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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
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
和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
势。其中重要一条，就是坚持党指挥
枪，确保人民军队绝对忠诚于党和人
民，有力保障国家主权、安全、发展
利益的显著优势。党对军队绝对领导
不但是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强军之
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
征，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我
们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根本原
则和制度，并在实践中将制度优势转
化为强军效能。

（一）

历史上的旧军队都是剥削阶级性
质的军队，为维护少数剥削阶级利益
服务。而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
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
党的基本性质和党对军队绝对领导，
确保军队成为党的军队、人民的军
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

军队的性质宗旨，决定了人民
军 队 的 地 位 作 用 。 在 旧 政 治 体 制
下，军队是争权夺利、维护少数人
利益的暴力工具，甚至成为社会稳
定的破坏力量。回顾中国历史，特
别是在国家大分裂、社会大混乱时
期，军队往往成为裂土封国、兼并
掠夺的私人武装，危害百姓、兵匪
无异。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人民军队不但成为争取民族独
立 和 实 现 人 民 解 放 的 强 大 武 装 力
量，而且成为保卫国家安全、推进
民族复兴的钢铁长城，为党和人民
建立了伟大历史功勋。

军队的性质宗旨，也决定了人民
军队的信仰追求。旧军队唯利是图，
是非不分，信仰缺失、欺压百姓。因
为有了我们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使崇
高的理想信念成为人民军队的精神力
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人民军
队的根本宗旨。这样的精神信仰和政
治追求，体现在革命战争年代，广大
官兵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与人
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披荆斩

棘，无往不胜；体现在和平建设和改
革开放时期，广大官兵为人民站岗放
哨，为人民无私奉献，以实际行动支
援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被
誉为“最可爱的人”。

（二）

在旧军队中，统治者总是通过任
用亲信，实现对军权的个人占有、私
人控制，在军队各级形成人身依附，
导致兵归将有、兵随将走。资本主义
国家对军队的政治控制同样严格，他
们通过实施一整套思想控制、组织形
式和制度措施，使军队本质上成为资
产阶级政治工具，为资产阶级政党、
政治服务。

我 们 党 在 领 导 建 设 军 队 过 程
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建军理论为
指导，紧密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实
际，建立了一整套独创性的根本原
则和制度设计。比如：明确军队是
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坚持政治建军，通过革命的政治工
作，将党的纲领路线和进步的政治
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从思想上政
治上建设和掌握部队，实现了军队
基本职能与政党政治使命的内在统
一。建立独具特色优势的军事领导
制度，实行军委主席负责制，军委
主席负责中央军委全面工作，领导
全国武装力量，决定国防和军队建
设一切重大问题，确保党中央、中
央军委牢牢掌握军队的最高领导权
和指挥权，实现了党领导军队和社
会主义国家领导军队的有机统一。
明确各级党组织是部队统一领导和
团结的核心，是部队的领导中枢，
不 仅 管 思 想 、 管 党 建 ， 而 且 管 军
事、管打仗，实现了党对军队思想
政治领导和军事行政领导的完整统
一。把支部建在连上，使党的基层
组织和军队的基层行政单位结合起
来，实现了党的组织与军队建制的
完美统一，等等。

这些根本原则和制度设计，不但
确保党牢牢掌握军队最高领导权和指
挥权，而且使党组织成为部队统一领
导和团结的核心。

（三）

在旧时代的国家治理体系中，军
队经常凌驾于政治、政党、国家之
上，军阀割据、“有枪就是草头王”等
时有所见。其结果要么是相互杀伐、
社会动荡，要么是疯狂扩张、穷兵黩
武。

我们党通过对军队绝对领导，理
顺了军队与政治、政党、国家的关
系，有效解决了传统国家治理体系的
重要难题，实现了军队治军方式的根
本性转变。从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
中，毛泽东同志曾提出“枪杆子里出
政权”的著名论断，肯定“枪杆子”
的重要性，但我们党始终强调保持对
“枪杆子”的领导权。三湾改编通过把
各级党组织作为部队的领导核心、把
支部建在连上，实现了党对军队的绝
对领导直达基层。古田会议第一次以
党的决议的形式，把党对军队绝对领
导理论化、系统化、规范化。 1938
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
同志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的原则是
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通
过一系列党领导“枪杆子”根本原则
和制度的确立，使军队由单纯的暴力
工具转变为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
集团，军权由私人掌控转变为工人阶
级政党领导。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根据时
代条件和历史方位的变化，把马克
思主义建党建军学说同中国实际相
结合，既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又
及时把人民军队纳入国家体制，使
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上升为国家基
本军事制度。改革开放后，我们党进
一步完善了国家政治体制和军队领导
体制，理顺和规范了军队与政治、政
党、国家的关系，实现了军队在国
家政治生活中的科学定位，十分有
利于国家长治久安，标志着我们党
的治国理政、建军治军能力发展到

