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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确 保 实 现 建 军 百 年 奋 斗 目 标

细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

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

景目标的建议》，发现“安全”二字共出现

66次。可见安全发展、国家安全对于我

们实施“十四五”规划、夺取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的重大意义。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统筹发展

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这

不仅是实现“十四五”时期主要目标的

重大举措，也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坚持的

一个重大原则。国家要实现长治久安、

繁荣昌盛，必须办好发展、安全两件大

事，筑牢国家安全屏障。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发展和安全

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发展是安全

的基础和目的，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和保

障，发展和安全要同步推进。既要善于运

用发展成果夯实国家安全的实力基础，又

要善于塑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

环境。事实证明，贫瘠的土地上长不出和

平的大树，连天的烽火中结不出发展的硕

果。唯有发展和安全相辅相成、一体推

进，中国梦强军梦才会越来越近。

谈到国家安全，人们很容易联想到国

土安全、军事安全、反间防谍、维稳处突等

方面。实际上，新时代的国家安全早已不

局限于传统的“小安全”，而是涵盖政治、

经济、文化、社会、网络等多个领域，是一

种名副其实的“大安全”。进一步说，国家

安全关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与我们每个

人的工作、生活息息相关。筑牢国家安全

屏障，人人有责，更需人人尽责，形成维护

国家安全的强大合力。

就拿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来说，它就

属于典型的非传统安全。面对突如其来

的疫情，全军官兵和广大群众心系国家

安全，顽强拼搏、团结战斗，取得疫情防

控重大战略成果。在疫情防控斗争中，

我们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既防控了疫

情，维护了国家安全，又在前三季度实现

了经济正增长，走在了世界前列。疫情

防控斗争提醒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能轻

视国家安全。只有安全有了保障，经济

社会才能得到健康发展。反之，就会对

党和国家事业带来严重影响。

人民子弟兵永远是保卫祖国的钢铁

长城，永远是守护家国的忠诚卫士。在

筑牢国家安全屏障方面，军人更应挺起

胸膛、走在前列。军人维护国家安全，首

要的是维护军事安全。国防和军队建设

是国家安全的坚强后盾，军事斗争是进

行伟大斗争的重要方面，打赢能力是维

护国家安全的战略能力。军事上的落后

一旦形成，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将是致命

的。虽然我们捍卫和平、维护安全、慑止

战争的手段和选择多种多样，但军事手

段始终是保底手段，始终起着定海神针

的作用。只有保底手段保得了底，国家

安全才有底数，民族复兴才有底气。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

国作战70周年。正是当年志愿军敢于战

斗、浴血奋战，取得了伟大胜利，有效维护

了军事安全，我们才迎来经济社会发展的

良好外部环境，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

