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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同志在接

见全军第一批女飞行员时说，要训练成

人民的飞行员，不要当表演员。前不

久，在第十四届中国航展上，空军八一

飞行表演队一系列贴近实战的动作引

发观众阵阵惊叹。这深刻启示：一切军

事训练都要面向实战化，让每个“动作”

都向实战看齐，向提高战斗力聚焦。

实战化军事训练是推动战略能力

生成的基本途径，是推进国防和军队

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我军早期发

布的《关于军事政治训练的训令》鲜明

提出，“万不可耍无聊的花样”。如果

军事训练动作、方法偏离了实战的基

准线,那么即使训练再多再苦，都将是

“竹篮打水一场空”。在“国际军事比

赛-2022”的“苏沃洛夫突击”项目中，

越障高度设为战车性能峰值、涉水深度

接近装备极限、靶标距离几乎是武器最

远射程，项目设计具有很强的实战性。

实践证明，只有让每个训练动作无限接

近实战，按照实战要求去规范动作、提

高标准、严格训练，“当那一天真的来

临”时才能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

训练场上开虚花，战场上就会吃苦

果。近年来，纵观我军训练场，实战味越

来越浓：陆军跨区对抗训练、空军自由空

战 训 练 、武 警 部 队“ 魔 鬼 周 ”极 限 练

兵 ……然而，个别单位训练“准星”仍没

有对准战场“靶心”。有的把简单的动

作、过时的课目当作“亮点”，奉行练为看

而非练为战；有的训练动作和内容实战

价值不大、实用性不强；有的战术动作队

列化，片面强调整齐划一，用“操场标准”

衡量“战场动作”。诸如此类的“花拳绣

腿”，究其原因，归根到底是操场思维、赛

场思维、靶场思维等在头脑中作祟，没有

让战场思维在头脑中扎根。

一次贴近实战的练兵，胜过千百次

的纸上谈兵。各单位应坚持按纲施训、

依法治训，把按纲施训与按战施训统一

起来，不仅要达到大纲标准获得“合格

证”，更要达到实战标准拿到“入场券”。

坚决纠治练为看、演为看等积弊陋习，切

实在真枪实弹、真训实练、真考实评中改

训风、正演风、严考风。同时领导干部应

端正政绩观，首长机关须端正指导观，按

照实战标准，使训练内容与作战任务相

一致，训练标准与作战要求相一致。只

有一步一动都瞄准战场、一枪一弹都盯

着实战，才能在实战化训练中提升打赢

本领，确保部队全时待战、随时能战。

（作者单位：山东省临邑县人民武

装部）

让每个“动作”向实战看齐
■夏玉东

“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

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

二个答案。”习主席在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强调：“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

党 永 远 在 路 上 ，党 的 自 我 革 命 永 远 在

路上，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

情 绪 ，必 须 持 之 以 恒 推 进 全 面 从 严 治

党 ，深 入 推 进 新 时 代 党 的 建 设 新 的 伟

大 工 程 ，以 党 的 自 我 革 命 引 领 社 会 革

命。”这一重要论述凝结着党百年奋斗

坚 持 自 我 革 命 的 宝 贵 经 验 ，揭 示 了 我

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和发展

的 内 在 需 要 ，回 答 了 马 克 思 主 义 政 党

如何在长期执政条件下确保不变质不

变 色 不 变 味 、永 葆 先 进 性 和 纯 洁 性 的

重大问题。

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

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

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

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

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

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

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

这就是自我革命。百年风霜雪雨，百年

大浪淘沙。我们党外靠发展人民民主、

接受人民监督，内靠全面从严治党、推

进自我革命，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勇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保证了党长

盛不衰、不断发展壮大。

“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

治。”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

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自我革命精神是党

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先进的马

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

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一个饱经沧

桑而初心不改的党，才能基业常青；一

个铸就辉煌仍勇于自我革命的党，才能

无坚不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以

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深入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以“得罪千百人 、不负十四

亿”的使命担当推进史无前例的反腐败

斗争，打出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

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

固，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

重 隐 患 。 十 年 淬 火 锻 造 ，十 年 百 炼 成

钢 。 党 的 自 我 革 命 力 度 空 前 、成 就 卓

著、影响深远，深得党心、军心、民心。

“物有甘苦，尝之者识；道有夷险，履

之者知。”百年大党为什么能够开辟自我

革命新境界？习主席将新时代党的自我

革命的伟大实践精辟地概括为“六个必

须”：必须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必须坚持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

