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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要论

论苑漫笔

学有所思

群言集

习主席多次强调，要“建设马克思主
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最
近，习主席为第五批全国干部学习培训
教材作序，再次要求加快推进马克思主
义学习型政党、学习大国建设。这一重
要指示，是新时代兴起全党全国大学
习、推进事业大发展的进军号令。我们
要全面深入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
要求，不断把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
学习大国建设引向深入。

认清推进马克思主

义学习型政党、学习大国

建设的重大意义

好学才能上进。置身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时代，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和国家由大向强发展的壮阔
实践，我们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就
必须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进马克思
主义学习型政党、学习大国建设。

走在时代前列引领时代潮流的必

然要求。列宁指出：“共产主义是从人
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
主义就是这方面的典范。”马克思主义
执政党要跟上时代、引领时代，就必须
从不断增长的人类知识中汲取智慧和
营养。当今世界在深刻变化，国际形
势在不断发展，社会实践在不断深
入。与时代变迁加速相关联，人类知
识总量在迅猛增长。有人测算，人类
近 30年产生的知识量相当于过去 2000
多年知识量的总和，以后每 3年将增长
一倍。面对快速发展的时代和急剧扩
容的人类知识宝库，我们党和国家必
须努力掌握和运用一切科学的新思
想、新知识、新经验，努力成为学习型
政党和学习大国。

提高发展质量实现民族复兴的必

然要求。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马克
思主义的本本上没有现成的答案，世界
其他国家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
探求未知的道路上会不断遇到各种新
情况新问题。作为一个具有 13亿多人
口、超大经济规模、深厚历史文化、实行
社会主义制度的东方大国，要推动高质
量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复
兴，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颜色革命

陷阱”“修昔底德陷阱”等，就必须掌握
和运用人类创造的最新理论成果、最新
科学知识，及时总结经验、深刻揭示规
律、科学预见未来。为此，我们党不仅
自身要加强学习，成为学习型政党，而
且要带动和促进学习大国建设，充分激
发全社会创新创造的活力，共同推动社
会不断向前发展。

防范重大风险应对重大挑战的必

然要求。新时代，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
伟大社会革命，涵盖领域的广泛性、触
及利益格局调整的深刻性、涉及矛盾问
题的复杂性、突破体制机制障碍的艰巨
性、进行伟大斗争形势的严峻性，都是
前所未有的。习主席指出：“我们现在
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
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
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
候。”面对重大风险挑战，有的党员干部
出现了“本领恐慌”。只有把这种危机
感转化为勤于学习的动力，从学习中寻
找应对风险考验的“金钥匙”，才能借助
知识能力优势，不断攻坚克难、闯关夺
隘，引领“中华号”巨轮驶入“强起来”的
新境界。

把握推进马克思主

义学习型政党、学习大国

建设的时代要求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的进程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学习型
政党、学习大国建设，具有特定的时
代背景和特殊的时代要求。必须紧
贴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以
最有效的学习来提升全党全社会的
创新能力，增强全党全社会的生机活
力。

准确把握学习的重点。推进马克
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学习大国建设，必
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这是
在纷繁复杂的时势变化中，始终保持
理论上清醒和政治上坚定的根本。必
须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重中之重，坚
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不断增强“四个
意识”、坚持“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努力培养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

领，使思想、能力、行动跟上党中央的
要求、跟上时代前进步伐、跟上事业发
展需要。

提高深入学习的标准。对于学习
党的创新理论，习主席反复强调，“党员
干部要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我
们要注重运用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
实、当前与未来相结合的方法，学原理、
求真理、明事理，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意义、
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世界意义，深刻理
解其科学体系、精神实质、实践要求。
要联系地而不是孤立地、系统地而不是
零散地、全部地而不是局部地学习，紧
密结合新时代新实践，把现实理论问题
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贯通起来，把思
想实际和工作实际结合起来，真正掌握
客观规律，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
要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让学习往
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在学习思
考中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把学习成效
转化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实际行
动。

营造全员学习的氛围。我们要将
加强学习作为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
任，把学习的任务落实到 450 多万个
党的基层组织、8900多万名党员身上，
并依靠广大党员把学习的好风气拓展
到全社会，增强每个社会成员的学习
自觉性。要倡导全面系统的大学习，
既要学习政治也要学习业务，既要向
书本学习也要向实践学习，既要向专
家学习也要向群众学习，既要学习国
内的先进经验也要向国外有益做法学
习。切实通过全员学习，提升全体党
员干部的素质能力，提升广大人民群
众的全面素养，为不断提升综合国力
奠定知识能力基础。

