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作研究工作研究

20212021年年 1212月月 1515日 星期三日 星期三 3论 坛 责任编辑 / 石纯民Tel：010-66720982

坚持自我革命，确保党不变质、不

变色、不变味，根本在于锚定初心。在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习主席专门提

到了“窑洞对”：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

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

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

安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

“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

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

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习主席特

别警醒全党：“我们党历经百年、成就辉

煌，党内党外、国内国外赞扬声很多。

越是这样越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千万

不能在一片喝彩声中迷失自我。”确保

党员干部不在一片喝彩声中迷失自我，

不在千难万险中萎靡自我，不在腐蚀诱

惑中丧失自我，就必须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是激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

英勇奋斗的根本动力。初心是立党之

本、强党之基，“一个人也好，一个政党

也好，最难得的就是历经沧桑而初心不

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初心是把航

定向的“定盘星”，“一切向前走，都不能

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

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

忘记为什么出发。”初心是反观自照的

明镜，“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为了谁、依

靠谁、我是谁”……坚定初心、纯洁初

心、永固初心，是自我革命的真谛，由此

而固本培元、缘此而行稳致远。

常学常新滋养初心。初心不会自

然保质保鲜，稍不注意就可能蒙尘褪

色，久不滋养就会干涸枯萎。初心若要

保质保洁，历久弥坚，就要不断吸取营

养，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滋养武装。马克

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

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中国共产

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鲜明

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正因如此，我们

党一路走来，历千难万险而百折不挠，

踏惊涛骇浪而乘风破浪，经百年奋斗而

风华正茂。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

为马克思主义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

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

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是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最新成果。党员干部不负韶华、

