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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论坛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精神·聚焦基层党组织建设⑧

党员是党的肌体细胞，党员的素质和作用决定着党
组织的整体素质和形象。党的纯洁性，归根到底要靠每
名党员的纯洁性来保证。

严肃处置不合格党员是增强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
的有效举措，也是保持党员队伍先进性、纯洁性的管用招

法。第 80集团军某旅党委认真落实党章党规，增强党员
教育管理监督质效，稳妥有序开展不合格党员组织处置
工作，督促和鞭策广大党员在强军兴军实践中更好发挥
先锋模范作用。他们的探索与实践有一定借鉴意义。

——编 者

党建视野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关键是要

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

勇气。

《资治通鉴》有言：“惟以改过为

能，不以无过为贵。”意思是说，有了

错误能够改正才最为重要，不要把

不犯错误当成可贵的事情。“凡是有

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就坚决干、加

油干、一刻不停歇地干；凡是不利于

党和人民事业的，就坚决改、彻底

改、一刻不耽误地改。”敢于直面问

题、勇于修正错误是我们党的显著

特点和优势。我们党正是一次次拿

起“手术刀”来革除自身的病症，才

能一次次解决自身问题，从而在总

结经验、知错改过中日臻成熟、不断

前进。

作为主题教育的重要抓手，开

展专项整治紧盯矛盾最突出、意见

最集中的问题，找准切入点和突破

口，动真碰硬、一抓到底，才能真正

“整”到关键处、“治”在点子上。

专项整治，关键在“整”，就是要

坚持问题导向，持续精准发力。同

第一批相比，第二批主题教育层级

下移，参加的单位和人员范围广、类

型多、数量大，同官兵的联系更直

接，面对的矛盾问题更复杂，官兵期

待解决的问题更具体。要自觉运用

党的创新理论，对照党章党规，对照

官兵期待，对照典型榜样，认真查找

存在哪些差距，有的放矢进行整

改。专项整治任务重、要求高，要坚

持“速度”与“质量”相统一，不回避

问题，不掩盖问题，问题要见人见

事，该完善的体制机制要完善起来，

该堵塞的漏洞要堵塞好，该批评的

要认真批评，该处理的要严肃处

理。切实将主题教育成果转化为推

动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强大力量，使

官兵真切感受到主题教育带来的新

变化新成效。

专项整治，要点在“治”，就是要

动真碰硬、真抓实改。“掘井不及泉，

视为废井。”专项整治更要发扬“钉

钉子精神”。以“一锤接着一锤敲”

的坚持和执着，发现问题立行立改，

不能消极拖延、虚以应付。以解决

实际问题的成效为衡量标准，自觉

接受官兵监督，主动请官兵来评判，

用官兵的获得感来检验主题教育的

成效。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转变作

风，强化担当意识，加强督促检查，

对尚未整改到位的、一时难以解决

的问题“回头看”，需要承接落实的

整改任务，要加强衔接，联动整改，

对官兵不满意不认可的，要及时“返

工”“补课”，决不能草草收场、蒙混

过关。

敲钟就要问响。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

题，是全体党员的终身课题。每一

名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常怀

忧党之心、为党之责，保持强烈的

自我革命精神，有的放矢、标本兼

治，不掩饰缺点，不文过饰非，确保

主题教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

（作者单位：31646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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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兵训练已经进入最后补差阶
段，但新兵之间体能的差距依然存在，
要注意科学施训，防止出现训练伤，影
响考核成绩……”12月上旬，第 72集团
军某新兵旅邀请多名新兵党员列席支
委会，与支委一起建言献策。
“新兵党员最了解新兵，认真听取

他们的建议，有助于党支部工作提质增
效。”新兵旅领导介绍说，今年新兵党员
数量相比于前几年有所增加，一些大学
生士兵入伍前就入了党，他们学历高、
思维活、创新力强。让他们在兵之初就
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不仅有利于个人成
长进步，还能促进新训水平提升。

