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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自主创新，主动权

才能牢牢掌握在自己手

中。如果依赖别人，就好比

在别人的墙基上砌房子，再

大再漂亮也可能经不起风

雨，甚至会不堪一击。

一个人有没有尽心竭力，自己很清楚，别人也能看明白。怎么

去看？就看面对困难时，是迎难而上还是绕道而行；就看攻克困难

时，是夙兴夜寐还是敷衍了事；就看眼前的困难，是越积越多、越积

越厚，还是高效破解了。

从“两弹一星”到战略核潜艇，从银

河系列计算机到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从

中国高铁到国产航母……这是一份很

长的清单。新中国历史上，自主创新这

台“机床”生产的一颗颗明珠，不仅串成

了民族的脊梁，更激起了中国人内心的

骄傲与自豪。

“创新是从根本上打开增长之锁的

钥匙。”数百年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变迁，

鲜活地展示了一个规律：创新在哪里兴

起，活力就在哪里迸发，发展的制高点

就向哪里转移。创新分为两种，一种是

自主创新，一种是依赖别人。不言而

喻，坚持自主创新，主动权才能牢牢掌

握在自己手中。如果依赖别人，就好比

在别人的墙基上砌房子，再大再漂亮也

可能经不起风雨，甚至会不堪一击。

不创新就要落后时代，不自立就要

受制于人。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得者刘

宽胜曾讲到这样一段往事：国内石化大

型乙烯装置系统的关键助剂，一度依赖

进口，国外垄断企业常常漫天要价；当

中国研发出优质关键助剂，国外公司扭

转态度，反过来寻求与中国合作。关键

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

的。上世纪50年代末，苏联在一夜之间

撕毁合同、撤回专家、带走图纸；前段时

间，美国挥舞制裁大棒，对华为采取“极

限施压”，这些无不深刻警示我们：只有

走自主创新之路，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

术自主可控，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

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

“自力更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

民族之林的奋斗基点，自主创新是我们

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新中

国从一穷二白的起点出发，曾走过一段

主要靠引进、吸收、利用的路。正是凭

着自力更生、自主创新，迎头赶上、奋起

直追，正是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

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

场，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的地方下功夫，

我们才能够在时间和空间上形成较为

完整的创新矩阵，在一些领域由“跟跑

者”变为“并跑者”，甚至“领跑者”。

在军事上立于潮头前沿、取得独特

优势，向来是一个图强国家的不懈追

求。正所谓“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一

个国家的“定海神针”“不二法器”，又怎

么会拱手送人呢？平时依赖于人，战时

就难免受制于人，这样一来，又如何确保

能打仗、打胜仗？战场胜负关乎国家存

亡、民族兴衰，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这样

一支军队，只有自主创新、自立自强，搞

出别人没有的“一招鲜”，才能为发展创

造良好环境、为梦想赢得生长空间。

钱学森曾经告诫：国防科技创新决

不能满足于“追尾巴”“照镜子”。他所

说的“追尾巴”，就是人家搞什么武器，

我们也搞什么武器；他所说的“照镜

子”，就是别人有什么武器，我们再搞个

东西来对付。不可否认，在国防科技人

才匮乏、基础薄弱的年代，“追尾巴”“照

镜子”是不得已之举。可如果现在还固

守这种思维，就会被人牵着鼻子走。

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

命、军事革命加速推进，创新驱动成为许

多国家谋求军事竞争优势的核心战略。

军事力量的较量，越来越表现为创新能

力的较量。创新的竞争就像短道速滑，

我们在加速，人家也在加速，最后要看谁

速度更快、谁的速度更能持续。“骐骥一

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我

们必须全面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下大气力抓理论创新、科技创新、科

