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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苑漫笔

群 言 集

用

典

国庆 70周年的盛大阅兵仪式和群
众游行，伴随着雄浑激荡的进行曲和
深情悠扬的大合唱，雄师铿锵、铁甲
轰鸣、万人欢跃，宛如一条一往无
前、奔腾不息的洪流，展现出社会主
义中国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的恢弘气
势和壮丽景象，洋溢着近 14亿中国人
民再出发、再奋进、再登攀的坚强意
志和精神风貌。70年风华正茂，70年
再启新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新
的宣言、新的动员、新的指引。讲话
庄严宣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我
们伟大祖国的地位，没有任何力量能
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
伐”，坚定地表达了我们党、国家、军
队和人民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胜利、勇于进行新的伟大斗争
的力量自信和必胜信心，鼓舞和激励
着全国各族人民、海内外中华儿女书
写出更新更美的时代篇章。

坚信70年愈益壮大

的中国力量

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
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
接续奋斗和不断探索，我们党形成了
弥足珍贵的重要结论，这就是在前进
征程上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人
民主体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这既是 70年的宝贵经验，也是
中国力量的独特源泉、中国自信的政
治支撑。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力量的中流砥

柱。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这
是我们党成立近百年、新中国成立 70年
得出的宝贵经验启示。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证
明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新中
国成立以来，中华民族取得了令世界刮
目相看的伟大成就，证明了我们党不但
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善于建设一个
新世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应变局、
平风波、战洪水、防非典、抗地震、化危
机，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的领导
是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定海神针”，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所在、
命脉所在。

中国人民是中国力量的坚强主

体。人民是真正的英雄，人民是历史
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中华民
族的伟大飞跃是中国人民奋斗出来
的。改革开放的成功，就是尊重人民
主体地位、充分激发蕴藏在人民群众
中创造伟力的结果。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人民是利益主体、力量主
体、共享主体。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始终是我们党
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根基。面对各种
风险挑战，党和国家赢得斗争胜利的
最大底气、最大支持、最大依靠都来
自人民。只要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
一起、干在一起，就没有战胜不了的
困难、跨越不过的坎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力量的

道路基石。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引领
中国走向繁荣富强。改革开放 40多年
来，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
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
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外
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中国人
民在富起来、强起来的征程上迈出了决
定性的步伐，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力量，
是伟大祖国的地位不可撼动的坚实基
础。伟大成就来自于正确道路，中国道
路是中国奇迹的“密码”，是中国力量的
“发动机”。

弘扬抓住历史机遇、

应对重大风险的中国精神

70年后再出发，我们现在所处的是
一个开拓创新、攻坚克难、激流勇进、跋
山涉水的关键时期。当代中国正处于
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同时在前进
道路上面临的风险考验越来越复杂，面
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
那些企图撼动我们伟大祖国地位、阻挡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前进步伐的势力
是现实存在的。我们必须勇立潮头、奋
勇搏击，发扬斗争精神、夺取斗争胜利。
“两个大局”交汇决定了历史机遇

和重大风险并存。习总书记指出：“领
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
工作的基本出发点。”“两个大局”相
互渗透、相互影响、交汇交融，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是在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环境下展开

的，这一战略全局又构成了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变量。这一时代
格局，既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了
重大战略机遇期，必须充分利用难得
的历史机遇，乘势而上、加快发展，
如期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也为新的征程带来了严峻风险挑战
期，必须着力防范化解一系列重大风
险，全力应对各种重大考验。70 年
前，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告
诫全党坚持“两个务必”；70年后，中
国和世界发生了深刻变化，更要传承
“两个务必”精神，将新时代伟大社会
革命进行到底。

强起来的过程必然会遇到难以想

象的惊涛骇浪。我国从富到强的转变
飞跃，是在世界范围内两种意识形态、
两种社会制度的竞争较量中推进的，是
在世界快速变化、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
大中前行的，必然会遇到各种错综复杂
的风险挑战。习总书记强调，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进入各种风险挑
战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面临
的重大斗争不会少，在前进道路上甚至
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各种斗争
至少要伴随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全过程。依据这一洞察大局、把握
大势的战略判断，我们必须有效应对各
种惊涛骇浪，保证我们伟大祖国的地位
不被撼动，保证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
前进步伐不被阻挡。

伟大斗争精神是岿然不动、勇往

直前的精神支柱。建立中国共产党、
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改革开
放、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都是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
展、在斗争中壮大的。进入新时代，
面对将会危及根本、害及命脉的重大
挑战，面对企图撼动基石、阻挡前进
的惊涛骇浪，我们更要发扬斗争精
神，增强斗争本领，腰杆要直、骨头
要硬，敢于出击、敢战能胜。在关系
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关系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关系到中国人
民根本利益的要害问题上，不斗则
退、不斗则垮、不斗则败，只有坚决
进行新的伟大斗争，才能确保实现伟
大民族复兴。伟大斗争精神是伟大民
族精神的核心之点，是马克思主义的
应有之义，是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之

