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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严字当头、一

严到底，严明纪律要求、整治歪风邪气、

弘扬新风正气。

习主席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强调坚

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这是从保持

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保证党和国家

长治久安的高度，对进一步加强党的作

风建设、纪律建设作出的战略部署，为

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坚决打赢反腐

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提供了重要遵循。

坚强的党性、优良的党风、严明的

党纪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鲜明

标识，也是百年大党饱经磨难而生生不

息、久经考验而百炼成钢的奥秘所在。

党性、党风、党纪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

体，党性是根本，党风是党性、党纪的外

在 表 现 ，党 纪 是 党 性 、党 风 的 重 要 保

障。党的二十大报告把纪律和作风建

设融为一体，体现了纪律建设与作风建

设不可分割的基本规律，坚持党性党风

党纪一起抓，正是对这一规律的遵循，

是新时代管党治党的有效途径。

为政之道，修身为本。党性是党员

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坚

持党性原则是共产党人的根本政治品

格 。 实 践 证 明 ，作 风 和 纪 律 问 题 只 是

“表”，背离党性、丢掉宗旨才是“里”。

因此，抓党风、严党纪，必先强党性。只

有思想上返璞归真，党性上固本培元，

才能消除产生作风、纪律问题的不良根

源。对广大党员干部来说，加强党性修

养 是 安 身 立 命 必 须 解 决 好 的 重 大 课

题。如同房间要经常打扫、镜子要经常

擦拭一样，党员的党性修养也需要在自

我修炼中检视、在自我约束中砥砺、在

自我改造中提高。始终坚持党性原则，

加强党性修养，以党性立身做事，就能

在练好内功、提升修养的同时，推动事

业发展，凝聚起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的强大力量。

党风正则事业兴。党的作风是党

的形象，是观察党群干群关系、人心向

背的晴雨表。回溯历史，红军好作风暖

了百姓心，“苏区干部好作风”广为传

唱，我们党赓续传承的优良作风，堪称

一个百年大党的显著标志。今天，作风

问题无小事，已经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

识。习主席强调：“我们党作为一个在

中国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对作

风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关

于 作 风 建 设 ，群 众 最 担 心 的 是 问 题 反

弹、雨过地皮湿、活动一阵风，最盼望的

是形成常态、常抓不懈、保持长效。迈

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亟待我们进一步完善作风建设长效

机制，把好传统带进新征程，将好作风

弘 扬 在 新 时 代 ，以 作 风 建 设 的 实 际 成

效，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

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作风建设每向前推进一步，制度层

面 就 加 固 一 层 。 习 主 席 指 出 ，党 要 管

党、从严治党，靠什么管，凭什么治？就

要靠严明纪律。进入新时代，党内法规

制定工作推进力度之大、质量之高前所

未有。现行近 4000 部有效党内法规中，

近十年新制定修订的占 70%以上。党

规党纪的笼子越扎越密，纪律执行机制

更加健全，纪律观念持续深入人心，全

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水平显著提高，纪律作为管党治党利器

的作用进一步彰显。奋进新征程、建功

新时代，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必须靠

严明的纪律作保障。广大党员干部既

要严格遵守党章党规，又要模范遵守宪

法法律，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各

项事业和各项工作。

令 严 方 可 肃 兵 威 ，命 重 始 于 整 纲

纪。作为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我军历

来以作风优良著称，靠纪律严明制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高度重视军队

作风纪律建设，制定和落实军委十项规

定及其实施细则，深入纠治“四风”，持

续推进专项清理整治，下大气力为基层

减负，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得到强

势 回 归 ，严 格 的 纪 律 规 矩 得 到 牢 固 树

立，军队政治生态得到有效治理。但要

看到，作风问题往往是顽瘴痼疾，抓一

抓好一点，放一放又来了。只有以永远

在路上的执着深入抓好作风建设，强军

兴军才有坚实基础和可靠保证。要发

扬钉钉子精神，以燕子垒窝的恒劲、蚂

蚁啃骨的韧劲、老牛爬坡的拼劲抓常、

抓细、抓长，做到善始善终、善作善成；

深化标本兼治，既针对面上问题的各种

表现猛药去疴、重典治乱，又从理想信

念、工作程序、体制机制等方面下功夫，

努力实现我军作风根本好转，永葆人民

军队性质、宗旨、本色。

强 军 事 业 在 召 唤 ，奋 进 征 程 竞 风

流。再过 5 年，我们将迎来建军一百周

年。前进道路上，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锚定目标、勇毅前行，

坚决用铁的纪律凝聚铁的意志、锤炼铁

的作风、锻造铁的队伍，以对党和人民

的绝对忠诚，以强大可靠的战略能力，

展现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胜利之师崭

新的面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

供战略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和人

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

司礼大队）

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
—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伟业⑦

