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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研究

兵骄必败，军娇必衰。自古以来，
满载荣光、承平日久的军队可能会患上
两种病症：自大症和醉太平。骄娇二气
是锈蚀军人血性胆魄的毒剂，是吞噬部
队战斗力的天敌。

公元 783年，唐节度使朱泚发动叛
乱。平乱战役中，神策军表现英勇，孤
军奋战，翦灭朱泚，收复京城，使唐朝
转危为安。因护卫有功，神策军得到唐
德宗的特别器重，被赋予诸多特权和优
厚待遇。从此，神策军恃功而骄、恃宠
而傲，将校专横跋扈，擅权枉法，侵害
百姓；士兵纪律涣散，吃喝玩乐，不思
训练，成为中看不中用的“银样镴枪
头”。公元 880 年，黄巢起义大军攻破
洛阳，直逼京城长安，危难之际，被寄
予厚望的神策军不堪一击，唐僖宗狼狈
出逃。

无独有偶，曾经“威若雷霆，动如
风发”的满洲精锐八旗兵，从顺治年间
起，便已出现追求享受、斗志衰退的倾

向。统兵作战的亲王、郡王和贝勒们
“逗留观望。不思振旅遄进，竟尔营私
适己，希图安便”。到康熙末年，外省
驻防将军“出行则皆乘舆”，以骑马为
耻，武艺日益荒疏。八旗士兵酗酒赌
博，无所不为，更有甚者干脆把盔甲器
械送进当铺，沦为“惟知抽鸦片、提鸟
笼”的纨绔子弟。满族作家老舍曾对自
己亲历的旗内生活有过这样描写：“整
天整月都消磨在生活的艺术中……他们
没有力气保卫疆土和稳定政权，可是他
们会使鸡鸟鱼虫都与文化发生最密切的
关系。”

无论是当年不可一世的神策军，
还是一度骁勇善战的八旗兵，他们的
结局无不令人唏嘘。“打天下”时是

虎狼之师，不惧风雪万丈，笑傲铁马
冰河，踏破雄关漫道。“坐江山”后
是马放南山，不敌莺歌燕舞，难挡纸
醉金迷，止步十里烟堤。沉迷历史荣
光而不知奋发进取，贪恋安逸享乐而
不思磨刀砺剑，是他们走向失败的根
本原因。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习主席反复
告诫我们，和平时期决不能把兵带娇
了，威武之师还得威武，军人还得有血
性。我们只有时刻保持忧患意识，坚决
涤荡“骄娇”二气，不断充盈血性胆
气，苦练克敌制胜本领，始终保持箭在
弦上、引而待发的高度戒备态势，才能
“当那一天来临”的时候，果断亮剑、
决战决胜。

军人为什么要防止骄娇二气

前不久，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理
论服务走基层活动，全军著名的专家
教授深入部队一线，采取理论大家
谈、靶向解扣子、示范讲微课、骨干传
帮带等形式，大力宣讲党的创新理
论，受到基层官兵普遍好评。这是新
时代深化理论武装的客观要求，也是
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大众化普及化的重要举措，必
将有力推动部队学理论、讲理论、用
理论的热潮。

科学理论只有走近官兵、武装官
兵，才能更好地体现价值、彰显威力。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
动。我军从建军初期开始，就注重用
科学理论教育引导官兵、激发战斗精
神。毛泽东曾讲过，“同样一个兵，昨
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
“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
熔化了”，生动形象地阐述了理论大众
化普及化的实践威力。“人民的哲学
家”艾思奇，在上世纪 30年代写出《大
众哲学》，动员了十万青年参加了革
命。蒋介石对下属感叹：“一本《大众
哲学》冲垮了三民主义的防线，人心丧
失乃败于艾思奇先生之《大众哲学》。”
可以说，人民军队的队伍越战越壮大、
士气越打越高昂，重要的一点就在于
用科学理论武装官兵、指导实践。

理论清才能方向明，认识深才能
落点实。回顾改革开放 40年的发展历
程，国防和军队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
重大成就，归根到底得益于科学理论
引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围绕
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
治国治军等各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思
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分发
挥党的创新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就必须找准官兵思想认识的疑惑点，
加大理论武装力度，提高对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认知
度，提升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同
感。

理论是抽象的、理性的，但解读方
式可以是形象的、通俗的。列宁说过：
“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
通俗和简单明了。”毛泽东也曾讲过：
“我们党的宣传教育要让每一个工人、
农民都听得懂。”这启示我们，要善于
运用大家乐于接受的手段和形式深
入浅出地讲解阐释理论，使之容易被
官兵所理解、所掌握、所接受。推动
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普及化，必须注
重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现实生活的
实例、形象生动的比喻，把深奥抽象的
理论“翻译”成官兵一听就懂、一学就
会的兵言兵语、网言网语，拉直心中问
号，驱散心头迷雾。像毛泽东说的“枪
杆子里面出政权”，邓小平说的“摸着
石头过河”，习主席提出的“坚持‘老
虎’‘苍蝇’一起打”等，言简意赅，却句
句入心入脑。还要善于寓理于事、析
事明理，用数字说话、用事实说话、用
典型说话，使理论更加生动感人、清新
质朴。

