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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治务必从严,是历代王朝加强统

治的基本经验。西汉宣帝时期，太子刘

奭柔仁好儒，对宣帝刘询多用“文法吏”

“以刑名绳下”的做法表示不解。他说：

“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听后

严肃说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

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这一

回答道出其吏治的基本原则。

这一基本原则就是，外儒内法、儒

为法表，德刑并施、德主刑辅。如果循

着宣帝时期严整吏治与仁德厚民并举

的治国实践思考，一定程度是在对老

百姓的治理上强调运用儒家仁者爱人

思想，在对官吏的治理上强调运用法

家信赏必罚思想，对老百姓注重行王

道，对官吏注重行霸道。

秦朝之所以二世而亡，就在于其王

霸之道用错了对象，对老百姓威加霸

道，严刑酷法导致民不聊生；对官吏施

以王道，纲纪废弛导致各级官吏擅权自

肥。而西汉在宣帝当政时期之所以走

向兴盛，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其提出并确

立“霸王道杂之”的原则，整饬吏治与仁

爱百姓并行不悖，使得彼时政通人和、

经济繁荣，出现了“孝宣中兴”。

“霸王道杂之”内含的爱民亲民思

想囿于其阶级局限性，有其一定的虚

伪性，但从其对于统治阶级与老百姓、

统治阶级内部统治者与各级官吏辩证

关系的正确把握和创造性运用上看，

贯穿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为

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进步政治理

念，并非不足为论。

关于王霸之道，毛泽东在延安整

风时期曾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

过非常精辟的论述。他说，路线是“王

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

少。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非执行不

可。毛泽东之所以讲路线是王道，是

因为王道的本质是对人民的王道，是

站稳人民立场、践行群众路线的王

道。这一王道是施政理念和对执政纲

领的遵从。之所以讲纪律是霸道，是

因为对党员干部执纪必须从严。把纪

律作为霸道，体现了我们党坚持人民

利益至上的根本价值导向和为了实现

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

益勇于自我革命的大公无私品格。

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如同车

之两轮、鸟之双翼，相辅相成、相得益

彰，二者统一于我们党为人民英勇战

斗、不懈奋斗的伟大实践之中。我们

党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

利益，与历史上一切政治力量相比，党

无论对人民的王道、还是对党员干部

的霸道，都更为纯粹而彻底，这也是党

能够得到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和坚定支

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和民族脊梁的

根本原因。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习主席

狠抓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无禁区、全覆

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

慑，严格纪律执行、严肃惩恶反腐，以

雷霆万钧之力正风肃纪、挟除恶务尽

之势扶正袪邪、秉刀刃向内之勇刮骨

疗毒，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越发

紧密，由此保证了党因为有了民心所

向、民意所归、民力所聚而无往不胜。

进入新时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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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面临的困

难和挑战也从来没有如此严峻和复

杂，在这样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

国家由大向强发展的历史关口，更加

需要矢志坚守和忠实践行党的初心

使命，通过持续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永葆党的宗旨本色，强固党与人

民群众血浓于水的特有优势，确保党

因获得人民群众这个“创造世界历史

的动力之源”而在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伟大征程中

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单位：陆军指挥学院）

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

由“霸王道杂之”所想
■沈根华

学有所思

近期，笔者参加单位主题党日活动，
近距离学习体悟“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
埋名人”的“两弹一星”群体、“扫雷英雄”
杜富国等模范典型的先进事迹，很多官
兵流下了感动的热泪。感动“一阵子”固
然重要，关键在于坚守“一辈子”。学习
教育决不能仅仅让党员干部听着感动、
一时激动，更要注重吸收消化、实践转
化，实现激励鞭策一辈子、自觉践行一辈
子、担当作为一辈子的效果。

在感悟信仰信念中坚守初心。“入
党誓词字数不多，记住并不难，难的是
终身坚守。”初心贵在坚持、难在恒
守。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历经挫折而不
断奋起，久经苦难而淬火成钢，关键就
是千千万万共产党人心中的远大理想
和革命信念始终坚定执着。心中有理
想，脚下有力量；信念坚如磐，铁心永

不悔。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
一，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武装头脑，筑牢思想之基、补足精
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切实让理想信
念在思想深处扎根，让初心使命在灵魂
深处刻印，让奋斗激情在实践一线焕发
光彩。

在勇于自我革命中砥砺初心。“做
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并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情，必须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
神。”党员干部只有始终保持强烈的自
我革命精神，坚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
经常检视反思、追问初心，常掸思想灰
尘，常除精神雾霾，才能做到成绩面前
不懈怠、荣誉面前不自满、困难面前不
退缩。要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强化正视
问题、刀刃向内的自觉，坚持经常自觉
地对照党章党规、对照身边典型，深刻
检视自己，把问题找准查实、剖深析透，
拿出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勇气，立查
立改、即知即改，不断锤炼党性、砥砺初
心，振奋精神、强化担当，始终保持只争

