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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变局中开新局，既对国防
和军队建设提出了崭新课题，也为
广大官兵提供了适变图新的良好
机遇和广阔舞台

习主席就危机与新机、变局与新局

等问题多次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深入

分析，全面权衡，准确识变、科学应变、

主动求变，善于从眼前的危机、眼前的

困难中捕捉和创造机遇。要努力在危

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学习贯

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关键在于准确

把握危机与新机、变局与新局的辩证关

系，善于危中寻机、变中求新，勇于化危

为机、革故鼎新，从而推进各项改革和

建设事业持续发展。

历史表明，危机中往往蕴藏着新机，

变局中常常包含着新局。从自然界的演

变过程看，危机和变局每每催生和促进

着物种进化，许多物种正是在自然界的

变局中克服了旧的生存方式之危而获得

了新的生存进化之机，否则就渐渐消退

乃至消亡了。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

看，也是在包括各种危机和变局在内的

社会矛盾推动下不断向前发展的。

当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文化等各

个领域正在发生或将面临深刻变化，一

些旧有的秩序被打破，某些领域某些国

家传统的优势逐渐丧失。正是在这种

变局和变化之中，蕴藏着新的机遇，孕

育着新的希望。就经济社会领域而言，

每一次危机和变局的发生，几乎都是加

快发展转型、推动改革创新、实现自我

超越的重要契机和重大转折点。

就军事领域而言，世界性的军事变

革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局，并且是一个影响

广泛、意义深远的变局。随着大数据、云

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科学技

术的迅猛发展，作战理念、作战样式、作战

方式、战场条件、保障方法等正处于快速

迭代的变化之中，传统的军事战略、军事

理论、作战样式、作战方式等将遭遇一系

列新的挑战。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要适

应这些变化、战胜这些挑战，就必须把握

新军事变革的发展趋势，勇于更新思想，

以新的理念谋划作战准备与军队建设；找

准新军事变革的支点，敢于创新军事技

术，推进武器装备信息化智能化不断发

展；抓住新军事变革的重点，善于创新作

战方式和保障方法；夯实新军事变革的基

础，勤于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提高军事斗

争准备和部队全面建设的成效。相反，如

果不思改革、不图创新，抱着旧的思维方

式和工作方法不放，必然会在新军事变革

中落伍乃至被淘汰出局。谁能把握机

遇、适应变革，谁就能驾驭变局、开创新

局，从而掌握未来战争的主动权。于变

局中开新局，既对国防和军队建设提出

了崭新课题，也为广大官兵提供了适变

图新的良好机遇和广阔舞台。

危机中育新机、变局中开新局的

过程，实质上就是“物竞天择、优胜劣

汰”和“适者生存、勇者制胜”的过程，

而从危机到新机、从变局到新局，并

不是自然而然实现的，也不是轻而易

举能够成功的。作为新时代革命军

人，要在变局中开新局，首先须认清

大势、把握大局，学会用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

法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善于透过事物的表象看到问题的本

质，不畏浮云遮望眼，不为变象惑心

神，积极开拓视野，始终做到头脑清

醒、目光犀利，在准确识变中保持正

确的前进方向。其次应临危不惧、处

变不惊，面对危机和变局，始终保持

冷静的心态和沉着的状态，以坚定的

信念和强大的定力从容应对各种变化

的局面，潜心研究现代战争制胜机

理，瞄着前沿、瞄着未来增知强能，蓄

足胜战底气，在科学应变中乘风破

浪、行稳致远。最后要勇于担当、敢

于作为，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自

觉习武精武、练兵备战，夙夜在公、无

私奉献，在强军兴军征程上敢于直面

艰难险阻和风险挑战，迎难而上、攻

坚克难，在主动求变中开创新局面、

创造新业绩，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

军目标、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贡献

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努力于变局中开新局