■朱威明

目前，全军宣讲团正在部队宣讲党

的二十大精神，广大官兵怀着浓厚的兴

趣听取宣讲报告，气氛热烈，反响强烈，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热情

更加高昂。

实 践 证 明 ，学 习 方 法 关 系 学 习 能

力、影响学习成效。方法得当，就会事

半功倍、收获丰厚；方法不对，则会事倍

功半、劳而无获。习主席在主持二十届

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强

调：“新时代以来，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

创新是十分生动的，我们的学习也应该

是生动的，不能仅停留在记住一些概念

和提法。”生动的学习，意味着学习不能

在字面上原地打转，不能脱离实际凌虚

蹈空，而是要做到知其言更知其义，知

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学以致用、用以促

学，在审事悟道中找到“桥”和“船”，把

实践哲学变成哲学的实践。

当前，各级对学习这个首要环节抓

得很紧、力度很大，精神宣讲、理论辅导

层层推进，专题研讨、体会交流步步深

入。但也要看到，有的党员干部因缺乏

生动有效的方法，导致学习蜻蜓点水、

浅尝辄止；有的单位组织开展学习思路

单一 、方法陈旧，学习吸引力不足，等

等。由此可见，勤于学习，还要善于学

习，做到生动的学习。正如当年刘少奇

同志对马列学院学员所讲：“只努力而

方法不对，也学不到什么，自认为学到

了，也是假的，靠不住的。”

生动的学习，本质是全面的、系统

的 、富 有 探 索 精 神 的 学 习 。 党 的 二 十

大报告内容十分丰富，既有科学理论、

宏观思路 、指导原则 、战略思想，又有

新的重大判断、新的战略举措、新的工

作 部 署 、新 的 具 体 要 求 。 这 决 定 了 我

们的学习本身应当是生动的、鲜活的、

丰富的。首先，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

悟 原 理 知 原 义 ，在 学 懂 弄 通 做 实 上 下

功夫；其次，要把学与做结合起来，把

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

进去，通过学习做到至信而深厚、融通

而致用、执着而笃行，让自己的思维方

式 和 精 神 状 态 更 好 适 应 事 业 发 展 需

要 ，努 力 成 为 干 好 工 作 的 行 家 里 手 。

同时，学习过程中，既要继承和坚持过

去 形 成 的 有 效 方 法 ，又 要 探 索 和 运 用

体 现 时 代 特 征 、符 合 时 代 潮 流 的 新 方

法 ，积 极 采 用 互 动 式 学 习 、研 究 式 学

习、开放式学习等形式，广泛运用信息

网络技术平台，持续点燃学习热情、不

断扩大学习效果。

生 动 的 学 习 既 是 手 段 又 是 目 的 。

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曾批评一些

学风不正的人，仅仅把马列主义之“箭”

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

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开启充

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我们决不能做坐

而论道的清谈客，必须做起而行之的行

动者，真正把党的二十大精神用于指导

实践、推动工作，一步一个脚印把党的

二十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付诸行动、

见 之 于 成 效 ，在 强 军 征 程 上 展 现 新 作

为、书写新业绩。

（作者单位：海军政治工作部）

学会生动的学习
■文/樊伟伟 图/周 洁

“保持静气”是一句老话，提醒人们

遇事应沉着冷静、切勿急躁。近日读到

两则关于静气的故事，颇受启发。

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求学

期 间 ，常 拿 着 书 到 离 第 一 师 范 不 远 的

一 个 叫 南 门 的 地 方 ，在 嘈 杂 喧 闹 的 大

街边看书，以此作为考验，让自己能够

胸 怀 静 气 ，心 绪 不 受 外 界 所 扰 。 不 仅

如此，他还给自己定下“静坐”的日课，

坚持每天静心读书，培养自己的定力，

为日后沉着应对各种复杂情况打下了

坚实基础。

1946 年 6 月中旬，蒋介石集结 30 万

精锐部队，重重包围，企图全歼我中原

部队，形势万分紧急。中原军区司令员

李先念临阵不慌，沉着机智，将计就计，

以静制动，成功地给敌人造成假象，麻

痹敌人。他一面让主力撤退，一面自己

留下来迷惑敌人，还让中原军区文工团

组织“慰问晚会”，并大摆宴席，请美蒋

代 表 出 席 ，给 他 们 造 成 一 切 如 常 的 错

觉。而当敌人发现上当后，我中原部队

已成功越过平汉线，把敌军远远甩在了

后边。

缅怀先辈，瞻仰其不凡气度、英雄

风采，不由让人想起晚清风云人物翁同

龢的一副名联：“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

今时无古贤。”