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历史告诉我们，

只有构筑起国家安全的铜墙铁壁，才有伟

大目标、伟大梦想、伟大事业的实现。

天下仍不太平，国家安全需要有力

捍卫。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

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安全形势不确定

性不稳定性增大。越是形势复杂严峻，

越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既重视传统

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坚决筑牢国

家安全屏障。对广大官兵来说，一方

面，要深入开展实战化军事训练，全面

提高新时代备战打仗能力，确保召之即

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为实现中国梦

提供更为坚强的战略支撑。另一方面，

要增强危机意识、忧患意识，树牢底线

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勇于同危害国家

安全的一切人和事作斗争，有效防范和

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

挑战，努力推动平安中国建设达到更高

水平。

国家安全有底数 民族复兴有底气
■武天骄

长城瞭望

“花生的好处很多，有一样最可贵：

它的果实埋在地里，不像桃子、石榴、苹

果那样，把鲜红嫩绿的果实高高地挂在

枝头上，使人一见就生爱慕之心。你们

看它矮矮地长在地上，等到成熟了，也不

能立刻分辨出来它有没有果实，必须挖

起来才知道。”这是许地山先生写的《落

花生》一文中的一段，虽然几十年过去

了，但至今仍然印象深刻。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落花生的可贵

之处，在于它不挑生长地，一旦落地生

根，便在阳光雨露中吸收能量，一寸一寸

伸展根须、汲取营养，而这正是年轻干部

应该具备的。

基层是部队的终端，是年轻干部成

才、成功的必经之路。只有扎根基层，成

长才有沃土的滋养；只有融入基层，成才

的起步才有力，后劲才更足。年轻干部

就应该像落花生一样，组织把自己放到

哪里，就在哪里履职尽责，干出成绩。无

论是出“显绩”的工作，还是只能出“潜

绩”的工作，都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其中，

都撸起袖子加油干，干出经得起时间实

践检验的实绩。

温室花朵只能舞风弄月，深山楠木则

可屹立森林。干部到基层淬火炼金，既是

事业薪火相传的需要，又是自己健康成长

的需要。今天的年轻干部，最需要的就是

补上基层这一课，当学“落花生”，不慕名

利，踏踏实实，孕育出饱满的果实。

干事创业当下“笨功夫”
■张 亮 赵焕斌

天下之至拙，胜天下之至巧。对青

年官兵来说，过硬本领始于“笨功夫”的

投入。

“笨功夫”是坚持不懈的努力、择一

事终一生的专注。许多时候，看起来

“笨”的做法，因为不留死角、不存遗弊，

反而铺就通往目标最有效、最快捷的道

路。“时代楷模”王锐入伍时只有高中学

历，平时无论学理论还是练军事技能，他

每天比别人多练半小时，凭借这种水滴

石穿、久久为功的精神品质，最终成为全

军最年轻的“双特”两栖装甲尖兵，书写

了一名士兵的精武传奇。

“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

器。”任何事业的成功都不是轻而易举就

能取得的，更来不得半点心浮气躁、懈怠

偷懒。然而，现实中，少数青年官兵想法

有余而行动不足，立志很多而韧劲不足，

过于追求走捷径，不愿吃苦奉献、埋头苦

干，一旦效果不明显，便打“退堂鼓”。如

此，怎能成就精彩军旅人生？

实践证明，“笨功夫”不笨，而且还是

一笔难能可贵、不可多得的财富。“笨功

夫”下得多了、积累够了，随之而来的便是

“巧劲”。在循序渐进中，摸清了规律、掌

握了方法、打牢了基础，“笨功夫”自然化

为“真功夫”，“手中活”必然练成“撒手锏”。

年轻干部当学“落花生”
■李卓伦

《左传》记载：宋文公四年，郑国和

宋国交战。战前，宋国主帅华元宰羊犒

劳将士，车夫羊斟却没能吃到。开战

后，羊斟说：“日前分发羊肉的事，你说

了算，今天驾驭战车的事，我说了算。”