实现理论的真理力量与官兵对理
论需求的有效对接，还要加强传播手
段和话语体系创新。现在，“90后”“00
后”官兵成为部队主体，他们观念开放、
思维活跃，厌烦呆板说教、硬性灌输。
真理真情真实的力量，借助动人动听动
情的手段，才能更好地入眼入脑入心。
必须贴近青年官兵认知特点和接受习
惯，重视方法手段创新。要将理论形象
化，积极借助信息网络，通过“图解理
论”“动漫短片”，编写好记易懂的
“三字经”“一二三四歌”，建好用好学
习理论专题网页、论坛、微博、微信
公众号，使党的创新理论看得见、摸
得着，有温度、有实感。要把理论学

习的课堂向训练场、演习场延伸，向
社会、家庭和改革开放前沿延伸，向
驻地的革命遗址、历史纪念馆、红色
传统基地延伸，让官兵在对接社会中
感受理论的实践威力。

实现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普及
化，需要发挥专家、领导、骨干的“种
子”“酵母”作用。这次军委政治工作
部组织著名专家学者深入部队一线，
开展理论服务走基层活动，是一次十
分有益的积极尝试。各级领导干部
普遍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在高标准
抓好自身学习的同时，应尽好领学督
学帮学之责，利用熟悉官兵思想的有
利条件，结合强军兴军实践，做好宣
传理论、解疑释惑的工作，真正打通
用科学理论贯注部队、教育官兵的
“最后一公里”，让党的创新理论变为
官兵的大众哲学和手中武器。还要
以干部和高学历官兵为主建立健全理
论骨干队伍，发挥好基层理论骨干在
掌握官兵思想动态、传播最新理论观
点、讨论破解疑难问题等方面的积极
作用，让官兵教育官兵，引导他们当好
官兵的“政治翻译”，架起让更多官兵
掌握理论的“桥梁”。
（作者单位：91208部队、军事科学

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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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指出，“能不能坚守艰苦奋
斗精神，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兴衰成败
的大事”，强调“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
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朝着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
进”。学习理解这些重要论述，深切感
到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
变化，前景十分光明，挑战十分严峻，必
须继承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用艰
苦奋斗实现民族复兴、推进强军伟业、
书写时代辉煌。

艰苦奋斗是战胜困

难夺取胜利的传家法宝

艰苦奋斗集中表现为不畏艰难、
奋发图强、争取胜利的思想品格和工
作作风。它贯穿体现在我党我军的全
部历史之中，诠释着党和军队兴旺发
达的真谛，昭示着党和军队的未来，是
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精神
财富。

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

统。人类文明发展史，就是一部艰苦奋
斗创业史。生产方式的进步、科学技术
的突破、政治体制的演进，都是祖先们
不畏艰辛、开拓进取的结果。马克思指
出，只有奋斗，才是我们民族的希望和
光明所在。孙中山总结道，人类由初生
以至于现在，天天都是在奋斗之中。中
华民族历来以勤劳勇敢、不畏艰苦著
称。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大禹治水、卧
薪尝胆等故事，以及“艰难困苦，玉汝于
成”“忧劳兴国，逸豫亡身”“居安思危，
戒奢以俭”等名言警句，就是中华儿女
艰苦奋斗的真实写照。在几千年的风
雨历程中，中华民族屡处逆境而昂扬奋
起，用勤劳和智慧创造了辉煌历史，将
文明延续至今。

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本

色。无产阶级政党是为最广大人民谋
利益的先进政党。只有不懈奋斗，才能
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实现无产阶级政党
肩负的历史使命。毛泽东在《中国革命
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第一次使用“艰苦
奋斗”的概念，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
在过去十五年间的艰苦奋斗，挽救新的
亡国危险是不可能的。”在党的七届二
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两个务必”的
著名论断。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
泽东提出了“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
色”的重要论断。习主席在党的十九大

报告中强调“全党一定要保持艰苦奋
斗、戒骄戒躁的作风”。把艰苦奋斗上
升到党的政治本色的高度来认识，是我
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鲜明标志。

