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３日 星期一责任编辑/窦道琴 徐亚军 E-mail:jfjbsxzx@163.com 思想战线

由国防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举办的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理论座
谈会，11月 17日在国防大学召开。会
议围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重大意
义、重要精神、创新举措等一系列问
题，进行了学习研讨交流。军内外专
家学者50余人参加了座谈会。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是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进军谋篇布局的重要会议。学习贯
彻全会精神是当前全党全军的重要政
治任务。全会重点研究了“十四五”规
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问题并提出
建议，承接历史，擘画未来，系统回答了
新发展阶段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
现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开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纲领性文件，
必将鼓舞和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
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推动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实
现新阶段新任务，必须按照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确定的思路和部署抓好规划
的制定和落实，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
导、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确保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新的
更大胜利。

从军队层面看，这次全会的重大意
义突出地表现为，首次提出建军百年奋
斗目标，并对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作
出新的战略部署，明晰了国防和军队现
代化目标步骤，明确了国防和军队现代
化重点任务，聚焦提高国防和军队现代
化质量效益，必将引领我军坚定不移走
好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不断开创强军事
业新局面。全会提出“提高国防和军队
现代化质量效益”，这与“以推动高质量
发展为主题”是相贯通、相一致的，是党
中央和习主席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
新时代强军伟业作出的谋划和设计，是
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
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必然要
求。我们必须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
认识我军建设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
不断增强聚力高质量发展的自觉性和
紧迫感，坚持把军队建设发展模式转到
体系化内涵式发展上来，坚持质量第
一、效益优先，推动军队现代化由“量”
的增值转向“质”的提升。

从军队院校这个层面看，与会代
表认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对
于全军院校的建设发展，也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和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抓
好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的贯彻落实，
是军队院校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的着力
重点，是培养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

人才，为我军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
撑和智力支持的重要保证。我们要把
这一方针作为魂和纲立起来，全面深
入贯彻到新时代军事教育和人才培养
的实践中去。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
军事理论创新，深化习近平强军思想
的学习研究，深刻领悟习近平军事战
略思想，前瞻洞察智能化战争特点规
律和制胜机理。要大力锻造新型军事
人才方阵，完善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
才培养体系，拓宽人才培养渠道，深化
院校部队双向交流，实现人才培养与
作战需求相契合、与装备发展相同步、
与使命拓展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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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

出到二〇三五年建成文化强国，这是

党中央首次明确建成文化强国的具体

时间表，对此如何理解？

69221部队 苏建国

答：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
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一直是我们党
为之不懈奋斗的目标。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提出到二〇三五年建成文
化强国，这是党中央首次明确建成
文化强国的具体时间表，表明我们
党始终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并通过
远景目标与五年规划的有机结合，
不断细化部署建设文化强国的具体
任务，为今后推进文化建设提供了
重要遵循和根本指南。

文化是一国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内
在要求。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文化是重要内容；推动高质量发
展，文化是重要支点；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因

素；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
文化是重要力量源泉。越是接近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越是
要坚定文化自信，高扬精神旗帜，推
进文化建设，为攻坚克难砥砺前行提
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和重
要智力支持。

新时代文化建设必须紧扣建成文
化强国这一目标，立足坚持马克思主
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和坚定
文化自信，完成提高社会文明程度、
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等重点任务。
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
权、管理权和话语权，始终坚持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加
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继续推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构
建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
义意识形态，进一步巩固全党全军全
国各族人民团结奋进的共同思想根基。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
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
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
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
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我们必须保
持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
信心，保持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
力的高度信心，以获得文化创新的精
神动力，自信从容地走向世界。

文明是现代化国家的显著标志。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一个重大任
务就是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推动形成
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精神面
貌、文明风尚、行为规范。这是一项
系统工程，贯穿国家、社会与公众
三个层面，体现到文明城市、文明
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创建活
动的各个方面。要坚持推动理想信
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加强党史、
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
发展史学习教育，加强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传承弘
扬党和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形成的
伟大民族精神，推进公民道德建设，
实施文明创建工程，拓展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建设。

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是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的必然要
求。要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重
点，通过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深
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
化活动，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
化均等化水平。全面繁荣新闻出版、
广播影视、文学艺术、哲学社会科学
事业，实施文艺作品质量提升工程，
不断推出反映时代新气象、讴歌人民
新创造的文艺精品，让人民享有更加
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
化生活。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 余远来

如何理解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是在我国将
进入新发展阶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正处在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具有全
局性、历史性意义的重要会议。全会提
出的“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
目标，描绘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宏伟蓝图，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如何实现全会
提出的发展目标，创新是具有决定性意
义的战略支撑。全会强调坚持创新在
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是
胸怀两个大局、办好自己的事，育先机、
开新局的关键所在。

