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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 民 团 结 如 一 人 ，试 看 天 下 谁 能

敌。人民军队之所以能战胜一切艰难

险阻、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很关键的

一点在于不断巩固坚如磐石的军政军

民关系，凝聚起众志成城、无坚不摧的

磅礴力量。回顾百年征程，党史学习教

育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回顾总结人

民军队在党的领导下，同人民群众同呼

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宝贵经验，传承和

发扬我党我军这一特有政治优势，为实

现富国强军提供深厚的力量源泉。

人民军队团结巩固
的深厚政治根基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军的宗

旨 。 人 民 军 队 的 根 基 和 血 脉 在 人 民 。

紧紧和人民站在一起，是人民军队与人

民群众保持水乳交融、生死与共血肉联

系的政治根基，是区别于其他任何军队

的鲜明特征和突出标志。

人民军队来自人民。物质决定意

识，结构决定属性，人民军队的来源成

分决定了人民军队的本质属性。毛泽

东指出要“从斗争的工农群众中创造出

新的红军部队”，我军主体成分来自工

农革命群众，在漫长的革命、建设、改革

实 践 中 ，不 断 吸 纳 接 收 新 的 血 液 和 力

量，并注重加强思想改造，始终保持先

进性、纯洁性和人民性。从组织革命武

装发动八一南昌起义、进行工农武装割

据，到抗日战争时期大规模吸收抗日力

量扩充军队、解放战争参军支前、新中

国成立后逐步实行义务兵役制；从改革

开放以来全军开展整党、以实践“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

党 员 先 进 性 教 育 活 动 、学 习 实 践 科 学

发 展 观 活 动 ，到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开 展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等，人民军队

始 终 保 持 来 自 人 民 、根 植 人 民 的 本 质

属性。

人民军队为了人民。人民军队发

展壮大的过程就是完全彻底为人民奋

斗 的 过 程 。 南 昌 起 义 前 夕 颁 布 的《中

央委员宣言》就明确提出：“继续为反

帝国主义与实行解决土地问题奋斗”；

抗 日 战 争 和 解 放 战 争 时 期 ，我 们 党 提

出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的原

则，兴起拥政爱民活动；新中国成立以

来 ，我 军 继 承 和 发 扬 密 切 联 系 群 众 的

优良传统，自觉践行宗旨，进一步密切

了军政军民关系。从革命战争年代的

“半条被子”到露宿上海街头的解放军

官兵，从“南京路上好八连”到武汉抗

疫一线的“最美逆行”，从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张思德到“时代楷模”杜富

国 ，人 民 军 队 始 终 把 人 民 利 益 高 高 举

过 头 顶 ，诠 释 着 人 民 军 队 为 人 民 的 本

色初心。

人民军队依靠人民。“最后一碗米

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

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

亲骨肉送去上战场”。谁把人民放在心

上，人民就把谁放在心上；谁把人民看

得比泰山还重，人民就跟谁生死相依。

从冒着生命危险为根据地红军送粮送

盐、打掩护的老表百姓，到为长征红军

带路的少数民族首领；从精心护理八路

军伤员的“子弟兵母亲”戎冠秀，到“生

的伟大、死的光荣”配合武工队打击敌

人的刘胡兰；从把拥军作为事业的全国

爱国拥军模范赵淑芬，到建立“老兵大

院”照顾功勋老兵的“新时代拥军模范”