永葆初心，就要如饥似渴学习，一刻不

停地提高自我。要真学真懂，认真读原

著、学原文、悟原理，认真读记，往深里

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努力提高政治

敏感度、思维视野广度、思想境界高度。

要用心用力，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

去、把工作摆进去，做到学、思、用贯通，

知、信、行合一。努力做到常学常新、常

思常明、常践常得、常悟常进，读出“真理

味道”，悟透“活的灵魂”，学到“看家本

领”，夯实理论根基，丰厚初心滋养。

常修常练砥砺初心。习主席指出：

“要教育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

部经常进行思想政治体检，不断叩问初

心、守护初心，不断坚守使命、担当使命，

始终做到初心如磐、使命在肩。要以党

的创新理论滋养初心、引领使命，从党的

非凡历史中找寻初心、激励使命，在严肃

党内政治生活中锤炼初心、体悟使命，把

初心和使命变成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

精气神和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原动

力。”常修常练是党员干部的必修课、终

身课，“修”要修好共产党人的“心学”，通

过反求诸己、日用常行、践履躬行等“心

学”修养方式，砥砺对党的忠诚之心、为

民的赤子之心、为官的清廉之心；“练”要

练强共产党人的心志，胸怀国之大者立

壮志，立足平凡岗位怀韧志，迎难而上鼓

斗志。所有这些，不是装扮，而是修炼；

不能应付，必须过硬；不能抓皮毛，而要

强本质。这就需要我们在信仰、品德、操

守、纪律等方面保持高度的敬重意识、进

取意识，时刻夯实根基，筑牢底蕴。“把合

格的标尺立起来，把做人做事的底线划

出来，把党员的先锋形象树起来，用行动

体现信仰信念的力量。”时时事事见初

心，方方面面固底蕴，寻常毛病不放过，

灵魂深处常自掘，一以贯之保质保洁，便

会立于不败之地。

常来常往坚固初心。习主席在总结

七年知青岁月时感言：“深入基层不放

松，立根原在群众中。千磨万击还坚

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初心有根，根在

群众中。习主席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中，

提到最多的是人民群众；在基层调研

中，接触最多的也是人民群众。民心是

最大的政治，党的事业就是人民的事

业。“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

与共，是我们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

根本保证。”锚定初心不迷失，必须将群

众观念、群众情怀、群众工作植根于脑、

烙印于心、笃实于行。要坚持和群众常

来常往。“从群众中来”要真实真切，“到

群众中去”要贴心贴切；“来”则真知灼

见、“去”则披肝沥胆，决不能来的是一

孔之见、去的是一意孤行。初心与民心

相向而生，初心与恒心一脉相承。始终

做到心里装着人民、凡事想着人民、一

切为了人民，不是例行公事，而是内心

使然；不是外力所逼，而是自觉行动，就

会扣民心、聚民心、得民心，获得不竭的

力量源泉。

锚定初心不迷失
■王晓河

民兵思想政治教育，是党对民兵实

施思想政治领导的基本途径，是增强民

兵凝聚力、提高民兵战斗力、有效履行

职能使命的重要保证。新形势下，只有

紧贴时代发展变化、紧贴担负使命任

务、紧贴民兵思想实际，采取针对性措

施、注入时代发展新元素，才能不断提

高民兵思想政治教育质效。

增强思想政治引领力。民兵来自

不同战线，文化背景认知能力有差异。

抓好民兵思想政治教育，要因人施教、

综合施策。各级党委应发挥好思想建

设上的“统领功能”和“筹划功能”，科学

设计“三会一课”学习内容，加大对基层

民兵党组织理论学习的辅导力度，把深

奥的道理简单化、抽象的理论形象化、

枯燥的内容生动化，帮助广大民兵廓清

思想迷雾，澄清模糊认识，听党指挥，增

强练兵备战的积极性、奉献国防的主动

性。要灵活组织，强化认同感。结合民

兵集训、整组点验等时机，灵活组织开

展“党的理论知识讲习所”“强军思想故

事会”，组织学原文、讲观点、谈体会，让

民兵切身感受自己与中国梦强军梦息

息相关，紧密相连，激发投身国防建设

的热情。

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由

于民兵流动性大，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方

式难以解决人员集中难、时间保障难、

内容落实难等问题。要充分利用新媒

体开展民兵思想政治教育，借助新媒体

组建民兵思想政治教育群，开设微讲

堂、微阅读，发挥网络传播优势，以“掌

心上的学习、指尖上的教育、荧屏上的

宣讲”，努力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

要运用好户外阵地。把主要交通路口

的宣传牌、政企部门的电子显示屏、公

交车出租车上的流动播放屏、乡镇村居

的宣传橱窗等户外宣传阵地利用起来，

以耳濡目染的方式打造户外民兵思想

政治教育多维课堂，结合网络课堂，创

建人武系统内外、课内课外、线上线下

紧密结合的教育体系，使民兵思想政治

教育从平面走向立体、从静态走向动

态，全方位全时空覆盖。

激发练兵备战内动力。由于长期

处于和平年代，少数民兵使命意识弱

化，认为国家安全形势与己关系不大，

打仗轮不到自己上，迫切需要澄清模糊

认识，增强练兵备战的内动力。要加强

职能使命教育和形势战备教育，引导民

兵增强战备观念，强化“兵”的意识、牢

记“兵”的职责，做到眼里始终有敌情、

胸中始终有激情、肩上始终有责任。特

别是，要紧密联系时代特点以及所处的

环境和所担负的任务，引导民兵切实把

精神支柱立起来、把职责使命担起来，

始终把精神力量和坚定意志凝聚在党

的旗帜下、践行在本职岗位中，自觉忠

于使命、献身使命、不辱使命。持续抓

好战斗精神培育，利用抗洪抢险、国防

动员演练等有利时机，培养民兵敢于亮

剑的血性胆量，确保队伍拉得出、用得

上、打得赢。广泛开展“学英模、讲传

统、谋打赢”活动，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

命家坚贞的革命气节和大无畏的战斗