新的阶段、提高到新的水平。

（四）

军队是要打仗的。一直以来，军
事指挥员关注的焦点在于其部队有没
有战斗力，是不是能打仗、打胜仗。
军队又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必须把握好政治领导与军事指挥之间
的关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把党领
导军队特殊政治要求与军队组织指挥
普遍规律结合起来，理顺了政治领导
与军事指挥的关系，实现了军队政治
忠诚与能打胜仗的有机统一。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使人民军队
始终对党绝对忠诚。旧军队的忠诚是
相对的、模糊的、暂时的，变节叛变
屡见不鲜。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
导，使人民军队的政治忠诚十分明
确、清晰、坚决、稳定，即忠诚于党
与忠诚于人民、忠诚于国家是高度统
一的。因此，在人民军队历史上，从
来没有一支成建制的队伍被敌人拉过
去，也没有任何人能利用军队来达到
其个人目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赋予
了人民军队强大的战斗力。旧军队打
仗主要靠物质刺激来推动，作战表现
很不稳定、战斗力有时很脆弱。我们
党坚持政治建军，军事指挥必须服从
和服务于政治领导，并通过党对军队
的绝对领导铸就了人民军队强大的组
织力、凝聚力和向心力，最终体现为
强大的战斗力。

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周
年大会上，习主席深刻指出，党对军队
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是人民军
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
根本优势”。历史实践证明，党对军队
绝对领导彻底改变了几千年来旧军队的
建设管理模式，解决了传统治理体系下
建军治军的难题和矛盾，是我们党把马
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与中国军事实践相结
合创造的新型军事制度。

（执笔：彭 云）

充分发挥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优势
■陆军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研究中心

强军要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
来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当下，我们比
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
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越是
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越需要
弄清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什么样、不
是什么样等问题，深刻认识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原创性，从而进一步坚定“四
个自信”，增强行动自觉。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简单延续
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中国历史悠久、
文化灿烂，中国古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中国的历
史长河中，不乏和平安宁、繁荣昌盛的治
世盛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上述盛世
有着历史文化的观照，但绝不是简单延
续。中国历代的盛世，很大程度上只是
历史的反复，“螺旋而没有上升”，所以跳
不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
周期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所以伟
大的重要原因，就是有党的科学理论为
指导，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为保证，能够超越理论和制度的局限，
能够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简单套用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当中
国人民还根本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的名
字时，这两位伟大的思想家已经开始关注
中国、研究中国，科学预见了“中国社会主
义”的出现，甚至为他们心中的新中国取
了靓丽的名字——中华共和国。“过不了
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
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世纪
的曙光。”历史已经证明马克思、恩格斯的
预言是科学的。尽管如此，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也不可能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
作家设想的模板。无论当年在半殖民地
半封建的中国进行革命，还是在一穷二白
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抑或是在新时代
推进改革开放，都不可能从马克思主义经
典著作中找到现成答案，而只有把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
来，才能取得成功。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国外现代
化发展的翻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
至关重要的关键词就是“现代化”。当今
世界，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是发达国家。
发达国家人口不足世界人口的 20%，但
GDP约占全球的 60%。发达国家，无论
是农业、工业、服务业等经济产业，还是教
育、医疗、科技等各个领域，现代化程度都
很高。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这
些发达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翻版。典型的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之路，基本都伴
随各种形式的扩张和掠夺，甚至是建立在
对不发达国家盘剥之上的。中国与此不
同，坚持和平发展、互利共赢，这使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历程和发达国家崛起的过
程有着本质的不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
领导人民在伟大实践中创造的“原创
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
来的，而是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伟大实
践中得来的，是在新中国成立70多年的
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
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0多年的实践中得来
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
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对中华文明
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是党领
导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
的原创性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
质的特征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党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推动我

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
力不断增长，推动我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
未有的提升，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
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以及党的面貌
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华民族正以崭
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将建成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万事大吉、一劳永逸
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仅仅意味着我们完成了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任务，后面还有更
艰巨、更伟大、更光荣的社会主义建设任
务，再之后还要向共产主义奋斗。社会是
不断发展进步的、螺旋式上升的。发展不
会止步，社会不会停滞，而将继续在历史
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
发展，不断与时俱进，不断改进完善，创造
出一个又一个升级版。

（作者单位：人民日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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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有所思

某单位开展安全工作专项检

查，机关同志将起草好的检查结果

通报呈报领导审阅。领导用笔将通

报中“好的方面”大都划掉，对

“存在问题”部分增加了许多内容，

尤其是对有问题苗头的单位还指名

道姓，提出对苗头性问题要引起高

度重视。修改后，他对机关的同志

说：“安全工作是保底工作，做好安

全工作是本分，要少表扬，表扬多

了容易让人丧失忧患意识。现在少

些表扬是为了以后少挨批评。”

