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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 11 月，针对有的干部“理论

学习喊得很响亮，但就是没有做起来”

的现象，《解放日报》社论批评“这样的

‘理论空喊家’最害人”，并号召党员干

部“学中做、做中学，用个人和单位看得

见的进步证明理论学习是管用的”。军

队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也应在

实干担当促进发展上见到实效。

没有实干就没有发展，没有担当就

没有作为。习主席在主题教育工作会

议上强调，要实干担当促进发展，教育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胸怀“国之大者”，

紧紧围绕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

真抓实干、务求实效，聚焦问题、知难而

进，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积极担

当作为的精气神为党和人民履好职、尽

好责，以新气象新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取得新成效，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

展新天地。对军队主题教育来说，就是

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突出实现建

军一百年奋斗目标，聚力备战打仗，加

紧规划攻坚，提高军事治理效能，推进

高端战争准备，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

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是未来

几年我军建设的中心任务。这一中心

任务不是轻易能够实现的。面对波谲

云 诡 的 国 际 形 势 、复 杂 敏 感 的 周 边 环

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广

大官兵特别是党员干部惟有踔厉奋发、

知责尽责，积极担当作为、敢于善于斗

争，才能在奋斗奋进中打开强军事业发

展新局面。

精神状态决定工作状态，工作状态

决定工作成绩。当前，党员干部的精神

状态总体是好的，但也有一些现象值得

关注，有的平庸不为，守摊子、混日子，

既不惹麻烦也不求有作为；有的避责不

为，分内之事简单应付，分外之事避之

不及；有的畏难不为，对矛盾问题推拖

躲绕，总想甩给别人、留给后任。开展

主题教育，就是要采取有效措施，着力

消除影响干部担当作为的各种消极因

素，敢于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

为干事者撑腰，让愿担当、敢担当、善担

当蔚然成风，推动党员干部满腔热忱奋

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理论的

威力，只有付诸实践才能发挥出来；学

习的成果，要靠实践成效来检验。如期

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没有捷径，

唯有实干。广大官兵特别是领导干部

应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

促 干 ，把 党 的 创 新 理 论 转 化 为 坚 定 理

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

强 大 力 量 ，使 全 军 始 终 保 持 统 一 的 思

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

斗力。

“党把干部放在各个岗位上是要大

家担当干事，而不是做官享福。”干事担

事，是党员干部的职责所在，也是价值

所在。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

肯定会遇到很多难题。大事难事看担

当。党员干部要把勇于担当作为一种

行为自觉、一种崇高追求、一种品质修

养，把困难想在前头，把工作做在前头，

把责任担在肩头，锚定目标、心无旁骛，

知重负重、实干苦干，用敢于担当的实

际行动诠释对党的忠诚，努力创造经得

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这 次 主 题 教 育 ，党 中 央 明 确 要 求

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成效检验主题

教育成果，对军队来讲，就是应把精神

状态激发出来，把奋进力量凝聚起来，

在推进高水平备战、高效益斗争、高质

量发展上建新功。各级领导干部应转

变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模式、增强发展

动 能 ，把 发 展 模 式 转 到 体 系 化 内 涵 式

发 展 上 来 ，推 动 我 军 建 设 发 展 质 量 变

革 、效能变革 、动力变革，推动国防和

军队现代化由“量”的增值转向“质”的

提 升 ，不 断 提 高 国 防 和 军 队 现 代 化 质

量效益。

实 干 担 当 促 进 发 展 ，离 不 开 顽 强