创新是中华民族的

精神禀赋和改革开放的

显著特征

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富有改革精
神的民族，是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民
族。翻开 5000 多年中华文明史册，创
新成为中华民族绵延至今的关键词。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国
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培育、继承、发展
起来的创新精神，为中国发展和人类
文明进步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在中
国古代，从天文学、地质学、物理学，
到机械、数学、艺术，特别是闻名于世
的“四大发明”，各个领域的创造创新
灿若星河，令人惊叹，为世界文明发
展作出了不朽贡献。新中国成立后，
党中央发出“向科技进军”的号召。
1978 年 3 月，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
生产力”，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
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
度重视创新，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创新型国家建设成果丰硕，北

斗、天宫、天眼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
问世，港珠澳大桥、北京大兴国际机
场等更是举世瞩目。随着科技供给能
力的有效增强，社会创新潜力得到更
好释放，中国人民的创造精神正前所
未有地迸发出来，必能创造出一个又
一个人间奇迹。
“创新是改革开放的生命。”习近平

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中作出的这一重要论
断，深刻阐明了创新对于改革开放的
极端重要性。1978 年召开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我们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
重大决策，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新时期。40 多年来，从农村
到城市，从试点到推广，从经济体制
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都充分体现了
人民群众的创造伟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不断取得重大成就，从中华民族
的历史维度看，意味着近代以来历经
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从社会
主义的发展来看，意味着社会主义在
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并不断开辟
发展新境界；从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来看，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
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
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
了中国方案。

改革开放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面
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
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伟大奇迹不
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别人恩赐施
舍的，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
民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
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的创新所取
得的。正是坚持改革创新、革故鼎新、
守正创新，我们党开创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局面，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
发展的新境界。

创新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动

力源”

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占
有核心地位，对于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基础上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尤为重要和关键。

创新凸显新发展理念。创新是一
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
发达的不竭源泉。在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中，创新
居于首要位置。坚持创新发展，是分
析近代以来世界发展历程特别是总结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得出的科学

结论。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
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把握了
发展的主动权。要把新发展理念贯穿
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推动质量变革、
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更高质量、
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
安全的发展，使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全
体人民，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

创新引领新发展阶段。“十三五”
规划目标任务即将完成，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胜利在望，我国将开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进
入新阶段，开启新征程，必须把创新摆
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
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
撑。习总书记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
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不创新就要
落后，创新慢了也要落后。”创新成为
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主要解决的是
增强发展动力和转变发展模式的问
题。而无论是增强发展动力，占领发
展的制高点，还是从粗放型发展模式
转变为新发展模式，最核心的内容最
主要的标志就是创新驱动。

创新推进高质量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
的基本特征就是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
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阶段与
高速增长阶段有本质的不同，这就是
从追求速度转变为追求质量，从规模
扩张转化为结构优化，从要素驱动转
向创新驱动。实现高质量发展，科技
创新是关键。习总书记指出：“谁牵住
了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谁走好了科
技创新这步先手棋，谁就能占领先机、
赢得优势。”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
进科技创新，核心技术一定要掌握在
自己手里，从根本上解决“卡脖子”的
问题。

创新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统筹两个大
局、做好自己的事的战略应对和化危为
机、主动求变的重大举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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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国际格局深
刻调整，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
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对更为复杂多
变的外部环境。我们必须把发展立足
点放在国内，更多依靠国内市场实现经
济发展。当然，国内大循环不是自我封
闭的，恰恰相反，是开放包容、互利共赢
的，尤为重要的是创新引领的，产业链、
供应链说到底都离不开创新链，只有创
新，才能占得先机、取得优势、赢得未
来，才能屹立不倒、挺立潮头。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

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创新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
略支撑。必须坚持创新驱动发展，让创
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科
技自立自强，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关乎
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要制定科技
强国行动纲要，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打好关键核心技
术攻坚战，提高创新链整体效能，全面
塑造发展新优势。加强基础研究，注重
原始创新，优化学科布局和研发布局，
瞄准科技前沿，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
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实现更多
“从0到 1”的突破。

牢牢把握人才这个第一资源。人才
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权的
战略资源，新时代新挑战新征程，必须聚
天下英才而用之，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
实效、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
构筑集聚国内外优秀人才的科研创新高
地，充分发挥广大知识分子、科技人员的
积极性能动性创造性，让各类人才的创造
活力竞相迸发、聪明才智充分涌流。

