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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当下，回首过往，瞻望未来，总能

看见时间坐标上镌刻的印记熠熠发光。

思深方益远，谋定而后动。每当历

史发展的关键节点，我们党总是集中全

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为未来擘

画蓝图、谋划方略。编制和实施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

理政的重要方式，是中国之治的重要

“密码”。60多年来，我国从第一个五年

计划到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

百年交汇，谋篇布局；为全局计，为

世代谋。金秋十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胜利召开，全面总结“十三五”发展经

验、准确体察中国国情、深刻把握发展

大势，同时为“十四五”以及未来15年中

国发展把脉定向。擘画新蓝图，开启新

征程，一幅更高质量、更有温度、更富活

力的发展图景跃然纸上，未来中国前瞻

性、战略性、全局性的思考逐渐清晰，方

向更加明确。

时间丈量着发展的进度，也标示出

攀登的高度。5年光阴，只争朝夕；5年

拼搏，春华秋实。展开“十三五”这幅波

澜壮阔、气势恢宏的时代画卷，每个节

点都让人印象深刻，每处着墨都令人激

情澎湃。一组组跳动的数字、刷新的排

名，见证大国步伐，展现生活变迁；一个

个高光时刻、精彩瞬间，标注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征程上的关键节点；一批批中

国制造、中国创造、中国建造，不断塑造

中国的崭新面貌……我国经济实力、科

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大台阶，续

写了成绩斐然的中国奇迹，彰显了不同

凡响的中国力量。

时间的书页不断掀开，发展的命题

日新月异。全会高瞻远瞩地描绘了到

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

伟蓝图，明确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

发展指导思想和必须遵循的原则，并提

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经济总量

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再迈上新的大

台阶”“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

国 、人 才 强 国 、体 育 强 国 、健 康 中

国”……“十三五”收官在即，“十四五”

又将起航，前景光明，催人奋进。神居

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我们要坚定信

心、乘势而上，同心同德、顽强奋斗，推

动“中国号”巨轮乘风破浪、勇毅前行。

察势者智，驭势者赢。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

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

化。这个“新”，既有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也有错综复

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

我们要清醒看到，新蓝图正开启“海阔

凭鱼跃”的宽广空间，新征程也面临“帆

舞航程急”的巨大考验。当此大变革、

大挑战之时，要实现大跨越、大发展，我

们既要有“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清醒和

沉着，也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自信

和坚韧，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趋利避

害、奋勇前进，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

中开新局。

“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国

防和军队现代化迈出重大步伐”“确保

二 ○ 二 七 年 实 现 建 军 百 年 奋 斗 目
标”……全会对党和国家事业作出了全

面部署，也对国防和军队建设提出了新

的要求。目标越是远大，任务越是艰

巨，我们肩上的使命就越光荣，责任就

越重大。锐始者必图其终，成功者先计

于始。唯有进一步增强使命感和紧迫

感，统一思想、坚定信心，保持战略定

力，发扬斗争精神，树立底线思维，全面

提高新时代备战打仗能力，方能肩负起

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使命任务。

习主席多次强调，“最重要的，还是

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战略规

划既是发展的“路线图”，也是行动的“指

南针”。前程似锦，路在脚下。奋斗“十

四五”，奋进新征程，离不开每一名官兵

的全力以赴、努力拼搏。凝心聚力、鼓足

干劲，立足本职岗位、苦练打仗本领，不

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脚踏实地投身强

军兴军的伟大实践，我们就一定能够创

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的光辉业绩，

把美好蓝图变为强军现实。

（作者单位：65447部队）

奋斗“十四五”奋进新征程
■张洪灿

八一时评

画里有话

“长胡子的男人更扛揍”“人类的六

大恶心因素”“游戏成为多动症治疗处方

药”……日前，第九届菠萝科学奖开奖，

来自不同国家的9位科学家和好奇心人

士获奖。

有趣的外壳，严肃的科学精神。正

如菠萝的味道又酸又甜一样，菠萝科学

奖被称为中国版的“搞笑诺贝尔奖”，旨

在褒奖有想象力、有趣味性的科学研究，

唤起人们对科学的好奇和热情。“数钱可

以减轻疼痛”“蚊子为什么不会被雨滴砸

死”……这些天马行空、脑洞大开的科研

成果，看似都是“无用良品”，却是在“向

好奇心致敬”，鼓励人们积极参与发现未

知的探索之旅。

哲人有言，一看见星星，我就开始做

梦。好奇心是人的天性，代表着人的求知

欲。没有好奇心，就会习以为常、见怪不

怪，就不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没有问

题，就如同射箭没有靶子，难以刨根问底做

进一步的探究。正如爱因斯坦所说：“提出

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

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只用反复实验、矢志

攻关就可以了，而提出新的且有意义的问

题，却需要奇特的想象力、深邃的洞察力，

而这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

“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的出发点

往往是科学家探究自然奥秘的好奇心。”

