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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瞭望

画里有话

玉 渊 潭

长城论坛

有什么样的政治文化，就有什么

样的政治生态。新修订的《军队政治

工作条例》，作为军队政治工作的基础

主干党内法规、政治建军的重要依据，

对新时代军队政治工作进行系统规

范，对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

提出明确要求，体现了新时代我党我

军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纯正政治生态

的坚定意志。

党内政治文化是党内政治生活的

灵魂，是政党性质的根本体现，表现为

政党为之奋斗的价值理想、党员行为方

式的价值标准和党内政治生活的价值

原则等。习主席强调：“党内政治生活、

政治生态、政治文化是相辅相成的，政

治文化是政治生活的灵魂，对政治生态

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政治文化之于

政治生态，如同土壤之于自然生态，其

影响是根本的、深远的、决定性的。加

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不仅有利于全面

从严治党，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展示

党的良好政治形象，而且有利于增强党

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我们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

的现代政党，由先进文化孕育而生，一

直具有先进的党内政治文化。比如，从

1922年的第一部党章到今天的党章，历

经多次修改，但始终都把忠诚老实铭刻

在党章上，这就是我们党的党内政治文

化。再如，延安整风中形成的《改造我

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

股》等，这些都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

经典之作。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我们

党正是坚持倡导和弘扬忠诚老实、光明

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

清正廉洁等政治文化，及时纠正各种错

误思想，才使党内政治文化的优秀基因

深深扎根于一代代党员的血脉之中。

曾经一个时期，党内政治文化受到

了严重污染，比如高人一等的官僚习

气、大权独揽的家长心态、拉帮结派的

圈子文化、“睁只眼闭只眼”的好人主

义、“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等。这些

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一旦外在的约束

有所松懈，就可能在个别同志的内心萌

动、潜滋暗长。古人说过：“见恶，如农

夫之务去草焉，芟夷蕴崇之，绝其本根，

勿使能殖，则善者信矣。”如果不铲除政

治文化上的“恶草”与“痼疾”，先进的、

积极的、健康的、纯洁的政治文化就难

以葳蕤葱郁、风光无限。

《条例》着眼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

治文化，在政治工作主要内容中充实和

完善纪律检查、监察、巡视巡察、安全保

卫等方面要求，明确重点纠治官兵身边

的腐败和不正之风，对履行职责不力、失

职失责的党员领导干部进行问责，深化

巡视巡察等规定。从深化政治整训到严

肃党内政治生活，从加强政治能力训练

到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条

例》为新时代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怎

样发力、向哪用劲明确了鲜明指向。

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是

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和复杂的系统工

程，需要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各级在

学习贯彻《条例》中，应把党内政治文化

建设作为基础性、经常性工作抓紧抓

实，常态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增

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

则性、战斗性。大力倡导清清爽爽的同

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干干

净净的政商关系，破除关系学、厚黑学、

官场术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锲而不

舍地浚其源、涵其林、养正气、固根本。

坚持党管干部原则，贯彻好干部标准，

始终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严防“带

病提拔”。坚持有贪必肃、有腐必反，用

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促进部队风气

建设持续向上向好发展。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党内

政治文化的形成非一朝一夕之功，加

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必将在春风化

雨、润物无声中发挥以文化人的持久

力量。广大官兵特别是党员干部应坚