的斗争精神、坚韧的斗争意志、高超的

斗 争 本 领 。 当 前 ，我 军 正 处 于 强 军 兴

军 的 加 速 推 进 期 、转 型 发 展 的 攻 坚 克

难期、履行使命的严峻考验期，更需要

全军官兵发扬“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斗

争精神。“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

行愈达。”各级领导干部应继续发扬斗

争精神，不断增强斗争本领，加紧推进

各 方 向 各 领 域 军 事 斗 争 准 备 ，加 快 军

事 训 练 转 型 升 级 ，努 力 锻 造 出 制 强 胜

强过硬能力。

（作者单位：吕梁军分区）

实干担当促进发展
—牢牢把握主题教育的目标要求③

■羊海江

“对手的要穴有哪些”“要穴的具体

位置在哪里”……近日，某部组织作战

研究，在精准找到对手各要害部位之

后，随即围绕这些要害部位展开“要穴

攻击”研练、演练。

擒贼先擒王、打蛇打七寸，是战争

亘古不变的制胜法则。指挥机构、信

息枢纽、机场、码头、弹药库等“七寸”，

是对手的关键点、致命点、支撑点，是

对 手 的“ 大 脑 ”“ 心 脏 ”“ 咽 喉 ”。 作 战

中，对这些目标实施“要穴攻击”，就能

达到“四两拨千斤”的作战效果。如果

不分重点，即便是“饱和攻击”，也可能

难以重创对手。

我军历来强调打仗要“先选最有价

值的目标打”。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金城

战役打响后，副排长杨育才带侦察班 12

名侦察兵直扑敌“白虎团”团部，虎口掏

心，一击致命，创造了世界特战史上的又

一经典战例。战争年代，我军之所以能

以弱胜强、以少胜多、以劣胜优，一个重

要原因就是打仗时着力摸清敌人最致命

的地方并集中兵力消灭、瘫痪、削弱之。

现代战争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系

统与系统的较量。作战体系既有“1＋

1＞2”的聚合优势，也有“100-1＝0”的

断链软肋。“劈柴不照纹，累死劈柴人。”

备战打仗中，把“100-1＝0”中的“1”找

准，把“要穴攻击”练过硬，如此一来，打

仗时对手“两只手都麻木和瘫痪了，刀

剑必然会从手中掉落下来”。

“要穴攻击”的前提是“识穴”。尤

其要看到，现代作战体系的关键环节大

多实现了“去中心化”，加之要害部位具

有自适应、自组织特性，使得发现“要

穴”更加困难。然而，再狡猾的狐狸也

逃不过猎人的眼睛。对指挥员来说，只

要练就“草摇叶响知鹿过，松风一起知

虎来”的本领，就一定能在作战中找准

对手的“要穴”。

识“要穴”不易，攻“要穴”更难。对

手对自己的“要穴”肯定会严防、死保。

“无不陷之矛，亦无不可陷之盾。”只有

适时分析“要穴”的变化走势，注重使用

新技术新手段，合理使用新兵种新战

法，才能在“要穴攻击”中一击必杀、一

触即溃。

需要指出的是，对手有“要穴”，己

方也有“要穴”。在把“要穴攻击”练过

硬的同时，也要防止对手对我实施“要

穴 攻 击 ”。“ 先 为 不 可 胜 ，以 待 敌 之 可

胜。”只有尽量减少己方的弱点、短板和

破绽，使敌方无机可乘、无懈可击，才能

使我方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单位：武警山东总队政治工

作部）

把“要穴攻击”练过硬
■张 钧

画里有话

玉 渊 潭

2002 年 3 月，“导弹司令”杨业功在

一次军人大会上这样说：“岗位就是站

岗的位置。我们军人的每一个岗位都

是战位，绝不能不珍惜，必须像哨兵一

样忠于职守，努力干出个样子来。”

无独有偶。近日，“八一勋章”获得

者钱七虎院士在获颁“感动中国 2022 年

度人物”后也这样寄语当代青年：“有一

个 岗 位 不 容 易 ，有 一 个 好 岗 位 更 不 容

易。千万不能把岗位不当回事。珍惜

岗位，就会有所建树，就能岗位成才。”

岗位，是一个人干事创业的平台，

也是展示个人能力的舞台。岗位体现

着组织的信任、大家的期待。是否珍惜

岗位，体现着一个人的事业心，决定着

一个人的职业地位。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

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在

这样的扪心自问中，雷锋珍惜岗位，甘

愿做“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拧在哪里

都闪闪发光：当学生，他是先锋少先队

员；当农民，他是优秀拖拉机手 、治水

模范；当工人，他是标兵、红旗手、先进

工作者……雷锋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

没有边缘的岗位，只有边缘的态度；没

有闲置的岗位，只有闲置的状态。

“如果自身伟大，任何岗位你都不

会感到渺小”，这是“时代楷模”、“黄草

岭 功 臣 连 ”车 长 王 锐 写 在 笔 记 本 扉 页

上 的 一 句 话 。 在 王 锐 看 来 ，本 职 岗 位

就 是 强 军 支 点 ，岗 位 的 价 值 在 于“ 做

事”。正是这种岗位意识，使王锐演绎

出 一 部 现 实 版 的“ 士 兵 突 击 ”。 王 锐

说：“当一个人不再将目光停留在岗位

本 身 ，而 是 把 干 好 本 职 工 作 看 成 是 人

生 的 追 求 ，那 么 潜 能 就 会 在 岗 位 得 到

最大限度的发挥。”