习主席在科学家座谈会上，多次提到“好

奇心”，指出“凡是取得突出成就的科学家

都是凭借执着的好奇心、事业心，终身探

索成就事业的”。好奇心是开垦未知之

犁、开拓创新之剑、科学发现之母。不迷

信学术权威，不盲从既有学说，以单纯的

好奇心而非功利心来驱动，看似无用乃至

荒谬、荒诞的研究，实则暗合科学发展规

律，真理可能正以某种形式存在其中。

回顾科学发展历程，许多重大的原

创理论或发现，都源于不经意间的好奇

心。从牛顿被苹果砸中发现地球引力，

到伽利略思考吊灯为什么左右摇晃提出

单摆等时定律，再到魏格纳看世界地图

萌生大陆漂移说的想法……从某种程度

上讲，一部科学发展史就是人类在好奇

心驱使下不断向未知领域探索的历史。

细细品味“天问”“希望”“勇气”“机遇”等

火星探测器的名字，亦能感受到人类渴

望探索浩瀚宇宙的不懈追求。

战争是最少保守的领域，是最需要

创造性思维的实践活动。永不满足现

状、永不画下句号、永不言败，是创新的

源动力。点燃创造的火花，可能是一次

天真的遐想，也可能是一次浪漫的幻

想。现在的“90后”“00后”官兵，从小生

长在互联网时代，思维活跃、好奇心强、

求知欲旺盛。我们要营造敢于质疑、独

立思考的土壤和环境，呵护好官兵的好

奇心，鼓励他们永葆创新的冲劲，勇闯

“无人区”、敢捅“天花板”，不断创造“变

不可能为可能”的奇迹。

好奇心乃开拓创新之剑
■米继贤 张荣刚

坚决服从组织安排，是老一辈革

命家的境界与胸怀，也是我们党的优

良传统。

抗战时期，中央军委政治部找李先

念谈话：“组织决定你到八路军第一二

九师当营长，你有什么意见吗？”那次岗

位调整是从军级降到营级，但李先念毫

不犹豫：“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

解放之初，中央决定让18军执行向

西藏进军的任务，军长张国华当即表

态：“一切听从党安排。”部队召开誓师

大会时，张国华把不满3岁的女儿背到

会场，以“背女出征”的方式宣示坚决服

从组织命令的决心意志。

坚决服从组织安排，是我们党从血

与火的考验中总结出的信念信条，是这

个组织中任何人都必须遵守的铁的纪

律。1938年4月17日，张国焘发表书面

声明脱离共产党。时年10月，毛泽东在

向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作报告时指出：“鉴

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

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

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

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

就破坏了党的统一。”从艰苦卓绝的战争

年代，到波澜壮阔的建设时期，我们党在

“四个服从”的坚强保证下，凝聚成了一

个有着强大战斗力的钢铁集体。

陈云同志说：“共产党员不仅在日

常工作中要忠实于党的决议，而且要在

困难中，在生死关头时，忠实于革命和

党的决议。”电视剧《身份的证明》中，我

军情报人员瞿皓明，解放前夕奉命打入

国民党内部，直至新中国成立时，其公

开身份仍是国民党第92军情报处副处

长。更遗憾的是，时过境迁，其唯一的

上级已经牺牲，唯一的助手去了台湾。

此后的47年时间里，瞿皓明没有“身份

证”，但历经磨难、初心不改，始终牢记

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坚决相信

组织、依靠组织、服从组织，为自己的一

生做了最好的证明。这样的党员干部，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不胜枚举。

“革命需要我去烧木炭，我就去做张

思德；革命需要我去堵枪眼，我就去做黄

继光。”每名党员干部，都是党的人，无论

在什么岗位，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是为

党服务，为人民服务，必须讲奉献、讲觉

悟、讲大局、讲境界，自觉服从组织安排，

“党叫干啥就干啥，打起背包就出发”。

65年前，中央决定交通大学主体从上海

迁往西安。数千名交大师生坚决维护党

和国家重大决策，告别繁华都市，扎根条

件艰苦的古都西安。钟兆琳教授掷地有

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支援西北每个

