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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的日子里，

我们不妨谈谈党性这个话题。

党员姓党，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

业、立言、立德的基石。领导干部什么时

候都不可忽视党性锻炼、党性修养。

老一辈革命家邓颖超有一个著名

的“党性二问”，即每个共产党员都要问

一问自己：“你是全心全意同党中央的

路线、方针、政策保持一致并努力奋斗

的呢，还是为自己的私利奋斗？党龄增

加了一岁，你的党性长一寸了没有？”这

是每名党员干部都回避不了的话题，一

生都要回答的课题。领导干部要坚守

党性原则，保持党员本色，就要经常用

“党性之问”检视自我。

1945 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上

指出，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集体主

义，就是党性。我们要使许多自觉的个

性集中起来，对一定的问题、一定的事情

采取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有统一的

意志，这是我们的党性所要求的。由此

可知，领导干部做到对党忠诚，始终与党

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保持高

度一致，自觉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才叫

有党性、党性强。如果不把党的事业和

人民利益放在心上、落到实处，那就丧失

了基本的党性原则、党性立场。

党龄愈长，党性愈强，这应该成为

一条普遍规律。然而，实践表明，“干

部的党性修养、思想觉悟、道德水平不

会 随 着 党 龄 的 积 累 而 自 然 提 高 ，也 不

会 随 着 职 务 的 升 迁 而 自 然 提 高 ，而 需

要终生努力”。这也说明，领导干部需

要 在 锤 炼 党 性 上 身 体 力 行 ，在 党 性 修

养上久久为功。只有不断改造主观世

界，加强品格陶冶，时刻用党章 、用合

格 党 员 的 标 准 要 求 自 己 ，才 能 做 到 党

龄增加一岁、党性长一寸。

党 性 是 坚 定 纯 洁 而 富 有 力 量 的 。

党性的魅力，彰显于无数优秀共产党人

的崇高风范和精神品格中。邓颖超常

说：“职位变了，只是加重了我对人民服

务的任务，加重了我的责任。”她一辈子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很好地回答了自

己提出的“党性二问”，是具有崇高党性

的 典 型 代 表 。 还 有 很 多 领 导 干 部 ，比

如，“在群众需要帮助的时候，真关心群

众”的焦裕禄，“宁肯少活 20 年，拼命也

要拿下大油田”的王进喜，“当领导的要

先 把 自 己 的 手 洗 净 ，把 自 己 的 腰 杆 挺

直”的谷文昌，“干革命要干到脚直眼

闭”的杨善洲，等等，他们都做到了党叫

干啥就干啥，党性随着党龄长。

从实际情况看，经过党的十八大以

来全面从严治党的洗礼，很多领导干部

的党性得到很大锤炼，作风得到很大提

升。然而，也有少数领导干部存在一定

的 党 性 差 距 。 有 的 不 思 进 取 、得 过 且

过，不想为；有的能力平庸、思路不清，

不会为；有的急功近利、盲目蛮干，乱作

为……如果任由这些党性不强的人占

着位子不干事，必将贻误党和军队事业

发展。诚如列宁所言：“徒有其名的党

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

常用“党性之问”检视自我，重在对

“国之大者”做到心中有数，努力为强军

兴军不懈奋斗、勤奋耕耘。“国之大者”就

是国之大要、国之大事、国之大计，关乎

发展全局、事业根本。未来 5 年，我军建

设的中心任务是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

标。这一中心任务，也是“国之大者”。

领导干部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知重负

重、苦干实干，为完成我军建设的中心任

务作出新的贡献，体现的不仅是能力，更

是党性；不仅是职责，更是忠诚。

党性是伴随每名党员干部的政治烙

印，是支撑理想信念的精神钙质。持之

以恒锤炼党性，目的是修正自我、革新自

我、提升自我。只有用实际行动回答好

“党性之问”，才能真正明白“共产党是什

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懂得“我是

谁、为了谁、依靠谁”这个重大命题。这

就要求领导干部自觉强化党性意识，增

强党性观念，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

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做到忠诚

于组织，站稳党的立场，坚守党性原则，

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在纷繁复杂

的形势中看清前进方向，在急难险重的

考验下保持政治定力，在攻坚克难的征

途上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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锤 炼 党 性 永 无 止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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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众多媒体开设“二十大