魂，是经受风险考验、搏击大风大浪
的挺立之气。

迈开进行伟大斗争、

实现伟大梦想的中国步伐

今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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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
历史进程中积累的强大能量，大气磅
礴、势不可挡。无论什么样的艰难险
阻、风险挑战、撼力压力，都不能动摇党
和国家的奋斗意志，都不能阻滞中国人
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中国的明天
必将更加美好。

坚定不移、自主自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从创立、发展到完善的过程中，
经历了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曲折的
考验。我们党挺直了腰杆、顶住了冲
击，经受住了考验，使得科学社会主义
在曲折中奋起。在新的重大风险考验
面前，我们仍然要“不畏浮云遮望眼”
“乱云飞渡仍从容”，保持坚定的政治定
力、战略定力、道路定力，坚持党的领
导、人民主体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理论、基
本路线、基本方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
业。党的基本理论指明正确方向，党的
基本路线确定前进道路，党的基本方略
绘就行动纲领，不能动摇、不能偏离。
只要我们自主决定自己道路，发展壮大
赢得自立自强，就能够不屈服打压围
堵、不畏惧“黑云压城”，迎来新的胜利、
实现新的跨越。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实现伟大梦
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应对重大挑
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
重大矛盾，都是要求在斗争中促发展、
向前进。回避矛盾、害怕斗争，不仅无
益于解决矛盾、维护统一，而且只能使
矛盾向更加有害方面转化。因此，广大
党员干部要主动投身到各种斗争中去，
奔着矛盾问题、风险挑战去，在大是大
非面前敢于亮剑，在矛盾冲突面前敢于
迎难而上，在危机困难面前敢于挺身而
出，在歪风邪气面前敢于坚决斗争。斗
争是一门艺术，要注重策略方法，坚持

有理有利有节，合理选择斗争方式、把
握斗争火候，及时调整斗争策略。要在
斗争中争取团结，在斗争中谋求合作，
在斗争中争取共赢。我们伟大祖国的
地位在斗争中巩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
族的前进步伐在斗争中更加坚定。

全面建设、团结奋斗。 70 年再启
航，我们要在新中国成立 100年时，全面
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到那时，我国将成为综
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中华
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
民族之林。这一时期，是我国物质文
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
态文明全面提升的“拔节”期，是我们和
各种阻滞力、遏制力、压制力、破坏力的
战略较量，越来越居于主动、占据优势、
显示强盛的成长期，是社会主义中国日
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
更大贡献的进军期。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是中华民族强起来的根
本之策，是赢得伟大斗争的基本依靠。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全体
人民的共同事业，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庆
70 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
“团结是铁，团结是钢，团结就是力量。
团结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战胜前进
道路上一切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
新的胜利的重要保证。”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需要一代又一代奋斗
者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最美奋斗者”
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奋斗精神的杰出代
表。奏响新中国奋斗交响曲，高唱新时
代奋斗者之歌，是凝聚实现中国梦强大
精神力量的重要途径。

强军备战、担当使命。强国必须强
军，军强才能国安。巩固国防和强大军
队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支
撑。“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武装警察部
队要永葆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本色，坚
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决
维护世界和平。”这是我军统帅对新时代
军队使命任务的庄严宣示。国防安全为
国家安全托底，军事力量为国家利益守
卫。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
指挥，全面提高新时代备战打仗能力，预
防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确保部队
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是全军
官兵的共同号令和钢铁意志。