张凤英……广大人民群众不仅是我军

衣食之源、力量之本，而且是生存发展

最坚实的依托。

人民军队打胜仗的
强大靠山

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人民军

队的根脉，深扎在人民的深厚大地；人

民 战 争 的 伟 力 ，来 源 于 人 民 的 伟 大 力

量 。 加 强 军 政 军 民 团 结 、紧 紧 依 靠 人

民，就能构筑起抵御艰难险阻的铜墙铁

壁、激发起攻坚克难的强大力量，形成

人民战争汪洋大海，战胜一切敌人而不

被任何敌人所屈服，战胜一切困难而不

被一切困难所吓倒。

敢打必胜的力量之源。人民战争

的 奥 秘 之 处 在 于 党 领 导 亿 万 人 民 群

众 ，凝 聚 成 势 不 可 挡 的 革 命 洪 流 。 从

抗 日 战 争“陷 敌 于 灭 顶 之 灾 的 汪 洋 大

海”，到解放战争“潮涌般的小推车和

担架队”，再到抗美援朝“举国上下愿

倾其物力财力”，正是人民群众的鼎力

支持，才使我军所向披靡、一往无前。

据统计，仅淮海战役，支援我军作战的

民工就达 540 多万，它生动诠释了“革

命 战 争 是 群 众 的 战 争 ，只 有 动 员 群 众

才 能 进 行 战 争 ，只 有 依 靠 群 众 才 能 进

行 战 争 ”。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在 党 中

央、习主席的坚强领导下，军地紧密携

手、苦练打赢，军队练打仗、地方练支前

的生动局面加速形成。特别是疫情期

间 ，全 国 双 拥 办 第 一 时 间 转 为“ 支 前

办”，迅速兴起支援抗疫部队热潮。实

践证明，紧紧和人民站在一起，是我军

的最大底气、最牢根基。

制胜强敌的智慧之基。毛泽东指

出，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人民军队之

所以称之为人民军队，不仅在于作战力

量 来 自 人 民 ，还 在 于 斗 争 智 慧 源 自 人

民。在革命战争年代大放异彩的游击

战战法，最初就来自根据地革命群众的

实 践 创 造 。 鄂 西 根 据 地 坚 持“你 来 我

飞，你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的

作战方法；红五军运用的是“彼集我散，

彼散我集，昼伏夜出，化整为零，既要会

打圈，又要会打仗”的战术。毛泽东、朱

德 在 总 结 各 地 实 践 经 验 基 础 上 ，提 出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

我追”的“十六字诀”游击战原则。实践

证明，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创新的主

力军。只有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和

首创精神，从中汲取智慧的灵感，才能

成为无敌之师。

克敌制胜的精神支柱。克劳塞维

茨说，“如果把物质的原因和结果比作

刀 柄 ，那 么 精 神 的 原 因 和 结 果 就 是 锋

利的刀刃。”狭路相逢勇者胜，从长远

看 精 神 的 力 量 总 能 征 服 利 剑 ，而 精 神

的 力 量 根 本 来 自 为 民 请 命 、为 民 而 战

的 崇 高 使 命 。 回 顾 历 史 ，我 军 总 能 从

“为了人民解放、为了新中国成立、为

了民族复兴”的崇高理想中，焕发出以

少 胜 多 、以 弱 胜 强 的 强 大 战 斗 力 。 红

十军、红十一军政治委员方志敏，面对

国 民 党 反 动 派 威 逼 利 诱 ，坚 持 以 笔 作

枪 ，写 出 彰 显 我 党 我 军 坚 不 可 摧 强 大

精神支柱的《可爱的中国》；被誉为“伟

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用年轻的生

命 践 行 了“把 有 限 的 生 命 投 入 到 无 限

的为人民服务之中”的铮铮誓言；支撑

“卫国戍边英雄”陈祥榕，在边境冲突

中英勇战斗直至献出宝贵生命的是对

祖国“清澈的爱”。

人民军队迈向世界
一流的坚强支撑

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全

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重要牵引，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坚

