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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里有话

玉 渊 潭

全面学习把握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大家谈全面学习把握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大家谈

编 者 按

习主席曾说：“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要注重方式方法，把

道理讲深、讲透、讲活。”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是全党全国全军的首要政治任务。要把这件大事

抓紧抓好抓出成效，同样需要在讲深、讲透、讲活上下功夫。

作者：唐文星

“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志气、

骨气、底气，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知

难而进、迎难而上，统筹发展和安全，全

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挑战，依

靠 顽 强 斗 争 打 开 事 业 发 展 新 天 地 。”

习主席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这番掷地

有声的话语，极大激发了中国人民的自

信心、自尊心和自豪感，极大坚定了在

党的旗帜下团结奋斗、勇毅前行、顽强

斗争的决心和意志，必将凝聚起走好新

的赶考之路的磅礴力量。

从“ 东 亚 病 夫 ”到“ 文 明 醒 狮 ”、从

满 目 疮 痍 到 世 界 第 二 大 经 济 体 、从 面

临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到重返世界舞

台 中 央 …… 一 百 多 年 来 ，在 党 的 坚 强

领 导 下 ，中 国 人 民 在 追 赶 超 越 中 长 志

气，在顽强斗争中强骨气，在发展壮大

中蓄底气，变得更加自信、自立、自强，

焕 发 出 前 所 未 有 的 历 史 主 动 精 神 、历

史创造精神。

“身处新时代、赶上好时代”“强军

有我、奋斗看我”……增强做中国人的

志气、骨气、底气，这无疑是新时代中国

人民在精神上彻底挺立起来的生动写

照；是对“今日之中国，已非昨日之中

国”的真切感受；是道路自信 、理论自

信 、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的真实体现。

正如习主席所说：“当今世界，要说哪个

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

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立鸿鹄

志 ，做 奋 斗 者 ，是 一 种 无 坚 不 摧 的 力

量。当年，面对积贫积弱、风雨如晦的

中国，毛泽东振臂一呼：“天下者我们的

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

们 的 社 会 。 我 们 不 说 ，谁 说 ？ 我 们 不

干，谁干？”面对“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

的疑问，钱学森斩钉截铁地回答：“外国

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古之

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

忍不拔之志”。越是任重道远，越要志

存高远；越是万水千山，越要壮士如山。

党的二十大描绘了如期实现建军

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

世界一流军队的发展蓝图，丰富拓展了

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的时代内涵，鲜

明标定了未来 5 年我军建设的中心任

务 ，这 是 人 民 军 队 必 须 扛 起 的 时 代 重

任、必须交出的历史答卷。目标昭示方

向，目标凝聚力量。这要求全军官兵必

须锚定目标、笃行不怠，知重负重、苦干

实干，咬定青山不放松，不达目的决不

罢休。

人无刚骨，安身不牢。骨气是人的

精神脊梁，一个人有了骨气，人品就有了

高度，人格就有了硬度。“富贵不能淫，贫

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种流淌在中

华民族血液深处的骨气，在共产党人和

革命军人身上，表现得更为鲜明。骨气，

就是红军战士“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

饥志越坚”的乐观；就是作家朱自清“宁

可饿死，也不领取美国发放的救济粮”的

气节；就是铁人王进喜“宁肯少活二十

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气；就是

新时代卫国戍边英雄官兵“宁洒热血，不

失寸土”的铮铮铁骨。

习主席多次强调：“中国人民不惹

事也不怕事，在任何困难和风险面前，

腿肚子不会抖，腰杆子不会弯，中华民

族是吓不倒 、压不垮的！”作为革命军

人，就要涵养“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雄

气概，保持“千磨万击还坚劲”的坚强意

志，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

神，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坚决做到压倒

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征服

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征服。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

里。”底气，是一个人从内心深处萌生

的 精 神 力 量 ，主 要 表 现 为 对 自 我 能 力

的肯定和对未来前途的自信。淮海战

役，我军 60 万人战胜国民党军队 80 万

人，被斯大林惊叹为“战争奇迹”，这种

底气来自于人民军队的胜战之能和人

民 群 众 的 倾 力 支 持 ；在 疫 情 防 控 阻 击

战的关键时刻，人民军医发出“我想请

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我们中国

人民解放军誓死不退”的铮铮誓言，这

种底气来自于他们对医术的自信和对

人民的热爱。

能力催生底气，底气决定信心。军

队强不强，关键看打仗；战场打不赢，一

切等于零。备战打仗是全军各级的主

责主业，是每名军人的第一要务。每名

官 兵 只 有 具 备 能 打 仗 、打 胜 仗 的 真 本

事、硬本领，才有能力、有信心完成好党

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全军官兵应

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全面推进军事训练

转型升级，练强指挥能力，练好战斗本

领，练硬战斗作风，练就能战善战的精

兵劲旅，确保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

战之必胜。

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
——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伟业③