定理念信念，提升思想境界，将先进的

党内政治文化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增

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

腐定力。正确处理公与私、义与利、是

与非、正与邪、苦与乐的关系，带头做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

积极传播者和模范践行者。坚决抵制

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让宗派主义、圈

子文化、码头文化等彻底失去生存空

间，让政治生态的良田沃土持续得到

涵养和改良。

（作者单位：河南省军区）

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
——深入学习贯彻新修订的《军队政治工作条例》①

■徐元鸿

党领导人民军队军事斗争实践，是

百年党史的壮阔篇章。广大官兵在党

史学习教育中，应主动汲取精神力量、

领悟胜战之道，更好汇聚练兵备战的意

志力量，确保做到全时待战、随时能战、

坚决胜战。

人民军队自诞生以来，就与党紧紧

地联系在一起，始终在党的绝对领导下

行动和战斗，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

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这是我们党

在历经艰辛、饱经风雨的长期摸索中积

累下来的，饱含着成败和得失，凝结着

鲜血和汗水，充满着智慧和勇敢。邓小

平同志指出：“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

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

宝贵财富。”那些洞察全局的战略指导、

高人一筹的指挥艺术、以劣胜优的战争

奇迹、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等，无不闪

耀着“以往知来，以见知隐”的智慧之

光，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去学习、总结、

传承和发扬。

正确的战略决策是最大的胜算。

“战略上的失误是不可以用战术上的胜

利来弥补的”。从四渡赤水出奇兵到三

大战役定乾坤，从深入敌后打游击到千

里挺进大别山，从抢占东北到抗美援

朝，这些党的重大战略决策创造了一个

又一个战争奇迹。我们应从党史军史

中汲取党领导革命战争的战略运筹、战

略布局、战略决断的高超智慧，进一步

理解把握党运筹指挥军事斗争的战争

指导艺术。

从研析党领导我军的战斗历程中

夯实胜战之能。克劳塞维茨曾说：“光

辉的战例是最好的老师。千万别让理

论上的偏见像乌云一样遮蔽住这些战

例。”一切战争的制胜规律，无非就是以

能击不能。过去我们用小米加步枪打

败武装到牙齿的敌人，靠的不是“乞丐

和龙王比宝”，而是牢牢掌握“你打你

的，我打我的”战略主动。制衡强敌同

样需要问计于史、寻策于史，对接实战

需求，找准立足现有装备打胜仗的“桥”

和“船”。

习主席曾说，我军历来是打精气神

的，过去钢少气多，现在钢多了，气要更

多，骨头要更硬。正是因为这股“气”，

塔山阻击战，我军不怕牺牲，不惜代价，

令敌人不能前进一步；血战上甘岭，“炮

击过后，中国军人像从地底下钻出来似

的，拼命抵抗”。我们应充分开掘革命

传统中的精神富矿，教育官兵赓续逢敌

亮剑的血性胆魄，始终保持备战状态

“满弓”、打赢本领“满分”、血性胆气“满

格”，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

使命任务。

（作者单位：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

支队）

学史强能，领悟胜战之道
■王处章 杨 平

“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道香，

餐餐吃得精打光。干稻草，软又黄，金

丝被儿盖身上，不怕北风和大雪，暖暖

和和入梦乡。”这首在井冈山时期流行

的歌谣传唱至今，唱出了红军在井冈山

上不畏艰苦、顽强奋斗的乐观精神。

当时的井冈山，“人口不满两千，产

谷不满万担”，缺衣少粮，缺医少药，“每

天除粮食外的五分钱伙食费都感到缺

乏，营养不足，病的甚多，医院伤兵，其

苦更甚”。然而，艰苦的生活和极度的

困难没有吓倒英勇的红军，“大多数人

是坚定乐观的，战斗力还是蛮强的”。

2014年10月底，全军政治工作会议

在古田召开。红米饭、南瓜汤、观音菜、

炒烟笋……当年滋养了工农红军的粗粮

野菜，摆上了会议代表的餐桌。31日中

午，习主席同参加会议的11位部队基层

干部和英模代表，津津有味地吃起了“红

军饭”。习主席同大家边吃边谈，回顾老

红军艰苦卓绝的战斗岁月，并语重心长

地叮嘱大家，青年一代是党和军队的未

来和希望，革命事业靠你们接续奋斗，优

良传统靠你们继承发扬。

我党我军诞生在民族危难之时，成

长于艰苦斗争之中，不仅面对的敌人强

大，而且生存环境恶劣，物质生活十分

艰苦。党和军队之所以能从偏僻落后

的山沟里、千难万险的长征中、荒凉贫

瘠的高原上发展起来，建立起人民的政

权，创造出不朽的业绩，其中一个重要

原因，就是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优良

传统和政治本色。

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访问延安，

当他看到毛泽东穿打补丁的衣服，周恩

来睡土炕，彭德怀身上是用降落伞做的

背心，林伯渠耳朵上架着断了腿的眼

镜，便断言：这是可贵的“东方魔力”，这

是中国人的“兴国之光”。

抗日战争时期，日伪在《中共军内

幕分析》一文表示：“共军的境遇是极其

艰苦的，要克服物质上的缺乏，对抗恶

劣的环境，必须有超乎常人之外的坚强

意志与严密组织。共军在这方面的运

用可算登峰造极，发挥无遗……”