■古 聿

●一个人常想缺点不足处，才
能少犯错误多进步；一个人只有心
中警钟长鸣，才能耳边警笛不响

意大利画家莫迪里阿尼画的肖像

画中，许多成年人都只有一只眼睛。这

很令人费解。画家如此解释：我用一只

眼睛观察世界，而用另一只眼睛凝视自

己的内心。

这种自我省察的思维品质是十分

可贵的。正心以为本，修身以为基。中

华传统文化中历来重视自我省察。孟

子曾说“反求诸己”，曾子留下“吾日三

省吾身”的名言。宋代范仲淹每晚睡前

有“自计”的习惯，“自计一日食饮奉养

之费及所为之事”，也就是算一算自己

拿的俸禄和一天所做的事情是否相称、

有无亏心。如果相称，“则鼾鼻熟寐”；

反之，“则终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

称之者”。明代王阳明说，“千圣皆过

影，良知乃吾师”，意思是，如果想要寻

找一位老师，那么一千个圣人都不算什

么，真正的老师是那个原本就存在于我

们内心的良知觉醒。古人的言谈举止、

字里行间，十分注重省察己身，以是克

非。这种高洁风范经过历史长河千年

淘洗，至今仍熠熠生辉。

从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来看，自我省

察同样为共产党人所重视，且体现为一

种修养自觉、政治定力。在南方局整风

学习期间，周恩来同志曾多次主持会议

讨论如何“自我反省，各人检讨自己的

缺点”。1962年，面对“大跃进”带来的

后果，他不是推卸责任而是深刻检讨。

这种严于自省的做法，让人感动和敬

佩。陈毅元帅经常闭门思过，对自己严

格要求：第一想到不忘本，来自人民不

作恶。第二想到党培养，无党岂能有作

为？第三想到衣食住，若无人民岂能

活？谢觉哉坚持“跟自己打官司”,省察

一言一行。吴玉章一辈子遵循“自省座

右铭”，严于律己。焦裕禄则坚持在睡

觉之前脑中“过电影”，及时校正言行偏

差。足见，先辈们之所以拥有高尚品

格、人格魅力和厚重底蕴，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把自省自察当作淬炼党性、固本

培元的“磨刀石”，进而具有了抵御歪风

邪气的免疫力，“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自我省察不是自我否定，而是对辩

证唯物主义“否定之否定”哲学原理的遵

循。一个人常想缺点不足处，才能少犯

错误多进步；一个人只有心中警钟长鸣，

才能耳边警笛不响。反观那些因违纪违

法而栽跟头的党员干部，有不少曾是人

们眼中的“能人”“聪明人”，他们往往都

有荣光的“前半生”，但是因为缺乏自我

省察的清醒，面对金钱、权力、美色等诱

惑时，内心便起了波澜，思想上的“哨兵”

开始打盹，心中的“烽火台”逐渐坍塌，背

弃了誓言，淡忘了初心，最终成为前后不

一的“两截人”，用“迟到的忏悔”为自己

的政治生涯画上了句号。

成为一名好干部，当有“与人不求

备，检身若不及”的精神。自我省察既

是一种自我敲打，又是一种对灵魂和人

性的拷问。念想一歪，身子必斜。一个

人能否加强自我省察，既关系着修养

水平，也影响到人生成败。党员干部主

动反省、检讨自己，才能不断校正自己、

完善自己，始终走在正道上；才能做人

知不足，做事高标准，以强烈的事业心

和责任感，奋发有为、积极进取；才能成

为品格养成、品行塑造、境界提升上的

“带头人”，在思想道德修养上为广大官

兵立起标杆。

（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

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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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史长河，但凡政治开明、王
朝兴盛的时期，往往都有一个虚己受
人、广开言路的君主。汉文帝刘恒即
位后不久就下诏废除“诽谤妖言法”，
以肃清谏言的障碍，促进西汉从战争
的创伤中恢复，走向鼎盛。

由此可见，善于听取意见，广开
言路，对正确决策乃至治国理政意义
重大。但“听其言易，择善从难”，如何
用好“纳谏”这个途径，做到正确对待
意见建议，需要胸怀与智慧。
“纳谏”智在明辨是非。读史不

难发现，古代君王听信佞臣谗言而败
国的例子不在少数。一些君王为何会
信佞臣？究其原因有二：一是佞臣常
曲意逢迎，善于献媚，讨君王欢心；
二是有些佞臣的谏言同样听之有理，
难辨真伪。现实中也不乏类似现象，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常以花言巧语博取
决策者的信任，从而影响决策，为自
己谋取利益。因此，作为领导干部，
在采纳意见作决策时，应避免受到个
人情感因素的支配和影响，不能偏听
盲从。重要的是做好调研工作，做到
兼听则明，去伪存真，真正针对问
题、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分析思考，从
而作出科学决策。
“纳谏”智在始终如一。能俯下