干部要做学习的表率。在全党大
兴学习之风，执政党的党员干部必须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党的十八大以
来，在习主席的引领下，党中央以上率
下抓学习，中央政治局严格落实集体
学习制度，为全党树立了学习的榜
样。领导干部自觉学习、带头学习，是
新时代提高执政能力、胜任领导工作
的必然要求。要把学习作为一种追
求、一种爱好、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自觉做勤于学习、善于学习、不断学习
的表率，做推进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
党、学习大国建设的精心组织者、积极
促进者、自觉实践者。

以马克思主义学习

型政党建设引领学习大

国建设

“风成于上，俗形于下”。加快推进
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学习大国建
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
为龙头，以全党学习带动全民学习，引
领形成充满新时代气息的学习风气。

更加崇尚学习。重视学习是我们党
的优良传统，也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的重要经验。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学习本
领放在八种执政本领的首位。在新时代
担当新使命，党员干部必须更加重视学
习。进步没有捷径可走，善于学习就是善
于进步，唯有通过不断学习与实践才能提
升完善自己。要增强本领恐慌，在刻苦学
习上下功夫，工作忙就要“挤”，看不懂就
要“钻”，自觉主动地学习掌握各种本领，
争当适应新时代发展需要的优秀人才。

积极改造学习。学习的目的全在
于运用。延安时期，我们党就把学风摆
在党的建设的重要位置，毛泽东发表
《改造我们的学习》，倡导理论联系实际
的优良学风。进入新时代，习主席强调
“以知促行，以行促知，知行合一”，要求
党员干部学以致用。我们要做起而行
之的行动者、不做坐而论道的清谈客，
坚持问题导向，勇于针对实践中的热点
难点问题学习，研究破解的对策，解决
好矛盾问题，提升工作实效。还要通过
不断加强学习，增强改造主观世界的意
识和能力，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
主观世界，在推进事业发展的同时加强
党性修养。

持续深化学习。学贵有恒，只有进
行时没有完成时，这是共产党人应当坚
持的学习态度。党员干部要沉下心来，
瞄准靶心，缺什么学什么，需要什么学
什么，把学习作为一种信仰融入自身血
液，成为自觉的行为习惯。要把学习制
度化、常态化，将学习贯穿于我们党长
期执政的过程，贯穿于带领人民群众不
断提升综合国力的过程，使学习的过程
变成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推进事业的
伟大进程，不断增强实现中国梦、强军
梦的知识支撑和能力优势。
（执笔：赵周贤 刘光明 胡 杨）

推进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学习大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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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于学习，就是善于进步。”

