年

贺龙在安民告示中就写道：“此次南昌起

义，原为救国救民。转战千里来粤，只求

主义实行。”这个“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

信仰、共产主义理想。此后，我们坚持用

这种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并

用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从而

使坚定的理想信念成为人民军队完全区

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

成为我们这支军队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

神支柱。在革命战争年代，有人这样认识

红军：红军为什么打不散，散了还会回来，

主要是共产党、红军有信仰，甚至每一个

兵，都有信仰。

克敌制胜的决定因素。物质的原因

和结果不过是刀柄，精神的原因和结果

才是真正锋利的刀刃。聂荣臻元帅说：

“我们之所以能打胜仗，除了靠正确的机

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避实以就虚之外，主

要靠压倒敌人的士气。士气从哪里来？

靠广大指战员的阶级觉悟，知道为何而

战。”95 年来，从艰苦卓绝的井冈山斗争

到千难万险的长征路，从硝烟弥漫的抗

日战争到摧枯拉朽的解放战争，从坚决

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的英勇斗

争到抢险救灾、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的顽强拼搏，从支援国家经济社会建设

的无私奉献到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实

际行动，一代又一代革命军人不惜流血

牺牲，靠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信仰，为的就

是共产主义理想。

拒腐防变的“压舱石”。一个政党的

衰落，往往从理想信念的丧失或缺失开

始；一支军队的溃散溃败，往往从思想领

域、灵魂领域开始。东欧剧变、苏联解体

的教训警示我们：精神上的东西丢掉了，

就会变质变色；灵魂上的东西守不住，就

会失魂落魄。理想信念是革命军人精神

上的“钙”。在我军历史上，从来没有一

支成建制的队伍被敌人拉过去，也没有

任何人能够利用军队来达到其个人目

的。正是因为有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

我们这支人民军队才能始终听党话、跟

党走，无论形势如何变化，无论情况如何

复杂，都不会迷失方向，始终保持最坚定

的政治本色。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

锐复杂，铸魂与蛀魂、固根与毁根的较量

一刻也没有停止。广大官兵更应该坚定

理想信念，坚决同一切危害党的领导和

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言行作斗争，筑牢

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

二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

着而为信念。崇高而坚定的理想信念，是

人民军队一路走来始终高擎的不熄火炬，

是党赋予的红色基因和初心本真。

坚定信仰信念最重要的是坚定“四个

自信”。95年来，人民军队之所以能在硝

烟弥漫的斗争中淬炼成钢、在乱云飞渡的

复杂环境中笃定前行、在泰山压顶的巨大

压力下巍然屹立、在糖衣炮弹的轮番轰炸

下永葆本色，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是关键

所在。习主席指出：“在新时代，坚定信仰

信念，最重要的就是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

自信。”革命军人要进一步坚定“四个自

信”，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

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始终做理想信念的

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

对党忠诚是对理想信念坚定的最好

诠释。理想信念坚定和对党忠诚是紧密

联系的，理想信念坚定才能对党忠诚。

衡量党员干部是否有理想信念，关键看

是否对党忠诚。检验党员干部是不是对

党忠诚，在革命年代就要看能不能为党

和人民事业冲锋陷阵、舍生忘死，在和平

时期也有明确的检验标准。比如，能不

能坚持党的领导、能不能坚决贯彻执行

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能不能严守

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能不能坚持

党和人民事业高于一切等，都是对党忠

诚的直接检验。革命军人坚定理想信

念，不仅要对党忠诚，而且要突出“绝对”