静者心多妙。一事当前，苦恼抱怨

无济于事，烦躁惊慌也于事无补，唯有

稳住阵脚、静下心来、凝神细思，方能寻

觅解决之道。静气，就是从容不迫，沉

着冷静。“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

于左而目不瞬”，外境千变万化，我心岿

然不动，“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古人对静气素来看得很重，《大学》里

说：“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

能虑，虑而后能得。”

晋军在淝水之战中大败前秦，捷报

送到时，主帅谢安正在与客人下棋。这

可 是 个 天 大 的 喜 讯 ，事 关 东 晋 生 死 存

亡。但他看完捷报，便放在一旁，不动

声色地继续下棋。客人忍不住问他战

况如何，谢安淡淡答道：“小儿辈大破

贼。”然后静静地下完棋，送别客人。这

就叫每临大事有静气，也是古人最推崇

的静气范例。

古人云：“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

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这个境界，那就是

“静气”。即镇静沉着，不慌不忙，有条

不紊。这是一种为人做事很难得也很

重要的气质。这种静气，不是刻意装出

来 的 ，而 是 一 种 性 格 与 作 风 的 自 然 流

露，经验与意志的完美结合。

“每临大事有静气”，要以宽阔胸怀

为底蕴，以远大眼光为前提，以坚定自

信为引领。见惯了汪洋大海里的狂风

巨浪，自然不会被小河沟里的风风雨雨

所吓倒；经历了千难万险、九死一生，遇

到危机自然会镇静自若、从容应对；高

屋建瓴、高瞻远瞩者，从不会为鼻子尖

上的蝇头小利所动摇。

当然，静气不是懒惰，而是耐心等

待；不是消极，而是厚积薄发；不是迟

钝，而是胸有成竹；不是无所作为，而是

全力以赴地厉兵秣马。静气，是有信心

的表现，是成熟者的姿态，是胜利者的

必备品质。

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

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

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

可能发生。强国强军路上面临的大事

多、急事多、要事多，更要静气待之、从

容 视 之 ，做 到 有 理 有 利 有 节 ，冷 静 清

醒。切勿意气用事，以致乱了方寸、急

中出错、误了大事、为人所乘。

先辈们不辱使命，开创基业，写下

辉 煌 历 史 篇 章 ，为 我 们 树 立 了 光 辉 榜

样；我辈也要见贤思齐，踔厉奋发，干好

属 于 我 们 自 己 的 事 ，完 成 新 的 历 史 使

命，创造出更加骄人的业绩。“不管风吹

浪打，胜似闲庭信步”。路正长，景正

好，我们不妨再多一些静气，多一些从

容，多一些自信，步履不辍，行稳致远。

每 临 大 事 有 静 气
■邹 玮 鲁 民

近日，习主席在视察军委联合作战

指挥中心时强调，全军要全部精力向打

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劲，加快提高

打赢能力，有效履行新时代我军使命任

务。这一要求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必须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到位。

“守不忘战，将之任也；训练有备，兵

之事也。”军队因战争而产生，为打仗而

存在。备战打仗永远是军队的第一要

务，各级党委领导永远都是备战打仗的

第一责任人。对于练兵备战，军人就应

该日思夜想、一心一意，视之为重中之

重、当务之急。对每一名军人来说，打仗

是全力以赴的主业，主业就要主攻；是精

益求精的专业，专业就要专一；是为之献

身的事业，事业就要兢兢业业。可以说，

军人从事活动的“含战量”纯度，决定着

军事斗争准备的力度和深度。

将因演而能，士因习而勇，战因练而

胜。平时的演训条件再真再实，也比不

过战场上的激烈残酷；练兵场上的情况

再困难复杂，也比不过战场上的瞬息万

变。我们要清醒认识到，从实战出发一

门心思谋打赢、练打仗，尚且不能完全保

证战必胜、攻必克、守必固，如果再“不明

于急务，而从事于多务、他务、奇务”，恐

怕是一点胜算也没有。

军不思战，国之大难。“来如天坠，去

如屯逝”的蒙古大军在建立元朝后战斗

力锐减，主要原因是其将领们“心在家

上、财上，不思战场”；李自成的大顺军在

占领北京后迅速溃败，一个重要原因是

将领们不思金戈铁马，常思声色犬马。

昭昭前事，惕惕后人。一支支曾经摧枯

拉朽、不可战胜的军队废弛战备的悲剧

警示我们：只有把全部精力用在练兵备战

上，才能始终保持箭在弦上的战备状态。

军要务战，兵要思练。战争年代，一

门心思钻研打仗的军人不计其数，比如，

痴迷于研究作战地图的粟裕、“打仗有

瘾”的徐海东、“抱着电话睡觉的参谋长”