精神鼓舞士气、激励斗志；大力开展“喊

战斗口号、唱战斗歌曲、观战斗影片、讲

战斗故事”等活动，让民兵在耳濡目染

中增强荣誉感使命感，不断培植民兵的

战斗精神基因。

（作者单位：辽宁省葫芦岛军分区）

提高民兵思想政治教育质效
■刘志兵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强大的

保障力，就没有强大的战斗力，强大的

后勤保障能力是赢得战争胜利的重要

保证。

随着军事科技发展，现代战争正在

发生深刻变化，后勤保障时空跨度急剧

扩大，特别是信息化战争作战进程快、

力量控制精、技术含量高，后勤保障强

度和难度空前增加。同时，当前国际军

事格局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履行

新时代军队使命任务，客观要求军队后

勤在国家军事战略全局中发挥更大作

用。从近几场局部战争来看，后勤保障

越来越成为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

越来越成为赢得战略竞争主动的重要

力量，提高后勤保障能力刻不容缓。

提高后勤保障能力，需要突出信息

主导。信息化战争需要信息化后勤。

必须着眼提高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

战保障能力，大力加强后勤信息化建

设，发挥其在后勤保障力生成中的“信

息赋能、网络聚能、体系增能”作用，以

科技进步带动和促进后勤保障力生成

模式的转变。“可视化后勤”是现代化后

勤建设的主要目标之一，应充分利用先

进的物联网技术和传感定位技术，加强

对后勤保障系统的数字化改造，把整个

后勤系统置于统一的网络之中，确保前

线部队战斗到哪里，后勤就能精确地

“适时、适地、适量”保障到哪里。应依

托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着力构

建与作战指挥系统相配套、与各军兵种

部队及各专业保障实体相联通的后勤

指挥控制系统，实施一体化指挥控制，

最终达成保障需求实时可知、保障资源

实时可视、保障活动实时可控的目的。

提高后勤保障能力，需要优化组织

结构。未来战争打的是一体化联合作

战，战斗力链条上的任何一块短板、一

个 漏 洞 ，都 可 能 引 发“ 多 米 诺 骨 牌 效

应”。必须积极适应信息化局部战争的

新特点，构建上下衔接、专通互补、战保

一体的后勤保障力量体系。既要增加

主要战略后方的保障力量，强化战略投

送力量，提高全方位支援保障能力，又

要采取按专业和综合编成相结合的办

法，优化战术后勤力量编组，提高其独

立机动伴随保障的能力。另外，还要充

实应急机动保障力量，以实现支援保障

力量快速机动为目标，配齐配强各类人

员和装备物资器材，积极推动应急保障

力量由单一专业保障向多专业保障、由

陆地保障向立体保障、由划区定点保障

向跨区域机动保障转变。

提高后勤保障能力，需要加强人才

队伍建设。强军之道，要在得人，后勤

保障建设的现代化程度越高，对高素质

人才的需求就越大。应进一步强化人

才意识，把后勤保障人才建设摆在更加

突出的战略位置来抓。随着高新技术

在军事后勤领域的广泛运用，后勤建设

正从数量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需

要大力提高后勤人才队伍的文化素质

和技术素养，在倡导广大官兵岗位成

才、自学成才的同时，加强与后勤院校

的交流，定期组织后勤骨干赴院校进

修和轮训，让他们了解和掌握后勤保

障前沿技术和发展方向，增强技术敏

感度。大力培养后勤复合型人才。未

来信息化战争是陆、海、空、天、电“五维

一体”的联合作战，作战与保障越来越

趋于一体。后勤人员必须超越本专业

领域，具有后勤保障和指挥作战的双

重本领。应根据现代战争后勤保障特

点，着眼战场需求，着力培养军政后合

一、指技合一的复合型后勤人才，提高

后勤保障人员的综合素养。另外，要广

纳贤才，强化用人导向，选拔工作能力

强、业务精的人到关键岗位，做到人尽

其才；对在后勤管理、生产实践中表现

突出的人才，要及时予以表彰奖励，让

能者上庸者下，不断激发后勤保障人

才队伍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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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兵论战谈兵论战

思考笔谈思考笔谈

历史，属于过去，也属于未来。深入

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我们要以贯通把握历史、现在、

未来的大历史观和正确党史观，勿忘昨

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

负明天的伟大梦想，以史为鉴、开创未

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不断把党和人

民事业推向前进，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赢

得更加伟大的胜利和荣光。

百年奋斗的伟大成
就，铸就复兴图强基业

“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

恢宏的史诗”，这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决议》作出的历史性、战略性论断，鲜明

昭示百年大党的丰功伟绩和深远影响。

总结四个阶段成就，彰显复兴之路

越走越坚实。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历

经救国、兴国、强国的艰辛奋斗。党团结

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

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自力

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的伟大成就；解放思想、锐意进取，

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伟大成就；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