艰苦奋斗是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

不竭动力。从南昌起义一路走来，人民
军队谱写了一曲曲艰苦奋斗的壮歌。
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井冈山精神、长
征精神、延安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
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就是艰
苦奋斗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人民军队战
胜艰难困苦、夺取胜利的强大动力。
1936 年，美国记者斯诺来到陕甘宁边
区，把我党我军的艰苦奋斗精神称之为
“东方魔力”“兴国之光”。毛泽东把是
否艰苦奋斗列为解放区与国统区的区
别之首。在我军发展壮大过程中，经历
了数不清的艰难险阻，战胜了一个个凶
恶的敌人，创造了一个个彪炳史册的奇
迹，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始终保持了艰
苦奋斗的精神。

新时代仍然需要坚

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精神

习主席在 2018 年新年贺词中说：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
者的时代。我们今天强调艰苦奋斗，不
是要当“苦行僧”，而是要充分认清艰苦
奋斗对于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重要意
义，应当把它作为一种工作作风、一种
生活准则、一种精神状态来传承和践
行，切实增强自觉性。

奋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必

须坚持艰苦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
想。当前，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
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目标。但行百里者半九十，
“更接近”远不等于“已到达”。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告诫全党全
军，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
业。中国梦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
就能实现的，需要付出更为艰苦的努
力。必须像习主席所号召的“万众一
心，向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以“万里
长征刚刚走完第一步”的精神状态，满
怀信心奋进新征程。

应对改革发展新挑战必须坚持艰

苦奋斗。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
革大调整时期，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
足，贸易摩擦硝烟四起，国际形势复杂

深刻演变。从国内看，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问题长期存在，社会矛盾错综复杂，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
治等任务艰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
息。”我们必须以坚定的自信、无畏的勇
气、艰苦奋斗的作风和勤俭创业的实
践，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解决
重大矛盾，持续把全面深化改革引向深
入，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履行强军兴军新使命必须坚持艰

苦奋斗。新时代，我军建设既面临重
大发展机遇，也面临许多挑战和考
验。长期的和平环境和改革开放，使
官兵保持政治坚定、思想纯洁面临严
峻考验；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改革发
展，解决“两个能力不够”的问题，打赢
未来信息化战争，面临许多深层次问
题；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维护社会稳定和抢险救灾，任务十分
繁重。“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行成于思
而毁于随。”应对这些考验和挑战，更
需要我们保持昂扬的奋斗精神，发扬
艰苦奋斗的好传统。

强化正风反腐新责任必须坚持艰

苦奋斗。“奢靡之始，危亡之渐”。党的
十八大以来，全党全军坚定不移“打
虎”“拍蝇”“猎狐”，反腐败压倒性态势
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但也要看到“四
风”反弹回潮隐患仍然存在，减存量、
遏增量任务仍然繁重，正风反腐责任
压力传导不够现象仍然突出。“历览前
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现实生
活中，少数党员干部经受不住权利、金
钱、美色的考验，信念动摇、思想颓废、
堕落变质，往往是从丢掉艰苦奋斗精
神开始的。我们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
党治军，持续纠“四风”、改作风，以艰
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永葆艰
苦奋斗的政治本色。

以艰苦奋斗的新姿

态新作为夺取新胜利

进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履行新
使命，需要我们艰苦奋斗再出发，以新
的姿态、新的作为续写强军兴军新篇
章，像习主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要求

的那样，“保持艰苦奋斗、戒骄戒躁的作
风，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奋力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奋斗是艰辛的，要担起强国强军的

使命重任。一切伟大的成就都是艰苦
奋斗的结果，一切伟大的事业都需要在
艰苦奋斗中推进。要坚持一张蓝图绘
到底，按照党的十九大描绘的路线图、
施工图和明确的任务书、时间表，逢山
开路、遇水架桥，攻破新征程上的“娄山
关”“腊子口”。坚持一茬接着一茬干，
着眼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全面
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忠实履行党和人民
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聚焦备战打仗
主责主业，接力奋进。坚持功成不必在
我，以党和人民为念，以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和领土完整为念，以国防和军队建
设为念，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多做打基
础、利长远的事，久久为功、善作善成。

奋斗是曲折的，要笃定爱国奉献的

价值追求。“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
换新天”。要坚持胸怀祖国，把爱国之
情、报国之志融入伟大事业之中，像王
继才同志那样，自觉把国家富强、民族
振兴、人民幸福作为毕生追求。坚持爱
岗敬业，把工作当事业、把岗位当平台，
立足本职，建功立业，干一行、爱一行、
专一行，创造无愧于时代的业绩。坚持
勤俭节约，勤俭办一切事业，提倡绿色
生活，旗帜鲜明地反对铺张浪费。坚持
无私奉献，正确对待荣辱得失，平和对
待进退走留，扎扎实实干工作，默默无
闻作贡献。