习主席在为第五批全国干部学习培训

教材作序中的这一重要论述，再次强

调了学习对于个人进步和事业发展的

重大意义。我们党是一个善于学习的

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军队是一支善

于学习的人民军队。战争年代，革命

前辈在窑洞里、战壕中、马背上坚持学

习，“从战争学习战争”，为最终夺取革

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党

依靠学习创造了历史，更要依靠学习

走向未来。

激发学习的内生动力。爱因斯坦

说过，“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加强学

习、善于学习，首先要热爱学习。有了

热爱作基础，学习就不再枯燥，过程就

不再漫长，就能做到“衣带渐宽终不

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激发学习热情

和内生动力，要经常想一想时代的变

化。“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看似一句简单的歌词，反映了我们正

处在深刻变化又快速发展的时代。有

人说，当今时代是一个比心智、比创造

力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力量的大小

不在于脖子以下占身体部分90%的体

力，而在于脖子以上占身体部分10%

的智力。智力的比拼，在很大程度上

就是比学习和运用知识的能力。要经

常想一想自己肩负的责任，自觉把学

习作为一种政治责任、一种人生态度、

一种精神追求。孔子说：“学而时习

之，不亦说乎？”与世上许多事情相比

较，还是潜心学习为最乐，能够增长知

识、提高素质，能够提升境界、陶冶情

操，能够生活充实、心态平和，引领人

生行稳致远。

正确把握学习的方向。习主席

曾深刻指出：“没有正确方向，不仅学

不到有益的知识，还很容易被一些天

花乱坠、脱离实际甚至荒唐可笑、极

其错误的东西所迷惑、所俘虏。”新时

代，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向前发展、推动强军事业向前发展，

我们只有沿着正确方向学习新知识、

开拓新视野、了解新领域、掌握新技

能，才能跟上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是周恩来

同志年轻时立下的誓言；“读书不忘

救国”，这是朱德同志年轻时的学习

志向。正因为有这样明确而坚定的

学习目的，他们一生追求真理，勤学

不辍，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进而把

一切都奉献给了党和人民的崇高事

业。战场上的角逐，始于学习上的较

量。不善于学习，不坚持学习，必然

会少知而迷惑、无知而盲动，能打仗、

打胜仗就是一句空话。今天，我们强

调学习，不只是为了获取知识，为了

个人成长成才，而是要着眼于党和军

队的事业，着眼于更好地履职尽责，

刻苦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本领。

运用科学的学习方法。西汉刘向

《说苑·建本》有言：“多闻善择焉，所以

明智也。”可见，学习有品质之分、品位

之别。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才能学

到精髓、掌握要义，促进学习成果的

转化，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要坚持

读原著。毛泽东同志曾经说，《共产

党宣言》至少读了不下100遍，每读一

次，都有新的收获。陈云同志在延安

整风时，认真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哲

学著作，说有一种“茅塞顿开和豁然

开朗”的感觉，并说这次学习使自己

“受益终生”。老一辈革命家学习的

体会充分说明读原著的重要性。今

天，我们学习也要提倡读马克思主义

经典，特别要认真研读习主席的重要

论著，认真体会蕴含其中的使命情

怀，把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观点方法，从中汲取真理力量、思想

力量、实践力量。要坚持学思结合。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

习求深的有效方法，就是坚持学与思

的贯通与统一。我们的大脑不仅要

作为知识的“存储器”，更要做知识

的“处理器”。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决不能浅尝辄

止，必须在深学深钻原著、原理的基

础上，联系时代背景、现实问题深入

思考，才能学得更深、悟得更透、贯

彻得更自觉。要牢固树立问题意

识。习主席指出：“你脑子里装着问

题了，想解决问题了，想把问题解决

好了，就会去学习，就会自觉去学

习。”由此可见，问题是学习的原点和

推动力。要使学习深入扎实、富有成

效，就必须带着问题学习，把解决问

题贯穿于学习的全过程，最终用解决

问题的实效检验学习的成效。

提高学习成果转化能力。毛泽东

同志曾指出：“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

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习主席

强调：“一切学习都不是为学而学，学

习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延安时期全

党大学习有一条重要经验，就是“自

己钻文件，又用文件钻自己”。“钻文

件”，顾名思义就是要认认真真地学，

原原本本地学，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钻自己”，就是要搞好理论与实际的

结合，把学习成果运用于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以学增智，以学修身，以

学增才，关键在于实践转化、学以致

用。要把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同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实践紧密

结合起来，同强军兴军伟大实践紧密

结合起来，同自己的本职工作紧密结

合起来，同增强党性锻炼、加强自我

修养紧密结合起来，昂扬练兵备战的

热情干劲，推动工作落实，不断开创

强军兴军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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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文化宝库中有这样一部诗
篇：“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
机杼声，惟闻女叹息……”这就是《木
兰诗》，记述了花木兰替父从军、征战
沙场、荣归故里的故事。“当窗理云
鬓，对镜贴花黄”道出了“女”的温婉
婀娜；“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勾勒
了“兵”的英武刚劲。对镜梳妆是木
兰，怒击狂胡也是木兰，花木兰成为女
军人的代名词，代表着美丽、善良、智
慧和勇毅，象征着对自由、平等、荣誉
和英雄的向往。

战争从未让女人走开。早在公元
前 4世纪，古希腊军中就已有雅典和斯
巴达的女性士兵。第一次世界大战时，
英国便开始征召妇女加入皇家空军。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众多国家的多个
军兵种里，女军人数量大增，英军有 22
万，美军有 45万，苏军有 80多万。

中华民族历史上有很多花木兰式
的女英雄。如平阳公主成立义军，南征
北战，威震关中，时称娘子军；梁红玉随
夫抗击金兵，亲擂战鼓，指挥士兵打败
敌军；秦良玉文武兼修，攘外敌，平内
乱，令敌胆寒。还有“鉴湖女侠”秋瑾以
诗明志：“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
挽回。”中国戏曲史上，一部《樊梨花征
西》演了又演，一曲《穆桂英挂帅》唱了
又唱。有人说女人如花，可当豺狼虎豹
来犯时，她们同样能立起身上的尖刺，
让敌人每进一步都会付出血的代价。

妆容身姿的曼妙固然引人入胜，而一幅
幅驰骋疆场、杀敌卫民的画面更是英武
壮阔，美不胜收。

回顾我党我军革命斗争史，走完长
征全程、创造人间奇迹的数万红军将士
中，还有蔡畅、贺子珍、邓颖超等30位女
红军；为掩护大部队，以寡敌众、视死如
归的，不仅有狼牙山五壮士的跳崖壮举，
还有八女投江的悲壮颂歌。还有赵一
曼、刘胡兰、江竹筠……她们不只是女英
雄，也是中华民族精神图腾的一部分。

和平年代的人民军队中，女军人、
女文职人员的身影是一道最亮丽的风
景线。她们在海拔 3500米的帕米尔高
原上戍边，在一望无际的亚丁湾护航；
她们驾驶着先进战机，操纵着新型导
弹；她们在救死扶伤一线忙碌、在南海
岛礁驻防；她们在攻克最尖端的科技难
题、在从事着最基础的保障工作……强
军兴军的舞台有多大，她们的天地就有
多大，她们创造的非凡业绩，正源源不
断地载入共和国的史册。