两个字，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就是唯一

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

没有任何水分的忠诚，这明确了新时代

对党忠诚的纯度和程度。做到绝对忠

诚，必须一心一意、一以贯之，必须表里

如一、知行合一，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

不改其心、不移其志、不毁其节，做对党

最赤胆忠心、最听党的话、最富有献身精

神的革命战士。

高举旗帜、听党指挥是坚定理想信

念最集中的表现。军魂永不变，军旗永

向党；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高举

旗帜、听党指挥，集中反映了我军的性

质和宗旨，是党和人民对军队的根本政

治要求，也是人民军队坚定理想信念最

核心最紧要的体现。在硝烟弥漫的峥

嵘岁月，千千万万革命将士矢志不渝听

党话、跟党走，在南征北战中浴血奋斗，

在 艰 难 困 苦 中 勇 往 直 前 ，铸 就 了 拖 不

垮、打不烂、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钢铁

雄师。在和平建设时期，每当国家利益

受到挑战、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人

民子弟兵总是闻令而动、冲锋在前、逆

行出征，用铁心向党的行动谱写了一曲

曲感天动地的英雄赞歌。新时代坚定

理想信念，最紧要的就是深刻领悟“两

个 确 立 ”的 决 定 性 意 义 ，增 强“ 四 个 意

识 ”、坚 定“ 四 个 自 信 ”、做 到“ 两 个 维

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做到党

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

三

在开启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

化、进而把我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的新征程上，我们更应筑牢信仰之基、补

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坚守党的初

心使命，坚守人民军队政治本色，为推进

强国强军努力奋斗。

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坚定的

理想信念，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

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

刻把握之上。从一定意义上说，掌握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度，决定着政治敏感

的程度、思维视野的广度、思想境界的高

度。要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

最新成果，特别是要进一步学懂弄通做

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习近平强军思想，不断提高马克思主

义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不断增强政治

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

保持对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的清醒认知

和执着追求。要联系当前思想领域和军

事领域复杂形势，引导官兵在意识形态

斗争一线、在完成急难险重任务中淬炼

思想、锤炼信仰，强化听党指挥的政治灵

魂，确保部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

可靠。

各级领导干部率先垂范。“人不率则

不从，身不先则不信。”抓理想信念教育

最关键的是抓好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

数”，以“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革命

战争年代，喊一声“跟我上”和吼一声“给

我上”，一字之差，天壤之别。官兵信不

信，很重要的是看领导干部信不信、做不

做。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坚定理想信

念，从理想信念中获得察大势、应变局、

观未来的指路明灯，获得奋斗不止、精进

不怠的动力源泉，获得辨别是非、廓清迷

雾的政治慧眼，获得抵御侵蚀、防止蜕变

的强大抗体，带头真抓实干、廉洁自律、

维护军政军民团结，以行动作无声的命

令，以身教作执行的榜样，让广大官兵感

受到理想信念的强大力量，带动全军形

成知行合一、笃志躬行、矢志强军的良好

氛围。

充分运用党史军史浸润激发。党史

军史蕴含着丰厚的精神滋养，是最生动、

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发掘好、运用好

红色资源，开展红色传统教育是巩固和

升华官兵理想信念的重要途径。要推动

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教育引导

广大官兵从党的百年奋斗中感悟信仰的

力量，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

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不

断激发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向前发展的信

心信念。要善于利用驻地周边的红色资

源，通过拜谒革命烈士纪念碑、瞻仰革命

遗址、参观革命纪念馆和博物馆等活动，

用心用情用力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

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

教育引导广大官兵自觉把理想信念的火

种、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让革命事

业薪火相传、血脉永续。

推 动 理 想 信 念 教 育 常 态 化 制 度

化。坚定理想信念既要靠润物无声的

教育引导，也需要制度机制管长远、管

根本。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推动

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并将其

写入“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

纲要之中。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通过

立法确定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