学管理、人才集聚、实践创新，使自主创

新能力和水平有一个更大提升。

闯“无人区”是一条十分艰辛的

路。我们要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

夕”的紧迫感和劲头，快马加鞭予以推

进。要高度重视战略前沿技术发展，

通过自主创新掌握主动权，见之于未

萌、识之于未发，下好先手棋、打好主

动仗。要抓紧搞好创新性、突破性成

果转化运用，把创新成果转化为实实

在在的战斗力。

把创新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从新中国70年奋斗历程汲取前行智慧和力量④

■张 鹏

机关帮带基层，既要抓好具体工

作落实，更要帮助建强党组织。只重

视前者，或者用前者代替后者，虽然

短期内在某一件事情上能见到效果，

但终究管不住长远，对抓好基层、打

好基础也不利。

“具体工作很繁重”，这是当下抓建

基层的一个显著特征。改革重塑后，部

队体制编制、武器装备、专业类型、组

训模式等变化很大，面临许多新情况新

问题。机关指导基层搞好教育练好兵、

做好保稳定促发展的任务比较多，抓好

这些具体工作很重要，但切不可因此忽

视了强组织的工作。要知道，基层党组

织坚强过硬，抓建工作才能事半功倍、

夯实基础才有内生动力、攻坚克难才有

更足底气。过去，我们开辟新的革命根

据地，首先要派一批党的骨干，成立党

组织，其道理是一样的。

从调查了解的情况看，尽管各级都

明白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性，但是有

的单位抓得并不那么自觉，帮带的力度

还不够大，特别是管用的措施方法还不

是很多，在个别指导、手把手教上也有

欠缺。或是仅仅组织一次培训，或是抓

一阵松一阵，导致有的基层党组织不够

强，能力提高不够快。帮建党组织的工

作不显山不露水，却极其重要，否则，

“小马”拉“大车”、小机关带大部队就

吃力得很。

网络时代，带毒带菌的“微生

物”扩散速度快、波及范围广，基层

官兵并非生活在真空中，难免会触碰

到；现代战争，“小行动、大背景，小

战斗、大战略”的特点越来越鲜明。

连队要走上坡路，关键依靠党支部。

无论是加固红色堤坝、牢牢掌握部

队，还是练就精兵劲旅、提升打赢能

力，都需要我们下大气力建强基层党

组织，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

化为制胜优势。

“给钱给物，不如帮建个好支部。”

各级要抓好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选好配

强党支部班子，常态化做好帮建支部、

帮带干部、帮抓骨干的工作，推动基层

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基层党组织

要不等不靠练好内功，从落实组织生活

制度严起，从管好党员干部抓起，不断

增强解决自身问题、领导单位全面建设

和带领官兵遂行任务的能力。

再忙也莫忽视强组织
■王文峰

抓好基层建设，及时掌握官兵思
想、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很重要。某部
机关多次以“部队有哪些困难”为主题
下基层调研，官兵如实反映了工作和
生活上的困难，可最终都没有下文。
这种做法和作风，不仅影响了机关形
象，也无助于基层建设。

这正是：
困难犹如绳索，

缠身举步艰难。

解锁方得成绩，

岂能止于“问卷”。

周 洁图 张颖科文

挑轻担子需要用力，不过这种力只

占本能的小部分。负重前行则不同，既

要竭尽全力，又要付出心力。作为一种

精神和意志层面的力量，心力有没有、

强不强，不仅可以衡量人的能力与担

当，还决定着能否干成事、成大事。

明代陆容的《菽园杂记》，记载了僧

人慧暕的一番话：“洪武间，秀才做官，

吃多少辛苦，受多少惊怕，与朝廷出多

少心力？……近来，圣恩宽大，法网疏

阔。秀才做官，饮食衣服舆马宫室子女

妻妾，多少好受用？干得几许好事来？

到头全无一些罪过。今日国家无负士

大夫，天下士大夫有负国家多矣。”

慧暕的话，对比了两个时期官吏尽

责的情况，前者吃辛苦、出心力，不负朝

廷；后者图享受、不干事，有负国家。陆

容认为，今日士大夫负朝廷是确论，“省

之不能无愧”。

明代中后期，国家危机频频显现。

1550年，土默特部首领俺答为逼迫朝廷

开放边境贸易，率军大举入寇、直抵京城，

史称“庚戌之变”。当时，朝中人心惶惶，

嘉靖皇帝愁眉不展。何良俊在《四友斋丛

说》中，记述了这一历史事件的一隅——

“庚戌之变，赵大周力排和议，抗论

于朝。”赵大周坚决反对城下之盟，他提

出，朝廷养士二百年，一旦遇到难事，却

无人可用，这绝非祖宗立国之意，况且，

哪一代人里面没有人才？如果给予担

子、激以忠义，他们怎能不尽力效命？

俺答退兵之后，赵大周又上疏陈

事，建议“开损军之令”。按照旧制，戍

边将领必须确保军队不减员，否则就是

失职。因此，敌兵入境时，兵将往往躲

入城中自保，纵容敌人剽掠，而百姓遂

为鱼肉。乌纱帽重于百姓命，针对这种

制度弊端，赵大周提出：“开损军之令，

戍边将始敢提兵出战，稍为百姓之卫。”