代表风采”专栏，重点介绍来自生产和

工作第一线、在各行各业作出突出贡献

的先进模范党员。这些先进模范党员

承载着时代的主流精神和价值取向。

广大官兵应主动学习他们的优秀品质

和精神风范，汇聚起奋进新征程、建功

新时代的蓬勃力量。

党的二十大代表是共产党员中的

优秀分子，具有先进性和广泛代表性。

从“红心向党、为党奋飞”的邱麟辉，到

“当好表率、走在前列”的胡存刚；从“敢

啃硬骨头、敢当急先锋”的张晓鹏，到

“ 为 导 弹 筑 巢 、为 打 赢 助 力 ”的 沙 子

呷 ……一个个党员代表心怀“国之大

者”，带头践行宗旨，立足本职奉献，永

葆作风本色，生动彰显了共产党员的初

心使命、政治品格和精神风范。

当前，我们要实现建军一百年奋

斗目标，更加需要与党员代表对标，向

党员代表学习，从而汲取奋发奋进、向

上向好的精神力量。每名官兵只有像

党员代表那样，将初心融进灵魂，把使

命扛在肩上，心无旁骛精武强能，全神

贯注干事创业，努力保持先进、争当先

锋，才能更好地为推进新时代强国强军

事业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创造属于

我们这一代人的业绩和荣光。

多学习党员代表的精神风范
■陈 新 刘润东

【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的背

后，彰显的是领导的力量、制度的

力量，是思想的力量、理论的力量，

也是奋斗的力量、斗争的力量。】

原创性思想、变革性实践、突破性

进展、标志性成果……近段时间，我们

感受最多的就是新时代 10 年的伟大成

就和伟大变革。

从“奋进新时代”主题展览，到“领

航强军向复兴”军队建设成就展；从专

题片《领航》，到大型电视纪录片《锻造

雄师向复兴》；从推出“非凡十年”专栏

文章，到出版《强军十年大事记》……不

同的宣传形式都充分反映了党、国家和

军队新时代 10 年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伟大成就，体现着大党担当，见证着

非凡历程，反映着奋斗精神，值得充分展

示、大书特书。在参观各种成就展时，有

的官兵看到了党的领导的伟大、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有的看到了国

家治理能力、变革突破动能；有的看到了

梦想的价值、奋斗的意义。而个别官兵

只看到了成就，未能看清成就背后的强

大力量。对每名官兵来说，体悟伟大成

就、体验伟大变革，不仅要看到物质表

象，还要看到精神内核；不仅要看到巨大

变化，还要看到推动变化的非凡力量。

只有这样，才能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

主动，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团结奋斗，在

新时代新征程上谱写崭新篇章。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

在党的坚强领导，关键在党的创新理论

指导。思想的火炬，照耀新时代；坚强

的核心，领航新征程。伟大成就的背

后，彰显着领导的力量、理论的力量、思

想的力量。新时代 10 年来，党、国家和

军队事业取得的一切成就，最根本的原

因在于有习近平同志作为党中央的核

心、全党的核心掌舵领航，在于有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

引。实践充分证明，“两个确立”是党在

新时代取得的最重大的政治成果、最重

要的历史经验，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各

项目标任务的根本保证。

制度优势是中国最大的优势，也

是成就事业的重要保证。伟大成就的

背后，体现的是制度的力量。10 年来，

无论是消贫困、控疫情，还是促改革、

保民生，我们总能战胜一个又一个风

险挑战，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这

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

大事的优越性。这一显著优势，是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本 质 特 征 的 具 体 体