身子倾听他人意见，是心胸宽广、作
风民主的表现，但自始至终做到虚心
听取采纳意见，则不易做到。有的领
导干部在上任伊始，事业心强，头脑
清醒，对自己要求严格，能虚心接受
批评，采纳正确的意见建议。但随着
任职时间增加、职务提升、权力增大，
在恭维声中逐渐迷失自我，头脑变得
不再清醒，听不进不同意见了。《道德
经》中讲：“慎终如始，则无败事。”这
告诉我们，办任何事情，自始至终都
应慎之又慎，如此就不易出现失误和
差错。作为领导干部，应时刻保持思
想警惕和头脑清醒，做到常思既往、
时刻自省，始终保持初心不变、本色
不移，做到慎终如始。
“纳谏”智在因势利导。“纳谏”

不仅是一种集中群众智慧、提高决策
水平的途径，也是一项对群众开展的
思想工作。纳谏者对待谏言的态度，
会对进谏者造成影响。历史上不乏谋
士因所献之策得不到采纳、转而投奔
他处效力的事例。现实中如何对待群
众所提意见建议，也需要领导者认真
思考。领导者应该明白，愿提意见建
议的人，大都是为单位建设着想、工
作积极、有事业心责任感的人，所提
的意见建议往往包含着深入调研和认
真思考。因此，在做到“择其善者而
从之”的基础上，更需要做好反馈工
作，集思广益，鼓励大家畅所欲言，
从而形成人人争当主人翁、积极建言
献策的生动局面。