“不患无位，患所以立”，这是“最美

新时代革命军人”、某合成旅营长陈松

给营里干部说过的一句话。陈松当干

部后，不管在哪个岗位，他都把心思用

在“想干事”上，把本事用在“能干事”

上，把目标定在“干成事”上。陈松用自

己对待岗位的态度告诉大家，职不论高

低，事不计大小，只要尽心竭力，在任何

岗位上都能成就事业。

人 们 常 说 ，种 什 么 因 ，结 什 么 果 。

其实，这话也可以这么说，有什么果，必

有什么因。一个人，以什么样的态度对

待岗位，就会有什么样的工作成绩。把

岗位当成“分内的”，把工作看成“应该

的”，自然会“珍惜”“尽力”，成绩肯定不

会差。而如果把岗位当成“公家的”，把

自己看成“打工的”，成绩自然不会好。

2005 年至 2007 年，英国一位社会学

家在对 76 家企业的人事变动情况调查

后写道，“被淘汰的人，是轻贱岗位的人，

是游戏岗位的人，是作践岗位的人”，他

们的共同特点是“上班迟到，出工不出

力，没有危机感，对岗位没有热情”。这

位社会学家警告职场人：“没有哪个单位

会养懒汉，没有任何岗位是保险箱。你

不珍惜岗位，迟早会被岗位淘汰。”

“在各行各业成千上万的岗位中，

唯 有 军 队 的 每 一 个 岗 位 是 不 能 容 错

的。”这是因为，战斗力建设是一个庞

大 的 系 统 工 程 ，每 个 岗 位 都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组 成 部 分 。 犹 如 一 方 方“ 责 任