强支撑，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

同事业。坚持军政军民团结，大力弘扬

军爱民民拥军的光荣传统，画出军民一

家最大同心圆，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目

标就一定能实现。

适 应 世 界 新 军 事 革 命 的 战 略 举

措。当前，根植于现代信息化社会深厚

土壤的世界新军事革命，正不断推进社

会生产力和军队战斗力融合，形成以国

家 整 体 实 力 为 基 础 的 军 事 发 展 格 局 。

正是基于这种发展趋势，世界主要国家

都在加快推进军地军民合作来赢得发

展优势。面对风起云涌的世界军事革

命浪潮，我们要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充

分借鉴世界强国推进军事革命的先进

经验，从国家发展和安全全局出发，统

一富国和强军两大目标，统筹发展和安

全 两 件 大 事 ，统 合 经 济 和 国 防 两 种 实

力，把国防和军队建设有机融入经济社

会发展大体系，不断推进军事革命向纵

深发展。

人民军队能打仗打胜仗的内在要

求。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我军之所

以能够以弱胜强、以劣胜优，根本就在

于紧紧依靠人民，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

支持，从而打败了国内外异常凶恶的敌

人 ，赢 得 了 革 命 战 争 的 伟 大 胜 利 。 今

天，虽然战争形态已向信息化智能化演

进 ，战 争 的 制 胜 机 理 发 生 了 根 本 性 变

化，科学技术日益成为影响战争胜负的

重要因素。但战争伟力最深厚的根源

存 在 于 民 众 之 中 这 一 规 律 没 有 改 变 。

现代战争所高度依赖的科学技术蕴藏

在人民群众的创新创造中，打赢高科技

战争的巨大物质消耗只能依靠人民群

众来提供，民心向背仍然从根本上决定

着战争胜负。人民永远是我军的坚强

后盾和力量源泉，任何时候人民战争这

个法宝永远不能丢，必须搞好军政军民

团结，将人民群众中蕴含的巨大政治力

和战争力充分调动起来，把人民群众的

无穷力量转换为打赢战争的潜力，就能

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破解强军兴军矛盾问题的重要途

径。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一

项 开 拓 性 的 事 业 ，前 进 道 路 上 没 有 平

坦 的 大 道 可 走 ，必 然 会 遇 到 这 样 那 样

的新情况新挑战，无论是破解国防和军

队建设中的深层次矛盾，还是研究解决

发展前进中的新问题，一刻也离不开军

政军民的团结奋斗。当前，面对日益复

杂的国际安全环境，战胜前进道路上的

风险挑战，军民齐心方能赢得发展主动

权；面对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统筹

推进各项改革工作、加快实施国防科技

重大战略工程、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

才、实质性推进军事管理革命，都需要

举全国之力从智力、技术、资源等方面

进行大力支持支援，群策群力攻坚克难

解决矛盾问题。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军

地军民同 心 同 德 并 肩 作 战 ，才 能 在 世

界 军 事 竞 争 中 赢 得 战 略 主 动 ，并 取 得

最终的胜利。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习近平强

军思想研究中心）

军政军民团结是我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
■李新安

毛泽东同志一生粗茶淡饭，俭朴至

极。电视纪录片《毛泽东》里，保健医生

拿起毛泽东同志生前用过的满是补丁

的毛巾毯回忆说，他多次劝换条新的都

被拒绝了。毛泽东同志说：“一条毛巾

毯我换得起，但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精神

丢不起”。

东西“换得起”，精神“丢不起”，毛泽

东同志的话令人深思。从“窑洞对”到

“赶考对”，毛泽东同志告诫全党革命胜

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

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

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

苦奋斗的作风。”习主席指出：“节俭朴

素，力戒奢靡，是我们党的传家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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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奋斗精神丢不起，每个党员干