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烈士纪念日，并举行了隆重活动，就是

要以制度化的形式教育人民牢记民族

历史、坚定理想信念，不忘来时路、砥砺

奋进路。要结合部队实际，不断推动理

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真正把理想

信念教育融入广大官兵日常工作和生

活之中，充分激发官兵练兵备战热情。

（执笔：董永在）

坚定理想信念 筑牢精神支柱
■习近平强军思想研究中心

强军要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军队党的建

设，对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军队党

组织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

署。党的十九大后，习主席决策召开

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明确要求把

我军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

力。基层党组织作为党在军队的神经

末梢，担负着建设和掌握基层部队的

重要责任，是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和各项任务的战斗堡垒，必须把基层

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过硬。

把握根本指向，筑牢听党指挥的

政治根基。要着力解决一些基层单

位重业务轻党务、重军事轻政治、重

工作轻思想等问题，在讲政治、抓政

治、严政治上常用力、使长劲，确保党

的领导一贯到底。要深化基层官兵

对“支部建在连上更要强在连上”的

理解，从政治的高度看清内在机理，

从历史的维度理清发展脉络，从现实

的角度认清重要意义，切实认识到基

层党组织是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

直达基层、直达官兵的末端环节。教

育基层官兵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

决定性意义，坚持既深化理论武装又

强化思想自觉，既加强教育引导又厚

植红色基因，既狠抓实践锤炼又培塑

精神作风，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强军

思想在官兵头脑里扎根，增强贯彻军

委主席负责制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

觉。提高基层官兵科学把握形势变

化、精准识别现象本质、清醒明辨行

为是非、有效抵御风险挑战的能力，

主动在复杂艰苦环境和急难险重任

务中摔打锤炼，不断提高政治判断

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积累政

治经验。

聚 焦 制 胜 优 势 ，锤 炼 备 战 打 仗

的过硬本领。军队党的建设必须紧

紧围绕能打仗、打胜仗来展开，成为

部队战斗力的倍增器。基层是战斗

力生成的源泉，亟须扭住备战打仗

抓组织强功能，把党的政治优势和

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切实把

为战导向立牢固。把备战打仗作为

基层党组织第一要务，始终坚持战

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时刻

以 打 仗 要 求 统 班 子 、带 队 伍 、育 人

才、搞建设，以整风精神纠治单纯任

务观点、“二八现象”、短视行为，从

思想观念、精力分配、资源统筹上做

到一切筹划围绕打仗、一切任务为

了打仗、一切安排保障打仗。切实

把 领 战 职 责 落 到 位 。 紧 盯 科 技 之

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坚持从议

战议训实起、从研战研训紧起、从实

战实训强起，突出指挥员主导，使其

带 头 进 入 战 场 、进 入 角 色 、进 入 情

况，带头练谋略、练指挥、练应变，深

入破解“五个不会”问题，着力提升

领兵打仗能力。切实把胜战斗志激

励好。坚持走好党的群众路线，发

扬“三大民主”凝聚胜战智慧，倡导

官兵一致增进战斗情谊，践行以上

率下激发血性胆气，把部队团结凝

聚 成 一 块 整 钢 ，让“ 战 地 党 旗 分 外

红”。

适 应 体 制 变 化 ，强 固 引 领 建 设

的 体 系 支 撑 。 突 出 建 强 体 系 这 个

关 键 ，优 化 机 构 设 置 、改 进 领 导 方

式，全面适应新体制下部队抓建要

求 。 首 要 的 是 规 范 组 织 运 行 。 把

组 织 链 深 度 嵌 入 指 挥 链 、管 理 链 ，

针对不同类型的基层党组织，坚持

依规设置、理顺关系、明确权责，构

建利于备战、便于管理的组织设置

运 行 模 式 。 关 键 的 是 建 强 书 记 队

伍 。 围 绕 基 层 党 组 织 书 记 主 要 职

责，坚持选准配强、培训帮带、实践

锻 炼 ，分 层 分 级 抓 好 预 任 集 中 培

训、能力补差培训、岗位常态自训，

紧 贴 形 势 要 求 抓 好 基 层 经 常 性 重

难点课题的集中研讨、经验交流和

难 题 会 诊 ，着 力 提 升 党 建 工 作 能

力 。 重 点 的 是 强 化 集 体 领 导 。 对

照实行“原则主导”、设立专责委员

等新要求，全面规范各级班子职能

定 位 、组 成 产 生 和 主 要 任 务 ，积 极

探 索 基 层 党 委 落 实 党 内 分 工 有 效

办 法 ，严 格 议 事 决 策 调 查 研 究 、专

业 咨 询 论 证 、个 别 酝 酿 制 度 ，特 别

是突出强化决策执行这个新亮点，

健全检查督导机制，构建“决议-执

行-监督-调整”闭合回路。

着 眼 全 面 从 严 ，打 通 管 党 治 党

的责任链路。从巡视巡察反馈、专

项督导调研、部队自身发现的问题

看，组织功能虚化弱化、党管党员踏

虚走空、制度落实流于形式等问题

在个别单位仍然存在。筑牢防范问

题的“防火墙”，就必须严肃党内生

活，严格落实组织生活制度，坚持从

交党费、过党日、上党课等基本要求

抓起，从思想汇报、谈心交心、民主

评议党员等基本制度严起，常态化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党内生活

的“辣味”提升党性淬炼的“纯度”。

必须将加强党员队伍建设作为组织

建设的重要任务，强化管党员、管干

部能力，发挥统思想、抓作风职能，

特别是对思想苗头、问题隐患做到

抓早抓小、敢抓敢管。必须用刚性

的纪律规矩约束，强化党员干部法

治观念和规矩意识，严格遵照党规

党纪立标尺、正秩序、划红线，依据

法规条例作决策、抓工作、促落实，

按照规章制度管住权、管住事、管住

人，真正让铁规生威、铁纪发力，强

化官兵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的纪

律自觉。

（作者单位：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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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独”，字面意思可以理解为：独

