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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要论

以什么态度对待真理，关系革命、
建设和改革的前途命运，是中国共产党
人必须回答的一个重大问题。1978 年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大
讨论，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思想解放运
动，冲破了教条主义思想束缚，重新确
立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观，成为改革
开放的思想先导。40年来，改革开放似
奔腾的洪流，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蓬勃发展、民族复兴巨轮不断向前，
根本的一条经验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的
高度统一，在实践中检验、运用和发展
真理。正如习主席所指出的，在深入把
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性和真理性
的基础上增强自信。

坚持用实践来检验

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

真理性

一切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是真
理还是谬误，唯一的检验标准就是实
践。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
本原理。马克思说：“人应该在实践中
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
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
性。”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是我们党最宝贵的优良传统之一。在
党的历史上，什么时候坚持用实践来检
验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而不是从本本
和主观愿望出发，党的事业就顺利，否
则就遭受挫折。革命战争年代，党之所
以能够领导人民打败一切国内外敌人，
建立新中国，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坚
持实事求是，不断纠正被实践证明是错
误的各种“左”和右的主张。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在
处理实践和真理关系方面既有经验也
有教训。40年前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
大讨论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打破
了过去一段时间盛行的迷信、教条、僵
化的精神状态，使人们从“两个凡是”的
枷锁中走了出来，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
乱反正，奏响了改革开放乐章的第一个
音符，拉开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
史大剧的序幕。

改革开放 40年来，党领导人民正确
处理实践和真理的关系，坚持一切从实
际出发，在实践中检验各种理论和路线
方针政策，对被实践检验为错误的，科
学分析、及时改正，对被实践检验为正
确的，总结推广、发扬光大，从而实现了
实践与理论的良性互动，保证了党和国
家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比如，破

除“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
的苗”的狭隘认识，明确提出“贫穷不是
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
发展生产力；破除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
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
机械观点，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极大增强了综合国力、提高了人
民生活水平；破除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等同于发展资本主义的错误观点，坚持
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性，坚持以马
克思主义为指导，明确提出既不走封闭
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
等。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成就表明，坚
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发展
马克思主义、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
根本要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推动
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
断前进的基本前提。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

的科学真理武装全党指

导实践

我们党自创立那天起，就坚信马克
思主义的科学性，坚信马克思主义揭示
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
义运行的特殊规律，为人类指明了从必
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途径，为人民
指明了实现自由和解放的道路，同时也
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指明了前进
方向。延安整风运动是一场马克思主
义普及和学习运动，对于提高全党全军
马克思主义水平，增强理论思维和指导
实践能力，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
向日趋活跃，主流的和非主流的、先进
的和落后的相互交织，社会思潮纷纭激
荡，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武装全党显
得尤为紧迫和重要。我们党不忘初心，
坚持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
义原理作为根本要求，大力开展马克思
主义思想教育，坚决反对各种诋毁和否
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和错误观点，
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价值立场、基本观
点和科学方法，牢固确立共产党人的政
治灵魂和精神支柱。实践表明：真理是
引领发展的强大力量，但这种力量只有
在走进头脑、深入人心时才能成为客观
现实。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武装全
党，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根
本要求，也是重要保证。

认识和把握真理不仅是为了正确
解释世界，更是为了以真理为指导改造

世界。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
际，坚持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社会主义
前进方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
方法观察世界和社会、分析问题、破解
矛盾、实现发展。团结带领人民建立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实现
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
大飞跃；团结带领人民推进改革开放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使中国大
踏步赶上了时代，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
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团结带领人
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
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推动党和国
家事业取得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成就，
发生深层次、根本性历史变革，中华民
族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
跃。必须看到，这一切都是在马克思主
义指导下取得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实
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表明：在坚信马克
思主义科学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
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
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

坚持在实践中不断

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

新发展

实践是认识的源泉，也是真理的源
泉。随着实践的发展，真理性认识也要
不断发展。在谈到马克思主义科学真
理时，习主席强调指出：“一部马克思主
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
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
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
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
历史。”立足实践变化，推进马克思主义
理论创新，在坚持真理中发展真理，这是
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
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责任和使命。

我们党在准确揭示和回答时代发
展的新课题以及一系列重大问题中推
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马克思指出：
“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
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抓住问题，就