设，必须坚决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

严明纪律整饬作风，必须坚持以雷霆之

势反腐惩恶，必须坚持增强党组织政治

功能和组织力凝聚力，必须坚持构建自

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的制度规范体系。这“六个必须”，深刻

阐明了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政治方

向、科学内涵、实践要求、方法路径，是党

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成果。

“不私，而天下自公。”我们党之所

以有勇气、有底气自我革命，源于我们

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的初心使命，源于我们党“从来不

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

何特权阶层的利益”的政治本色。正是

因为无私、无我，我们党才能本着彻底

的唯物主义精神经常检视自身、常思己

过，才能摆脱一切利益集团、权势团体、

特权阶层的围猎腐蚀，并向党内被这些

集团、团体、阶层所裹挟的人开刀。

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

党，我们解决了党内许多突出问题，党

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同时

也要清醒意识到，我们党面临“四大考

验”“四种危险”是长期的、尖锐的，影响

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是

复杂的，特别是党风廉政上的一些问题

具有反复性和顽固性，稍不注意就会反

弹回潮、前功尽弃。新征程上，我们必

须牢牢把握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

社会革命的重要要求，保持解决大党独

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驰而不息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使百年大党在自我革命中

不断焕发蓬勃生机，使每名党员永远坚

守初心使命。

党的二十大作出坚定不移全面从

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

伟大工程的重大部署。我们要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学

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 主 义 思 想 ，深 化 习 近 平 强 军 思 想 武

装，把对“两个确立”决定性意义的深刻

感悟转化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

席负责制的高度自觉。认真贯彻落实

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决贯彻党的

自 我 革 命 决 策 部 署 ，持 续 推 进 政 治 整

训，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一体推

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断把全面从

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引向深入，在看

齐追随、备战打仗、维护团结、严于律己

上下功夫，确保部队坚定维护核心、坚

决听从指挥，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

标提供纪律和作风保证。

（作者单位：战略支援部队某基地）

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
——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伟业⑧

■书 海

学为干之基，干为学之用。习主席

强调：“坚持在干中学、学中干是领导干

部成长成才的必由之路。同样是实践，

是不是真正上心用心，是不是善于总结

思 考 ，收 获 大 小 、提 高 快 慢 是 不 一 样

的。如果忙忙碌碌，只是机械做事，陷

入事务主义，是很难提高认识和工作水

平的。”对于年轻干部来说，就是要发扬

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做到

干中学、学中干，学以致用、用以促学、

学用相长。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实践

是认识的源泉和动力，也是认识的目的

和归宿；认识对实践具有反作用，只有

正确的认识，才能推动正确的实践。学

与干本质上反映着认识和实践的关系，

只干不学，就会不明事理；学而不干，终

是纸上谈兵。“学所以益才也，砺所以致

刃也。”学和干从来就不是两个孤立的

过程，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延安

时 期 ，毛 泽 东 同 志 为《新 中 华 报》题 词

“多想”，鼓励报纸工作人员多动脑、多

分析。他还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强

调：“凡事应该用脑筋好好想一想。俗

话说：‘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就是说多

想出智慧。”