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

就。正确认识和总结历史成就，展示了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担当和历史自觉，具

有很强的政治动员力、历史穿透力、理论

说服力、心灵震撼力。

升华百年奋斗意义，彰显党的历史

性贡献和价值。百年征程逐梦强国，世

纪伟业回馈奋斗。百年奋斗的意义在

于：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前途命运，

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

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

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走在时

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这五个维度，系

统深刻阐述党对中国人民、中华民族、马

克思主义、人类进步事业、马克思主义政

党所作的历史性贡献，既立足中华大地

又放眼人类未来，体现中国共产党和中

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关系，体现中国共产

党和马克思主义、世界社会主义、人类社

会发展的关系，贯通着党百年奋斗的历

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

突出新时代的成就，彰显民族复兴

迈入关键时期。全会阐明新时代是我国

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概括党的理论创新

成果，分析党面临的形势、面对的风险挑

战，并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等 13 个方面

总结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发生的历史性变革，重点阐明了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们党的原创性思想、变革性实

践、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这进一步

凸显了新时代的历史地位，是党史研究与

党史分期理论的重大创新。新时代党领

导人民取得巨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

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

量。近代以来的期盼与追求、探索与积

累，汇聚于时代，成就于新时代，决定了

新时代成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

强调“两个确立”，彰显前进路上的

根本政治保证。全会阐明“两个确立”及

其决定性意义，对此须站上更高政治站

位 、放 到 更 加 广 阔 的 大 历 史 时 空 来 认

识。领导核心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政党

至关重要。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

带领全国人民发扬伟大历史主动精神，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动党

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

性变革，在中华大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成为当之无愧的党的核心、人民领袖、军

队统帅。习主席以非凡理论勇气提出一

系列原创性战略思想和创新理念，创立

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 ，实 现 了 马 克 思 主 义 中 国 化 新 的 飞

跃。从政治和战略全局上看，“两个确

立”是深刻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党的十八

大以来伟大实践得出的重大历史结论，

是体现全党共同意志、反映人民共同心

声的重大政治判断。

百年积累的宝贵经
验，照亮未来前行的路

历史记述前人的成功和失败，了解

历史上的治乱兴衰规律，可以给人们带

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

启示。《决议》以宏阔历史视角和深厚历

史智慧，精辟概括百年来党奋斗创造的

带根本性和长远指导意义的十条历史经

验。这“十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相

互贯通的整体，是历史规律的昭示。

“十个坚持”体现我们党重视历史、

总结历史的好传统。经验是从实践得来

的认识，是经历史检验过的结论。我们

党之所以“靠总结经验吃饭”，就是因为

实现民族复兴是前无古人的伟业，没有

什么现成模式和既有经验可供借鉴。这

就需要我们在前进征途中，不断地总结

历史经验，通过实事求是地总结过去全

部工作在历史进程中的成败得失，在今

后工作中避免重犯历史的错误。习主席

曾多次强调学习历史、总结历史的重要

性，指出：“今天，我们回顾历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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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

量。”回顾过去的百年，我们党始终高度

重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运用，而党在

历史上每一次对历史经验的系统总结，

都使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了新的团

结统一，都进一步推动了革命、建设、改

革的伟大实践。

“十个坚持”揭示我们党从胜利不断

走向新胜利的密码。百年党史表明，中

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

命运、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最根本的就

是党的坚强领导；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

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党执政兴国

的最大底气；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

国、兴党强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必须中国

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

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走自己

的路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方

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大道之

行，天下为公，党必须始终站在历史正确

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越是伟大

的事业，越需要开拓创新，党领导人民敢

为天下先，走出了前人没有走出的路；敢

于斗争、敢于胜利，是党和人民不可战胜

的强大精神力量，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

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团结就是力量，

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

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勇于自我革命是

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

志，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

强大支撑。这十条经验，深刻揭示党和

人民事业不断成功的根本保证，揭示党

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力量源泉，揭示党

始终掌握历史主动的根本原因，揭示党

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走在时代前

列的根本途径，是百年来党和人民共同

积淀的精神财富。

“十个坚持”蕴含着共产党人的科学

立场、观点和方法。千淘万漉虽辛苦，吹

尽狂沙始到金。党的历史经验是党在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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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和勇毅。把握“十个坚持”，必须将管

