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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把提高政治能力作为终身必修课 

来源：解放军报 

 

习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我们党“必须增强政

治意识，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善于把握政治大局，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

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深刻领悟这一重要论述蕴

含的政治意蕴和战略考量，坚持把提高政治能力作为终身必修课，大力加强政治

能力训练和政治实践历练，不断增强把握方向、把握大势、把握全局的能力和辨

别政治是非、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的能力，切实担负起

党和人民赋予的重大政治责任。 

 

（一） 

“我们党依靠学习创造了历史，更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党员干部必须把加

强理论学习、提高理论修养作为政治能力训练的基石，不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

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 

 

着力提升政治素养。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强

军思想武装头脑，防止学习“浅表化”“碎片化”现象，注重学思践悟、真信笃行，

强读强记提高理论修养，深学深悟把握精神实质，常学常新提升站位境界，以理

论清醒确保政治坚定。 

 

着力强固政治理想。理想信念是政治能力的灵魂命脉。要始终坚持革命理想

高于天，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补钙铸魂、立根固本，把实现党的政治目标作为

自己毕生的政治追求，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积极主动投身强国强军伟大实践。 

 

着力提纯政治忠诚。忠诚是践行初心使命的根本保证，要害在“绝对”二字。

要让对党忠诚融入血脉骨髓、浸入灵魂深处，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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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着力提高政治敏锐。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党员干部要始终保持思想

清醒和战略定力，善于用政治眼光、政治思维、政治逻辑观察分析问题，遇事多

想政治要求，办事多想政治规矩，处事多想政治影响，成事多想政治效果，始终

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乱云飞渡仍从容”。 

 

（二） 

政治能力提升，既要靠学习提高，更要靠实践历练，在奋斗前行中落实责任、

彰显担当。 

 

致力改革强军担当作为。改革推进到今天，比认识更重要的是决心，比方法

更重要的是担当。当前国防和军队改革进入攻坚期，越是重要关头，党员干部越

要负重前行，把政治担当担起来，直面各种困难矛盾，担当于任内、奋斗于当下，

坚决克服怕冒风险丢“位子”、怕得罪人断“路子”、怕出问题生“乱子”的消极心理，

着力纠治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的不作为现

象。 

 

聚焦备战打仗担当作为。始终牢记人民军队的根本职能，时刻铭记胜战之问、

价值叩问、本领拷问，切实把战斗队思想立起来，把战斗力标准落下去，始终盯

着未来战场和强敌对手，全神贯注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着力解决“两

个能力不够”“五个不会”等问题，坚决纠治和平积弊，积极营造有利于战斗力提

高的鲜明导向，不断提升能打胜仗的实战本领。 

 

围绕攻坚克难担当作为。矛盾困难面前，最需要担当，也最考验担当。党员

干部要当攻坚克难的奋斗者，不做怕见风雨的“泥菩萨”，始终以一往无前、永不

懈怠的动力，以时不我待、舍我其谁的精神，以敢为人先、敢破敢立的勇气，挑

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涉最险的滩涂，用知重负重、攻坚克难、勇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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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际行动，诠释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赤诚、对事业的执着。 

 

着眼从严治党担当作为。领导干部必须切实担负起管党治党的主体责任，面

对“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和各种顽瘴痼疾，勇于揭短亮丑、较真碰硬，敢于瞪眼

黑脸、执纪问责，推动管党治党由宽松软转向严紧硬，并不断向基层传导延伸，

把矛盾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未萌之时、解决在职责范围内。 

 

（三） 

风云变幻看定力，沧海横流显本色。当前，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

特点的伟大斗争，领导干部必须增强斗争精神，保持政治定力，在搏击风浪中增

长胆识才干，在斗争实践中磨炼政治能力，在应对挑战中检验素质本领，真正锻

造成为“烈火真金”。 

 

大力弘扬斗争精神。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品格，

也是我们的政治优势。领导干部要始终保持共产党人敢于斗争的风骨、气节、操

守、胆魄，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要敢于亮剑、寸步不让，自觉同

危害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行为作斗争，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