■周 平 芸 彬

近年来，相较于临近退休干部的

“晚节不保”，年轻干部因贪腐而“早节

不保”的现象受到越来越高的关注。据

有关调查显示，“90 后”甚至“95 后”贪

腐的情况在逐年增多，这些年轻干部

“前脚刚踏上仕途，后脚就走入歧途”，

令人唏嘘不已。这也值得每一位年轻

干部重视和警醒。

我们党培养一名干部不容易，如果

年轻干部把持不住自己，走上违纪违法

的道路，不仅毁了个人前程，还辜负了

党的培养和信任。前段时间，反腐专题

片《零容忍》热播。其中，“95 后”贪官

张 雨 杰 3 年 内 利 用 职 务 之 便 贪 污 近

7000 万元。像他这样的年轻干部所任

职务低、犯罪时间短、贪污数额大，错把

工作岗位当捞钱工具，错把不良习气当

兴趣爱好，最终在形形色色的诱惑面前

败下阵来。追根究底，有组织疏于管理

教育，重使用、轻警示的原因，也有个人

年轻气盛、自律不严的原因。

管 不 住“ 第 一 次 ”，就 会 有“ 无 数

次”。公权为公器，姓公不姓私，廉与贪

之间的界线，就是公与私之间的红线。

年轻干部不是生活在“真空地带”，不可

避 免 地 面 临 来 自 方 方 面 面 的 影 响 干

扰。现实中，有的搞“靠山吃山、靠水吃

水”，有的搞“近水楼台、雨露先沾”，类

似亲情网、朋友圈、人情债，一旦处理不

好，极容易掺杂利益关联和陈风陋习，

似“白袍点墨，终不可湔”。因此，青年

官兵在官之初、兵之初就应该扣好廉洁

的“第一粒扣子”，否则人生的“第二粒

扣子”“第三粒扣子”就很难扣对。

习主席曾谆谆告诫年轻干部，“坚

定理想信念是终身课题，需要常修常

炼，要信一辈子、守一辈子”。很多违

纪违法干部反思教训的第一条，便是

信念缺失、灵魂缺钙，导致锒铛入狱、

遗恨终生。实践反复证明，年轻干部

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才能经受得住

考验，否则就会走歪路、走邪路，甚至

走上不归路。青年官兵应树立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永远保持崇

高的精神追求、高尚的人格品行、健康

的兴趣爱好。

兵以治为胜，治以严为要。在严

守规矩、不逾底线上，青年官兵要标准

更高、走在前列。各级党组织对青年

官兵应坚持严格管理和关心信任相统

一，建立管思想、管工作、管作风、管纪

律的从严管理体系，把行为管理和思

想管理统一起来、把工作圈管理和社

交圈管理衔接起来、把八小时之内的

管理和八小时之外的管理贯通起来。

青年官兵也应坚决守住政治关、权力

关、交往关、生活关、亲情关，不辜负组

织的关怀、同志的帮助、群众的信任，

炼就“金刚不坏之身”。

（作者单位：95937部队）

年轻干部谨防“早节不保”
■王文博

上世纪 60 年代的河南林县，有着这

样一句荡气回肠的口号：“既然愚公能

移山，我们修渠有何难，立下愚公移山

志，决心劈开太行山。”