教师都有责任。”陈大燮教授斩钉截铁：

“迁校西安是政府的决定、祖国的号召，

对国家工业建设是有很重大意义的，因

此，我们坚决响应这一号召。”在交大西

迁的洪流中，无数胸怀大局、无私奉献、

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先进人物，筑就了

“西迁精神”的时代丰碑。

纪律具有强制性，坚决服从组织安

排必须做到无条件服从。这不仅是个人

的态度和素养问题，也是检验一名党员

干部合格与否、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准。

如果对组织安排挑三拣四，甚至闹情绪、

撂挑子，拒不服从，最终必然受到组织的

严肃处理。抗战时期，抗大学员刘力功

毕业后，拒绝到基层部队工作，组织上7

次派人找其谈话，都没有谈通，最后被开

除党籍，并公布于全党。“刘力功问题”是

普通党员违反“四个服从”纪律的典型案

例，今天仍有个别党员干部视“服从”为

“不定项”，对己有利者从之、对己不利者

弃之，阳奉阴违、讨价还价。组织如铁，

纪律如磁，有组织无纪律，就会像磁铁消

磁一样，失去凝聚力，丧失战斗力。

我们常讲，“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

会主义国家独特的制度优势。对于我们

这样一个有着9100多万名党员的世界

第一大党，如果不讲服从，就不能“集中

力量”，更谈不上“办大事”。新的征程

上，只有每一名党员坚持“一切行动听指

挥”，时时处处做到党组织“一下决心，一

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我

们才能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

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

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不断取

得新的更大胜利。

（作者单位：武警安徽总队）

党叫干啥就干啥
■张庆文

玉 渊 潭

“这一战，人民军队战斗力威震世

界，充分展示了敢打必胜的血性铁骨！”

习主席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

朝出国作战 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

话，深刻揭示了志愿军以劣胜优、以弱

胜强的制胜密码，彰显了中华民族舍生

忘死、向死而生的血性气质。

“夫含生禀血，鼓作斗争，虽死不省

者，气使然也。”战争是物质的较量，也

是精神的比拼，说到底，是“钢”与“气”

的博弈。这是左右战争的两个重要因

素，互为支撑，相互影响，“钢”可以砥砺

“气”的锐度，“气”可以弥补“钢”的不

足。但自古以来，气为兵神，勇为兵本，

最终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不是物，最厉

害的武器是精神、是意志力，利剑总是

对精神俯首称臣。如同绵羊装上了钢

牙，也无法同狼斗，一支军队无论武器

装备多么先进，都不能代替人的战斗意

志和斗争精神所激发的强大力量。

抗美援朝战争，就是中美之间一场

“钢”与“气”的较量。很显然，我军“钢”

少，与对手相比实力悬殊，甚至是极不

对称的，要想取胜，必须“气”多。首战

两水洞、激战云山城、会战清川江、鏖战

长津湖，粉碎“绞杀战”、抵御“细菌战”、

血战上甘岭……面对强大而凶狠的作

战对手，身处恶劣而残酷的战场环境，

志愿军将士少的是钢铁武器，多的是钢

铁意志，冒着枪林弹雨勇敢冲锋，顶着

狂轰滥炸坚守阵地，时常把武装到牙齿

的敌人“打得如潮水般溃退”，最终把抗

美援朝战争打成了美国人眼中“最寒冷

的冬天”。

“最可爱的人”，这是全国各族人民

对志愿军将士的由衷赞誉。崇高赞誉背

后，“英雄的生命开鲜花”。从毅然抱起

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杨根思，到用

胸膛堵住枪眼、为战友冲锋开辟道路的

黄继光，再到严守潜伏纪律、忍受烈火烧

身直至壮烈牺牲的邱少云……志愿军将

士坚定“不上英雄榜，便涂烈士墙”的必

胜信念，血性胆气激荡战斗豪情，钢铁意

志磨砺尖刀利刃，逢敌亮剑、浴血奋战，

以“钢少气多”力克“钢多气少”，矗立起

一个个“精神高地”。正如毛泽东同志所

说：“志愿军打败了美国佬，靠的是一股

气，美军不行，钢多气少。”