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政治观点，坚决防范政治风险、确保政治安全，

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注重掌握斗争策略。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讲究斗争艺术，注意方式

方法，把握时度效，做到谋定而后动。尤其是信息网络时代，领导干部要带头学

网懂网用网，强化网络思维、网络素养、网络技能，掌握网络传播规律，把握网

上斗争特点，牢牢掌控网上斗争主动权话语权，及时占领主阵地、弘扬主旋律、

传播正能量。 

 

着力提高斗争本领。“人在事上练，刀在石上磨。”领导干部要始终把艰难困

苦当“铺路石”，敢于在急难险重的环境中磨练意志，提高应对重大风险、驾驭复

杂局面的能力；始终把挑战考验当“垫脚石”，敢于在严峻现实斗争面前显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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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时刻能站出来，在危急关头能豁出去，率先垂范、冲锋在前；始终把工作岗

位当“磨刀石”，敢于到基层“墩苗”、到一线“打磨”、到前沿“吃苦”，在斗争实践

中增本领、长才干。 

 

（四） 

党内政治生活是扫除各种“政治灰尘”的重要法宝，要切实增强政治性、时代

性、原则性、战斗性，从根本上解决政治不纯、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

等问题。 

 

党员意识立起来。组织上入党一生一次，思想上入党一生一世。领导干部要

把思想入党作为终身课题，时刻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党员，自觉学习党章、尊

崇党章、遵守党章、践行党章，经常用党员标准和党员义务对照检视，始终把自

己置于组织的教育管理中，用先进模范行动把底色打牢、把名片擦亮。 

 

组织生活实起来。严格执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认

真落实“三会一课”、双重组织生活、主动缴纳党费、自觉汇报思想等制度规定，

带头接受党内政治文化熏陶，持续接受政治生活的“磁场辐射”，自觉维护组织生

活的权威性严肃性，为提升政治能力提供丰厚滋养。 

 

批评武器硬起来。认真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交锋，坚决消除“批评领导怕穿

小鞋、批评同志怕伤和气、自我批评怕丢面子”的思想顾虑，勇于刀口向内自我

解剖，直言不讳指出他人不足，虚心诚恳接受别人批评，敢于红脸出汗、扯袖咬

耳，坚决防止人情关系困扰、单位利益驱使、好人主义侵蚀，避免党内政治生活

随意化、平淡化、娱乐化、庸俗化。 

 

组织原则强起来。一些领导干部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往往是从组织防线上突

破的。有的绕过程序搞“一言堂”，有的只讲集中不讲民主，还有的会上说一套、

会下做一套。必须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善于发扬民主、集聚民智，敢于坚持真

理、秉公直言，讲原则不讲人情，按程序不搞变通，不折不扣落实党的制度、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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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和决议。 

 

（五） 

纪律是政治能力的重要保障，过不了纪律关，政治能力就会跑偏脱轨。领导

干部要立身为旗、率先垂范，弘扬自我革命精神，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

我改造，挺起精神脊梁，坚守精神家园，努力塑造有风骨、有境界的政治人格。 

 

带头讲规矩。牢固树立“讲规矩才能干成事、守规矩才会不出事”的理念，严

格按制度、按程序、按规矩办事，心存敬畏、手握戒尺，尤其要严守政治纪律政

治规矩，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以铁一般的纪律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引导

推动成风化俗、正气充盈。 

 

带头守清廉。必须带头从严要求，带头抵制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严格执行

中央八项规定和军委十项规定精神及其实施细则，自觉遵守住房、车辆配备等待

遇规定，加强家庭建设、重视家庭教育、养成良好家风，坚决守住做人、处事、

用权、交友底线，确保思想纯正、品行端正、为官清正。 

 

带头受监督。信任不能代替监督，监督就好比“政治体检”。领导干部要把监

督看成是一种关心、爱护和保护，严格执行述职述廉、个人重大事项报告、任期

经济责任审计、警示教育、岗位轮换等制度，主动接受监督、自觉接受监督、乐

于接受监督，习惯在监督下开展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