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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路线是一个政党遵循的根本思

想方法和原则，它是政党的“灵魂”，决定

政党的纲领政策，关系政党的前途命运。

1943 年冬天，延安小沟坪山脚下中

央党校大礼堂将要竣工，党校的负责同

志想在正面挂一个校训题词，于是找到

了 毛 泽 东 。 毛 泽 东 沉 思 片 刻 ，饱 蘸 浓

墨，挥毫而就，“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跃

然纸上。

直到今天，作为中央党校的校训，

“实事求是”依然是共产党人历久弥新

的思想武器。在延安革命纪念馆保存

的毛泽东当年题写的“实事求是”石刻，

在历史的时空中熠熠生辉。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

而斗争。”然而，真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

的，是党经过不懈的探求才得到的。这

种探求的过程，就是实事求是的过程。

王明、博古熟读马列主义著作，但是中

国革命在他们的领导下却屡遭重创；李

德指挥作战的那张把炮阵地标在山头

的地图，见证了教条主义怎样把红军逼

上了漫漫长征路。

在我们党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以

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

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的方针，为中国共产党

独立领导武装斗争、赢得革命胜利找到

了一条正确道路。

对 于 中 国 革 命 道 路 ，邓 小 平 这 样

说：“马克思、列宁从来没有说过农村包

围城市……但是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

的 具 体 条 件 指 明 了 革 命 的 具 体 道

路 ……如果没有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

能提出和解决这样的问题吗？能把中

国革命搞成功吗？”答案不言而喻。

拉近历史的镜头，我们还会发现：

土城战役后，红军一渡赤水，化被动为

主动，靠的是实事求是；红军四次渡过

赤水，跳出敌军重兵包围，靠的是实事

求是；从闽赣边区到陕甘腹地，红军创

造“人类史上最伟大的行军”，靠的还是

实事求是。

长征不仅翻越了千山万水，而且翻

越了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成不变教条的

错误思想障碍。“实事求是”这条真理，是

在战火中炼出来、血水中泡出来的。

节 物 风 光 不 相 待 ，桑 田 碧 海 须 臾

改。“实事”是不断运动变化的事物。坚

持实事求是，就要随时代之变而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

不拘泥于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而是

“靠实事求是吃饭”，每一次重大理论的

突破，每一项重大政策的调整，每一项

改革措施的出台，都是解放思想、实事

求是的结晶。

全面系统地阐述“一国两制”构想，

邓小平深思熟虑了五年多时间。马克

思主义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

就这样高度统一于这个前所未有的构

想之中。当众多的政治家、外交家和学

者惊喜于这一高瞻远瞩的理论创造，并

致力于探究其产生的缘由时，邓小平以

其特有的语言风格一语破的：“一国两

制”的形成归功于实事求是。

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

强起来，又何尝不是归功于实事求是！

从设立经济特区、沿海经济开放，

到推动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

地、构建中部崛起；从形成全方位开放

格局，到加入 WTO、成为“金砖国家”；

从制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到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

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向着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

进……我们党 100 年的光辉实践证明，

什么时候坚持实事求是，我们的道路就

越走越宽广，事业就越来越红火；什么

时候背弃了实事求是，困难和挫折就会

接踵而至。

真 理 穿 透 历 史 ，更 昭 示 未 来 。 当

下 ，立 足 新 发 展 阶 段 、贯 彻 新 发 展 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十四五”时

期 高 质 量 发 展 ，实 事 求 是 仍 然 是 乘 风

破浪、再创辉煌的法宝。习主席指出，

“ 我 们 过 去 取 得 的 一 切 成 就 都 是 靠 实

事 求 是 。 今 天 ，我 们 要 把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事 业 继 续 推 向 前 进 ，还 是 要 靠