这股气，被对手称为“谜一样的东方

精神”。这个“谜”，让美军上将范弗里特

至死都没弄明白，怎么就是拿不下那两

个由中国士兵把守的山头。这个“谜”，

让美国人百思不得其解，用电脑反复模

拟得出的结论是志愿军无论如何也抵挡

不住美军强大的机械化装备，而中国军

队却做到了。这个“谜”，让美国老兵约

翰50多年后仍然心有余悸，有时还会痛

哭流涕，战争留给他的除了恐惧和敬畏，

还有疑惑和不甘：中国士兵为什么不怕

死？中国军队凭什么能打赢？

其实，这个“东方之谜”的谜底，就

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

气、精神、意志，这是人民军队的优势和

力量所在，这个制胜之钥我们一直懂

得、始终铭记、永远赓续。时光走过70

载，山河无恙、家国安宁，但流淌在中国

军人体内的血性胆气却愈加浓烈。今

年1月，归国志愿军烈士遗物在沈阳首

次展出，透过这些浸染着战火硝烟的物

品，一股舍我其谁、有我无敌的血性胆

气扑面而来，传递着穿越时空、生生不

息的无穷力量。面对今年这场艰苦卓

绝的抗疫斗争，人民军队用一腔热血延

续着那份沉甸甸的血性担当，再次展现

出一往无前、敢打必胜的铁血豪情。

“我军历来是打精气神的，过去钢

少气多，现在钢多了，气要更多，骨头

要更硬。”血性，胜利的刀锋。军人，使

命在肩，唯有血性担当。军人生来为战

胜，须臾不可无血性。无论时代条件如

何发展，战争形态如何演变，血性永远

是我军坚不可摧的钢铁脊梁，无所畏惧

的勇猛胆魄和所向披靡的虎气锐气永

远不能丢。我们在用“钢”铸造雄师劲

旅的同时，更需要传承和强化“气”多

“气”强的优势，砥砺官兵训练不怕苦、

打仗不怕死的英雄豪气、虎虎生气、高

昂士气。“钢”强“气”更盛，“钢”多骨更

硬，就能在未来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单位：32126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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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瞭望

【新闻】前不久，来自黑龙江省的
92 岁老兵刘廷珠在颐和园游览时，不
慎将几天前刚刚领到的“中国人民志愿
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周年”纪念章
遗失，心情十分沮丧。事后，园方和属
地警方进行了地毯式排查，终未寻获。
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了解这一情况
后，主动向老人赠送了一枚新纪念章。

【评论】

一枚纪念章，温暖老兵心。以国家

的名义发放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

纪念章，是对志愿军将士的崇高敬意。

向遗失纪念章的老兵赠送新纪念章，是

对老兵的再次礼遇。为祖国拼过命的

人，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用生命和鲜血

凝成的荣誉，永远不会丢失。

“他们连命都舍得，我们赠送一枚

新纪念章，难道不是应该的吗？”一位

工作人员的话，引发网友共鸣。是的，

70年前，一批批壮怀激烈、风华正茂的

中华儿女，“雄赳赳、气昂昂”地踏上抗

美援朝战场，前赴后继、浴血奋战，抛

头颅、洒热血，19万多名烈士用鲜血染

红了金达莱花，有的名字无人知晓，有

的尸骨不知所踪。岁月改变山河，时

间冲淡记忆，但硝烟散去，功勋永存，

每一位英烈都应被铭记，都配得上最

崇高的荣誉。

志愿军英雄们说：“我们的身后就

是祖国，为了祖国人民的和平，我们不

能后退一步！”荣誉是军人的第二生命，

每一名军人都渴望胸前挂上军功章，但

英雄们并不是为了军功章才踏上战

场的。从当了60多年农民的一等功臣

孙景坤，到为杨靖宇烈士守陵60多年

的战斗英雄徐振明，再到扎根祖国边

陲、一生默默奉献的“一级英雄”李延

年，许许多多立下赫赫战功的志愿军老

战士走下战场，脱下军装，掩盖身上的

伤疤，深藏胸前的奖章，在平凡的岗位

上，几十年如一日，甘守寂寞与清贫。

“躯壳纵填沟壑去，精神犹在海天

张。”先烈的生平，我们也许已记不清，

但他们的精神，我们一定要记得牢。英

雄越是深藏功名，我们越要彰显尊崇。

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

作战70周年大会上，当志愿军老战士、

老同志、烈士家属等代表步入会场时，

全场响起长达10多分钟的热烈掌声。

这掌声，是对人民英雄的由衷致敬，是

对崇高荣誉的深情礼赞，更是对抗美援

朝精神的永续传承。

“实现我们的目标，需要英雄，需要

英雄精神。”国有脊梁，才能屹立不倒；

军有忠魂，才能战无不胜。英雄们终会

老去，但崇高的荣誉永远闪光，英雄的

精神永远长存。我们要时刻以英雄为

指引，赓续优良传统，传承红色基因，尊

崇英雄、学习英雄、捍卫英雄，砥砺前

行、不懈奋斗，在强军兴军新征程上再

立新功。

崇高的荣誉永远不会丢失
■陈泽亮 朱垚安

漫画作者：张学士

组织如铁，纪律如磁，

有组织无纪律，就会像磁

铁消磁一样，失去凝聚力，

丧失战斗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