是抓住时代的内在矛盾；回答问题，就是
揭示时代的本质和趋势。习主席强调
指出：“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
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
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
过程。”我们党坚持问题导向，深刻把握
时代发展新变化和社会面临新矛盾，在
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准确揭示回答
了在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进行新
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获
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的时
代课题；改革开放以来，先后准确揭示回
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
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
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新时代坚
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
时代课题和重大问题。离开了对这些
时代课题和重大问题的敏锐判断、准确
揭示、深入思考和科学回答，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创新发展根本无法实现。

我们党在提出新观点、创建新理论
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每个时
代都有自己的时代课题和重大问题，只
有对这些问题的各个方面和环节作出
全面系统的回答，提出一系列相互联系
的新观点，形成新的科学体系，才能实
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新飞跃，开创马
克思主义真理发展新境界。在这个问
题上，我们党有高度的思想和行动自
觉。在革命时期，我们党立足新的实
践，着力回答时代课题，大力推进理论
创新，创立了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
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实现了党的
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
时代特征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大力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重大理论创新成果，
不断把马克思主义真理发展推进到新
的阶段，使马克思主义始终站立时代的
制高点。历史表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推动民族复兴阔步前进的
过程，是实践和认识、坚持真理和发展
真理高度统一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理
论创新越强劲，对实践的指导和引领就
越有力，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就越充

满生机活力。

在新时代伟大实践

中充分彰显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真理魅力和实践威力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这一成果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围绕新时代提出的
重大时代课题，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
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等基本问题，
并根据新的实践对经济、政治、法治等
各方面建设作出理论分析和政策指
导。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全部实践证明，
以“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为基本
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准确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并以全新
的视野深化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
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
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是
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形态。

真理只有在指导和引领伟大实践中
才能充分展现其巨大力量、彰显其无穷魅
力，也只有在这个过程中才能获得丰富发
展。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的广泛而深刻的
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
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
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
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
的翻版”，而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存在诸
多新矛盾新问题新挑战，要求我们必须
深入学习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基本观点、思想体系、精神
实质和科学方法，坚持运用这一思想引
领方向，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
奋斗；坚持运用这一思想分析破解难题，
提高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
重大阻力、化解重大矛盾、解决重大问题
的能力，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绽放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展现
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作者单位：陆军指挥学院）

坚持在实践中检验运用和发展真理
—纪念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40周年

■肖冬松

报载，国家移民管理局不久前推出
新政，在全国实行办理护照等出入境证
件“只跑一次”制度，只要条件具备、材
料齐全，办事人员“只跑一次”即可把事
情办完。这一做法得到广大群众的普
遍赞扬。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工作效
率，减少群众麻烦，应成为行政部门改
进作风的努力方向。

由此，笔者联想到部队有的机关，
在处理行政事务中，存在基层官兵反复
跑机关的现象，一些简单问题的处理不
是“只跑一次”，而往往要跑多次，甚至
跑多次也不能解决。

分析一些机关办事难的原因，一是
预约的时间往往不能兑现，机关往往有
临时任务，基层官兵按预约时间去了，却
常常扑空。二是机关对办事材料的格

式、种类、内容等要求往往不够明确，基
层递交后常常被打回返工。三是办事的
环节太多，一件事多人多部门办，常常找
到甲找不到乙，找到乙找不到丙。四是
个别机关干部工作态度不端正，对基层
的事总是搁一搁、拖一拖。凡此种种，虽
然有一些属于客观原因，但根本原因还
是工作作风存在问题。

让基层群众只跑一次路，既是一句
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担当，它缩短的是
办事机关与群众之间的感情距离，体现
的是对基层同志的态度。全面从严治
党、持续正风肃纪，一个重要方面就是
要改进领导和机关作风，切实做到服务
好基层，服务好群众，把与群众之间的
距离缩得短而又短。随着全面从严治
党往深里走、实处落，机关办事作风必
将迎来大的转变。笔者在这里希望部
队机关在处理基层事务时，也能叫响
“只跑一次”。

