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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里有话

作者：周 洁

八一时评

玉 渊 潭

《傅子》中说：“夫能通天下之志者，

莫大乎至公。能行至公者，莫要乎无忌

心。”意思是能通达天下人心意的，最重

要在于大公无私。能够做到大公无私

的人，最重要的是少些为己之心。至公

者 无 忌 心 ，这 对 今 天 党 员 干 部 涵 养 品

格、干事创业仍有镜鉴意义。

至公者不偏不倚。见人之长，睹物

之美，世人大都能给以客观评价。反观

那些不能予以公正评判的人，很容易在

自己的内心世界里渐生嫉妒。《太平御

览》里有个“妒花女”，见花就踩，闻香说

臭，是因为花与容相关，花的美触痛了

她的内心。可见，如果缺少一颗公正之

心，忌心就容易泛滥成灾。忌心太盛，

公心就会名存实亡。

徒生忌心，绝非至公者所为。在他

们看来：梅花自有清香，何必嫉恨桃花

的娇艳；兰花高雅素朴，何必嫉妒玫瑰

之风采。诗仙李白初登黄鹤楼时，非常

钦佩崔颢写的《黄鹤楼》，便打消了写诗

的念头，并题诗：“眼前有景道不得，崔

颢题诗在上头。”官居翰林学士的欧阳

修，在看到苏轼展露的才华后，为之惊

叹：“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民

族英雄林则徐每到一地都要打听当地

的人才，并将各类人才一一加以记录，

以便量才选用。这些先贤以“公”为上，

用无忌之心在史册上留下许多佳话。

公者常无私，庸人多忌心。翻阅史

书，心胸狭窄之人很是令人厌恶。战国

时期，魏国中大夫须贾曾带着随从范雎

出使齐国，被齐襄王数落得无言以对。

范雎挺身而出，为其仗义执言。而须贾

并没有因为范雎的义举有所感激，而是

向 相 国 魏 齐 诬 告 他 私 受 贿 赂 ，出 卖 情

报。唐朝时期，奸相李林甫主持的科举

考试中，竟无一人被录取，即使诗圣杜

甫也不入其“法眼”。对此，他还向玄宗

上表祝贺，美其名曰“野无遗贤”，似乎

天下有才之人都已被选拔录用，各得其

所了。如此忌才之心、妒贤之意，何其

丑陋！

忌心就是美德的窃贼。忌心一旦萌

生，便是以“己”为上、不容他人。“得此病

者，邪热互结，浊气不降，开谣诼之颓风，

转春温之严寒；阻前进之步伐，扼创造于

摇篮；毁团结为沙砾，变文明为愚顽。”无

数事实一再证明，太多的忌心于事无补，

于世无益，只能让人生之舟搁浅在嫉贤妒

能的荒滩上。

至 公 者 的 字 典 里 ，找 不 到“ 忌 ”