说完，他驾车驰入郑军军阵，导致华元

被俘，宋军大败。不难发现，羊斟如此

“任性之举”，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发泄心

中不满、愤怒和委屈等负面情绪。这提

醒我们：不论是带兵人，还是普通一兵，

密切关注、科学调节自己和身边战友的

情绪十分重要。

根据《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解释，情

绪是一种极为复杂的心理现象组合。

在工作、生活中，我们常会遇到各种各

样的人和事，由此产生高兴、伤心、兴

奋、惊讶、愤怒、沮丧等情绪。对此，应

客观认识到，情绪没有好坏优劣之分，

只是应善控制、善调节、善转化，不断消

解负面因子，积聚正能量。

一位古希腊哲学家曾说：“人们不

是被事情所困扰，而是被他们看待事情

的观点所困扰。”同一事物，换个角度、

换种思维，得到的情绪反馈就大不相

同，处置结果也大不相同。《资治通鉴》

记载：一次，魏徵和唐太宗在朝上发生

争执，退朝以后，唐太宗愤怒地对长孙

皇后说：“会须杀此田舍翁！”长孙皇后

得知详情后，返回房间，换好朝服，向唐

太宗祝贺。唐太宗惊讶地问其原因，长

孙皇后答：“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徵直，

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唐太宗于

是转怒为喜，不再追究。后来，魏徵不

仅辅助唐太宗缔造了“贞观之治”的治

世局面，也留下了一段“以人为鉴，可以

明得失”的君臣佳话。

身在军营，无论是日常面对高强度

的训练，还是战时接受血与火的生死考

验，都需要我们保持稳定的情绪、昂扬的

姿态、乐观的心态。因为，健康的心理、

稳定的情绪，可以避免感情用事、盲目犯

错；而不好的性格、不良的情绪，则会影

响人的思考和判断能力，进而产生不必

要的负面影响。《黄石公三略》就曾观察

到这一现象，提出“军国之要，察众心，施

百务”，并针对性提出惧者欢之、冤者原

之、诉者察之、卑者贵之等数种调节士卒

情绪的办法，至今仍颇有启发意义。

对于指挥员来说，修好“心学”更为

重要。二战时，一艘潜艇被一个战斗机

小队诱杀，指挥室和炮位损毁严重，艇

长、炮手及10余名水兵阵亡。作为潜

艇上唯一没有受重伤的军官，外科医生

普法芬格尔冷静地指挥潜艇下潜转向，

并组织伤员救护，最终救下了这艘潜

艇，使它安全返回基地。与之相对应的

是，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装备精良的

以色列第190装甲旅在与埃及第2步兵

师作战时，该旅旅长亚古里轻敌冒进，3

次出击损失坦克35辆，一怒之下，孤注

一掷将剩余的 85辆坦克全部投入战

场，结果坦克全部被埃军摧毁，亚古里

本人也被俘虏。

“谋能势成，则怯者勇；谋夺势失，

则勇者怯。”作为指挥员，还应看到，情

绪是把双刃剑。敌我双方实力的此消

彼长，不仅在于控制、调整己方情绪，还

在于牵引和调动对方情绪，达到为我所

用、制人而不制于人的效果。这需要我

们在平时加强学习积累、研究思考，观

其行、揣其意，搞清不同作战对手，特别

是指挥员的战斗特点、情绪弱点和思维

方式等，做到用时因人施策、靶向发力。

小说《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不论是

三气周瑜导致吴国折将、七擒孟获终获

蜀汉南方归心，还是巧施“空城计”退敌

兵，总能针对不同对手的性格特点、处

事原则，有效调动其情绪，较好地达成

目的。但在“失街亭”一役中，被他寄予

厚望的马谡刚愎自用、轻敌冒进，致使

蜀国北伐失败。这也从反面启示我们，

各级指挥员都需要审慎应对情绪带来

的风险挑战。

谨防羊斟式“任性之举”
■杨思聪

玉 渊 潭

近日，空军某部雷达站官兵值班时

发现不明空情，目标雷达反射面积小，

难以捕捉。指挥所仔细研判后，判别该

目标为“低慢小”航空器，并迅速下达处

置指令。

何为“低慢小”？即“低空、慢速、小

型”飞行目标。目标乍看不起眼，一旦

错过就可能对空防安全造成极大威

胁。事实上，无论是练兵备战还是在经

常性工作中，那些“出现频率低、形成后

果慢、影响覆盖小”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淘米时漏掉一粒沙，可能硌碎牙；

打仗时忽略一个细节，就可能吃败仗。

纵观战争史，因为一只宠物猫暴露指挥

所位置，因为打手机被对方锁定，因为

没带自救木使身陷淤泥的坦克寸步难

行……小事细节上的疏忽大意往往会

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影响战争全局。

1953年，抗美援朝战场上，志愿军第20

兵团代司令员郑维山大胆地在“联合国

军”眼皮底下组织 3000余人的白天大

潜伏。他要求部队认真研究：咳嗽怎么

办、睡觉打呼噜怎么办、大小便怎么办、

蚊虫叮咬怎么办……正是靠着对细节

精益求精的追求，志愿军硬是完成了这

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战场上，

“低慢小”问题看似微不足道，实则祸患

无穷，哪一点想不到、哪一个不解决，都

可能功亏一篑。

《资治通鉴》有云：“尽小者大，慎微者

著”。然而，“尽小”和“慎微”绝非易事。