刀在石上磨，人在事上练。年轻干

部成长成才无捷径可走，只有通过勤学苦

练，才能增强本领；只有坚持知行合一，才

能筑牢干事创业的基石。对我军官兵来

说，无论是治军带兵，还是备战打仗；无论

是干事创业，还是攻坚克难，都不是“重复

昨天的故事”，都需要开动脑筋去想，勤劳

勇敢去干。只有这样才能越干越会干、越

干越能干、越干越想干，把自己锻炼成为

堪当强军重任的栋梁之材。

革命前辈谢觉哉曾这样剖析事务

主义者，“东拉拉，西扯扯，从早忙到晚，

劳作时间侵占了想的时间，看来做了不

少的事，实则事事像乱麻，‘日计有余，

月计不足’，原因是没去想”。今天，依

然 有 一 些 干 部 整 日 忙 忙 碌 碌 、机 械 做

事，陷入了事务主义的泥坑：有的只顾

低头拉车不会抬头看路，工作没有长远

规划，缺乏思考谋划能力；有的干工作

不分轻重缓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眉

毛胡子一把抓；还有的习惯以文件落实

文 件 ，以 会 议 落 实 会 议 ，重“ 痕 ”不 重

“绩”、留“迹”不留“心”。

“客里空”的作风要不得，事务主义

的倾向同样要远离。现实工作中，一项

任务完成得好，我们需要认真总结经验，

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做到“打一仗、

进一步”；一项任务完成得不好，我们需

要认真汲取教训，从中找出内在原因，做

到“吃一堑、长一智”。做事如果想不清

楚、想不透彻、想不全面，不可能“出手必

出彩、完成必完美”。只有运用马克思主

义立场观点方法，善于分析思考、总结提

炼和调查研究，才能不断提高解决问题

的能力，练就拨云见日的功夫，做到忙而

不乱、忙而不迷、忙而不疲。

坚
持
在
干
中
学
、学
中
干

■
高

斌

某部推出为基层减负“双十条”举

措，大幅压减“五多”问题，在严格要求的

同时依法依规办事，不搞“加码式”管理，

让官兵既感受到管理的力度，又体会到

管理的温度，这一做法值得借鉴。

“兵以治为胜，治以严为要。”基层工

作繁重复杂，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既是

对军队负责，也是对官兵个人负责。但

任何事都必须遵循客观规律，不能脱离

实际、急于求成。现实中，少数单位离开

法规制度念“紧箍咒”，人为施加压力，把

高指标当成高标准，搞层层加码，结果基

层“跳得再高也够不着”“忙得再狠也忙

不完”。

减负增效、轻装上阵，才能使官兵放

开手脚干事创业，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抓落实、搞创新、谋发展。只加码，不支

招；只传压力，不给条件；只提高标准，不

考虑实际，就会带来形式主义等诸多问

题。各级领导干部要摒弃“加码式”管理

思维，打破固有模式、路径依赖，精准谋

划、精准部署、精准施策，推进治军方式

根本性转变，最大限度提升部队战斗力。

（作者单位：71532部队）

不搞“加码式”管理
■李 伟 李晓辉

1940 年 5 月，南洋侨领陈嘉庚率团

来到延安考察，毛泽东用自己在窑洞前

种的豆角、西红柿外加一只老乡送来的

母鸡宴请了这位贵宾。而在此之前的

重庆之行中，蒋介石却花费 800 银元设

宴招待，山珍海味，极尽奢华，“与抗战

艰难时际不甚适耳”。

两相对比，陈嘉庚感慨万千：共产

党“其领袖及一般公务员，勤俭诚朴，吃

苦耐劳”。“得天下者，共产党也！”后来

的事实也充分印证了他的预言。

方寸之间见作风、知兴衰。前不久，

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习主席由衷

地感慨道：“当年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

命家在延安，住窑洞、吃粗粮、穿布衣，用

‘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

“ 延 安 作 风 ”，也 就 是 共 产 党 的 作

风，是一种艰苦奋斗、廉洁奉公、密切联

系群众的良好作风。与之相对的所谓

“西安作风”，则是指国民党的奢靡铺

张、贪污腐化、结党营私之风。能胜强

敌者，先自胜者也。回望历史我们不难

发现，过硬作风就是无坚不摧的强大战

斗力，是我们党始终能凝聚民心、汇聚

力量的关键所在。

君子忧道不忧贫。艰苦奋斗始终

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延安时

期，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下，中

央 领 导 以 身 作 则 ，带 头 参 加 大 生 产 劳

动，并广泛发动群众开展生产自救。朱

德是个种菜能手，不仅经常带着年轻人

耕种，还背着筐拾粪积肥；周恩来参加

了纺线劳动竞赛，得到了“纺线能手”的

称号。边区的生活虽苦，但有一种“充

满活力的希望、热情和人类不可战胜的

力量”充盈在人们心间。

与 共 产 党“ 生 机 勃 勃 的 气 象 和 力

量”不同，国民党则几乎完全是另一番

景象。“舆马填塞于酒寮，柬帖纷驰于衢

市”，时人对此批评道：“前方吃紧，伤师

失地；后方紧吃，醉生梦死。”

腐败是人民群众的公敌，人民群众

对腐败深恶痛绝，铲除一切形式的腐败

是民心所向。延安时期，我们党对腐败

问题零容忍。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没有

外援，四面包围，但却创造出了一个“十

个没有”的“不一样的国度”，而排在第

一的就是“没有贪官污吏”。大家勤劳

诚朴 、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

提”，形成了解放区的独有特色。

反观国民党政府，“利用抗战发国

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

地”，“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

标准”。就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古

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我们今天这

样颓唐和腐败”。最终，这样一个政党

在满足一己私欲中迅速失去了民心、走

向了失败。

人 民 是 历 史 的 创 造 者 ，不 可 战 胜

的力量根植于人民的力量。共产党依

靠 密 切 联 系 群 众 这 一 重 要 法 宝 ，赢 得

了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因为始终

“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在

转 战 陕 北 的 一 年 多 时 间 里 ，陕 甘 宁 边

区 群 众 支 前 如 火 如 荼 ，运 军 粮 、送 军

鞋 、运 送 伤 员 …… 边 区 群 众 用 生 命 捍

卫 了 革 命 的 胜 利 ，成 为 保 卫 党 中 央 的

铜墙铁壁。正如陈云所说：“没有农民

就要不得了，有了农民就是了不得。”