带着组织关系入伍的新兵党员多
了，怎样让他们在兵之初就擦亮党员
“名片”？新兵旅党委经过调研，要求
各新兵连采取“进入各级组织、进入
帮带范围、进入实践活动、进入骨干
队伍”的方式加强新兵党员的教育管

理。据了解，这些新兵党员有的被选
为支部委员，有的被推选为党小组
长，有的进入新兵连团支部或军人委
员会。各新兵连党支部也采取多种
举措让新兵党员发挥专长，通过以点
带面、以一带多，激发广大新兵的新
训热情。

激发新兵党员内在动力，带来了
新兵旅党组织建设和个人成长进步的
双赢。新兵党员曾圣贤，入伍前是个
拥有数万粉丝的“博主”，当选支委后
他发挥个人特长，利用课余时间教新
战友如何利用新媒体学习党的创新理
论，成为新兵连小有名气的理论小教
员；新兵党员袁振在支委会上积极建
言献策，多条建议被党支部采纳，激发
了新兵训练热情。在新兵党员模范作
用带动下，新兵旅先后有 300 余名新
兵被表彰为训练标兵、内务标兵和作
风纪律标兵。

第72集团军某新兵旅

擦亮新兵党员的“名片”
■杨智超 陈冠男

“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
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

循着红色的足迹，追寻初心的根
脉。前不久，东部战区空军组织基层
党组织书记培训。来自基层一线的百
余名“党代表”，齐聚革命摇篮井冈山，
接受思想和能力的双重淬炼，在一次
次头脑风暴中，努力破解基层政治工
作时代课题。

突出“强化事业心责任感、提升党
务工作能力”两个重点，帮助基层党组
织书记解决思想困惑、补齐能力短板。
作为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的一项重要举措，这次培训主题指
向鲜明：牢记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因，
当好新时代的基层党组织书记。

开班动员上，一张张年轻的面孔
洋溢着朝气和干劲。战区空军一位领
导娓娓道来，以“过来人”的身份讲述
相隔 32年两代指导员的“异与同”；台
下的学员侧耳倾听、感触颇深——形
势任务在变，但“党代表”的初心不改、
使命不变。

翻看培训学员的第一次讨论发
言，不论是战区空军“擎天东南感动人
物”莫伟担任“党代表”扎根海岛苦干
实干的心路历程，还是先辈们在革命
低谷坚持斗争的红色故事，都令他们
由衷感动。感动过后，是对内心的叩
问。正如当天大家讨论的题目“‘党代
表’样子是什么，从哪里来，现在身处
何处，往哪里走？”

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蕴
藏着启迪思想的瑰宝，散发着映照未来
的光芒。学员们带着问题，走先烈走过
的路，看前辈坚守的地方，在历史与现
实的交汇中读懂“我是谁”。

来到“三湾改编”的枫树坪，红军
后代何继明老将军为大家讲起了“支
部建在连上”的伟大创举，从一盘散沙
到团结如钢的巨变，向在场的每位学
员发问——“党代表”的职责使命是什
么、神奇魔力在哪里？

走近一段历史、组织一次活动、营
造一种氛围、受到一次启迪……学员
们上北岩峰、走黄洋界、访三湾乡，与
红军精神相遇在连绵的红色山峦中，
沉浸在峥嵘岁月里，追根溯源洗礼思
想，越觉责任重大。“我志愿加入中国
共产党……”三湾改编纪念馆内，新时代
的“党代表”庄严肃立，重温入党誓词。

日常党务工作遇到的难题就是培
训的重点课题。筹划培训时，战区空军
党委机关就立起了聚焦问题的鲜明导
向，先后调研征求 11个不同类型旅团
级单位 150余名党组织书记的意见建
议，归纳筛选出 36个具有代表性、普遍
性的疑难困惑，针对性设置了“贯彻落
实民主集中制”“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等
4个强训专题，确保培训有的放矢、对
症下药。