努力书写出更新更美的时代篇章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颜晓峰

1986年10月，刘伯承逝世后，邓

小平在《悼伯承》一文中写道：“我们在

一起工作，前后共事13年，两人感情

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其实，刘邓

年龄相差12岁，性格爱好也有不小差

异，尽管如此，他们却能配合默契，领

军作战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留

下“刘邓之间没有逗号”的佳话。这

其中，固然因为他们意气相投，有共

同的信仰追求、同样的大局观念等，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不可忽视，那

就是周恩来所评价的，“小平同志是

‘举重若轻’，伯承是‘举轻若重’”。

刘邓的珠联璧合，从某种程度上说，

是举重若轻与举轻若重两种工作方

法的相得益彰。

对领导干部来说，把握举重若轻

与举轻若重的领导艺术和工作方法，

如何拿捏分寸、掌握火候是关键。现

实中，不乏一些领导干部看似在工作

中“抓大放小”，实则当了“甩手掌柜”，

放手成了放任，放权成了放纵；有的看

似在工作指导上“事无巨细”，实则大

包大揽，到头来“什么都想管，什么也

管不好”。实践证明，一些领导干部之

所以出不了政绩，一些矛盾问题之所

以得不到有效解决，要么理不清思路、

抓不到要害，要么接不了地气、落实不

到末端，根子在于没有正确处理好举

重若轻与举轻若重的关系。

举重若轻，其“四两拨千斤”的效

果背后，是大开大合的气度、洞若观火

的敏锐和拨云见日的功夫，善于在纷

繁复杂的万象中沉着应对、把握大势、

洞察本质，“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举轻若重，常常需要在细节上做文章，

于细微处见作风，以一针一线的“绣花

功”，一招一式抓落实。两种工作方法

风格迥异，却相辅相成、互为支撑。唯

有把举重若轻与举轻若重结合起来，

方可既能“顶天”又能“立地”，既“得其

大”又“兼其小”。大到一个国家，小到

一个单位，不仅需要把握大局的决策

者，也需要抓落实的执行者。

相较于举轻若重，很多人更喜欢

指点江山的举重若轻。两者分工虽有

不同，但责任无轻重之别。周恩来曾

说：“从愿望上说，我更欣赏‘举重若

轻’，但我这个人做不到这一点，我在

工作上常常是‘举轻若重’。”周恩来把

大量精力放在处理繁重艰巨的事务和

复杂琐碎的工作上，就是为了让毛泽

东集中精力思考战略性和理论上的重

大问题。

举重若轻，更多地体现为“顶层”

的把关定向和“战略上藐视敌人”的胆

量气魄；举轻若重，更多地体现在“基

层”的具体落实和“战术上重视敌人”