面对浩如烟海的科研数据，没有气沉丹田

的定力去认真细致研究每个原始数据，怎

能做出世界级的科研成果？面对生产流

程中纷杂繁琐的隐患点，没有敬畏生命的

清醒认识，怎能去缜密排查？“魔鬼藏在细

节里”。复杂多变的信息化战场，细节的

表现更加多样，“当双方势均力敌时，战争

的天平将趋于平衡，也许一只蚂蚁就可以

左右天平的倾斜。”打赢不能靠旦夕的激

情，靠的是从基本功练起的沉稳毅力，靠

的是从细微处下功夫的耐心付出。不放

过任何“低慢小”，审慎持重，方能从小事

小节中孕育大胜利。

对于着眼“死生之地”、求取“存亡之

道”的军人来说，训练水平如何，是否满

足能打仗、打胜仗的核心要求，关键看细

节，因为1%的错误会带来100%的失败。

不放过任何“低慢小”
■文/徐梦玥 图/陈镇西

画里有话

某大公司招聘发报员，凡是熟悉莫

尔斯密码者都可应聘。大厅里人声嘈

杂，许多应聘者焦急地等待着面试。一

位迟到的年轻人倾听片刻，径直走进办

公室。不一会儿，人事经理对大家说，诸

位请回，发报员已经招到了，我们一直在

用莫尔斯密码发送一则消息：谁听到了，

请直接走进办公室。大厅里顿时鸦雀无

声。应聘者遵循通常的招聘原则，专注

地聆听考官的召唤，根本没有意识到，招

聘早已开始，从而也暴露出他们缺乏敏

锐捕捉周围信息的习惯和意识。

马克思说：“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

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

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人

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

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正所谓：

看不到平时的危机是最大的危机，看不

到潜在的风险是最大的风险。诸多应

聘者“失敏”的教训警示我们：战争，从

来都是你死我活；战场，从来没有悔棋

之说。等遇到敌人才想起没拿枪，等听

到导弹从头顶呼啸而过才发觉战争来

临，实乃兵家大忌。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是

中国传统的战略思想。与孙子齐名的

战国时代军事家吴起说过，作为将帅有

五件事特别值得警惕，即“理、备、果、

戒、约”。其中，他对“备”的解释是“出

门如见敌”——只要跨出营门，就得有

如临大敌的准备；对“戒”的解释是“虽

克如始战”——即使打了胜仗，也要有

刚开始时那样的戒备心理。

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刘基

在《郁离子》中讲述了一个“若石防虎”

的寓言：若石隐居在冥山山北，有只老

虎经常窥伺他家。若石便率家人昼夜

防备。因为防守严密，一年来，老虎什

么也没有得到。一日老虎死了，若石大

喜，自以为虎死，再没有什么能够危害

自己。“于是弛其机，撤其备，垣坏而不

修，藩决而不理。”没多久，有猛兽而来，

若石束手无策，被其咬死。

若石只知猛虎吃人，而不知吃人的

野兽不是老虎一种。如今，有些人只把

全副武装的人视为敌人，其实现实中的

对手更加多样。有时候，坐在电脑前、

不穿军装的文弱书生发动并赢得一场

战争绝非天方夜谭；只把有血有肉的人

视为敌人，其实智能化的无人装备已将

战场搅得面目全非。从历史实践看，有

形的对手好防，看不见的对手防不胜

防；“防患于已然”已经很难，“防患于未

然”则难上加难。

“士兵平时即战时。”俄国军事家苏

沃洛夫的这句名言，深刻揭示了军人所从

事的职业没有平时与战时之分。然而在

许多人的意识里，敌对双方只有交上火，

才算进入战争状态；而没有硝烟，就是和

平。这种“战”与“和”泾渭分明、非此即彼

的划分方式，很容易麻痹人们的思想神

经。环顾我国所处的战略环境及面临的

战略态势，某种程度上讲，战争无时无刻

不在我们身边发生着，无时无刻不在威胁

着我们的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倘

若把战争仅仅看作是“动员令”发布之后

的事情，无疑会带来无穷的灾难。

历史经验表明，战争从来都不是从

D日开始的，打仗指望“灵光一闪”是会

失灵的。“虑不先定，不可以应卒；兵不

闲习，不可以当敌。”作为肩负新时代新

使命的人民军队，只有始终拉满备战打

仗之弦，时刻保持准备上战场的战斗姿

态，睁大警惕的眼睛，苦练实战的本领，

抓好实训的落实，才能在关键时刻召之

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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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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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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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西
成