问题导向越鲜明，培训的实践特
点也就越突出。战区空军领导向记者
介绍，不同于过去大水漫灌、我讲你听

的习惯做法，这次授课开小口挖深井，
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启发思考，引导
学员共同研究法规、探讨方法，让他们
带着问题来培训，带上答案回营连。
此次培训，他们还采取专家理论引领
与主官实践传授相结合、课堂互动与
课后交流相衔接、案例解析与答疑释
惑相融合的方式，多方位多层次开展
教学活动。

集众智、破难题、汇良策。战区空
军党委机关前期调研所属部队党建工
作情况时发现，基层党建出现诸多新
情况新问题的同时，也形成了很多实
用管用的破解之道，关键是要积极挖
掘基层潜力、善于汇聚群众智慧。为
了畅通学员之间的交流，他们打破人
员编组的传统模式，按照新老结合、兵
种相近的原则划设班排，提高单位类
型的相似度、人员交流的契合度，构建
起了同类型单位互学互助、集智攻关
的立体学习交流链路。
“大家讲自己经历的事、讲自己总

结的话，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帮
我摸到了干好党务工作的‘门道’，回
到连队，我有信心把这些贴近实际、好
用管用的方法付诸实践。”刚上任不久
的某场站导航连党支部书记蒋易宸这
样说。

东部战区空军组织基层党组织书记示范性培训

井冈山下续星火
■李映辉 田秋实 本报特约记者 迟玉光

11月 29日，东部战区海军某

雷达旅开展“讲红色故事、做时代

新人”主题党团日活动，他们来到

退役功勋雷达车前讲述战斗历史，

学习红色传统，鼓励入党积极分子

向先辈和典型学习，争取早日成为

一名合格的党员。

王宁川摄

党员身份不是“保险箱”，

入党前后为何“两张皮”

党员的好样子去哪了

“党员无‘后进’，评定不合格党员
给全连党员都上了一堂警示课。”12月
上旬，记者来到第 80集团军某旅采访，
提起两年前被处置的一名党员，旅作战
支援营警卫勤务连党支部书记李珂神
情仍十分严肃。

那时，这名上士党员想成为炊事班
长的愿望十分强烈，因未能如愿把失望
情绪带到了工作中，多次找借口不参加
连队训练和集体活动，甚至出现不如实
报告请假外出原因的情况。

自我懈怠，终酿苦果。由于模范
带头作用差，群众基础薄弱，那年年终
总结，在支部党员大会的党员民主评
议环节，这名党员评议结果很差。结
合其日常表现，党支部确定他为“不合
格党员”，并将其调离原工作岗位。

无独有偶，某营一名下士党员在面
临退伍时，放松了对自我的要求。去年
10月份一天深夜，这名党员违反规定使
用手机被查纠。事后，他不仅没有认识
到错误，反而常常抱怨：“我马上要离开
部队了，用得着这么较真吗？”民主评议
中，连队党支部根据其平时的较差表
现，把他评定为“不合格党员”，并责令
其限期改正。
“不合格党员不仅损害党员队伍

的整体形象，还会削弱部队战斗力建
设基础，必须坚决纠治。”旅党委对此
认识清醒而深刻。他们对照党章党规

有关要求，对全体党员进行党性“体
检”，把做人做事的红线划出来；对照
党章党规中“先进性”这把尺子，对每
名评议靠后的党员进行党性“丈量”，
把整改的标准立起来。

经过梳理筛查，该旅先后对 5名表
现差的党员进行了严肃处置。

及时处置不合格党员，增

强党员队伍生机活力

每名党员都要经受

住“门内考验”

“党员骆捷在进攻受阻时主动请缨
开辟通路，赢得了重要战机……”前不
久，该旅组织专题党员讲评会，某营班
长骆捷和其他 9名党员受到旅党委的点
名表扬。
“能有今天的进步，得益于党组织