奋斗是幸福的，要树立敢于胜利

的决心信心。习主席指出：“山再高，
往上攀总能登顶；路再长，走下去定能
到达。”奋斗者是最懂得幸福、最享受
幸福的人。在奋斗中，我们能收获知
识、提升能力，能净化灵魂、磨砺意志、
能成就事业、实现价值，不仅物质上更
加富裕，精神上也更加充实。我们要
撸起袖子加油干，怀揣梦想乘风破浪，
聚精会神干事创业。在奋斗中激发潜
力、超越自我，不畏艰难、赢得胜利，这
是新时代共产党人和革命军人应有的
人生，我们当用不懈的奋斗回报这个
伟大的时代。
（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军事基

础教育学院）

艰苦奋斗再出发
■蔡渭滨

《周易·系辞》 曰：“形而上者

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器并

举是破解难题的重要方法。在人类历

史发展进程中，曾发生过一些针对中

央政府的叛乱，进而引发维护民族团

结、国家统一的战争。由于中央政府

能够道器并举，政治军事双管齐下，

形成综合优势，掌握了战争主动权，

世界上绝大多数维护民族团结、国家

统一的战争都取得了胜利。从汉朝平

定七王之乱、唐朝平定安史之乱、明

朝平定宁王之乱、清朝平定三藩之

乱，到法国旺代战争、美国南北战

争、苏俄内战、俄罗斯车臣战争，古

今中外，概莫如是。

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之战意

义重大，往往成为历史发展的重要转

折点。战争必然带来人员伤亡、经济

受挫、百姓流离。如第二次世界大战

波及 20亿人口，军民伤亡7000多万

人，财产损失高达4万亿美元。维护

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战争也会带来

伤亡和损失，但不同的是，绝大多数

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战争，有

利于维护国家集中统一，有利于恢复

和平安定的生产生活环境，有利于民

族团结、经济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

如七王之乱平定后，汉朝的诸侯王威

胁基本清除，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显著

加强；三藩之乱的平定，为康乾盛世

奠定了基础；美国南北战争消灭了奴

隶制，为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扫清了道

路；苏俄内战巩固了十月革命成果，

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创造了条件。

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具有坚

实的政治基础。战争的政治目的，事

关战争性质和人心向背，决定着军民

对待战争的根本态度和参与作战的决

心意志，进而影响着战争实力和潜力

的发挥。一些人发动叛乱的原因很

多，有图谋分裂国家的，有妄想颠覆

政权的，有意欲武装割据的，都是从

个人或利益集团自身野心出发。为一

己私利而陷民众于战火，即使力量

再强大、准备再充足，也必然失道

寡助；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则

是为国家大义而战，即使条件恶

劣、猝然应战，也终将得到广泛支

持。明代宁王朱宸濠为夺皇权，贿

赂宦官、蓄养亡命、强夺民田，密谋

十数年，但起兵仅43天就被平定，主

要原因是不得民心。苏俄粉碎国内叛

乱时，列宁曾形容“俄国就像一个被

打得半死的人……居然能够拄着拐杖

走动了”，因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代

表了人心所向，军队具有高昂士气，

得到了工农群众的积极支持。

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需要健

全的军事体系。战争说到底是一种整

体性的对抗，军事体系的强弱直接影

响着战争胜负。完备的军事体系，包

括科学的军队编组、卓越的统帅和优

秀的官兵、雄厚的战争潜力、先进的

武器装备等。这些都需要通过长期的

国防和军队建设，经过艰苦的作战训

练磨合而来，相比之下往往是中央政

府占优。诸如周亚夫、郭子仪、王

守仁、格兰特、伏龙芝等战史留名的

将帅，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作战部

队，一般都出自中央政府方面。在战

争潜力方面，敌对双方的人口、工农

业、交通通信、教育医疗、建筑工程

和舆论宣传等可为战争服务的实力，

是保障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一般情

况下，中央政府掌握国家机器、经略

日久，具有先天优势。在武器装备方

面，中央政府一方多数情况下也具有

优势。如第二次车臣战争时，俄军动

用苏-24M轰炸机、苏-25强击机和

米-24直升机对叛军基地、阵地实施

精确打击，并利用信息技术优势迫使

车臣武装连电台都不敢使用。

把握战争规律，了解制胜机理，

是驾驭战争、夺取胜利的关键。历史

上的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之战，

能够为人们提供有益借鉴和启示。人

类文明发展到现在，民族团结、国家

统一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向往和

平、维护和平成为共同心声，反对分

裂、惩戒分裂成为各国政府和人民的

共同选择，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

必然赢得最广泛的支持。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

人武部）

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是人类永恒价值追求，是经济社会发展重要保证

道器并举维护团结统一
■刘 诚

认清艰苦奋斗对于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重要意义，应当把它作为一
种工作作风、一种生活准则、一种精神状态来传承和践行

读史札记

强军要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