字 。 教 育 家 徐 特 立 ，1930 年 底 到 中 央

苏 区 后 ，一 直 从 事 教 育 工 作 ，成 绩 卓

著 ，被 任 命 为 中 央 苏 区 教 育 部 代 部

长。1934 年，瞿秋白从上海来到瑞金，

徐 老 见 瞿 秋 白 年 轻 能 干 ，就 主 动 提 出

教育部的工作由瞿秋白全面负责，自己

下去做具体工作。中央同意了徐老的

意见，让他改任教育部副部长。诸多老

一辈革命家公心举贤，为我们作出了表

率、立起了标杆。

现实生活中，个别同志虽然受到党

组织多年的培养教育，却忽视了公心至

上、见贤思齐的品格修养。有的对待先

进典型、拔尖人才，不是追慕学习而是评

头论足，加以排斥；有的信奉“你好，我就

不好”的人生信条，善于美化自己，贬低

别人；还有的不愿给别人搭建施展才干

的平台，甚至堵塞才路。这些落后的思

想和行为，与党员干部应有的政德官德

严重不符。

刘 少 奇 同 志 在《论 共 产 党 员 的 修

养》中提出了共产党人应有的觉悟：“他

们在思想上、政治上、工作上不甘心落

后，而有极高的前进心，但是他们同时

又尊敬、爱护和帮助在这些方面强过他

们的人，而努力向他们学习，绝无嫉妒

之心。”作为新时代的党员干部，就要开

阔心胸，博大气度，埋头耕耘备战打仗

事业，做到无意去留无媚骨，不惊宠辱

不妒人。

至 公 者 无 忌 心
■郝启荣 朱祥杰

习主席在二〇二三年新年贺词中指

出，“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

成”。这一号召勉励党员干部，新的一年

要向最难之处攻坚，追求最远大的目标，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书写壮美篇章。

大事难事显担当，万难不屈有作

为。“知难而进，必有所得”“志不求易

者成，事不避难者进”。这些箴言证明，

敢于做难事、善于攻难关，才能赢得先

机、成就大业。如果在大有可为的日子

里，不愿做事、不敢担当，只想着舒适安

逸，则什么事也做不成。

一帆风顺的工作少之又少，困难

是人生的常客，也是干事的常态。新

时代强军事业极富开拓性，要想创新

突破、开新鼎新，因循守旧不行，按部

就班也不行，必须具备攻坚克难的勇

气、战胜困难的能力。新征程上，无论

是深入推进实战化训练，还是实现高

质量发展；无论是提升军事治理水平，

还是锻造联合指挥硬功；无论是钻研

战法训法，还是拓展体系练兵；无论是

加强创新人才培养，还是增强官兵科

技素养，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然会

遇到这样那样的拦路虎、绊脚石。只

有知难而进、迎难而上，把困难当作垫

脚石，把干劲化作催征鼓，才能赢来事

业坦途，夺取新的胜利。

有了勇气和能力，剩下的就是行

动。“困难最害怕脑和手的团结”，躬身实

践是战胜艰难险阻的重要法宝。我们只

要有愚公移山的志气、滴水穿石的毅力，

积跬步以至千里，就一定能把宏伟目标

变为美好现实。

在知难克难中开创新局
■李 涛

电视剧《县委大院》塑造了两位优秀

的县委书记吕青山和梅晓歌。他们共同

的特点就是坚持为民造福，不给后任留

“包袱”。

吕青山离职之前，解决了最难办的拆

迁问题。他说，“最重的石头，我尽量先搬

走；难扫的街，我也争取先扫干净”。他的

继任者梅晓歌也注重干一些打基础、惠民

生的工作。梅晓歌坚持关停污染企业，不

要“带血的 GDP”；坚持发展绿色产业，守

住粮食安全的底线。两位县委书记的行

为启示我们，为官一任，不仅要造福一方，

还要为后任打下良好的基础，让事业发展

“芝麻开花节节高”。

军队是要打仗的。不给后任留“包

袱”，对军队领导干部意义更大。任何

领导干部在任期内的工作，都要着眼提

升战斗力，提高新时代打赢能力。倘若

只想着自己的“政绩”，想着如何“让上

级满意”，寅吃卯粮、大动干戈，搞一些

“脸面工程”“眼球工程”，就可能削弱战

斗力提升的基础。譬如，有的领导干部

不下大力抓人才建设、基层建设等一些

一时难以出成绩的工作，只热衷于“出

经 验 ”“ 搞 亮 点 ”之 类 的 事 情 。 如 此 一

来 ，必 然 会 给 后 任 留 下“ 包 袱 ”。 这 些

“包袱”是战斗力短板，是建设弱项，也

是发展隐患，危害不可小觑。

我们常讲，功成不必在我，成功必定

有我。这是一名领导干部应有的胸怀、

党性和境界。对战斗力建设而言，很多

工作都不是一任之力能完成的。如果领

导干部只想着自己任期内的事，不愿给

后任打基础、垒基石，战斗力建设就难以

持续上台阶。对领导干部来说，战斗力

建 设 大 于 天 ，对 后 任 见 效 的 事 不 能 不

干。事实证明，那些“对后任见效的事”，

早干则事半功倍，晚干则事倍功半，不干

就会影响发展大局。

解决好不给后任留“包袱”的问题，

关键在于树牢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政

绩 观 是 共 产 党 人 从 政 、谋 事 的“ 总 开

关”，决定着领导干部工作的态度、方向

和成效。领导干部政绩观端正了，就能

始终聚焦主责主业，做好打基础、利长

远的事，不断提升对战斗力的贡献值。

事实上，一支部队战斗力建设的巩固提

升，是一任又一任领导干部接续发展、

共同努力的结果。倘若上一任留下“包

袱”，就会影响后任的发展基础，影响干

事创业。因此，衡量领导干部的政绩，

不仅要“往前看”，还要“向后看”，看干

了 多 少 铺 垫 性 工 作 、抓 了 多 少 未 成 之

事、做了多少夯实发展根基的工程。领

导干部既做好任期内的事，又不忘为后

任除障碍、补短板、蓄底气，才能一任接

着一任干，一张蓝图干到底，推动部队

建设高质量发展。

莫给后任留“包袱”
■赵炫竹

新年新气象新作为。新的一年，很

多单位注重扭住军事治理提升工作质

效，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这一做法，是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生动体现。