部都必须谨记于心，笃实于行。

生活不慕奢华。方志敏说：“清贫，

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

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在兰考焦裕禄同

志纪念馆里，有焦裕禄起草的“十不准”：

不准用国家或集体的粮款或其他物资大

吃大喝，请客送礼；一律不准到商业部

门、合作社部门要特殊照顾；不准借春节

之机，大办喜事，做寿吃喜，大放鞭炮，挥

霍浪费……纵观历史，大到邦国，小到家

庭，无不是兴于勤俭，亡于奢靡。对于党

员干部来说，不慕奢华，绝不是兴趣爱好

和生活习惯的小节，而是关乎精神追求、

价值取向的大问题，决不能等闲视之。

古人云：“惟俭养德，惟移荡心。”崇尚素

俭，才能保持本色，不忘初心；涵养敦俭，

才能淳朴老实，不慕浮华；笃行俭政，才

能两袖清风，风清气正。

工作不搞浮华。“浮华岂我事，日月

徒蹉跎。”追求虚浮不实，无异于虚度光

阴。艰苦奋斗，就是要脚踏实地干事业；

以俭修身、以俭兴业，就要干有价值、有

效益的事，不做没有用的、自欺欺人的、

赔本赚吆喝的买卖。尚俭是作风也是境

界，要恪守本分，不旁逸斜出；要实事求

是，不哗众取宠；要遏制欲望，不恣意膨

胀，立实地、据实际、出实力，实打实干出

一片新天地。如果心浮气躁、追名逐利，

习惯于做表面文章，热衷于搞“形象工

程”，干工作不是先考虑群众利益，而是

先考虑自己如何出人头地，就会脱离实

际，劳民伤财。真正的艰苦奋斗，无须搞

先声夺人的表态，而是埋头做真抓实干

的表率；不搞立竿见影的水过地皮湿，而

要做纵到底横到边深到位的精耕细作。

“山凿一尺宽一尺，路修一丈长一丈”，脱

贫攻坚模范毛相林，带领村民在绝壁上

凿出一条“天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把成果留在农民家”，赵亚夫四十年如一

日扎根老区，走出了一条丘陵山区“以农

富农”的小康之路……把真干作为本分，

把实干作为责任，把苦干作为追求，“俭

约之志，终始而不渝”，我们就能接好艰

苦奋斗的接力棒，在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做人不尚虚华。丰子恺在《不宠无

惊过一生》中说：“深谋若谷，深交若水。

深明大义，深悉小节。已然，静舒。”作为

党员干部，做事不图一时之欢，要深思熟

虑顾长远；不图外表的华丽，只求内心的

真实。做人简约尚实不故弄玄虚，朴素

无华不骄奢放纵，笃行俭政不做官老爷，

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激发艰苦奋斗的

工作作风，以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执行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古人云：“放情者

危，节欲者安。”不俭于己者，必妄取于

人；不安于俭者，必骄狂于世。那些变心

变色变质者，无不先起于奢华、浮华、虚

华。所以，要持定一个“俭”字，以俭立身

修身，以俭谋事干事，乐于吃苦，不怕受

累，艰苦奋斗成习惯，必然会赢得民心、

赢得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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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起
﹄
与
﹃
丢
不
起
﹄