自一人时也能慎重从事，自觉恪守道德

准则。慎独历来是我国古代先贤所追

求和倡导的一种自我约束精神，也是广

大 党 员 干 部 应 当 具 有 的 一 种 修 养 境

界。正所谓，君子处世，无形亦守，所慎

在独。

《礼记·中庸》中记载：“莫见乎隐，

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没有比在

那些不易察觉的地方更能表现出君子

人格的，也没有比细微之处更能显示君

子风范的。历览前贤，品德高尚之人莫

不讲求慎独。东汉杨震面对故人送来

的十斤黄金和“暮夜无知者”的劝说，以

“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果

断却之；清朝叶存仁在离任时，僚属为

避他人耳目，趁夜色送来临别赠礼，他

当即以“月白风清夜半时，扁舟相送故

迟迟。感君情重还君赠，不畏人知畏己

知”一诗婉拒，为“君子慎独”留下了最

好的注脚。

慎 独 就 要 内 心 清 明 、内 外 坦 荡 。

“ 诚 于 中 ，形 于 外 ，故 君 子 必 慎 其 独

也。”大庭广众之下，人人都会谨慎行

事。而慎独之人，无论何时何地都能

将道德法纪存于心、守于行，即便在无

人监督的情况下依旧不逾矩、不放纵，

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地谨慎做事。“自

修之道，莫难于养心。”慎独，是一场战

胜自己的修行，最紧要的是守住自己

的内心，做到内心清明、内外坦荡。党

员干部唯有从小事小节守起，勤掸“思

想尘”、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

以内无妄思保证外无妄动，才能不囿

于 得 失 ，不 为 浮 名 所 迷 ，不 被 虚 利 所

惑，明心正道、怀德自重。

慎独就要笃行正道、表里如一。“凿

壁偷光”的故事脍炙人口，“谁知盘中

餐，粒粒皆辛苦”的诗句更是广为流传，

但人们却鲜知“凿壁偷光”的匡衡官至

丞相后利用封地之人的疏漏谋取私利，

写出《悯农》这一绝唱的李绅竟是骄奢

淫逸的酷吏。身居要职的他们忘记了

本该坚守的正道，一生努力付诸东流，

一世美名烟消云散。慎独是和慎微紧

密相连的。古人说：“勿以恶小而为之，

勿以善小而不为。”在加强自我道德修

养的路上，党员干部绝不能心存侥幸，

必须时常给精神补补“钙”，给自己敲敲

“警钟”。无论从事何种工作，无论担任

什么职务，党员干部都要“心不动于微

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始终牢记

初心使命，保持慎独慎微的修养境界，

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

荡为官，才能慎终如始，行稳致远。

（作者单位：69231部队）

在慎独中行稳致远
■赵 理 刘锦涛

群 言 集

理论灌输是我党我军思想政治教

育的基本原则和优良传统，在改造思

想、强化引领、塑造灵魂上发挥着极其

重要作用。但在实际工作中，理论灌输

仍存在讲不新、讲不透、讲不真、讲不活

的问题，这就要求教育者在理论灌输时

必须讲究方式方法，从形式到内容都要

努力贴近时代、贴近官兵。

在 彰 显 引 领 力 上 求 实 效 ，解 决 道

理“讲不新”的问题。当前，一些官兵

参加理论学习兴趣不浓，一个重要原

因是说理的新鲜度不够：有的内容陈

旧，一份教案管几年，举的事例、用的

数 据 都 是“ 老 黄 历 ”；有 的 时 效 性 差 ，

对 时 事 热 点 反 应 慢 ，总 是“ 炒 冷 饭 ”；

有的频道错位，话语脱离官兵不接地

气。理论灌输只有紧跟时代发展、把

准 官 兵 脉 搏 ，才 能 撬 动 心 灵 、激 起 共

鸣。要与时俱进优化内容，深入学习

贯 彻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思想，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最