（作者单位：赤峰军分区）

为“只跑一次”点赞
■王德月 张贤林

清代《郎潜纪闻》一书记载了闽浙

总督陈瑸的故事，其为官“凡二十年，

未尝挈眷属，延幕宾。公子旷隔数千

里，力不能具舟车，一往省视。仆从一

二人，官厨以瓜蔬为恒膳”。说的是陈

瑸做官20余载，只身在外，没有携带

过家眷。儿子相隔千里想去探望他，

竟苦于缺少盘缠而难以成行。陈瑸也

没有延请过幕僚，只有一两个仆从，经

常以瓜果蔬菜为食。这样的官真可以

说当得很清苦，为此康熙皇帝称他是

“苦行老僧”“从古清官，计无逾瑸者”。

官应该怎么做？古人早已有言：

“起民之病，治国之疵”“先天下之忧而

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身多疾病思田

里，邑有流亡愧俸钱”。官，无论何以

得之，总归都是为百姓办事的，因为拿

的是百姓的俸禄，吃的是百姓的供给，

自然而然地要为百姓解难、谋百姓福

祉，而不能高高在上、贪图安逸，甚至

利用手中职权受贿敛财、中饱私囊。

共产党人的为官标准更高，其根

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

更须做到“甘为百姓苦自己，勤为公务

累吾身”。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也正是这样做的，从毛泽东的补丁

衣裳，到周总理办公室的灯光，从朱德

的扁担，到董必武对家人“约法三章”

等。之所以如此，就是要践行共产党

人的初心，为民谋幸福，为国图富强。

但也必须看到，人的意志往往会

随着环境条件的改变而改变，当权力

成为一种资源的时候，对权力的监督

失之于松的时候，权力性质就可能变

异，把本来为百姓办事变成对百姓颐

指气使，把本来为百姓吃苦变成绝不

让自己吃亏，以致颠倒主人与公仆的

关系。这就违背了为官从政的性质和

本意。因此，每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

部必须在当前正在进行的全面从严治

党过程中重新审视自己，重新点验自

己，切切实实把党性标准立起来，让立

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意识强起来。真

正懂得，为官从政就是要做到一切为

了人民，一切服务于人民，而不能有任

何别的企图。

习主席在回忆地方工作时感慨地

说：“我认为认认真真地当好共产党的

‘官’是很辛苦的。我也没有听到哪一

个称职的领导人说过当官真舒服。”是

的，只有党员干部吃更多的苦，才能换

来百姓生活的甜。官员的“辛苦指数”

就是百姓的“幸福指数”，只有苦官越

多，百姓的福祉才会越多，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也才越近。

为官本是

辛苦事
■孙一田 朱永杰

群言集

一 得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成就表明，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
策的根本要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推动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基本前提

习主席对党员干部明确提出了“既
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的要求。
作为军队政治干部，必须深刻领悟其深
刻蕴意，切实加强自我培塑，锤炼新本
领、塑造新形象、实现新作为，为推进军
队现代化贡献聪明才智。

提升绝对忠诚的纯度。习主席反
复强调，对党绝对忠诚要害在“绝对”
二字。政治干部肩负着教育引导广大
官兵的重大责任，必须铸就唯一的、彻
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
有任何水分的绝对忠诚。在维护核心
上坚持高标准。自觉真修常修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
“真经”，把忠诚核心、听党指挥的政治
要求内化于心、固化为魂。不断强化
“四个意识”、坚定“三个维护”，严格落
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
度，不断推进政治整训深度力度，在工
作中展现新风貌。在执行习主席决策
指示上有大担当。谋划建设、指导工
作、解决问题坚持对标看齐，对习主席
的部署要求一抓到底，对习主席指出
的问题立改立行，对习主席赋予的使
命坚决履行，做到我的岗位我负责，我
的工作请放心。

提升政治站位的高度。在领导干
部的所有能力中，政治能力是第一位

的。军队政治干部更应该带头旗帜鲜
明讲政治。清醒认识到讲政治是全面
的、具体的，不仅全局性、方向性的
大事中有政治，看小实大的具体问题
中也有政治；不仅工作本身有政治，
怎么看待怎么处置也有政治，始终坚
持从政治上观察分析问题、筹划推动
工作。在工作中树立大局观念，善于
观大势、谋大事、识大体，借力政治
建军的强大势能，既突出独特优势打
造亮点，又紧跟强军步伐发挥效能，
既注重眼前打基础，又着眼长远谋未
来，实现政治工作与其他工作的良性
互动，充分彰显威信威力。