实事求是”。习主席又专门强调“谋事

要实 、创业要实 、做人要实”。不讲实

话，再漂亮的言辞也是哗众取宠；不干

实事，再美好的蓝图也是画饼充饥。

“虚与实之分，祸与福之纽也。”军

队 是 要 打 仗 的 ，必 须 讲 究 实 事 求 是 。

2014 年 10 月，习主席在古田全军政治

工作会议上，将“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

路线”确定为军队政治工作一整套优良

传统之一，要求全军官兵一定要把先辈

们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优良传统一代

代传下去。

在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征程

上 ，广 大 官 兵 特 别 是 领 导 干 部 必 须 把

实 事 求 是 作 为 一 种 品 质 去 追 求 ，作 为

一 种 境 界 去 修 炼 ，作 为 一 种 责 任 去 承

担，作为一种本领去掌握，不唯上 、不

唯书，只唯实 、只唯真，紧紧围绕党在

新 时 代 的 强 军 目 标 ，在 实 事 求 是 中 干

出 经 得 起 实 践 、人 民 和 历 史 检 验 的 新

业 绩 ，为 强 军 事 业 奋 斗 出 一 个 更 加 美

好的未来。

邓小平同志曾说，“我是实事求是

派。”他用这样短短一句话，为自己始终

追求真理、坚持实事求是的一生作出了

鲜明注脚，这句话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

人应该遵循的思想方法。新时代新征

程，前进路上还有许多矛盾问题需要解

决，还有许多风险挑战需要应对，始终

做实事求是派，我们就能攻坚克难，无

往不胜。

“靠实事求是吃饭”
——从红色故事中感悟党的初心使命②

■臧朔阳

长城瞭望

这是值得每个中国人自豪的时刻。5

月 15 日，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着陆于火

星乌托邦平原南部预选着陆区，我国首次

火星探测任务着陆火星取得成功。7 天

后，祝融号火星车驶离着陆平台，到达火

星表面，开始巡视探测。这两条重磅消

息，既让国人振奋不已，也让世界刮目相

看。中国航天人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

日圆”的寂寞与坚守，使我们一次次领略

了中国的“奇伟之观”。

“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

险远”。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

上回望过去，从未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

样，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实现从站起来到

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壮丽跨越：从石库门

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从小小红

船到巍巍巨轮，从抗洪抢险、抗击非典、抗

震救灾到维和护航、脱贫攻坚、全面小康，

从“两弹一星”到“神舟”飞天、“北斗”联

网、“嫦娥”探月、“蛟龙”入海、“天眼”巡

天、“九章”演算……百年波澜壮阔，处处

都是可歌可泣的“奇伟之观”，事事蕴藏可

圈可点的奋斗精神。

“奇伟之观”，源自不懈跋涉。古往

今来，世事如登山，若非历尽险远，则难

觅“奇伟”。如果说“险”首先鉴判的是勇

气和胆识，那么“远”则更多地考验信念

与意志。在历尽千难万险、取得革命胜

利之后，提醒自己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

了第一步”；在改革开放举世瞩目的成就

面前，要求自己“抓住历史机遇，乘势而

上，加快发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

得伟大历史性成就之时，告诫自己“我们

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

重要的位置，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向着

这个目标更加积极有为地进行努力。”只

争朝夕，不懈跋涉，中国共产党把中国推

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也给世

界带来震撼和启示。

“奇伟之观”，贵在自觉奋斗。钢花

在淬炼时迸射，彩虹在风雨后飞扬。越

是伟大的事业，越需要艰苦奋斗、接续奋

斗。奋斗之旅往往荆棘丛生，要领略“奇

伟之观”，就应当披荆斩棘、攻坚克难，做

好奋斗到底的准备。当前，我军正聚焦

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走好国防和军

队现代化新“三步走”的第一步，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战

略支撑，肩负的使命十分光荣、面临的任

务十分艰巨，遭遇难题矛盾不可避免。

广大党员干部只有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的

韧劲和定力，矢志奋斗，才能在困难面前

不逃避、危急时刻挑重担，完成好新时代

的使命和任务。

“奇伟之观”，需要能力支撑。能力是

成就所有事业的根本因素，是解决所有问

题的关键所在。我们党和军队自诞生以

来，正是通过学习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增强

自身能力，才克服重重困难、战胜各种强

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随着国

防和军队改革向纵深推进，新编制、新职能

带来新情况、新问题，对官兵能力素质提出

了新的更高要求，更加需要能力支撑。广

大官兵只有聚焦主责主业，不断掌握新知

识、熟悉新领域、开拓新视野、锤炼新本领，

才能在改革大潮中劈波斩浪、奋勇前进，继

续书写新的精彩篇章。

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成果，

一切伟大事业都需要在继往开来中持续

推进。展望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

想一定能够如期实现。那时候的中国必

将是一个更加奋进的中国、更加强盛的中

国、更加美丽的中国，也必定会创造更多

的“奇伟之观”……

在伟大的开局之年，带着“十三五”

留下的精神财富，抓住机遇、勇于变革，

应对挑战、奋发有为，一棒接着一棒跑下

去，我们必将创造属于“十四五”的历史

荣耀，并以新的光荣迎接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

未来已来，远方不远。历史期待我

们创造下一个“奇伟之观”！

赓续我们的“奇伟之观”
■樊伟伟

八一时评

百团大战中，时任政委的邓小平和

师长刘伯承查看地图。邓小平考虑到刘

伯承右眼失明，看东西不便，就亲自托举

蜡烛为他照明。刘伯承的目光看到哪里，

邓小平的蜡烛就举到哪里。烛光下，两人

配合默契，作战决心很快就确定下来。

“肯替别人想，是第一等学问。”举

蜡烛只是一件小事，却彰显了邓小平等

老一辈革命家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

优秀品质。正因为如此，刘邓长达 13 年

的亲密团结合作，成就了一段段胜战佳

话。所以，多些“为他人着想”，对于培

养真挚的战友情谊，保证我们的部队纯

洁巩固、勠力打赢，具有重要意义。

在我军发展历史上，“为他人着想”