每名党员干部，无论是成长进步、晋

升任职，还是考核评优、立功受奖，归根

结底离不开组织的培养。但有的同志认

为是领导的体恤，把功劳记在领导身上，

感个人之恩；有的领导把组织对官兵的

关怀，变成个人的关爱，贪组织之功。这

些做法，颠倒了个人与组织的位置，玷污

了上下级之间的同志关系，如果任其蔓

延，容易破坏团结、败坏风气。

功劳该记在谁身上，是对党员干部

初心的叩问、党性的考验、灵魂的体

检。1937年至1944年，陈云担任了7年

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离任之际，继任

者彭真及其他一些同志问陈云，有没有

什么需要交代的。对此，陈云在 1945

年党的七大上作了明确回答。他说，7

年中看到了一种不良倾向：“在我们党

内一部分干部中间，有一股骄气。”“许

多人喜欢人家说他好，不喜欢人家说他

坏。有的人只能升官，不能降级，有功

必居，有过必避。”他的交代就是，“要讲

真理，不要讲面子”，要正确看待功劳，

要摆正个人位置。

那么，功劳该记在谁身上呢？陈云

认为必须摆正三个因素的次序：“头一

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

三才轮到个人。”这个次序一点也不能

颠倒，丝毫不能含糊。陈云以党的历史

生动阐明了必须摆正个人位置的道

理。张国焘曾经指挥千军万马，做过边

区政府主席，“但是当他离开了老百姓

的时候，当他离开了党的时候，一个大

钱也不值。”“他走的时候单枪匹马，干

部统统离开他，警卫员也回到了延安，

他一个人在清明时节雨纷纷中走了。”

“这件事，可以做我们的教训。个人的

作用是有的，不过自己不要估计太大

了。任何人离开了人民，离开了党，一

件事也做不出来。”“我们是党员，在党

的领导下，适合老百姓的要求，做了一

点事，如此而已，一点不能骄傲。”

“大贤秉高鉴，公烛无私光。”功劳记

公账，彰显的是信仰的力量，闪耀的是党

性的光辉，照亮的是人格的魅力。功劳

记公账，焦裕禄可以作为一面镜子，他为

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办了数不清的好

事、实事。当不少人称他为“恩人”，上门

“报答”时，他却谦逊地说，这是“党组织

给予的温暖，我只是做了点应该做的事

情。”领导干部的政绩绝不仅仅是个人奋

斗的回报，而是党和人民培养、信任、支

持的结果，其中凝聚了许多人的力量和

智慧。因此，在功劳面前要有自知之明，

多思自己的不足，多想肩上的责任，从中

汲取不断前进的力量。同时，特别值得

各级领导干部警醒的是，一旦用功劳把

自己的前行之路挤得满满的，结果只会

丢掉干事创业的进取心、求真务实的责

任心、与人为善的平常心，甚至会方向迷

失、思想滑坡、事业停滞。

今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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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党

员干部，务必要客观认识成绩进步、正

确对待功劳荣誉。正如陈毅元帅所说：

“第一想到不忘本，来自人民莫作恶。

第二想到党培养，无党岂能有所作？第

三想到衣食住，若无人民岂能活？第四

想到虽有功，岂无过失应惭怍。”始终以

“功成不必在我”的积极心态、奋发有为

的精神状态，努力干出一番事业、创造

一番业绩。如此，才能不负组织培养、

不愧部队信任。

（作者单位：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

学中心政治工作部）

功劳应该记在谁身上
■傅凌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