现。10 年的成就告诉我们，道路行不

行 、制 度 好 不 好 ，实 践 是 最 好 的 试 金

石。只要始终不渝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我们就一定能在新的征程上

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伟大梦想，奋斗以成；天道酬勤，奋

斗必胜。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成就也是

奋斗出来的。10 年来，我们正是拿出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闯劲，踏石留印、

抓铁有痕的韧劲，不驰于空想、不骛于

虚声，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干好工

作，才得以收获累累硕果，开创崭新局

面。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新时代的

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

来、奋斗出来的。”事实证明，躺平不可

行，躺赢不可能，奋斗正当时。新的征

程上，发扬奋斗精神，依靠奋斗力量，不

断用汗水和热血书写强军故事，我们还

将创造新的更大奇迹。

“斗则得，服则失。”伟大成就的背

后，展示的是斗争的力量。新时代的发

展变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别

人恩赐的，而是通过不断斗争取得的。

就拿我军来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有效

应对外部军事挑衅，到震慑“台独”分裂

势力；从遂行边防斗争任务，到反恐处突

维稳……正是由于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我们才得以重整斗争格局、重构建设布

局，有力捍卫了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重整行装再出发，我们还需要坚定

斗争意志、增强斗争本领，以正确的战略

策略应变局、育新机、开新局，依靠斗争

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

赞颂成就是为了激发昂扬斗志，看

清成就背后的力量是为了赢得更大的

成就。广大官兵应从新时代的生动实

践和伟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

的决定性意义，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

想，知重负重、苦干实干，把青春和热血

挥洒在强军征程中，抓住窗口期、跑出

加速度、建出高质量，为实现中国梦强

军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单位：32602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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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路，百年潮，千年梦。

随着党的二十大的胜利召开，中国

共产党再次迎来高光时刻。

“风雨兼程、不可阻挡，伟大的中国

共产党，风华正茂、山高水长，昂首挺立

在新时代的征程上……”歌曲《领航》唱

出了无数中国人的崇敬和追随。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

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是

谁领航中国创造历史、开创未来？当然

是中国共产党。

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到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

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句诞生于革

命年代的话语，经过实践熔铸，已经拓

展为更加丰厚的内容。这一拓展，彰显

的是党的英明领导、党的丰功伟绩、党

的恒久魅力。

立 志 千 秋 伟 业 ，矢 志 砥 砺 前 行 。

101 年来，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

挠 ，创 造 了 新 民 主 主 义 革 命 的 伟 大 成

就；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解放思想、

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自信自强、守

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伟大成就。党和人民百年奋斗，书

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

史诗。

万山磅礴，必有主峰。党的十八大

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新的征程上，我们党的领导地位更加巩

固、领导作用更加凸显、领导优势更加

显著。

“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

展的‘定海神针’”“中国最大的国情就

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什么是中国特

色？这就是中国特色”“中国共产党领

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有中国共

产党的坚强领导，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为沉着应对各种重大风险挑战提供根

本政治保证”……习主席用一系列重要

论述深刻阐述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

极端重要性和科学内涵，为统一全党全

军全国各族人民思想提供了理论指南。

领航中国，离不开强大的组织。党

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使我们党拥

有了世界上任何其他政党都不具备的

强大优势，党中央一声令下，全党闻令

而动，党的领导“如身使臂，如臂使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尽锐出战，打赢

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

践行大国之诺，如期举办北京冬奥会、冬

残奥会；从不畏艰难，众志成城抗震灾、

斗洪水，到举全党全军全国之力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事实雄辩证明，“中国共

产党所具有的无比坚强的领导力，是风

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

有人评价，“中国之路越来越宽广、

中国之治越来越成熟、中国之理越来越

彰显”。

有外国领导人赞誉，“愿意了解和

借 鉴 中 国 的 发 展 经 验 ，特 别 是 减 贫 经

验”“坚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将开辟一

个新阶段”。

“神州多美好，强起来的民族知道；

今朝多美好，伟大的新时代知道。”新时

代 10 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

人民攻克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

办成了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可

以说，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仅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

的历史性成就之一，也是新时代 10 年伟

大变革的根本保证。

走过千山万水，仍需跋山涉水。今

天，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

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目标。越是接近目标，越是形势复

杂，越是任务艰巨，越要以坚持党的全

面领导汇聚各方智慧和力量。

正在召开的党的二十大，是在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

的大会，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事

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事关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

步指明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前进方向，是

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奋进新征程、夺取

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

容许枪指挥党。”我军是中国共产党缔

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坚持党的全面

领导，就是要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的建军

之本、强军之魂。95 年来，我军之所以

能够战胜各种艰难困苦、不断从胜利走

向 胜 利 ，最 根 本 的 就 是 坚 定 不 移 听 党

话 、跟 党 走 。“ 只 要 跟 党 走 ，一 定 能 胜

利。”新的征程上，无论战争形态怎么演

变、军队建设内外环境怎么变化、军队

组织形态怎么调整，军队都必须坚持党

的领导的唯一性、彻底性、无条件性，完

全地无条件地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往 昔 已 展 千 重 锦 ，明 朝 更 进 百 尺