庞大的机器高速运转，需要每一颗

细小的螺丝钉都拧得紧紧的，并且发挥

应有的作用。一个国家是这样，一个部

门也是如此。哪里有不尽心、不负责，

哪里就会有不顺畅，甚至会怨声载道。

古人由此得出：处事不以聪明为先，而

以尽心为急。

“一事入公门，伺候者不啻数辈，多

延一刻，即多累一刻。”清代汪辉祖曾从

微观层面论述官吏尽心尽责的重要性。

他说，好比乡人入城探事，午前得了，便

可回家；迟之午后，必须在城觅寓，不惟

费钱，且枉费一日之事。老百姓靠卖力

气养家糊口，耽误一日工夫，就少了一天

供养，那些被羁管监禁的就更不堪忍受

了。“一日积一事，两日便积两事，积之愈

多，理之愈难，势不能不草率塞责”，汪辉

祖的这番佐治药言，为政者当铭记在心。

清末，一位陕西粮道在自己的官邸

留下对联：“问此官何事最忙，冠盖遥

临，酒醴笙簧皆要政；笑终岁为人作嫁，

脂膏已竭，亲朋僮仆孰知恩？”这副自画

像，描绘了其内心的无奈：精力没有用

在正事上、身边的人心怀贪念。对联深

刻体现了污浊的政治生态下，一个人初

心丧尽、方向迷失之时的“无力感”。

“夫怠心一生，则无所不已；留心一

想，则何事曾行？”心力虽是内劲，却会

外显。一个人有没有尽心竭力，自己很

清楚，别人也能看明白。怎么去看？就

看面对困难时，是迎难而上还是绕道而

行；就看攻克困难时，是夙兴夜寐还是

敷衍了事；就看眼前的困难，是越积越

多、越积越厚，还是高效破解了。用这

些标尺去量，那些假尽心、出虚劲、不负

责的现象就无处隐藏。

越到艰难处，越是考验时；越在尽

责后，越有开心颜。新时代，官兵既要

牢记“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

政息”的告诫，也要自觉做新时代的奋

斗者，以坚如磐石的信心、只争朝夕的

劲头、坚韧不拔的毅力干事创业。只有

这样，我们才能更快地抵近梦想。

尽 心 为 要
■铁 坑

“思想教育搞了不少，入脑入心的有多

少？”这是教育者普遍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不久前，笔者与连队战士聊天，他们谈到一种

亟须改进的思想教育方式——只是简单地重

复主题词，而潜移默化不够。

比如，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

任”主题教育，有的只是一味地强调“红色基

因”四个字，却不深入地剖析其内涵和外延、不

注重与官兵的内心世界对接；讲“服从命令听

指挥”，有的只是反复强调“服从”二字，却不会

活用军史、研机析理，把服从意识真正植入官

兵心里。这种形式，即便重复千百遍，效果也

有限。

思想教育最直接的目的，就是培塑受教

育者的品质。忠诚、服从、勇敢、坚毅、奉献、

协作……有没有这些品质，决定着一支军队

的成色，关乎能不能扛起使命、完成任务。因

此，部队思想教育决不能做不问效的无用

功。否则，不但浪费时间和精力，还会背离教

育的初衷。

以色列战略研究专家马丁·范克勒韦尔德

在《战争的文化》中谈道：“最好的培训计划也

许是灌输这些品质，却不过于频繁地谈论它

们。”为论证这种观点，他援引了古罗马军队的

事例以及军官培训机构建筑物的要求。古罗

马军队很重视“军团的旗帜”，这些旗帜是集体

精神的具体表现；建筑物刻上阵亡战友的名

单，或以雕塑的形式纪念以往的战争及参战

者。这两种方式，都能唤醒灵魂、唤起勇士。

思想教育避免喊口号式地重复，采取春风

化雨般地渗透，效果往往更好。我军水面舰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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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