党治党同治国理政相统一、理论创新同

实践创新相促进、改造客观世界同改造

主观世界相贯通，深刻认清这些宝贵经

验既来自于百年实践的理论升华，又着

眼于对现实和未来的深刻启示，既是推

进复兴伟业新征程新实践的科学指引，

又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要以实践为

指向，把学习运用历史经验，同贯彻党的

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结合起来，

既加深对党的历史经验的认识，又帮助

弄清党的现行路线方针政策的客观依

据，不断提高贯彻执行自觉性；同本地区

本单位实际结合起来，坚持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紧密联系本地区本单位实际进行消

化；同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结合起来，

注重开动脑筋、不断探索总结新鲜经验。

站在历史巨人肩膀
上，争取更大胜利和荣光

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

赶考之路，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必须善于

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

的潮流中实现更大发展。在新的征程

上，接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接力

棒，我们一定要继续跑出好成绩，把新的

胜利和荣光写在中国大地、写给中国人

民、写进中国未来。

接力奋斗、勇毅前行，就要牢记生于

忧患、死于安乐。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

的快车道，但前进路上还须常怀远虑、以

备不虞。应充分认清当今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加速演变，国际环境日趋复杂，

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世界进入

新的动荡变革期，中国将面对更多逆风

逆水的外部环境；充分认清当前我国发

展进入新阶段，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

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

务仍然艰巨，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

展要求，新冠疫情将持续影响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充分认清党面临“四大考验”

“四种危险”是长期的尖锐的，特别是党

风廉政上的一些问题具有反复性顽固

性，稍不注意就会反弹。以史为鉴，我们

就应立足新的世情国情党情，灵活运用

不同历史时期化危为机的丰富经验，从

历史中获得启迪，从历史中提炼克敌制

胜法宝，确保“中国号”巨轮不惧风浪、行

稳致远。

接力奋斗、勇毅前行，就要坚持乘

时乘势、继往开来。办好中国的事情关

键在党，我们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

面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 ”、做 到“ 两 个 维 护 ”，牢 记“ 国 之 大

者”，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

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要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

史，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

科学理论的政党才拥有真理的力量，要

坚定不移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

个结合”，切实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

指导发展着的实践。走自己的路是党

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要始终把发

展 进 步 的 命 运 牢 牢 掌 握 在 自 己 手 中 。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要进一

步 加 快 国 防 和 军 队 现 代 化 建 设 进 程 。

中国是负责任大国，要坚定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

提供新机遇。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

本领，要勇于战胜一切风险挑战。团结

就是胜利，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

因 素 ，最 大 限 度 凝 聚 起 共 同 奋 斗 的 力

量。打铁还须自身硬，要持续推进新时

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进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确保党永远不变

质、不变色、不变味。

接力奋斗、勇毅前行，就要激扬革

命精神、砥砺奋进。在我国这样一个 14

亿多人口的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极其伟大，殊为不易。征程漫漫，应持续

鼓起雄健的精神，迎接挑战。要大力弘

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系，

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不断提高

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大力弘扬将革命

进行到底的精神，激发“宜将剩勇追穷

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革命劲头，焕发共

产党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

天”的革命豪情，沿着党指定的方向奋勇

前行。大力弘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

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鼓起迈进新

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大力弘扬历

史主动精神，始终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

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把握历史大

势，遵循历史规律，谦虚谨慎、不骄不躁，

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奋力实现既定

目标，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不懈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执笔：周俊杰）

鉴往知来 强国可期
■军事科学院党的创新理论研究中心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系列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