李达，等等。然而，远离了战火硝烟，个

别军人出现“精力转移”现象：有的看起

来很用心，但这种用心想的是“官场”“市

场”，而不是“操场”“战场”；有的看起来

很用功，但把功夫下在了搞政绩工程、面

子工程上，而不是扑下身子去抓战略工

程、基础工程；有的看起来“天天忙得像

打仗”，但实际没有忙在备战打仗上，而

是陷入文山会海、空转盲转之中不能自

拔。这些精力不在岗位、心思不在战场、

工作不在状态的军人，到了生死对决的

战场上，必然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古人云：“右手画圆，左手画方，不能

两成。”时间是个定量，人的精力都有限

量，花费于此就难以顾及于彼，偏爱于此

就可能松懈于彼。备战打仗是部队须臾

不可偏移的主责主业，一切工作只能也

必须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

准，全部精力只能也必须向能打仗打胜

仗聚焦。心思和精力一旦偏离打仗，工

作 目 标 和 方 向 一 旦 背 离 打 仗 ，中 心 不

“中”，重心不“重”，一切努力都将变得毫

无意义。历史经验警示我们，与打仗无

关的标准定得越高，对部队练兵备战的

干扰就越大；与打仗无关的事干得越多，

对战斗力的损害就越严重。

逆 水 行 舟 用 力 撑 ，一 篙 松 劲 退 千

寻。当前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战争

形态、作战样式正在发生深刻改变。战

争是严苛的审计师和公正的裁判员，胜

利从来只偏爱思战谋战善战的军人。每

一支部队都应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努力

形成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

打仗用劲的生动局面，引导每名军人一

丝不苟钻研战争，一门心思准备战事，一

腔热血投身战场，不断提高能打仗的本

领、夯实打胜仗的底气。

全
部
精
力
向
打
仗
聚
焦

■
张
西
成

画里有话

玉 渊 潭

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八一时评

在工作中，我们有时会听到“原则上”

一词。比如，下级请示工作，会得到“原则

上不准”“原则上同意”等回复。给原则加

个“上”，看似无意，实则预留了变通的口

子，很容易为不正之风打开方便之门。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原则就是

规矩和准则，意味着必须始终恪守的底

线、不能踩踏的红线。原则问题无小事，

不容小视、不能模糊。如果在原则上发

生错误且听之任之，就容易发生一系列

实际问题上的错误。

细究一些同志喜欢说“原则上”的原

因，一是法治观念不强，把原则划归法则

之外，认为“死板”地按原则办事，许多事

情就办不成，“灵活”地按原则办事，不能

办的事情也能办成；二是私心杂念作怪，

信奉多种花、不栽刺的市侩哲学，拿“原

则上”当私人人情。凡此种种，都是同党

性原则背道而驰的，对事业发展贻害无

穷，必须坚决纠正。

对党员干部而言，丧失原则就是丧失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牺牲原则就是牺

牲党的根本利益，动摇原则就是动摇为官

做人的道德底线。“原则上”出现得太多，

就会有人挖空心思打破原则，使之变成庇

护违规的“护身符”。当前，作风建设强势

推进，我们必须坚持原则，不给不按原则

办事者留下任何空当和漏洞。

严作风，少讲“原则上”
■李继伟 杨文靖

“办实事等不得、慢不得，不仅要快

办，还要办好。”在某部为基层排忧解难

讲评会上，一位机关干部的发言赢得官

兵点赞。

为官兵办好事，为基层办实事，是各

级机关和领导干部的职责所在。“办实事

等不得、慢不得”体现了闻令而动、雷厉

风行的精神状态，体现了一抓到底、好事

办好的做事风格，强调事情定了就办、办

就办好，绝不允许拖拖拉拉、半途而废。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个别机关和干部对

基层的急难愁盼“能拖一阵是一阵”，有

的上级责令一次、要求一下，就“走一步、

动一动”；有的遇到问题不敢担当、畏首

畏尾；还有的因循守旧，缺乏解决新问题

的方式方法，导致服务“赶不上趟”，暖心

事被“放凉”。

基层官兵反映的矛盾困难大都是内

心热切盼望之事、涉及切身利益之事，这

些事情解决得好不好、快不快，直接关系

官兵的获得感，也反映着一个单位的管

理水平和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恽代英同

志曾说：“不要说一句推诿的话，今天，此

时，便即刻把自己的担子挑了起来。”为

基层办实事，就要多一些“等不得、慢不

得”的态度和担当，干一件成一件，积水

为海、积土成山。长此以往，既暖了兵心

也立了威信，必将汇聚起攻坚克难的力

量，推动基层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作者单位：武警商丘支队）

办实事，多些“等不得”
■刘 汉 武双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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