竿。中国共产党的先驱李大钊同志说

过：“黄金时代，不在我们背后，乃在我

们面前；不在过去，乃在将来。”今天，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意气风发、奋勇争

先，亿万人民锐意进取、活力迸发，广袤

神州大地生机勃发、欣欣向荣。我们坚

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体

共产党员的共同努力，心往一处想、劲

往一处使，用好“有利条件”，走好“必由

之路”，一定能在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引

下，谱写新时代强国强军的壮丽篇章，

胜利到达民族复兴的光辉彼岸。

领航中国向未来
■颜杨柏 张 杰

某部在开展主题教育时，组织基层

官兵将单位战旗、奖章、老照片、荣誉册

等“红色家底”带上讲台，讲述背后的红

色故事。这种深盘“家底”、细数“家珍”

的做法，有利于引导官兵传承红色基因、

牢记初心使命，提振奋斗强军的精气神。

“红色家底”是革命先辈留下来的

传家宝，包含着我军的光荣传统和制胜

密码，是一支部队的精神财富和力量源

泉。对广大官兵来说，把先辈们用鲜血

和生命铸就的优良传统一代代传下去，

首先要知晓“红色家底”、感悟红色精

神。特别是一些转隶调整部队，由多个

单位合编组建而成，少数官兵对部队

“红色家底”还不够知底。“欲知大道，必

先知史。”理解并体悟“红色家底”的精

神意蕴和深刻内涵，官兵就会受到教育

感染，巩固升华理想信念，从而坚守心

中的“定盘星”，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根子上的东西要守住，传统上的优

势不能丢。各级党组织应做好让官兵真

知深知“红色家底”的工作。一方面，要对

本单位红色文物、红色人物、红色遗址等

认真梳理，清楚其根源和精神；另一方面，

还要坚持讲好红色故事，把红色火种植入

官兵心田，汇聚起强军兴军的磅礴力量。

对“红色家底”应知根知底
■曾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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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里有话

作者：周 洁

古人讲，腹有诗书气自华。但在个别

领导干部眼中，他们把书卷气等同于“书生

气”，甚至片面地认为书卷气与军队气质不

太相符，血与火的战场上不需要这个。那

么，新时代军队领导干部到底要不要书卷

气？这种书卷气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

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

坤。我军历史上，文武双全的将帅不胜枚

举，像刘伯承、罗荣桓、陈毅、粟裕、陈赓

等，个个饱读诗书，文能著书、武能胜战，

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历史告诉我们，武

而不文，不可称雄。当前，人民军队正迈

步在强军兴军的伟大征程上，无论是领导

建设发展，还是指挥备战打仗，领导干部

都需要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提升新本

领。只有手不释卷，才能腹有良策。

习主席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

主要负责同志，既要有比较丰富的自然科

学知识，又要有比较丰富的社会科学知

识，以不断提高决策和领导水平”。知识

就是力量。获得广博的知识，一个主要的

渠道是采自于书卷，得益于持久地读书学

习。读万卷书，是意气风发、指挥若定的

雄厚基础。领导干部要胜任本职，当务之

急就是要深度学习、厚实底蕴，了解军事、

历史、哲学，以及网络信息等知识，掌握现

代战争特点规律和制胜机理，真正让读书

学习成为一种生活理念、一种行为习惯。

书卷气涵养英气、彰显大气。对军

人来说，这种大气起码包含两个方面：

一个是战略素养。古之名将，“羽扇纶

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今之战

场，更加凸显智力制胜，尤需指挥员具

备“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韬略。这要

求领导干部积极学习战略，强化战略思

维，着眼全局、谋定后动，“胸中形势手

中策”。另一个是胜战勇气。书卷气与

敢打硬拼、英勇善战并不矛盾。未来战

争既拼血性，也拼智能。应对复杂困难

局面的智谋越多，化危为机、克敌制胜

的本领才能越强，勇气才能越大。

书卷气蕴藏正气。这种正气，可以

说是骨气、静气，是浩然之气。领导干

部是单位建设的指挥者和组织者，是引

领风气导向的“关键少数”，必须坚定信

仰，固守本心，坚持原则，永葆共产党人

的政治本色。只有带头多读书，静心修

身，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做到清白

做人、坦荡为官，才能立起新时代军队

领导干部的好样子。

能力所成，多是读而得、学而得、实

践而得。领导干部要扩容本领、提升素

质，靠多读书，也靠多实践。事实上，

“无字之书”也是书。领导干部积极投

身实践大课堂，向时代学习、向战场学

习、向对手学习，不仅有利于消化书中

内容，还有利于增加阅历、丰富经验，锤

炼过硬本领。

腹有诗书气自华
■张红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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