把安全工作视为保底工作，当成

干工作的本分，要少讲成绩多讲问

题，这种做法值得借鉴。

按说，任何工作干得好，都应该

予以表扬；干不好，应该提出批评。

不过，安全工作怎样才算干得好、干

得不好呢？这个标准应该厘清。我们

一直强调，安全工作是经常性、基础

性工作。什么是经常？什么是基础？

一言以蔽之，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安

全，无论什么事情都涉及安全。今天

安全了，不等于明天安全；这事安全

了，不等于那事安全。因此，看安全

工作如何，不是看哪一时段，也不是

看哪一方面；不能说一时没出事就算

干得好，哪天出了事就算没干好。安

全工作是全天候的，就像人要呼吸空

气一样，既不可缺少，也那么平常。

由此所决定，保持一个单位的安全是

底线，是基本，是常态。打个比方，

人们离开家时都要把门锁好，这就属

于正常行为，不需要什么人表扬，也

不会有人表扬。一年365天中有364

天都坚持锁门，虽然做得很好，但如

果有一天没锁门，而恰恰在这一天出

了问题，那么，那364天的表扬有什

么意义呢？安全工作做得好是应该

的、起码的，做不好可能会付出代

价、造成损失。这就意味着，既不必

在出事之前滥表扬，也不要等出了事

以后再提出批评。

有个基层连队全面建设比较过

硬，尤其是在安全管理上出过一些经

验性做法。有一次，一位旅领导到这

个连队检查指导工作，发现存在安全

隐患，当场提出批评。事后，连主官

感到委屈，因为在他看来，只是小问

题而已，又没有造成后果，觉得领导

不表扬也就算了，居然还提出批评，

显然有些小题大做。其实，对抓安全

工作根本就不应该有等着上级表扬的

心理，甚至要允许小题大做。“千里

之堤，溃于蚁穴”。哪怕一点疏忽和

一处漏洞，都可能造成十分严重的后

果，任何时候、任何情况都轻视不

得、马虎不得。如果平时不小题大

做，等出事了再大题大做，岂不晚

了？表扬固然可以满足一下虚荣，可

是事故的苗头很有可能就被这种虚荣

遮蔽了。

“海恩法则”认为，每一起严重

事故的背后，必然有 29次轻微事

故、300起未遂先兆和1000个事故隐

患。这一法则未必适用于每一起严重

事故，但可以说明任何严重事故都是

从细微处滋生的，同时也说明，抓安

全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工作，做得好不

轻松、出问题很容易。想要预防事

故、确保安全，必须多动动脑筋，常

怀忧患之心，时刻保持警惕，坚持防

微杜渐。当然，影响安全的不确定因

素有很多，非人为事故也时有所见。

但正因为如此，对安全工作只能重视

重视再重视、严格严格再严格。从这

个意义上讲，安全工作少些表扬，就

是为了更好地保持警醒和警惕。

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安全，无论什么事情都涉及安全

做好安全工作是本分
■匡 吉

论苑漫笔

《隋书·循吏传》中讲到一个叫刘旷
的官吏，他到州县任职，总是以谨慎的方
式治理属地，从不掀什么大波澜，穷折
腾。如“人有诤讼者，辄丁宁晓以义理，
不加绳劾”“所得俸禄，赈施穷乏”。数年
下来，“风教大洽，狱中无系囚，争讼绝
息”。刘旷卸任告别治地时，“号泣于路，
将送数百里不绝”。
《战国策·齐策五》中曰：“小国之情，

莫如谨静而寡信诸侯。”所谓谨静，就是
谨言慎行，安静自守。对于主政一方的

官员来说，就是小心谨慎地谋事处事，老
老实实地真抓实干，稳稳当当地推动发
展，不标新立异，不胡乱折腾。当初舜治
天下就是如此，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中
给予很多赞誉。

谨静，是做领导工作需要倡导的一
种方式。实践证明，在一个单位或地区，
主要领导干部如果能谨静而行，注重打
基础、谋长远，工作效率往往较高；反之，
今天提一个新口号，明天搞一个新规定，
后天推一个土政策，往往会让部属无所
适从，把工作搞得一团糟。特别是个别
领导新到任，不论实际情况如何，就将原
先一整套的东西推倒重来，搞新花样。
工作看似热热闹闹，其实未必能取得好

效果。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议
上指出，要增强工作指导科学性，结合本
单位本系统实际，搞好基层建设分类指
导，狠抓经常性、基础性工作落实。因为
基层工作主要是落实，如果不狠抓经常
性、基础性工作落实，而是一味“翻烧
饼”，势必舍本逐末。

古语云：“善为水者，引之使平；善
任人者，抚之使静。”无论在哪个领域、
哪个单位，工作都有一定的继承性。
尤其是抓好长期性任务的落实，必须
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抓长远、打
基础，久久为功，善作善成，一张蓝图
绘到底。

（作者单位：65655部队78分队）

谨静也是一种作为
■赵耕胤

群 言 集

释义：2019年10月31日，习主席在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中引用，语出苏轼《思治

论》，意思是向最难之处攻坚，追求最远

大的目标。习主席引用此句旨在强调，

这次全会提出的目标和任务，很多都是

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中

的空白点和薄弱点，具有鲜明的问题导

向。在实际工作中，必须突出坚持和

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

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着力

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构

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

制度体系。 （侯 路、张钰浩辑）

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
用

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