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不久前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
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
风建设的意见》，强调大力弘扬爱国、创
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新时代科学
家精神，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崇尚创
新、尊重人才、热爱科学、献身科学的浓
厚氛围，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汇聚磅礴
力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奋斗，一代人
有一代人的担当。以钱学森、邓稼先为
代表的“两弹一星”元勋，干惊天动地事，
做隐姓埋名人，集中体现了老一代科学
家艰苦奋斗、科学报国的家国情怀。以
黄大年、李保国、南仁东等为代表的新时
代优秀知识分子，潜心研究，攻坚克难，
报效祖国，集中体现了新时代科学家的
责任担当。从“两弹一星”到北斗、“蛟
龙”，从杂交水稻到载人航天，中国科技
工作者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同时也
要看到，我国科技整体水平大幅提升，但
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关键核心技术受制
于人的局面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因
此，无论是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重大
机遇，立足自主创新，建设科技强国，还
是打破核心技术瓶颈，牢牢把握发展的
主动权，科技工作者的责任重大、使命光
荣，必将大有可为、大有作为。
（作者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特聘教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

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
■郭建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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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
确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
化建设全局的核心地位，充分
表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的高度重视。站在“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
上，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创新驱
动发展，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本子上是满的，脑子里却是空

的；时间精力付出不少，收获却寥寥

无几……现实中此类尴尬并不鲜见，

究其缘由，思考力不足是重要方面。

有人说，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就

在于思考。这充分说明了思考的重要

性。“行成于思，毁于随。”随波逐流

难以留下自己的脚印，独立思考才能

绽放独特的光芒。爱因斯坦曾这样自

谦：“并不是我很聪明，只是我和问题

周旋得比较久。”如何提升思考力，一

个有效途径就是多和问题周旋。

心理学家研究表明，思维的起点

是意识到问题的存在，没有问题的思

维是肤浅、被动的思维。多和问题周

旋，首先脑子里要始终装着问题。

毛泽东同志曾说，脑子里要经常装几

个问题，留心观察，注意研究，不可

懈怠，否则就会遇事无策，陷于被

动。一位教授曾向即将毕业的学生赠

送了一个“防身药方”，第一味药就

是“问题丹”。脑子里始终装着问

题，体现了奋发进取的精神，彰显了

如履薄冰的清醒。有了强烈的问题意

识，就不会麻木于眼前的平庸，陶醉

于暂时的成功，而会主动把心思放在

事业上，循着问题去学习调研，在解

决问题中提升思考能力和思维层次。

思考的敌人之一是不到底。在回

答自己和一般人的不同在何处时，爱

因斯坦做了一个形象的描述：如果在

一堆干草垛里寻找一根针，一般人找

到一根针后即会鸣金收兵，而他则会

把整个草垛掀开，把可能散落在草里

的针一根不剩地全找出来。现实中，

“只找一根针”的人不在少数：有的

思考问题“就事论事”，陷进去却出

不来，或像猴子掰玉米边捡边丢，如

此怎能把思维打开，抓住“思想的闪

电”？还有的思考问题浅尝辄止，不

愿深入调查研究，不敢触及深层矛

盾，自然抓不住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若经常不思考或浅思考，遇到矛盾问

题特别是棘手难题，“脑中一锅粥，

手中一团麻”“老虎吃天，不知从哪

儿下口”，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哲人说：“如果你从肯定开

始，必将以问题告终；如果你从问

题开始，则将以肯定结束。”矛盾和

问题无处不在，有的是显性的、易

见的，有的则深藏在复杂的表象之

中。这就需要多和问题周旋，深入

挖掘、仔细比对、反复研究，剥去

层层表象的“厚衣裳”，看透各种伪

装的“保护色”，才能见到事物的

“本来面目”。做到这些，一方面要

“来回想”，多问几个为什么，多一

些触类旁通，把可能的情况想全想

细，把思路和思维充分打开。另一

方面要“想来回”，深进去弄清原

因、把握症结，跳出来理清思路、

找出良策，形成“打破砂锅问到

底”的闭合回路。

“思考是勤奋的一部分，人最大

的懒惰就是思想懒惰。”信息爆炸的

时代，丧失独立思考能力，在各种声

音面前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只做他

人观点的“搬运工”，自己的头脑就

会成为别人思想的“跑马场”。装着

问题的大脑想得更远，插上知识的翅

膀才能飞得更高。多和问题周旋，敢

钻“矛盾窝”，常出“思想汗”，方能

醒心健脑、耳聪目明，永葆斗争精

神，提升思考能力，在花繁柳密处拨

得开、雨骤风狂时立得住。

多 和 问 题 周 旋
■陈大昊

论苑漫笔

理论动态

脑子里要经常装几个问题，留心观
察，注意研究，不可懈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