田”，虽互不相同，却各有其用；虽彼此

独立，却紧密关联；虽只是局部，却影

响 全 局 。 任 何 一 个 岗 位 出 现 问 题 ，都

可能“一失万无”。

如何珍惜岗位？想起这样一段视

频——

戈壁滩上、发射架下，一枚火箭即

将 点 火 升 空 。 这 时 ，发 射 号 手 报 告 参

数异常。只见军士王权海迅速跳上操

作舱，三下五除二，修订操作参数，然后

拍 着 胸 脯 保 证 ：“ 我 的 岗 位 是‘ 放 心

岗’。放心点火，肯定没问题！”果不其

然，导弹发射没多久，准确命中目标。

“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每个人都

有成为英雄的机会。”珍惜岗位，就应

像 王 权 海 那 样 ，在 艰 苦 面 前“ 甘 之 若

饴”，在得失面前“安之若素”，在名利

面前“淡之若水”，对本职工作兢兢业

业 、精益求精，让自己的岗位成为“放

心岗”。

（作者单位：解放军总医院第二医

学中心）

珍 惜 岗 位
■杜传沛

基层观澜

作者：周 洁

八一时评

“你对国家安全的认识有哪些”“维

护国家安全，公民个人能做些什么”“你

有哪些维护国家安全的好习惯”……第

八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前后，“国家安

全”再次成为热词，围绕这一主题的讨论

更加活跃。

今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的主题是

“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增强全民国家安

全意识和素养，夯实以新安全格局保障

新发展格局的社会基础”。对这一主题，

一名教授这样说，国家安全不只是“国

家”的事，也是“大家”的事，只有人人在

心里给国家安全设道“岗”，才能织密维

护国家安全的防护网。

这名教授的话是有针对性的。有

一篇文章这样指出，“除极少数犯罪分

子故意危害国家安全外，绝大多数危害

国家安全的行为都是普通人的无意为

之”。该文提醒读者：“如果你没有国家

安全意识，没有将其固化为良好习惯的

安全素养，你的手机、个人电脑等，很可

能会成为敌对势力危害我国家安全的

平台。”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

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

所在。今天的国家安全，已经不仅仅指

政权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还包括

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

全、网络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等多

个领域。生态环境破坏、地理信息外泄、

管理防护隐患等，都会对国家安全造成

威胁。由此可见，维护国家安全没有“局

外人”，每个人都应该参与其中，贡献一

份力量。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如今国家之间

的利益较量更多地依赖于现代信息传

播技术，随着社会信息化的深入发展，

计 算 机 网 络 和 手 机 泄 密 呈 高 发 态 势 。

位 置 信 息 、导 航 、社 交 、外 卖 、跑 步 、旅

游 、网 购 …… 这 些 平 日 经 常 使 用 的 软

件，很可能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迫切

需 要 我 们 使 用 时 树 牢 主 动 防 护 意 识 。

否则，你的无意或大意，很可能将自己

的隐私拱手相送，甚至损害国家利益；

你的松懈或侥幸，很可能是对国家安全

的重大隐患。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全民”强调

的是全覆盖，就是不能缺少一个行业，不

能遗漏一个公民；“教育”强调的是常普

及，不能只停留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这一天，而是应坚持在每一天。只有人

人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和素养，拧紧

头脑中的“安全阀”，把维护国家安全当

作自觉的思维和行为习惯，才能铸成坚

强有力的人民防线，筑牢坚如磐石的社

会堤坝。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的“全民”中，有

一个群体很特别，那就是军人。军人，担

负着“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使命，这个使

命，高于天、重于山。“思想的锈蚀比枪炮

的锈蚀更可怕。”试想，如果没有国家安

全意识和素养，忘记了金戈铁马，沉迷于

声色犬马，“刺刀插在了地上”，忧患缺

失、忘战怠战，“当那一天真的来临”，怎

能打得了胜仗？

“凡三军以戒为固，以怠为败。”军

人的国家安全意识，最关键的是随时准

备打仗的意识。我们相信，只要全军官

兵常思肩头之责、常备打仗之事，把打

仗当专业，把当兵当事业，增强忧患意

识，强化使命担当，全部精力向打仗聚

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劲，就一定能用

随时准备打仗的意识和随时能打硬仗

的本领，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

代使命任务。

国
家
安
全
是
﹃
大
家
﹄
的
事

■
危

平

“ 不 规 定 字 数 ，一 两 段 不 嫌 短 ，三

四页不嫌长；可以写干条条，但提倡多

写自己独有的感悟；笔迹工整当然好，

但划红杠杠作标注更好……”近日，某

部 有 关 学 习 笔 记 本 的 规 定 ，受 到 官 兵

点赞。

现在，个别单位的领导对学习笔记

本要求的“很严”：格式是什么、用什么颜

色的笔、写多少字、什么内容严禁写，等

等，都有明确规定。这样的教育学习笔

记，看似“规范”，实则“失范”，是典型的

形式主义。

学习笔记，既是学习教育的记录，也

是学习成果的反映，不同的人自然有不

同的收获。“流淌着心语的，才是最美的

笔记。”不把学习笔记本看作应付上级检

查的工具，让官兵真实写、写真实，这样

的学习笔记，才能成为记录心灵感悟的

一本随笔、折射授课水平的一面镜子、走

进官兵心灵的一条通道。

笔记，不必强求“规范”
■王 禛 刘含钰

4 月上旬，某部在通报基层存在的

问题后，对通报的问题剖析症结，安排结

对帮带、尽力解决，使问题清单越来越

短。这种既通报问题又解决问题的做

法，应该提倡。

检 查 指 导 ，是 各 级 机 关 的 重 要 职

责 ，也 是 推 动 基 层 工 作 落 实 的 有 效 手

段。然而，个别机关干部把通报问题当

成了检查的终结，致使一些被通报但基

层自身无力解决的问题，成了通报中的

“常客”。

开国少将邓岳曾指出：“检查指导一

个词，不能只有检查，没有指导。指导，

就是要解决问题。”对通报的问题，基层

自身能够解决的，督促解决；无力解决

的，帮带解决。如此既“把准脉”又“开好

方”，问题才能真正成为进步之梯、发展

之师。

检查，切莫止于“通报”
■刘元烈

近日，某部在落实为基层办实事制

度中强调，能今天办成的实事就不要拖

到明天，好事也不要“多磨”。这种雷厉

风行的好作风，值得提倡。

在办一件好事的时候，有时不会那

么顺利，难免会遇到一些挫折，所以才

有“ 好 事 多 磨 ”一 说 。 但 如 果 故 意“ 多

磨 ”，让 程 序“ 跑 马 拉 松 ”，把 过 程 拉 得

太 长 ，“ 等 着 办 ”“ 拖 着 办 ”，甚 至“ 踢 皮

球”“打太极”，就不应该了。

军队应当是最讲效率的。速度彰显

的是力度、温度。能快办的好事尽量少

“磨”，力求不“磨”，当然最好。对于客观

条件暂时不具备而需要“多磨”的好事，

也应在优化流程、创造条件、强化责任上

下功夫，努力提高办好事的效率。

服务，好事也勿“多磨”
■周慧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