■
王
晓
河

大数据是信息时代获取、处理、应用

海量信息的关键技术。作为引领新一轮

信息技术变革的重要驱动，大数据已成

为信息时代大国竞争的新制高点。基于

大数据理念，探索信息化时代国防动员

潜力数据建设规律，对于推进国防动员

潜力调查数据建设、提升国防动员质效

具有重要意义。

树立大数据思维观念。未来信息化

战争，国防动员潜力数据类型多样、规模

海量、流转快速，利用国防动员潜力数

据实施精准动员，必须从零碎的、混杂

的、模糊的海量数据中提取隐含其中的

有用信息，并据此做出正确的评估和预

测，制定精确的动员计划，才能保障好

战争所需。面对爆炸式增长的国防动

员潜力数据，依靠以往的人工作业往往

力不从心。只有树立大数据理念，充分

利用大数据技术，高效收集、分析共享、

挖掘运用国防动员潜力数据，才能实施

精准动员，赢得战争动员的主动权。同

时，还要提高大数据应用能力。善于从

不完全、模糊的大数据库中，快速准确提

取那些潜在有用信息；善于把动员潜力

信息放在相关联的数据环境中，准确预

测动员保障数量规模、时机方位，从而

预有准备、抢占先机、把握主动。另外，

还要善于利用数据，把信息优势转化为

决策优势。通过及时高效的军地信息

数据交换、整合形成信息优势，实时提

交给指挥员转化为决策优势，下发给各

个执行单位转化为行动优势，达成实时

感知、快速决策、高效指挥和精确行动

的效果。

突出地方政府主导作用。国防动员

潜力蕴藏于社会生活诸领域，地方政府

是管理者和引导者，搞好国防动员潜力

大数据建设，必须突出政府主导作用。

首先要搞好顶层设计，将国防动员潜力

大数据建设纳入地方长期发展规划，通

过全面谋划布局、长期研发建设，掌握竞

争优势。其次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打

破军地之间、行业系统之间的数据壁垒，

建立健全安全高效、标准化的国防动员

潜力数据共享制度机制，通过政策引导

和机制保障，引导扶持企业和科研院所

加强国防动员潜力大数据建设。再次要

加强大数据管理使用，按照统一采集、集

中处理、层级审核的原则，构建国防动员

潜力大数据管理应用机制和规范；建立

信息标准，规范数据格式及各级各类数

据系统之间的通信协议，根据安全高效

的原则，规定国防动员潜力大数据共享

应用权限，以多重信息技术手段保障国

防动员潜力数据安全应用。

建立国防动员潜力大数据系统。对

于分布分散、种类繁多、数量庞大的国防

动员潜力，提高准确掌控能力和精确动

员能力，必须基于大数据架构，建立一个

集数据归集、分类、挖掘、应用和服务于

一体的国防动员潜力数据管理系统，实

现潜力数据的精确化、智能化、可视化管

理应用。该数据管理系统要求能够容纳

海量数据，并据此进行分析挖掘；要与现

有国防动员指挥信息系统有效兼容，在

功能上支持多维多角度查询潜力状况、

对接需求与潜力，为动员筹划提供决策

支持；要具备有效的、人性化的人机交互

界面，将其打造成国防动员潜力数据管

理操作平台；要建立潜力数据定期申报、

核查、更新、维护工作机制，确保潜力数

据新鲜、准确，为基于数据的决策提供可

靠保障。

加强国防动员潜力数据安全防护。

国防动员潜力数据事关国家安全和军事

秘密，大数据系统必须采用自主可控的

硬件和软件，确保潜力数据的物理安全、

传输安全、访问安全和使用安全。同时，

除了技术层面的安全措施外，还应制订

安全管理制度，确保动员潜力大数据系

统的风险、隐患、漏洞处于可控状态，严

防数据损坏、篡改、泄露或失窃，保护国

家和军队的信息安全。

推进国防动员潜力大数据建设
■耿松涛 江 宗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修好党史

学习教育这门必修课亟须提高历史思

维能力，增强对历史事实的理解能力、

历史问题的分析评价能力、历史知识的

应用迁移能力等，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

非凡历程中汲取前行的智慧和力量，以

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初心使命，永远保

持“赶考”的清醒。

顾 名 思 义 ，历 史 思 维 能 力 就 是 学

习、研究历史问题的能力，它是以历史

材料为依据、为参照，运用马克思主义

立场、观点、方法，从历史视野和发展

规律中思考分析问题、把握前进方向、

解决当下问题的能力。提高历史思维

能力，要善于向历史学习，从历史中汲

取经验，从历史中探索未来，这无论是

对于一个民族、国家、政党，还是对于

个人而言都是极其重要的。我们党之

所以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

断 取 得 胜 利 的 一 个 重 要 原 因 ，就 是 重

视 对 历 史 的 学 习 和 对 历 史 规 律 、历 史

经 验 的 总 结 和 运 用 ，找 到 了 前 行 的 正

确方向。

提高历史思维能力，须树立马克思

主义唯物史观。历史观即是什么是历

史、如何看待历史的观点。马克思主义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根

本观点，是认识历史和现实的根本方法

论，也是提高历史思维的哲学基础。马

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历史

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

类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是生产

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

矛盾运动规律；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变

化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历史是

由人民创造的，人民是推动社会进步的

主体力量，等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是我们正确认识历史发展规律，正确评

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理论基础。形

成科学的历史思维，就要秉承历史唯物

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从历史唯物主义

出发认识世界、对待历史、展望未来。

只有树立科学的唯物史观，我们才能正

确认识历史发展中普遍性与特殊性、必

然性与偶然性之间的关系，更好地把握