淮海战役中，国民党中将黄维被

俘，目睹了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这些生

活俭朴、不讲待遇的布衣将军后，叹服

地说：“在下不光败在战场上，更败在作

风和精神上。”

1950年，在朝鲜战场上，美国连吃

败仗。接任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的李

奇微分析失败的原因，指斥他的下属

说：“看看中共军队，他们总是在夜间行

军，他们习惯过清苦生活，甚至吃的是

生玉米和煮黄豆。可是我们呢？我们

的军队离了公路就打不了仗……一句

话，你们之所以变得对公路这样依赖就

是怕吃苦，总想坐汽车舒舒服服去打

仗，到最后连人带车一块完蛋！”

军事活动充满艰辛，始终与艰苦相

伴。军人之于艰苦，犹形影之相随，声响

之相应，须臾不能分离。官奢兵必逸，兵

逸必失利。一支军队如果片面追求生活

舒适，忽视战备要求，就注定会遭到败亡。

曾经在战场上所向披靡的威武之

师,由于在歌舞升平、文恬武嬉中骄奢

淫逸、耽于安乐，结果自己把自己打败

的，古今中外屡见不鲜。从罗马军队的

衰败，到李自成大顺军的蜕变，再到八

旗子弟的腐败，这当中的教训值得我们

永远铭记。

习主席指出，现在，我们生活条件

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能

少，必须坚持以俭修身、以俭兴业，坚持

厉行节约、勤俭办一切事情。

征途漫漫，惟有奋斗。实现新时代

的强军目标，我们还有许多“雪山”“草地”

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

要征服，一切贪图安逸、不愿继续艰苦奋

斗的想法都是要不得的，一切骄傲自满、

不愿继续开拓前进的想法都是要不得

的。我们依然需要接过艰苦奋斗的接力

棒，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和永不懈怠的

精神状态，勇挑重担、苦干实干，在新时代

新征程上留下许党报国的奋斗足迹。

（作者单位：63936部队）

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能少
■杨 欢

漫画作者：周 洁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

故》（第二季），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

综合频道播出以来，受到观众的持续热议

和好评。节目坚持用生动的故事来表达

深刻的道理，以理服人，以情动人，深入浅

出，引人入胜。这对我们加强和改进军队

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习主席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上指出，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