林 县 人 民 要 修 的 渠 就 是 红 旗 渠 。

它像一座历史丰碑，铭刻着那段峥嵘的

岁月；它像一座精神堡垒，凝聚了千万

人的意志；它更像一堂无声的党课，浸

润着共产党人的心灵。

前不久，习主席来到红旗渠纪念馆

时指出：“红旗渠就是纪念碑，记载了林

县人不认命、不服输、敢于战天斗地的

英雄气概。要用红旗渠精神教育人民

特 别 是 广 大 青 少 年 ，社 会 主 义 是 拼 出

来 、干出来 、拿命换来的，不仅过去如

此，新时代也是如此。”这是历史响亮的

回 音 ，号 令 着 我 们 在 新 征 程 上 所 向 披

靡、冲锋向前。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

性原则不允许我们眼睁睁看着地里旱

着长不出庄稼、十几万父老乡亲翻山越

岭找水吃而无动于衷。”想人民之所想、

行人民之所嘱，时任林县县委书记的杨

贵深深感受到了群众“十年九旱、水贵

如油”的忧戚和渴望。

于是，共产党人带领 30 万林县儿

女，靠一锤、一钎、一双手，风餐露宿、吃

糠咽菜，苦战 10 年，削平 1250 座山头，

架设 152 个渡槽，打通 211 条隧道，硬是

在太行山悬崖绝壁上，凿出了一条 1500

公里的“生命之河”。历史证明，只要顺

应民意，就能赢得人心；只要赢得人心，

就能创造奇迹。

岂曰无碑，山河为碑；何用留名，人

心即名。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是中国共

产党创造人间奇迹的力量源泉，也是红

旗渠精神的根本。

为了人民，共产党人始终走在最前

处、冲在最险处、干在最难处。为了群

众有水吃，困难再大，共产党人也要迎

难而上。粮食紧缺，党员干部主动把每

天的配给粮减少 3 两，让给群众吃，有的

县委领导饿晕在工地上。修渠的群众

中曾流传这样一句话：“干部能搬石头，

群众就能搬山头；干部能流一滴汗，群

众的汗水流成河。”

红旗渠建设工地总指挥是当时的

副县长马有金，他在工地干了 9 年。“我

是总指挥，只有我在工地上，群众心里

才踏实。”马有金患有严重的风湿病，天

气变化时双膝疼痛难忍，没办法站立，

他就跪在地上扶着钎让别人锤。修渠

的农民工经常见他喝水时往杯子里放

上白色小块，估摸着是白糖，后来才知

道那白色物什是盐块。为了抵抗饥饿，

他说喝了盐水就会口干，口干了多喝水

就能“撑饱”肚子。

依靠人民，共产党人就有了改天换

地的无穷力量。尽管物资匮乏、资金短

缺、技术落后，但干部群众凭着“自力更

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

红旗渠精神“重新安排河山”。老百姓

不等不靠不要，宁愿苦干也不苦熬，有

条件坚决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工具自做，口粮自带，石灰自烧，水泥自

制，炸药自造……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

天。”排险英雄任羊成在排除悬崖上的

危石时，被落石砸掉了 4 颗门牙。为了

不影响施工，他忍着剧痛继续在悬崖上

作业。由于长年累月地飞荡在山崖之

间，任羊成腰部被绳子勒出了一道道血

痕，衣服常常血肉模糊地粘在身上。勒

痕在他身体上刻下一道道难以磨灭的

伤疤，留下劳动的印记、时代的印记，更

是精神的印记。

“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一切成就归

功于人民。”红旗渠精神是一面永不褪

色的旗帜，是激励我们艰苦奋斗、开拓

进取的强大精神动力。未来 5 年，我军

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实现建军一百年奋

斗目标，任务艰巨 、责任重大 、使命光

荣。还有很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

攻克，还有许多“凿隧道”“设渡槽”需要

开设。新征程上，我们只要继续发扬红

旗渠精神，牢牢站稳人民立场，坚持一

切为了人民，紧紧依靠人民，就没有翻

不过的高山、跨不过的沟坎、闯不过的

难关。

岂 曰 无 碑 山 河 为 碑
■张 斌 朱 烨

前不久，一场陆空对抗演练在西北

大漠打响。红蓝双方斗智斗勇，激战正

酣 。 此 时 ，突 然 从 红 方 翼 侧 掠 地 袭 来

3 架无人机。面对这群“不速之客”，红

方指挥员迅速启动预案、调动力量，予以

有效应对。这提醒我们，现代战场情况

复杂多变、随时生变，必须时刻做好应对

“不速之客”的准备。

战场上的“不速之客”早已有之。克劳

塞维茨曾说：“人类任何活动都不像战争那

样，给偶然性这个不速之客留下这样广阔

的天地。”从古今战史战例看，“不速之客”

不仅来自偶然因素，更来自人为因素，往往

在最薄弱的部位、最吃紧的时候不期而至、

突然发力，令人防不胜防、难以招架。尤其

是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不速之

客”或呈现出硬打击，或表现为软杀伤；或

影响战争的走势，或成为战争的拐点。

面对“不速之客”，应对慢一步，恶果

大十分。因此，指挥员必须养成迅即反

应、马上接招的习惯，具备急中生智、化

险为夷的能力。不过，仅靠应急式、被动

式的“待客之道”，难免会有手忙脚乱之

嫌、挂一漏万之处。这就如同指挥员及

时捕捉到战机，却因缺少周全预案、可供

调遣的力量不足，只能眼睁睁看着战机

擦肩而过。从战争实践看，一名指挥员

如果对可能出现的“不速之客”一无所

知，甚至连“高矮胖瘦、性格脾气”都心中

没数，反应再快也是“无头苍蝇”。

兵家宁可有闲招，不可无备招。备

招主要备谁？很显然是为“不速之客”而

备。高明的棋手在与人对弈时，常常在

不吃紧之处投下一枚棋子，这一看似多

余的“闲招”，实则为下步擒拿“不速之

客”埋下伏笔。对于指挥员来说，“闲招”