而国民党漠视群众利益，恰恰与中

国共产党坚持群众路线形成了鲜明对

比。“国军下乡打仗，只求作战方便，而

不顾民生疾苦”，“有时为扫清视界，不

惜烧掉城堡外整街整巷”。结果，“民众

事实上变成了共军的业余谍报员，而国

军却在脱离民众之余，变成了战场上的

睁眼瞎子”。

一 个 政 党 的 兴 衰 ，原 因 是 多 方 面

的 ，但 风 起 于 青 萍 之 末 ，人 心 是 关 键

变 量 。 作 风 连 人 心 ，人 心 连 兴 衰 。 从

十八届中央政治局一开始就推出中央

八 项 规 定 ，为 作 风 建 设 立 下 规 矩 ；到

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研究同

样 的 内 容 并 进 一 步 作 出 细 化 完 善 ，提

出 更 高 要 求 ；再 到 二 十 届 中 央 政 治 局

第 一 次 会 议 聚 焦 同 一 问 题 ，党 中 央 始

终把中央八项规定作为长期有效的铁

规 矩 、硬 杠 杠 ，持 续 打 响 作 风 建 设 的

持久战 、攻坚战 、攻心战，为实现党在

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提供坚强作

风保障。

好作风似一张金色名片，让人过目

不忘、交口称赞；好作风也是战斗力，让

气更正、心更齐、事则成。回望来路，我

们党用优良作风书写了优异答卷，前进

道路上，我们要赓续老一辈革命家的优

良传统，以钉钉子精神抓好作风建设，

不惧千难，不畏万险，以优良作风兑现

对亿万人民的庄严承诺。

延安作风永远不能丢
■何友波 阳 怡

近年来，领导机关大力改进作风，深

入基层，走近官兵，解决了不少现实问

题。但也有少数机关搞“委托式”调研，

不与基层官兵“面对面”接触、“零距离”

交流，仅仅满足于把调研课题交给下面，

到点收材料。如此不“接地气”、不“抓活

鱼”，很难产生针对性强的决策对策。

实践中，调研看似是一种工作方法，

实则反映调研者的认识、态度和作风。

调研的过程，本身就是向官兵学习、向实

践学习的过程，也是提高思维层次和决

策水平的过程。任何一项决策、文件，都

不是靠拍脑袋想出来的，也不是靠妙笔

生花造出来的，而是总结经验教训、汲取

官兵智慧、综合多方意见的结果。

摸清底数才能心中有数，把脉问诊

方能对症施药。高质量的调研必须坚持

眼睛向下、脚步向下，贴到一线查实情、

顺着现象挖根由、紧盯问题寻对策，多到

困难较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

设身处地掌握官兵所思、所想、所盼，从

而获得一手的资料、有益的启示、科学的

办法。

（作者单位：93856部队）

谨防“委托式”调研
■李 龙 范云龙

对 上 级 决 策 部 署 照 抄 照 转 、生 搬

硬套，只求“过得去、不出事”，不求“过

得硬、干成事”，说了等于做了，做了等

于做完了，做完了等于做好了，工作出

现 软 落 实 、慢 落 实 甚 至 是 不 落 实 ，等

等 。 这 种“ 应 付 式 ”执 行 ，不 仅 影 响 部

队 建 设 的 质 量 效 益 ，也 损 害 党 员 干 部

的威信形象。

执行力的强弱，折射的是精气神，考

验的是忠诚度，反映的是事业心，彰显的

是责任感。对于军队来说，执行力就是

战斗力，执行力强则战斗力强。倘若只

想应付了事，不想挑起重担，墨守成规、

安于现状，懒散拖沓、左右观望，不肯在

执行上下真功夫、细功夫、苦功夫、长功

夫，又何谈抢抓机遇、抢占先机，又怎能

抢出战斗力？

落 实 才 能 出 成 绩 ，执 行 才 能 见 成

效。临近年终，各级应强化责任意识，知

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克服畏难

情绪、懒惰心态和拖沓散漫的不良作风，

多为执行想办法，不为懈怠找借口，把工

作落实的标准定到最高、精神状态调到

最佳、自我要求做到最严。

避免“应付式”执行
■李浩爽 乔 治

玉 渊 潭

画里有话

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作者：张 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