科技进步特别是信息化发展，为女
军人提供了更广阔的天地。从远古时
期人类挥舞着大棒抗击敌人，到后来的
大刀长枪，这些依赖体力操控的武器，
让大部分女性力不从心。在从冷兵器
到热兵器，再从机械化到信息化的时代
变迁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在军事
领域的广泛应用，使军队构成、战争形
态、作战样式发生着持续快速的变化。
高科技武器装备越来越多，技术兵种、
技术人员越来越多，作战所需装备技术
保障人员越来越多，为女性发挥重要作
用提供了更广阔舞台。从未来信息化

战争看，女性细致、认真、刚强、英勇以
及韧性好、组织纪律性强等优点，在一
些战位上有明显优势。海湾战争中有
3.5万余名美国女军人参加了作战。在
可以预见的未来，女军人在军队建设和
未来战争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凸显。

随着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深入推
进，从军入伍、应聘文职的女青年越来
越多。近年来，女军人的工作领域逐
渐从通信、卫生、科研等向作战指挥、
特种作战、装备操作等拓展。越来越
多的女文职人员踏着改革的鼓点，怀
揣着报国梦想走进军营，承担起更多
重要工作，成为了新时代“花木兰”方
阵的新生力量。

我们要把培养和关心女军人、女
文职人员的工作做得更好。历史上，
女军人作出了彪炳千秋的重要贡献，
组织和领导给予了她们应有的关心
和爱护。红军长征途中，女战士陈慧
清正好分娩，军团长董振堂命令部队
坚决阻击敌人，直到孩子安全降生。
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下令，对
杀害女英雄卓娅的德军第 197 步兵师
第 332 团官兵予以坚决消灭，到了全
线反攻的时候，“为卓娅报仇”成了战
场上最响亮的口号。新时代，各级党
组织和领导干部要站在顺应时代发
展、推进军队建设的高度，发挥好女
军人、女文职人员的重要作用，规划
好她们的职业发展，安排好她们的工
作生活，让她们在强军事业的大平台
上，贡献聪明才智、创造事业辉煌、成
就壮美人生。

（作者单位：32152部队）

谱写新时代的木兰诗
■王 珂

新年以来，中央军委先后通报表
彰了全军备战标兵单位和个人、全军
践行强军目标标兵单位和个人。这些
标兵，是实现强军梦伟大征程中涌现
的先进典型。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矢志强军、无私奉献，创造了优异
的成绩。

中央军委此次表彰标兵，彰显了
习主席和中央军委着眼新时代我军使
命任务、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决心，在
全军立起了践行强军目标、聚焦备战
打仗的鲜明导向。从全军层面，大张
旗鼓地表彰备战标兵和践行强军目标
标兵，在我军建设发展的历史上意义
重大。拨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树立
一面旗，带动一批人。这些标兵，为全

军立起了新时代建标兵单位、当标兵
个人的榜样标准。

古人云，“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
则不信”，讲的就是榜样示范的意义。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支军队的发展
进步，都离不开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
和辐射带动。毛泽东说过，“典型本身
就是一种政治力量”。习主席强调，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英国有一句
谚语讲得好，“优良的示范是最好的说
服”。原因就在于榜样是看得见的哲
理，先进典型的事迹、精神和经验立起
了“标杆”“灯塔”“风向标”，能潜移默
化地感染人、教育人、引导人、激励人。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标兵。标
兵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反映时代特点、
体现时代风貌、折射时代精神。无论
是战争年代的杀敌标兵、生产标兵，还
是和平时期的建设标兵、学习标兵、爱
军精武标兵，都凝结着历史发展的时

代精华。新时代，是阔步迈向强军目
标的伟大时代。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
的精神，崇高的事业需要标兵的引
领。新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标兵？坚持
备战打仗、为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奋斗
是新时代标兵的鲜明实践特征，瞄准
强军目标、提高打赢能力是新时代标
兵的核心价值取向。推进强军事业，
呼唤更多标兵站在排头，引领广大官
兵奋力前行。

春风拂绿江南岸，一花引来百花
开。中央军委表彰备战标兵和践行强
军目标标兵，为全军部队树立了榜样，
指引我们见贤思齐、见先思进。要积
极营造“人人崇尚标兵、个个争当先
进”的浓厚氛围，引导广大官兵向标兵
学习，开展“比、学、赶、帮、超”活动，
以标兵之花引来强军兴军的满园春
色。

（作者单位：陆军指挥学院）

强军事业呼唤“标兵”
■纪荣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