对我的不抛弃、不放弃，但对照先进性
标准要求，我还有很大的差距，我有信
心再接再厉。”与战友交流时，骆捷言语
间流露着由衷的感激和满满的干劲。

骆捷坦言，受到表扬并不是因为自
己始终优秀，而是官兵公认他进步幅度
大。原来，一年前在党员民主评议时，
他排名靠后，差点进入处置范围。“说实
话，那时的样子连我自己都不喜欢。”骆
捷感慨道。

据了解，尽管以往每年营连党委
（支部）都会进行民主评议党员工作，但
在具体工作中，由于个别党组织和党员
“怕”得罪人，致使一些表现较差的党员
不能得到及时处置。个别党员面对“差
评”无动于衷，整改动力不足，影响了党

员队伍的整体素质。
“对于个别不能发挥模范带头作

用甚至带了‘坏头’的党员，应该及时
采取措施，这样才能保证党员队伍的
先进性。”该旅党委常委邹连锋说，
2017 年以来他们针对“个别党员模范
作用不强，甚至成为‘群众尾巴’”的问
题探索实施了不合格党员的处置办
法。结合岗位实际，该旅根据“四个合
格”标准细化为理想信念缺失、政治立
场动摇、宗旨观念淡薄、工作消极懈
怠、组织纪律散漫、道德行为不端等 6
类 27 种情形，每半年开展一次民主评
议党员活动，结合半年和年终工作总
结一并进行。

该旅严格按照评定不合格党员的
民主评议、初步认定、支部核实、逐级审
查、组织决定、按级审批 6个程序步骤实
施。同时，结合认定和处置不合格党员
工作，进一步严格落实党内组织生活制
度、严格党员教育管理，不断提升基层
党组织建设的整体水平，持续激发党员
队伍的活力。

四平八稳“过日子”“混日

子”的思想不能有

让“掉队”党员尽快赶上

“在我迷茫的时候组织没有放弃
我，感谢组织长期以来对我的教育帮
助。我一定会自我加压，时刻珍惜组织
的培养。”前不久，曾被评定为“不合格
党员”的那名警卫勤务连士官党员因为
表现出色，重新回到炊事班。

为了帮助这名不合格党员整改转

变，该旅党委对照党章党规要求对他强
化管理，还安排支部书记和 1名优秀党
员骨干与其结为互助对子，进行挂钩帮
带，督促他定期汇报思想，平时压任务、
工作有监督、定期搞讲评，并结合党日
活动，对他的现实表现进行量化打分。

经过党组织持续不懈帮带，这名
士官党员的思想逐渐得到扭转，得到
各级党组织和连队官兵的认可。如
今，他在工作中处处争先，以党员标准
严格要求自己，在教育训练和平时生
活中能主动帮助身边战友。前不久，
他郑重向连队递交了当炊事班长的申
请书。
“连队如果没有让我当班长，说明

我的能力素质还不够，需要进一步加
强。”这名士官党员态度十分端正。
“每一名党员都应该是一面旗帜，

四平八稳‘过日子’‘混日子’的思想不
能有。”该旅党委书记卢新锋告诉记
者。这些不合格党员所在党组织逐一
为他们明确整改时间，并安排优秀党员
与其结对帮带。同时，旅党委及时开展
回访工作，了解受批评党员对错误的认
识和改正情况，掌握帮带情况，合力做
好工作。

认账更要销账，掉队就要赶队。
记者了解到，在最近一次党员民主评
议中，自去年来被处置的 5 名党员除
一名退役外，其余同志全部重新成为
合格党员，2 名同志还被评为先进党
员。不少党员表示，党员身份至高荣
光，要时刻不忘入党初心，从一言一行
中立起党员先进性标准。前不久，该
旅接连完成整建制战备拉动、实兵战
术演习等任务，党员骨干冲锋在前，积
极主动克服不利因素，起到了模范带
头作用。

持续激发每个肌体细胞的活力
——第80集团军某旅党委按照党章党规处置不合格党员的一段经历

■本报记者 宋子洵 通讯员 姜宠泽 王 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