党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和本质，旗

帜 鲜 明 地 批 驳 和 抵 制 历 史 虚 无 主 义 。

在党史学习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以唯

物史观的基本观点评价党史上的重大

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从时代高度

和在长时段中把握“站起来、富起来、强

起来”的三次伟大历史飞跃，正确看待

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等，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相

结合，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

提高历史思维能力，须构建完善的

历史知识体系。历史规律通常是在较长

的历史时段中发生作用，科学地把握历

史、发现历史发展的共性规律，不能停留

于某段历史局部或片段，不能只见独木，

不见森林，必须广泛开展党史、新中国

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军史

宣传教育。没有历史知识，提高历史思

维能力就是一句空话，就成了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而且，历史思维是一种整体

性思维，它要求我们看到事物的相关性

和联系性，从历史联系、历史过程中把握

事物的本质与规律，不能局限于一时一

事，不能基于个别时段的历史现象轻率

地做出长时段的历史结论，要坚持将研

究对象置于历史长河中冷静观察并深入

分析，否则就容易掉入唯心主义史观的

陷阱，以片面遮蔽整体，以偶然否定规

律。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同志多次

向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发出学习历史

的号召，强调要了解中国历史和世界历

史，特别要了解和懂得鸦片战争以来的

中 国 近 现 代 历 史 和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历

史。习主席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多

读一点历史，从历史中汲取更多精神营

养。”历史唯物主义也要求我们坚持实

事求是的原则研究历史，把历史结论建

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

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全面、历史、辩

证 地 看 待 和 分 析 历 史 事 件 和 历 史 人

物。比如，如何认识中国改革开放？以

数千年大历史观之，变革和开放总体上

是中国的历史常态。中华民族以改革

开放的立姿态继续走向未来，有着深远

的历史渊源、浓厚的文化根基。

提高历史思维能力，须掌握科学的

思维方法。当前，我们学习百年党史，

“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

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

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

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但是，从历史

的海洋中寻求事物发展的规律，需要我

们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具备较强的抽

象思维能力，善于运用概念进行判断、

推理历史事件，善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

观点分析、综合历史现象，从中找到和

发现历史发展规律。比如，为什么说历

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

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历史必然

性，如何领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

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为什么好等。要培养辩证思维能力，科

学地看待历史事件，透过纷繁复杂的历

史表象，找到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比

如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

举世瞩目的成就与进步的同时，也经历

过一些曲折，甚至出现过失误。我们只

有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些重大问题，才不

会因成就回避失误和曲折，不会因失误

和曲折否定成就，也就不会陷入历史虚

无主义的陷阱，为歪理邪说所迷惑。提

高历史思维能力，还有必要培养扩散性

思维、创造性思维、逆向性思维等思维

能力，把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弄清其

中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更

好认清历史的庐山真面目。

“度之往事，验之来事，参之平素，

可则决之。”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正加速演进，我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面临的国际环

境日益复杂，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繁重，

前进的道路上还有诸多难以想象的困

难与挑战。只有不断提高历史思维能

力，把历史读懂读透，深化对人类社会

发展规律的认识，增强按历史发展规律

办事的能力，才能提高工作的战略性、

主动性，更好地研究问题、把握规律、开

创未来。

切实提高历史思维能力
■石纯民 潘 政

战略论苑战略论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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