修炼“纳谏”之智
■陈 磊

●如何用好“纳谏”这个途
径，做到正确对待意见建议，需要
胸怀与智慧

古往今来，军人最大的荣耀，莫过于

武艺高强，扬威沙场，谈笑凯歌还；最大的

抱憾，莫过于在国家和人民需要的时候，

尽管满腔热血、壮怀激烈，却苦于本领不

强而饮恨沙场。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军人没有过硬的本领，没有制敌的“绝

招”，就如同没有了防身的铠甲，一旦上了

战场，自身都难保，更遑论保家卫国！

不久前，火箭军某旅为4名一级军

士长举行退役仪式。战友们把掌声和赞

誉送给他们，不仅因为他们是老兵，几十

年如一日为国防和军队建设兢兢业业付

出，更因为他们技术精湛、本领高强，是

本专业领域的佼佼者，是官兵心中的“兵

王”。王忠心就是其中之一。入伍 34

年，他练就了一身硬本领，执行重大任务

28次，参加实装操作训练1300多次，排

除故障200余次，从未下错一个口令、记

错一个数据、按错一个按钮。

作家葛拉威尔说：“人们眼中的天才

之所以卓越非凡，并非天资高人一筹，而

是付出了持续不断的努力。”过硬的本领、

高超的技能，并非一日之功，不可能一蹴

而就，其背后是久久为功的执着和滴水穿

石的积累。有些同志之所以日复一日地

深钻细研强本领，是因为他们心中有“一

本账”、有“一根筋”、有“一股劲”。

“一本账”就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的

大账。在主旋律纪录片《我们站立的地

方》里，有一名叫佤生久的“90后”排长，

为了苦练狙击本领，他坚持每天数小

米、给大米钻孔穿针引线，为的是培养

自己的专注力。正是如此严苛的训练，

才练就了“百步穿杨”的绝技。他这种

苦练杀敌本领的动因是什么？就是心

里时刻装着国防和军队建设，装着一个

军人的使命和职责。军人每天谋划的

都是如何提高本领、守护国家安全，因

为他们明白“大账不算小账白算”，没有

过硬本领保护国家的安宁，就不会有小

家的祥和。这也正是共和国军人自我

赋能的根本动力。

“一根筋”就是坚持到底的精神。

为了国家的核试验，林俊德隐姓埋名52

年，生命的最后一刻仍保持着冲锋的姿

态，为国防科研事业不懈奋斗，献出了

一生的心血和智慧。正是这种“一根

筋”的坚定和执着，使他干出了惊天动

地事业，取得了卓越成就。“锲而舍之，

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当确

认自己的热爱与人生方向后，就要有一

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执着，一种抵御

各种诱惑考验的定力，如此才能实现人

生理想和价值。强军兴军的征途中，每

一名军人都应把工作当事业，把打仗当

主业，把一腔热血倾注于国防事业，一

丝不苟苦练克敌本领，一门心思钻研战

场所需。

“一股劲”就是追求卓越的顽强拼

搏。国家安全和人民安康就是军人最

好的勋章，而要把这一荣誉变为现实，

只有苦干实练、顽强拼搏。“排雷英雄战

士”杜富国，他磨损最严重的是防雷靴、

汗渍最多的是防护服，身边最光亮的是

排雷工具……有一种立志叫追求卓越，

有一种精神叫顽强拼搏。以此状态干事

创业，则功业可就；以此状态履职尽责，

则国泰民安。军人的光荣在于此，党和

人民的期许也在于此。努力提高能力素

质，锤炼过硬本领，才能跟上新军事变革

的步伐，在党和人民召唤的时候披甲上

阵，决战决胜，不辱使命。

军人的铠甲靠本领铸就
■何东平

●军人没有过硬的本领，没有
制敌的“绝招”，就如同没有了防身
的铠甲，一旦上了战场，自身都难
保，更遑论保家卫国

书边随笔

知行论坛

言简意赅

谈 心 录

记得小时候，帮母亲去菜园栽种
西红柿。母亲说：“今年不能再种到
这块地里了，得换个地方。”我不解，
问：“去年种过西红柿的地里树枝搭
的架子还在，再种这里不省事吗？”母
亲笑了笑说：“你不懂，西红柿如果连
续种在同一块地里，容易有虫害，产
量也会受影响，所以得一年挪一个地
方。其实不仅是西红柿，花生等其他
作物也是这样。”

细想来，青年官兵的成长，与
植物生长的道理有时也是相通的。
军队是座大熔炉，不同的岗位可以
练就多样的本领，不同的领域会有
不一样的收获。“水之积也不厚，则
其负大舟也无力”。青年官兵在一个
岗位上任职到了一定时间，进行跨

专业任职、多岗位历练，才能进一
步提升能力、厚植潜力，有利于经
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
提高应对复杂局面、攻坚克难的能
力。

军队是要打仗的，战场上面对的
是血与火、生与死的较量，需要军人
多方面锻炼，培养适应未来战争需要
的综合素质。近年来，许多部队利用
调整任职、推荐交流等多种途径，建
立起多岗位培养人才的“快车道”。
青年官兵应当珍惜机遇，顺应形势
发展，以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干劲
和韧劲，在摸爬滚打中增长才干，在
历经淬炼中积累经验，不断提高个人
综合素质，成长为堪当强军重任的栋
梁之材。

重视多岗位历练
■军事科学院系统工程研究院 王茂林

习主席强调，要统筹推进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奋力实现今
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对军队
来说，疫情防控不可大意，练兵备战
不能松懈，两者都要抓好、抓过硬。
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而言，开
展工作尤其应学会统筹兼顾，胸中装
全局、眼睛盯大局，把各项工作任务
完成好。
“十个指头弹钢琴”，是马克思主

义的方法论，也是领导干部应具备的
能力素质。部队工作千头万绪，必须
分清主次轻重。如果不突出抓好中
心工作，完成好重点任务，必然会导
致“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因小失大；
但如果只抓重点工作而轻视其他方

面工作，则可能导致出现短板弱项，
带来问题隐患，进而影响全局。面向
未来战场，指挥员倘若不具备统筹兼
顾的能力，不会“弹钢琴”，就会顾此
失彼，导致“打乱仗”。如此，就难以
有效履行使命任务，就不是一名合格
的指挥员。

做一名优秀的领导者，必须注重
培养统筹兼顾的工作能力。理清工作
思路，搞好工作布局，订好实施计划，
既要突出重点工作、又要兼顾一般工
作，既要注重解决当前突出问题、又要
着眼长远发展谋篇布局。在方法论上
注重统筹兼顾，在认识论上坚持辩证
统一，在实践中不断历练，才能成为有
勇有谋、能打胜仗的指挥员。

工作要统筹兼顾
■武警锡林郭勒支队 王 博 邓 聪

影中哲丝
“魔鬼周”极限训练中，特战队员们

意外遭遇山体滑坡，道路堵塞。他们决

定用爆破方式排除障碍，保障战友们顺

利前行。一名满手泥泞的特战队员镇定

地蹲在手榴弹边，有条不紊地连接引线。

现实中，我们做富有挑战性的工

作，会遇到类似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

危局、难局。如果没有临危不惧的胆

气、一丝不苟的细心，就难以化险为夷、

稳中求胜。既胆大又心细，不优柔寡

断，不冲动莽撞，才能稳妥审慎地排除

险情，稳扎稳打地创造佳绩，在不断挑

战自我、超越自我中成就自我。

连接引线——

胆大心细成大器
■余海洋/摄影 慕佩洲/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