宇

吴起任魏国将军时，曾带兵与秦军

作战。两军尚未交锋，魏军一个壮士为

展示自己的勇猛，突然单人杀入敌阵，提

着两颗敌人的首级得意回营。不料，吴

起下令斩杀该壮士。面对军吏劝阻，吴

起解释说：他的确是勇士，但这样自由行

事，对全军整体行动不利，所以当斩。

同心才能合力，合力才能形成整体

战斗力，这就是兵家所说的“齐勇若

一”。吴起不为一人之才而败全军之

计，谋求的就是这个。一支部队即便再

齐整，单兵之间、配属各分队之间也会

有差别，如何把有差别的各个局部捏在

一起、形成合力，是指挥员必须解决的

问题。问题解决得好，部队战斗力就

强；解决不好，战斗潜能就发挥不出

来。从这个角度讲，突出心联力合，是

练兵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营之内，未尝尽强而无弱，兵家

亦未尝弃弱而不用。惟一调发，则练兵

有暇，军士情通，遇敌庶可以期齐勇之

用。”戚继光深悉齐勇之道，他在《练兵

实纪》中举了一个生动例子：抬动万斤

木石，需要数千人之力，而绳子、杠子就

可以把数千人的力聚在一起。联数万

人之心为一心，合数万人之力为一体，

其威力将势不可当。

心联力合在冷兵器战争时代就备

受重视，到了信息化战争时代，则更不

可等闲视之。要看到，现代军队专业越

来越多、分工越来越细，如果做不到心

联力合，就会像一把散沙；现代战争拼

的是体系、靠的是体系，如果拘执于脱

离团队称雄、脱离体系制胜，上了战场

就要吃败仗。

当前，我军联合训练正逐渐渗透到

每个作战单元。特别是随着战区体制

的确立和新大纲的颁布施行，联战联训

已从“精英教育”跨越到“通识教育”。

但要看到，有的指挥员和参谋人员还存

在联合意识、联合素养不强的问题。比

如，组织军种分练，却搞成一般意义上

的单练；参加联合演练，存在“当配角”

“打短工”的心态；需要统筹资源时，沟

通协调困难、耗费精力过大，等等。现

实中，有的力量和手段单独拿出来看很

强，但放在一起成不了“硬拳头”，很重

要的原因就在于此。

“兵之胜负，不在众寡，而在分合。”

在练兵中实现心联力合，必须从基础作

战理论抓起，从基本技能训练严起，扎

实打牢军兵种知识、联合作战理论基

础，为联合作战行动提供能力支撑；必

须不断下沉联合训练重心，从单兵单装

等基本作战单元联训抓起，从班排连营

等基层分队融合练起，以逐级的“联”，

实现整体的“联”。

（作者单位：32656部队）

心联力合“拳头硬”
■陈 希

那些复读机式的重复

概念的教育，背后要么是

教育者知识结构单一、储

备太少，要么是思想懒惰、

不下苦功，其结果必然是

浅表化的、呆板的。

初级指挥军官培养，有一门学用六分仪

的基础课。受训者学习这项古老的航

海技能，不仅能提高在远海大洋的生存

和战斗能力，还能潜移默化地增强斗浪

闯海的意志和精神。类似的教育方法

还有很多：在“直线加方块”的生活中养

成规矩意识，通过英模挂像传递“鲜活

的价值观”，走进烈士陵园与先辈开展

灵魂对话，等等。

一位领导说：“优良品质既有内核

又有血肉，后者是显人气、通人性的部

分，离了它就难有情感共鸣、难以深入

人心。”毫无疑问，相比简单重复一个概

念，春风化雨式的教育需要花费的精

力、付出的努力要多得多。那些复读机

式的重复概念的教育，背后要么是教育

者知识结构单一、储备太少，要么是思

想懒惰、不下苦功，其结果必然是浅表

化的、呆板的。

现在的青年官兵，视野更加宽广、

阅历更加丰富、思维更加活跃、个性更

加张扬。在信息爆炸时代，他们对于要

接收的信息，不管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更

挑剔。单向的灌输、枯燥的说教，很容

易引起心理排斥，他们要么闭上耳朵、

不予理睬，要么假装在听、并不走心。

对此，教育者怫然不悦也无济于事。

“吐辞为经、举足为法”，唐代韩愈以

孟子、荀子为标杆，道出了教育者应该努

力的方向。部队教育者应竭力提高本

领、增强素质，摒弃急功近利思想，多做

润物细无声的工作，多贴近官兵的生活，

创新教育形式，思想教育自然就会有更

好的效果。

（作者单位：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