朝夕、奋发有为的奋斗姿态。
在敢于知重负重中践行初心。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绝不是一句口号，归
根到底要看党员干部干得好不好，能否
做到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
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一段时间以
来，个别党员干部淡忘了宗旨、丧失了
党性、丢失了本色，不担当、不干事，甚
至说一套做一套，严重影响了党在人民
群众中的形象。践行初心关键是要体
现在履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的实效
上。要始终保持对党忠诚、为党分忧、
为党尽职、为民造福的政治担当，越是
任务重、困难大、风险高，越要有定力、
有担当、有韧劲，不当爱惜羽毛的“绅
士”，争做敢于战斗的“战士”，自觉站排
头当先锋，敢于打头阵争第一，带头履
职尽责、带头担当作为，知难而进、迎难
而上，勇于挑重担子、啃硬骨头、接烫手
山芋，在干事创业、服务人民、转变作风
中立起党员好样子。

（作者单位：武警锦州支队）

感动“一阵子”更要坚守“一辈子”
■宋士新

理论纵横

习主席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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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定意义上说，初

心和使命决定着一个政党的立场和

性质，也决定了一个政党的前途和命

运。淡忘初心和使命，意味着方向的

迷失、精神的变质，甚至比任何现实

的困境和强大的敌人更可怕。

初心和使命是一个政党永不懈

怠、奋力前行的根本动力。淡忘初

心，精神变质，就可能会导致事业失

败。1991年12月26日，最高苏维埃

宣布苏联停止存在，苏联看似在一夜

之间突然解体，而在这一剧变的背

后，却是长久以来隐形而缓慢的精神

变质过程。在苏联刚刚成立时，由于

粮食人民委员瞿鲁巴在开会时饿晕，

列宁决定建干部“疗养食堂”救急。

而若干年后，“疗养食堂”开始慢慢演

化为干部特供商店，高级生活用品和

国际名牌应有尽有，使当年的应急措

施背离了设立的初衷，苏共也在这悄

然而生的精神变质中走向败亡。

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多少揭竿

而起的反抗者，在环境地位发生变化

后，忘记了初心，改变了航向，最终与

人民渐行渐远，消失在历史的长河

中。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看，无

论一个集团有多强大，一旦从历史的

“开拓者”变成“拦路人”，从进步力量

变成反动力量，就一定摆脱不了覆灭

的命运，迟早要被新的进步力量所取

代，哪怕这股力量在一开始有多么微

不足道。

如同钢铁的锈蚀、癌细胞的扩

散，精神变质、淡忘初心也是一个隐

蔽的、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当一些

人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挂

在嘴上，在内心却有着挥之不去的官

本位理念和特权思想，脱离群众、轻

视群众、漠视群众疾苦的时候；当一

些人在台上反复强调实事求是的思

想路线，在实际工作中却大搞面子工

程、形象工程，欺上瞒下、阳奉阴违的

时候；当一些人喊口号表态的调门很

高，在思想和行动中却出现“四个不

纯”“七个弱化”种种表现的时候，他

们实际已经开始与初心使命背道而

驰，精神世界的变质变味也已经开

始。如果在此时不对其大吼一声、猛

击一掌，这种悄然无声的变质就会腐

蚀其肌体，乃至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

颠覆性错误。

一个政党的年轻，是在坚守初

心下信仰的年轻；一个政党的老

化，是在背离初心后精神的老化。

正是洞悉了历史发展的铁律，觉察

了少数人精神变质的危机，党中

央、习主席才以对党和国家前途命

运的强烈忧患意识，反复告诫全党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今年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我们

党在全国执政第70个年头，在这个

时刻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正当其时。我们只有常怀忧党

之心、为党之责、强党之志，充分认清

主题教育的价值和意义，自觉以刮骨

疗毒的勇气，坚忍不拔的韧劲，坚决

整治自身存在的问题，长期地、不断

地同一切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

纯洁性的问题作坚决斗争，同一切有

悖党的初心、有违党的宗旨的思想和

行为作坚决斗争，才能确保先进性纯

洁性，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前进道

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伟大梦

想不懈奋斗。

（作者单位：人民武警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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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让我有这个机会为我热爱的
国家服务。”哽咽着念完辞职声明的最
后一句，她转身走向唐宁街 10号的大
门，背影极其落寞。 2019 年 5 月 24
日，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宣布将辞去首
相一职，英国历史上第二位女首相黯然
下台，让长达 3年的“脱欧”拉锯战陷
入僵局。放眼全球，闹心的又岂止英国
一家：一边是法国“黄马甲”抗议不
断、美国频频向多国挥舞关税“大
棒”、中东紧张局势加剧、利比亚战事
再起波澜，一边是气候变化、网络安
全、难民危机、恐怖袭击等全球性威胁
持续蔓延。人们不禁感慨：这世界怎一
个“乱”字了得？风云变幻的形势对我
国发展是危还是机？