的认真态度。一个高明的领导，往往

两者兼而有之、融会贯通。“胸中有丘

壑，凿石堆山河”，抓建设、谋发展，不

仅要从全局着眼，跳出来想问题，看清

事物全貌和发展方向；同时也要从具

体问题着手，扎下去抓落实，把美好的

蓝图变为现实。

“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

手。”实现举重若轻与举轻若重相结

合，核心是弄清楚什么时候“就简”、

什么地方“入繁”。站在高处、落在实

处，拎清主次、区分轻重，把握关节、

领悟规律，很多问题便能迎刃而解。

举重若轻
与举轻若重

■陈大昊

70年前即新中国宣告成立前的

1949年8月，毛泽东在美国大使同

中共方面商谈建交未成而离华后，写

下了 《别了，司徒雷登》《丢掉幻

想，准备斗争》等名作。回溯中美关

系百年演变，今时今日重读这些名篇

仍会感慨万千。

在近代入侵中国的列强中，美国

可算是个“异类”，虽参加过八国联

军，却不似英、法那样夺占中国沿海

沿边口岸，也不像日、俄那样掠取大

片领土，而精明地以“商贸帝国主

义”的名义要求“门户开放”，还反

对列强瓜分垂危的清朝的疆域而要求

“利益均沾”。这并非美国人更高尚，

而是因为到19世纪末，美国已经发

展至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获取在华商

贸特权以保障资本输出才最为符合其

经济利益，而且当时的美国虽然经济

实力首屈一指，但军事上并无实力挑

战英法等国，因此保持“中国领土与

行政的实体”并推行所谓“公正贸

易”才能确保美国在列强瓜分势力范

围时也能分得一杯羹。

抗日战争后期美国曾有援华之

举，但目的在于打击其对手日本并将

中国变为美国附庸。抗战胜利后，美

国就迫使国民党签订堪称“新二十一

条”的“中美商约”，向其开放所有

港口和领空并给予其商品倾销、资本

输出等特权。陈纳德率一批雇佣飞行

员来华，得到了战后自己能控制中国

民航股权的酬劳。

国民党自1927年在南京建立政权

起，其经济班底江浙财团主要是美英

在华的买办。看到蒋介石能实现自己

的利益，美国才在太平洋战争后期向

其提供16亿美元军事租借物资和5亿

美元贷款，在抗日战争后支持国民党

打内战的贷款数额更是两倍于此。结

果50多个美械师的装备在战场上以

“运输大队长”的方式送给了解放军，

国民党政权只得向台湾撤逃，美国国

务院在白皮书中也痛骂其腐败无能和

“世界上最拙劣的指挥”。1949年4

月，解放军横渡长江占领南京时，美

国大使奉命留下，正如毛泽东撰文讽

刺的那样，“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

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

店，捞一把”。

新生的人民政权接手的是百业凋

敝的“烂摊子”，毛泽东1949年夏天

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指出，要

“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

基础之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司徒雷登在南京向中共代表黄华亮出

了美国的建交条件，核心是要新政权

“履行国际义务”，遵照国民党建立中

华民国政府时承认清政府的一切条

约、外债和赔款的前例。国内一些有

亲美、恐美观念的人，主张接受美国

的建交条件，但毛泽东断然宣布不接

受“嗟来之食”，决定新中国外交“另

起炉灶”，绝不接受旧政权的遗产，必

须废除外国特权建立全新的平等关

系。美国政府见软的不行便用硬的一

手，7月间召回司徒雷登，继续承认

逃亡的国民党政权，并以封锁大陆断

绝贸易来施压，这就种下了翌年派第

七舰队控制台湾海峡和在朝鲜同新中

国交战的前因。

后来有些受西方影响的人抱怨

中美之间“丧失了机会”，其实回顾

历史进程就可看出，当年根本不存

在建交机会。试想，以反帝为革命

宗旨的中国共产党人，怎么会在胜

利时再承认卖国条约给予帝国主义

在华特权？怎么肯再背上国民党政

府欠下的巨额阎王债？中国人民想

站起来，就必须要对美国“丢掉幻

想”，既不怕威胁也不受诱惑，司徒

雷登也必须走人！毛泽东掷地有声

地同此人“别了”，并声明不怕封

锁，依靠自己的力量“不向帝国主

义乞讨也能活下去”。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人们在欢庆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之

际，回首当年伟人作出的一系列英

明决策，看到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依

靠自力更生创造出举世瞩目的成

就，会进一步产生不忘初心、砥砺

前行的精神动力。

对司徒雷登必须说“别了”
■徐 焰

讲课的目的是解疑释惑，讲党课更要
达到教育党员、武装思想的效果。然而，
有的党课却是“对着原文读一遍”“基本道
理讲一遍”，这种平淡枯燥、索然无味的讲
课方式不仅难以提起党员的学习兴趣，还
有可能让党课流于形式。讲党课对于党
员的成长进步和党的建设非常重要，因此
既要讲得“有意义”，还要讲得“有意思”。
“有意义”与“有意思”二者并不矛

盾。有人认为党的理论有其固定的形式
和内容，倘若在讲课的时候变个说法和形
式，就变了味、不严肃，甚至出现政治立
场、政治观点错误。这种观点貌似有道
理，但并不全对。当年毛泽东同志为中国
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题写校训就要求“严
肃”“活泼”。将严肃庄重的党的政治理论

用生动活泼的方式讲述出来，是实现理论
大众化的基本要求。语言表达千变万化，
换个说法、变个形式，未必变味走调。

讲党课确实要坚持理论性和严肃
性，但“接地气”的讲法更容易吸引党员
听进去。要知道党的理论不光是领导干
部要懂，普通党员也要懂，还要向群众宣
传讲解。倘若一味地偏重于理论性，只
注重表达方式的严肃性，而不考虑听课
者感不感兴趣、听不听得进去，党课的效
果必然不佳。因此，讲党课既要让党员
掌握基本理论，也要有生动的表达，有见
人见事的实例，做到干货满满。

要使党课“有意思”，作为授课者，除
了对党的创新理论要做到融会贯通外，
还要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因
为党的创新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是一脉相承的，在讲到创新理论时，能够
联系其理论来源和发展脉络，就更能让
受众加深理解。同时要学习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史，只有把科学理论与发展实践
紧密结合起来，既讲波澜壮阔的伟大进
程，又讲风风雨雨的艰难历程，理论就变
得“有味”了。另外，还要多学习中华民
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当我们在讲到面对
艰难险阻时来一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
暗花明又一村”，讲到领导干部要廉洁奉
公时来一句“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
愧俸钱”等，就无疑增强了讲话的生动
性。现在的问题在于有的同志这些方面
的知识学习得少，准备党课讲稿时一味
从文件中来、从网络中来，这就不免差点
“意思”了。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
是一个较高的理论标准、知识标准和专
业标准。所以要使受众能够喜闻乐见、
愿听其课，就要像人们常说的“给他人一
瓢水，自己先得有一桶水”，要切实让自
己的理论知识、文化知识、科学知识丰富
起来。

党课“有意义”也要“有意思”
■王度阡

学习要论

读史札记

释义：2019年9月12日，习主席在

视察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发表重要讲

话时引用。该句出自毛泽东《七律·人

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意思是要拿出勇

气和力量去追击落荒而逃的敌人，而不

能像楚霸王项羽那样为了一时的名利

而放敌逃走。

解析：习主席引用此句，旨在强调

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革命
到底的精神，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
化自信，勇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
点的伟大斗争，坚决战胜前进道路上的
各种艰难险阻，使“中国号”这艘巨轮继
续破浪前进、扬帆远航。

(谭志伟、张钰浩辑）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