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

性。很多时候，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一次

敞开心扉的谈话，一次饱含期望的提醒，在

官兵心湖激荡起的浪花，远比劈头盖脸的

训斥强得多。亲和力是一种亲近柔和的表

达方式，如春雨润物细无声，似春风著物物

不知。亲和力可以架起沟通理解的桥梁，

像“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

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古人云，“亲其师，信其道”。有了情

感的交融，沟通才有基础，说理才能让人

信服。政治教育者只有感染官兵，才能

使他们愿意信你说的话、照你说的办。

比如，《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

故》（第二季）在阐明“忠诚”的含义时，从

习主席的母亲给他讲“精忠报国”的故事

切入，将陈树湘“断肠明志”、红其拉甫民

警守卫边防、老英雄张富清深藏功名等

故事娓娓道来，让观众充分感受到了

习主席的领袖风范和为民情怀，同时加

深了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情感认同。

现在的青年官兵兴趣广泛、个性突

出、民主意识强，对身边的教育者，他们

往往观其行方能信其言。然而，有的教

育者在搞教育时居高临下、盛气凌人；有

的过分强调灌输式教育，不能设身处地

考虑官兵的接受方式；还有的面对官兵

关注的话题，不主动回应，不善于解惑。

倘若“台上滔滔不绝，台下浑然不觉”，只

会是雨过地皮湿、雁过不留声。

有位教育学家说过：“每一个干练的

教师，就是一个艺术家。他从事于教学，

犹如琴师从事于操琴一样。他和缓地触

动人类思想感情上的琴弦，刺激之，安慰

之，兴奋之，鼓励之。”一堂立体丰满的思

想政治教育课，应该既包含知识的增益，

也能产生道德的熏陶；既能给人美的享

受，也能触发真和善的升华。教育者应坚

持用信任、欣赏、发展的眼光看待官兵，时

刻关注他们的所思所想、所忧所盼，把“想

让官兵知道的”和“官兵想知道的”统一起

来，既要讲得“有意义”，也要讲得“有意

思”。坚持教育者自身先受教育，不断强

化思想认同、价值认同和情感认同，增强

人格魅力，丰富学识素养，在潜移默化中

感染、感动、感化更多的官兵。

（作者单位：陆军航空兵学院某飞行

训练旅）

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
■潘 磊

办公室的灯永远亮着、电脑永远开

着，窗户大开却吹着空调；一张A4纸单面

打印多、双面打印少，一个记录本写不了

几页纸却一年一换……这些浪费现象就

发生在个别官兵的身边，值得引起重视。

节俭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文

化。一滴水、一度电、一张纸确实值不

了多少钱，但“聚沙可成塔、积水可成

渊”。据报道，生产一吨纸要消耗20

多棵大树、100吨水，耗电2000—2500

千瓦时，耗煤300—400公斤。我们没

有理由对“长明灯”“长流水”等“灯下

黑”现象，熟视无睹，听之任之。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

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各单位应广泛

开展节水、节电、节油、节气、节煤、节

粮等群众性活动，提倡和落实节俭办

公、集约办公、环保办公，以更高的标

准、更严的要求，走在全社会前列。“历

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广

大官兵应从小事入手，从点滴做起，强

化节俭意识，培养节约习惯，继承和发

扬好艰苦奋斗优良传统，努力营造“节

约为荣、浪费为耻”的浓厚氛围，形成

“勤俭节约、人人践行”的生动局面。

（作者单位：陆军勤务学院）

节俭防止“灯下黑”
■刘 煜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日前，中央军委办
公厅印发《关于新时代军队弘扬优良传统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意见》，
要求各级坚持勤俭建军、勤俭办一切事业，坚决纠治当前存在的各种
浪费问题，珍惜节约资源，提高财力物力综合使用效益。现推荐一束
思想火花，与您一起分享和探讨。

编者按

刘亚楼担任空军司令员时，由于我

军缺乏修建机场的经验，外国专家帮助

设计的机场规格，不但占地面积大，而

且耗费资金多。刘亚楼组织专家精心

论证，大胆探索，设计出新的机场规格，

大幅节省了土地资源和经费投入。这

种力避因计划不周、盲目决策造成浪费

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

决策不科学，浪费难避免。当前，凭

经验“拍脑袋”决策、凭主观意志办事，造

成损失浪费的现象依然存在。有的单位

基础设施建设不求实用管用，贪大求洋，

与战备训练脱节；有的单位会议室、阅览

室、学习室、娱乐室、荣誉室单独建设，追

求样样俱全，实际利用率不高；有的单位

预算编制不科学，投向投量不合理，钱虽

然花出去了，但效益不高。

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

花。各单位应加强对重大事项的决策

把关，充分发挥专家咨询和群众监督

作用，不断提高科学决策、民主决策、

依法决策水平。建立健全决策权、执

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

的运行机制，避免权力过分集中、一个

人说了算。对因决策盲目、计划随意

造成损失浪费的应追究领导责任。

决策不能“拍脑袋”
■院树峰

当年，毛泽东在西柏坡“世界上最

简陋的司令部”，导演出震古烁今的三

大战役。30平方米的土坯房里，3张

白茬木桌就是3个科。今天，我们在

组织和保障演训活动时，也应弘扬优

良传统，精打细算、反对浪费。

演训要讲“效费比”，养成也是战斗

力。重视演训工作，不等于不计成本、

不讲效益。然而，个别单位一遇到野外

驻训、演训演练、比武考核等大项活动，

就出现重复购置的现象。有的对库存

底数若明若暗，对实际需求测算不准，

能多买就多买；有的对设备器材重用轻

管，像手电筒、挂图架、迷彩布等可重复

使用的物品，年年训年年买；还有的在

铁路机动时，采购的铁丝、三角木楔等

捆绑加固器材，使用一次就丢弃。

科学有效的管理，有利于优化资

源配置，降低训练成本。各单位应进

一步提高训练保障的科学性精准性，

举一反三查找演训保障中的损失浪费

问题，立行立改、堵住漏洞。严格落实

物资器材登记统计制度，加强回收利

用、重复使用，确保每一分钱都花在刀

刃上、用在紧要处，每一件物都能用有

所值。

演训应讲“效费比”
■邵天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