为什么说我国发展

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2018 年 10 月，美国副总统彭斯在
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了美国政
府对华政策的演说，通篇充满对我的敌
意和诬蔑，这被一些舆论称为“新冷
战”的前奏。2019 年以来，美国国务
院的一些官员把中美关系耸人听闻地贴
上“文明冲突”的标签，鼓噪“这是一
场与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意识
形态的斗争”。面对这种“黑云压城”
的局面，人们不禁担心，我国存在了近
20 年的发展战略机遇期是否还能延
续？对这一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我们
的判断清晰而坚定：战略机遇期不仅存
在，而且还将长期存在，因为时和势都
在我们这一边。

近一百年来，人类经历了血腥的热
战、冷酷的冷战，对战争的残酷和无情
记忆犹新。2018年 11月 11日是第一次
世界大战停战 100周年纪念日，60多个
国家的领导人在“一战”停战协定签署
地法国出席纪念活动，悼念逝者、传递
和平，由衷祝愿“我们的孩子们永远不
再经历战争”。尽管当前地区冲突和局
部战争持续不断，一些国家的民众仍饱
受战火摧残，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
作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和世界人
民的共同心愿。可以说，我国发展仍然
具有良好的外部环境。

当今世界，治理赤字、信任赤
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日益凸显，
人类正处在一个何去何从的十字路
口。就在大家困惑迷茫之际，中国提
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积极推
进“一带一路”建设。相隔遥远的国
度、不同肤色的人民，因为中国倡议
带来的机遇重燃信心和希望。6年来，
6万亿美元货物贸易总额、900 亿美元
直接投资、6000 亿美元工程合同……

实实在在的成绩单令人鼓舞。2019年 4
月 25 日，来自 150 个国家、92 个国际
组织的 6000 余名外宾齐聚北京，共同
参加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规模、人数再创新高。英国
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彼得·弗兰科潘
在其 《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
史》一书中讲到，中国扮演了全球重
组“催化剂”的角色。世界从来没有
如此关注中国、需要中国，这种在解
决世界性难题中无可替代的作用，为
我们的发展打开了广阔的战略空间。
“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

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这是在 1949年新
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面对西方孤立封
锁的豪迈宣示。在当时一穷二白、百废
待兴的局面下，伟大的中国人民靠着顽
强不屈的意志和自力更生的精神，战胜
了失业、灾荒、通货膨胀等重重困难，
成就了东方奇迹。经过 70年的不懈奋
斗，特别是改革开放 40多年的快速发
展，我国主要农产品产量跃居世界前
列，建立了全世界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
系，科技创新和重大工程捷报频传，基
础设施建设成就显著，中国人民在富起
来、强起来的征程上迈出了决定性的步
伐。中国经济已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
个小池塘，无论有什么样的狂风骤雨，
我们这个有着 5000 多年文明史、近 14
亿人口、960 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大
国，都有信心有能力从容面对。这是我
们的底气所在，也是争取战略机遇期的
力量所在。

我国重要战略机遇

期有哪些新的内涵？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然带来百年
未有之不确定因素。这场大变局中危和
机同生并存，克服了危即是机，失去了
机即是危。从我们面临的时与势、危与
机看，我国发展仍具有良好的内外环境
和条件，只要我们学会利用危机，善于
化危为机，就能在应对危机中创造出新
机遇。

新机遇来自经济结构之变。国际金
融危机发生后，发达国家纷纷推进“再
工业化”、发展高端制造业，希望抢占新
一轮产业变革先机；一些发展中国家和
地区利用成本优势，积极接纳低端制造
业转移，对我形成“前堵后追”之势。
只有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才能打开
新局面。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
览上，太原钢铁公司生产的厚度只有A4
纸四分之一的“手撕钢”备受青睐，即
便关税提高，海外客户仍订单不断。这
启示我们，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
动中国制造由“大而全”走向“高又