增强备战打仗的实度。习主席明
确要求，坚持一切工作向能打仗、打
胜仗聚焦。树立政治机关是指挥机
关、政治干部是指挥干部、政工岗位
就是战位。自觉掀起学军事学指挥学
科技热潮，深度查摆与备战打仗要求
不符的“和平官”“和平事”“和平套
路”观念和做法，着力扫除淡化主
责、弱化主业的行为之弊，坚决纠治
“和平病”、破除“二八现象”。深刻
把握实战化训练中政治工作如何定
位、朝哪发力、做什么功的逻辑起
点，抓好实战标准在政治工作各领域
的具体落实，针对性研究党委领导备
战打仗、激发战斗精神、考察使用干
部等措施办法，把政治工作的实战化
实案化做深做实。始终担打赢之责、
谋打赢之策、强打赢之能，在深研战

史战例中领悟谋略思想，在反复推演
方案中熟悉作战流程，在投身任务实
践中锤炼过硬本领，切实把政治工作
融入作战指挥链、行动链，成为军事
工作的“行家里手”。

垫实文化底蕴的厚度。政治干部
必须坚持不懈地学习，以软实力支撑
硬实力。要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哲
学作为看家本领，坚持读原著、学原
文、悟原理，学会运用科学的立场、
观点、方法审视解决问题，增强攻坚
克难、化解矛盾、驾驭复杂局面的能
力。优良传统文化是浸润心灵、陶冶
情操、滋养灵魂的精神财富。注重从
历史中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从
规律中明大势、防风险、把方向，从
诗词曲赋中探寻中华文明魅力，更要
从党史国史军史中汲取政治营养。紧
跟时代学习现代化知识，保持对前沿
科技的认知力，增强通过运用信息网
络开展工作的基本功，熟悉以效能为
核心的现代军事管理理念，综合学习
经济、政治、军事、社会、外交、管
理等方面知识，切实打牢全面、系
统、专业的知识根底。

拓展思维视野的宽度。新时代、
新科技、新体制，呼唤我们必须以新
的思维、理念、作风和状态迎接新挑
战。要紧紧扭住国防和军队改革这一
契机，持续刮起解放思想的头脑风
暴，破除僵化思维，打破固有模式，
保持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

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把政治工
作做得精准而富有高效。坚持以“五
大发展理念”“五个更加注重”为引
领，着眼增强政治工作时代感实效
性，持之以恒抓好政治工作指导思
想、工作方式和运行机制的“二次创
新”，打造数字政工、智能政工、网
络政工、微信政工等全新政治工作样
式。注重抓建设谋发展的思想起点和
眼界层次，把科学理论吃透、大的方
向把准，以前瞻的眼光谋划推动政治
工作，尤其是在一些关节性、枢纽
性、前沿性的问题上要加强研究，提
升工作科学性预见性。

强化挺纪在前的硬度。当前部队
管理不严、纪律不严、工作标准不严
等问题还较突出，要积极适应正风肃
纪高压严治态势，严格落实党内组织
生活制度，使每个党员都置身于组织
管理约束中，不触底线、不越边线、
不闯红线。始终铭记法规纪律、公权
属性、公私界限，把法治化作为政治
工作基本运行模式，注重完善法规与
严格执纪并重，规范职权与有序运转
并行，强化自觉与监督惩戒并举，自
觉按照法治化要求来审视、施展、谋
划政治工作，实现依法决策、依法指
导、依法落实。坚持把权力关进制度
的笼子里，切实管住私底下、无人
时、细微处，决不被不良嗜好绑架心
灵，拥有一副“金刚不坏之身”。

（作者单位：96604部队）

政治干部应努力在自我培塑上下功夫
■周晶炯

工作研究

释义：2018年5月2日，习主席在

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引

用，语出《荀子·修身》。意思是路程即

使很近，但不走则不能到达；事情即使

很小，但不做则不能成功。习主席在

此引用，旨在勉励师生每一项事业，不

论大小，都要脚踏实地去做，不能坐而

论道、眼高手低，要努力做有理想、有

学问、有才干的实干家，在新时代干出

一番事业。 （高旭尧、林 彤辑）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