有时也是排危解困、逆境反转的“绝招”，

这一招宁可在战斗结束时备而不用，也

不可在“不速之客”出现时用而无备。

战场上没有听话的对手，来自敌方的

“不速之客”自然不会“客随主便”，“反客为

主”恰是常态。这就要求指挥员在实战中，

少一些一厢情愿，多一些客体思维。比如，

以利诱敌，就要想到敌人可能上钩，也可能

不上钩；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就要想到敌人

可能就我所范，也可能识破我的战术；做好

了应对敌人硬打击的准备，也要有对付敌

人软杀伤的后手；设下伏击敌人的圈套，同

时要备好破敌反伏击的安排。正所谓，螳

螂捕蝉，黄雀在后。一旦我部分力量处在

“蝉”的位置，就必须在“黄雀”的位置上有

所考量部署，以防止受制于人。

“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

了，迎接它的有猎枪。”当前，我国国家安

全形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大，家门口

生乱生战的可能性增大，维护国家政治

安全和社会稳定任务艰巨繁重。“于安思

危，于治忧乱。”我们必须始终警醒着、时

刻准备着，切实把粮草备足、把猎枪擦

亮，一旦有“不速之客”犯我门庭，定叫他

处处碰壁、有来无回。

（作者单位：陆军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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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成

知之深切，方能行之自觉。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应注重讲清楚

蕴含其中的道理学理哲理，让官兵知其

言更知其义、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势服人，心不然；理服人，方无

言。”党的二十大精神内容十分丰富，既

有政治上的高瞻远瞩和理论上的深邃

思考，也有目标上的科学设定和工作上

的战略部署。如果浅尝辄止地讲、蜻蜓

点水地学，是不可能完全、准确、全面领

会的。习主席曾经强调：“坚持政治性

和学理性相统一，以透彻的学理分析回

应学生，以彻底的思想理论说服学生，

用真理的强大力量引导学生。”只有讲

深入讲明白，才能帮助官兵掌握党的二

十大精神的思想精髓、核心要义。

列宁说过：“对人民不要故作高

深，要通俗易懂。”讲深，是要讲得深入

浅出、深入人心，而不是讲得艰深晦

涩、高深莫测。这就要求宣讲者自觉

锤炼以理服人的硬功夫，增强学习宣

传的理论深度、实践力度和情感温度。

（作者单位：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

支队）

讲深才能引导人
■丁 一

马克思有句名言：“理论只要说服

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

就能说服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应把透彻的道理讲透彻，积极

回应官兵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

对于党的二十大精神，官兵普遍存

在“理论饥渴”：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是

什么，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会给部队带

来什么……回答好官兵这些现实关注

点、思想困惑点、理论渴求点和内心需

求点，是解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要任

务，也是增强宣讲效果的关键所在。

“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

来。”官兵对道理的信服程度，往往取

决于心中的疑问能否得到透彻地剖

析。这就要求宣讲者结合官兵的思想

和工作实际释疑解惑、析事明理，让官

兵能够“一碗清水看到底”。注重采取

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际和国内

相结合的办法，在抽丝剥茧、层层深入

中把道理讲透彻，把问题讲明白，拉直

官兵心中的一个个问号。

讲透才能说服人
■刘书林 赵 征

“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

人腹。”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既要全面系统，又要突出重点；既

要严谨准确，又要生动活泼，这样才能

让官兵听得懂、能领会、可落实。

教无定法，贵在得法。习主席指

出：“新时代以来，党的理论创新和实

践创新是十分生动的，我们的学习也

应该是生动的，不能仅停留在记住一

些概念和提法。”宣讲党的二十大精

神，同样应把要讲的道理情理、要传递

的现实事实，用官兵喜闻乐见的语言、

易于接受的方式呈现出来。如果表达

方式不灵活，就难以形象感人、走心动

人；如果宣讲手段不丰富，就难以铸魂

育人、成风化人。

不 日 新 者 必 日 退 。 宣 讲 者 应 创

新形式手段，丰富平台载体，用好用

活信息网络和新媒体新技术，坚持网

上与网下、课上与课下相结合，多讲

鲜活故事，多做交流互动，多说让人

听得进、记得住、用得上的话，真正让

党的二十大精神如春风化雨般滋润

官兵心田。

讲活才能吸引人
■马万里 王志伟

谈训论战

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