全面加强军事治理，是我们党治军

理念和方式的一次深刻变革。军事治

理是一个大概念，体现在方方面面，就

做人的工作而言，不仅要在“不准”上保

持紧度，还要在“可为”上体现力度，充

分激发部队动力活力，调动广大官兵积

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踔厉奋发、勇毅前

行，不断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

厉行法治、严肃军纪，是我军治军带

兵的铁律，也是建设强大军队的基本规

律 。 令 严 方 可 肃 军 威 ，命 重 始 足 整 纲

纪。在遵守军纪、践行法纪方面，我军始

终坚持严字当头、全面从严、一严到底。

可以说，在“不准”上保持紧度，正是人民

军队治军的鲜明特点和强大优势。

刚刚过去的春节，很多部队在纪律

和法规的要求下，严令“不准酗酒”“不准

吃请请吃”“不准铺张浪费”“不准线上线

下收礼”“不准违反战备各项规定”……

严管就是厚爱。这些“不准”看似严格，

实则彰显的是依法治军的坚定决心，是

对广大官兵的关心关爱。不管是战备值

班还是返乡休假，广大官兵都坚守这些

“不准”，展现了革命军人的好样子，也体

现了军事治理的有效性。事实证明，坚

持从严治军，这个“紧度”什么时候都不

能放松。一旦在从严上有了缺口，必然

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轻则影响个人

形象，重则损害练兵备战核心职能。

事在人为，功在人干。新的一年，

我们要锚定目标、团结奋斗，打开强军

事业发展新局面，不靠说的，而靠做的；

不靠口号表态，而靠敢为善为。去年 12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

究 2023 年经济工作时指出，“要坚持真

抓实干，激发全社会干事创业活力，让

干部敢为、地方敢闯、企业敢干、群众敢

首创”。这四个“敢”字对我军军事治理

带来深刻启示：只有敢字为先，坚持在

“可为”上体现更大力度，充分尊重官兵

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才能调动广大官

兵的内生动力，使他们勇于担当、善于

作为，把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

作向打仗用劲。

每一天都是新的，“世界上唯一不

变的，就是变化本身”。特别是当前，对

我军来说，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

变的特征十分突出。我们只有大胆想、

大胆干、大胆闯，研究更多战法训法，创

造更多制胜招法，培植更多作战力量，

释 放 更 大 治 理 效 能 ，才 能 走 在 对 手 前

面、走在战争前面，确保赢得主动、赢得

优势。如果上级干扰过多、统筹不力，

一讲治理就管死管住，不给官兵在“可

为”上留足空间，就难以让官兵施展才

华，难以有效推动工作、开辟崭新天地。

这些年，很多部队在“不准”上保持紧

度、在“可为”上体现力度，使官兵明白什

么不可为、什么可为，推动干事创业取得

很大成就。现实生活中，仍有少数单位在

从严治军上把握不好度，在创新创造上缺

少招法。有的在带兵管理上，只严兵，不

严官；只严下，不严上；还有的搞过度问

责、甩锅问责，使官兵不敢放开手脚干

事。诸如此类，都容易损害官兵担当作为

的自觉性。

纪律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治军

的 要 求 是 从 严 ，从 严 的 尺 度 是 依 法 。

只要是严在格内、严在法内，在“不准”

上 就 应 保 持 紧 度 。 新 征 程 上 ，我 们 要

把 从 严 治 军 和 依 法 治 军 统 一 起 来 ，把

严 格 管 理 和 科 学 管 理 统 一 起 来 ，始 终

保持严的主基调，不仅一时一事严，而

且久久为功严；不仅领导干部带头严，

而且每名同志自觉严，真正严出习惯、

“紧”出自觉。

邓小平同志说过，“没有一点闯的精

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子气

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

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闯”和“冒”意

味着要啃“硬骨头”、接“烫手山芋”，敢做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敢干常人未曾干过