新成果武装官兵，引导官兵深刻领会

蕴含其中的坚定信仰追求、历史担当

精神、真挚为民情怀、务实思想作风、

科学思想方法，等等。要紧盯国际国

内 大 事 要 事 ，解 读 时 事 热 点 ，为 官 兵

答 疑 解 惑 ，引 导 官 兵 正 确 认 识 形 势 ，

掌 握 好 党 和 国 家 大 政 方 针 。 紧 扣 官

兵 的 活 思 想 ，及 时 回 应 官 兵 关 切 ，把

箭射到靶子上，把道理讲到官兵心坎

上，做到“精准滴灌”。要创新话语体

系，注重讲好兵言兵语、网言网语、微

言微语，把深奥理论转化成官兵一听

就 懂 、一 学 就 会 的 大 众 语 言 ，让 理 论

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

在强化说服力上求实效，解决道理

“讲不透”的问题。当前，一些教育者由

于自身知识储备、经验阅历不足，对所

讲理论一知半解，导致官兵听得云里雾

里、一头雾水；有的习惯当“二传手”，拿

着书本、报纸和上级的提纲照本宣科，

让官兵感觉隔太远、够不着。要把道理

讲明白、讲透彻，就必须注重盘活教育

资源、优化教学队伍。领导干部要利用

主题教育、工作调研、蹲点帮建等时机，

给部队官兵上党课作报告，根据部队类

型、担负任务、官兵特点不同，有针对性

地搞好宣讲辅导，做到同一主题在不同

单位有不同讲法。上级机关要结合实

际深入开展理论服务走基层活动，邀请

专家学者、组织理论骨干扑下身子、沉

到一线，开展送课上门式理论服务，搞

好面向基层、深接地气的分众化宣讲服

务。基层部队要善于把厚重理论化整

为零，一个观点一个观点地讲，由浅入

深、循序渐进，让理论灌输落在经常、融

入日常。

在 提 升 感 染 力 上 求 实 效 ，解 决 道

理“讲不真”的问题。教育的力量在一

个“真”字，一旦脱离了“真”这个本质

属性，所讲道理便如同无根浮萍般苍

白无力。实践证明，理论灌输只要讲

述真理、表达真实、传递真情，官兵就

能 够 听 得 进 去 、听 得 明 白 、听 得“ 解

渴”。要讲真理扬正气。既理直气壮

讲好大道理、正道理、实道理，又有理

有据批驳和揭露各种错误思想观点，

对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坚持什么、抵

制什么必须旗帜鲜明、态度坚决。要

说真话道实情。真实是说理的生命，

讲的每句话都要实实在在，举的事例、

用的数据都要准确权威，来源于调查

和实践之中。要动真情用真心。注重

平等交流，学会换位思考，多从官兵的

视角分析、从官兵的需求出发，将心比

心、以心换心，让官兵在浓浓暖意中接

受思想洗礼。

在 增 强 吸 引 力 上 求 实 效 ，解 决 道

理“讲不活”的问题。随着时代发展，

官兵成分结构、知识基础、认知规律等

都发生了新变化，但理论灌输“跟不上

趟”的现象还存在，有的教育者不善于

借助多媒体、网络手段，习惯于唱“独

角戏”、搞“一言堂”。简单生硬的灌输

方式必然不被官兵所接受，必须因事

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要善于讲

故事，既要讲好英雄模范的故事也要

讲好普通官兵的故事，既要讲好历史

的故事也要讲好当下的故事，既要讲

好故事的全景也要讲好故事的细节，

真 正 把 故 事 讲 得 有 滋 有 味 。 要 强 化

“互联网+”思维，通过大数据、云计算、

虚 拟 现 实 等 技 术 ，借 助 图 解 式 、场 景

式、互动式等教学形式，推动理论灌输

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打造理论传播

“媒体矩阵”。要盘活红色资源，进一

步发挥好烈士纪念设施、革命文物等

红色资源凝心聚魂的作用，组织官兵

参观见学、现地感悟，从中感受创业艰

辛、体悟革命精神，把红色基因植入官

兵灵魂、融入官兵血脉。

理论灌输应讲究方式方法
■李俊桥 刘延源

工作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