强”，中国经济巨轮就能行稳致远。
新机遇来自科技创新之争。2018

年，美国政府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兴通讯
出售敏感产品，让高度依赖美国芯片的
中兴几乎陷入停摆状态。这一事件给我
们敲响了警钟：不掌握核心技术，我们
就会被卡脖子、牵鼻子，不得不看别人
的脸色行事。痛点也是我们的突破点，
它倒逼我们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在关键
核心技术研发中奋起直追。当前，我们
在一些前沿领域已有较好的基础，我国
科研人员、设备、资金等支撑条件今非
昔比，加上旺盛的市场需求、强大的制
度优势，我们完全可以在关键核心技术
创新上取得重大突破，为推动高质量发
展提供更多的创新动能。

新机遇来自深化改革之力。加入世
界贸易组织前，许多人觉得放开市场后
我们会撑不住，外国产品会大举进入，
“狼要来了”。事实证明，中国“入世”
的近 20 年里，取得巨大的发展成就，
让世界看到了若干个“双赢”“多赢”
“共赢”。现在美国跟我们搞经贸摩擦，
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挑战。表面上看对我
们不利，但实际上也给我们深化改革开
放增添了外部动力。我们完全可以抓住
机遇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把改革之路
走得更快、开放之门开得更大，以改革
开放新突破带来社会生产力大跃升。

新机遇来自绿色发展之势。研究显
示，2000 年以来，全球绿化面积增加
了 5%，而中国对全球植被增量的贡献
比例居世界首位。从曾经万里飞沙的毛
乌素沙漠，到被称为“中国魔方”的草
方格，中国创造的“绿色奇迹”让世界
刮目相看。我们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新理念，并以坚定的决心
大力推进绿色发展，而这本身就是新形
势下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我们
完全可以加大生态文明建设力度，既推
动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又拓展这个领
域的国际合作和发展空间。

新机遇来自参与治理之需。一段时
间以来，一些发达国家撇开新兴市场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搞世贸组织改革，实际
上是想另起炉灶，让我们买“二次入场
券”。过去，我们经济体量小、影响
弱，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方面
话语权不大。现在我国经济体量越来越
大，与我志同道合者越来越多，我们完
全可以发挥更大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
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朝着于我有
利的方向发展，为我国经济发展营造更

好的外部环境。

为什么战略机遇期

要靠我们自己去争取？

战略机遇期是一定时代条件的产
物，不论大国还是小国、陆地国家还是
海洋国家，在一定时期都会出现战略机
遇期。农业文明时期生产工具的进步，
大航海时代远洋航行的发展，工业革命
对生产力的解放，当今世界蓬勃兴起的
信息化浪潮，这一次又一次的战略机遇
与产业革命相关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而出现，对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总体是
平等的。善于抓住机遇就能发展崛起，
坐失机遇就会落后于时代，甚至被历史
淘汰。

我们党带领人民取得国家建设和改
革事业的成功，很重要的就在于能够认
识机遇、判断机遇、把握机遇。20 世
纪 70年代初，毛泽东深刻把握中美苏
三方关系和力量消长的变化，利用美苏
矛盾，以“小球推动大球”的“乒乓外
交”，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为中国
的生存发展赢得了战略空间。20 世纪
80 年代初，邓小平敏锐注意到世界开
始出现由对抗转为对话、由紧张转为缓
和的趋向，对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作出了
新的科学判断，提出“大战打不起来，
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以前
总是担心打仗，现在看，担心得过分
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在此基
础上，逐步形成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
界主题的论断，为我们抓住机遇发展自
己提供了重要决策依据。

战略机遇期来之不易、稍纵即逝，
抓住和维护战略机遇期要付出艰巨的努
力。这个过程中既有合作和协商，也有
对抗和斗争。我们既要保持战略定力，
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又要做好打
硬仗、打持久战的准备，以有理有利有
节的斗争为延长战略机遇期创造有利条
件。在这个问题上，军事斗争准备越充
分，党和国家在战略上就越主动，我国
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就越有保障。我
们必须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全
面提高新时代备战打仗能力，推动国防
和军队实力尽快有一个大的提升，为国
家发展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谐的社
会环境。

（执笔：詹仲亚、葛腾飞）

不畏浮云遮望眼
—怎么看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用

典

释义：2019年3月18日，习主席在

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中引用，出自西汉戴圣《礼记·

学礼》，意思是一个人只有在亲近、尊敬

自己的师长时，才会相信、学习师长所

传授的知识和道理。

解析：习主席引用此句旨在强调，

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思
政课教师要有堂堂正正的人格，用高
尚的人格感染学生，用真理的力量感
召学生，以深厚的理论功底赢得学生，
自觉做为学为人的表率，做让学生喜
爱的人。

（伍海峰、谭志伟辑）

亲其师，信其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