的事。这样的人和事，有可能会成功，也

可能会出错，迫切需要各级党组织在“可

为”上体现更大力度。尤其是在练兵备战

方面，我们要增加新域新质作战力量比

重，加快无人智能作战力量发展，加速科

技向战斗力转化等，这些都是崭新的事

业，没有开拓创新精神不行。只有不束缚

官兵手脚，提供更多智力支持、政策支持

和制度支持，才能续写更多“创新故事”，

创造让人刮目相看的强军业绩。

军事治理是一门科学，必须讲辩证

法，“不准”和“可为”都不能偏废。当

前，对各级党组织来说，在抓从严治军

的同时，尤其要为广大官兵积极营造干

事创业、练兵备战的良好环境，敢于为

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干事者

撑腰，努力消除妨碍官兵主动作为的各

种因素，让主动作为蔚然成风。即使官

兵在干事创业中出现问题，也不能一概

而论，而要用“三个区分开来”的标尺卡

一卡，真正让精准问责、科学容错落到

实处。

“不准”和“可为”都不能偏废
—在强军伟业征程上昂扬奋进⑦

■缪亚军

前段时间，某部让一批有事业心责

任感的干部走上前台，给他们戴“大红

花”，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这一鲜明

导向提醒党员干部，推进强军事业，不

容分心走神，任何时候都要做到守土有

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人生于天地之间，各有责任。”军

队党员干部是带兵打仗的，关系国家

安 危 。 我 们 常 讲 ，要 知 重 负 重 ，这 个

“ 知 ”就 是 深 知 自 身 责 任 重 大 ，这 个

“负”就是背负神圣使命。只有充分认

清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坚持

“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才能干好主责

主业，实现强军目标。如果事业心责

任感丢失，岗位责任虚化弱化，不仅难

以有效履行职责，还会出现这样那样

的问题。

近年来，很多党员干部坚定履行

职责，积极担当作为，持续砥砺奋进，

不 断 推 动 部 队 建 设 实 现 新 的 发 展 。

但 也 有 个 别 党 员 干 部 对 工 作 消 极 应

对，不担当尽责，导致发生问题，受到

严肃问责。这些教训十分沉痛，应成

为我们的“反面教材”。

当前，我军正聚焦实现建军一百年

奋斗目标加力提速，各项工作任务艰巨

繁重，更加需要党员干部强化责任担

当，知重负重、守责尽责。党员干部始

终牢记强军使命高于天、岗位责任重如

山，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自

觉加压加力，坚持“一天也不耽误、一次

就干到位”，才能以良好的精神状态投

身强军实践，跑好属于我们这代人的接

力棒。

在知重负重中履职尽责
■孟祥岩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

习主席在 2023 年春节团拜会上强

调，“为者常成，行者常至，历史不会辜

负实干者”。这一重要讲话，充满期望，

催人奋进，必将凝聚起迈步新征程、建

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实干成就梦想，奋斗创造辉煌。我

们常讲，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同样，

强军事业也是干出来的。任何梦想，如

果不落到实干上，那就是空想；任何愿

景 ，如 果 不 勇 于 拼 搏 ，就 不 会 变 成 实

景。共产党人、革命军人唯有踔厉奋

发、笃行不怠，才能不断书写不负历史、

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优异答卷。

过去的一年，是不懈追梦的一年，

也是实干圆梦的一年。这一年，全军深

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扣牢建军一百

年奋斗目标，坚持边斗争、边备战、边建

设，加紧练兵备战，加快规划执行，加强

改革创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迈出坚实

步伐。这一年，广大官兵用热血和汗水

续写忠诚、担当和奉献，以顽强斗争精

神和实际行动捍卫了国家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

任何成绩的取得，皆是拼出来、干

出来的。过去的一年，强军事业取得的

伟大成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广大官兵奋发

奋进、苦干实干的结果。实践证明，只

要勇于发扬实干精神，一件一件抓落

实，一棒接着一棒跑，任何风浪都动摇

不了我们的钢铁意志，任何困难都阻挠

不了我们的铿锵步伐。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

没有捷径，唯有实干。2023 年是全面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

我们凝神聚力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

目标奋力拼搏的一年。不管是开好局、

起好步，还是答好题、交好卷，都不是随

随便便、敲锣打鼓就能完成的，都迫切

需要一大批实干者坚定信心、抖擞精

神，齐心协力加油干，在新的一年里有

更大作为、更大收获。

实干者贵在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不

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目标确定以后，

剩下的就是铆足干劲、一干到底。须知，

强军事业是由一个个具体目标、具体任

务汇聚而成。只有扎实做好每一件事

情，完成好每一项工作，才能铸就坚实的

强军大厦。如果热衷于虚谈废务而不真

抓实干，结果只能导致蓝图落空。

实干者重在笃实好学，尊重实际，

不违背规律，不盲目蛮干。新时代强军

事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把握

规律性，才能保持创造性。把强军事业

不 断 推 向 前 进 ，靠 的 是 科 学 干 、精 准

干。要想取得优异成绩，很重要的就是

对战斗力建设链条中的每个专业、每个

要素、每个节点都要学懂弄通、融会贯

通。对于不懂的地方，绝不能不懂装

懂，而是要虚心学习、深入研究，真正学

出见地、创出高招。

实干者还要求真务实，注重实效，

不做表面文章，不耍花拳绣腿。干好强

军事业，最怕的就是虚耗空转，没有质

量、缺少效益。现在官兵最反对的就是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些不正之风，

看似“实干”，实则虚干；看似追求工作

成绩，实则追求个人利益。做一个实干

者，就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牢固树

立结果导向，把效率效益效能放在重要

位置，真正做到干一件、成一件，创造出

经得起时间和实战检验的业绩。

“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

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新征程

上，共产党人、革命军人只有发扬历史主

动精神，团结奋斗、砥砺前行，锤炼过硬

本领，保持职业素养，高标准完成担负任

务，才能走好赶考路、铸就新辉煌，为新

时代强军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单位：92330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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