的事例不胜枚举。湘江之战中，有些部

队一个团打到剩一个营，一个营打到剩

一个连，但剩下来的人仍死守阵地，与

敌 军 苦 战 ，为 的 是 让 红 军 主 力 迅 速 渡

江 、摆脱敌人；延安时期，粮食严重不

足，通信班长张思德为了照顾班里的战

士，每次吃饭时总是吃到一半就不声不

响放下饭碗，提起水桶去打水，让别人

多吃一些；艰苦的上甘岭战斗中，一个

苹果在坑道里传了一圈大家都没舍得

吃完；“一级杀敌英雄”王克勤用“在家

靠父母，革命靠互助”的格言，教育大家

搞好团结，“三大互助”带兵经验在全军

推广……部队与部队之间、战友与战友

之间，相互着想，激发出团结一心的凝

聚力、无坚不摧的战斗力，让我军在胜

利的道路上一往无前。

然而，在和平年代，少数官兵淡忘

了这一优良传统。有的考虑自己过多，

想他人、思集体少，用“小算盘”取代了

“ 大 棋 盘 ”；有 的 沉 溺“ 一 人 一 机 一 世

界”，很少关注身边人的所思所想，无形

中拉大了战友之间的情感距离。

习 主 席 指 出 ，要 着 眼 永 葆 人 民 军

队性质 、宗旨 、本色，大力巩固和发展

团 结 友 爱 和 谐 纯 洁 的 内 部 关 系 ，要 把

密切官兵关系、兵兵关系，加强内部团

结 建 设 突 出 出 来 。 每 名 军 人 都 生 活 、

工 作 在 一 定 的 集 体 中 ，善 于 为 他 人 着

想 ，不 仅 反 映 一 个 人 的 思 想 素 质 和 工

作 能 力 ，更 反 映 一 个 人 的 道 德 情 操 。

多些“为他人着想”，就是要学会换位

思考，遇事多理解、多包容，做到“躬自

厚而薄责于人”，以责人之心责己 、恕

己之心恕人；就是要多些奉献精神，常

为他人分忧，遇到困难主动担当、补位

站位，不推诿 、不塞责；就是要用真心

换 真 情 ，以 信 任 欣 赏 的 眼 光 看 待 每 一

名官兵，以手足之情、亲人之爱对待每

一位战友，增进情谊 、密切关系，凝聚

起攻坚克难、无往不胜的强大合力。

多些“为他人着想”
■文/王津津 赵仕林 图/周 洁

家风，简单两个字，能唤起许多人

的情感共鸣。良好的家风，作为一个家

庭世代相传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是

殷实的家底，也是无形的财富。

近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编辑的《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

建设论述摘编》一书，在全国发行。对于

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家庭文明建设，

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

梦之中，汇聚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磅礴力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百年风雨征程中，我们党积淀了

许多优良传统，潜移默化地激励着一代

又一代共产党人砥砺前行、夺取一个又

一个胜利。这其中就包括老一辈革命

家所树立的清正家风，也是我们需要赓

续传承的宝贵精神财富。清正家风，于

家而言，是家庭和睦幸福的“定星盘”；

于党而言，是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

性的“防火墙”。在建党 100 周年之际，

以《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

论述摘编》为指导，认真学习老一辈革命

家清正家风的历史，在学习中传承清正

家风，正当其时，十分必要。

自古而今，家风建设都是为人做官

的重要课题。从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

立”，到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

德”，从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到朱子

家训“恒念物力维艰”，一个个家训故

事、一句句家风箴言，承载着祖辈对后

代的希望与嘱托，也蕴含着丰富的人生

智慧与美德，犹如生命里的春风，把阳

光和温暖带进我们的精神世界，日积月

累，凝聚精华，孕育出人生的美丽和精

彩，培筑起家庭的精神家园。

继承和弘扬红色家风，向来是共产

党人的坚定选择。面对宽敞的独立庭院，

罗荣桓选择搬出去，并对家人说：“住的房

子大小，看来是不起眼的事情，但我们是

党的干部，要时时想到生活在基层的人民

大众，不能官越做越大，住的楼越来越

高。”刘伯承告诫子女：“我这里没有什么

私人财产好继承，你们也不能靠着爸爸这

块牌子生活，你们要自强自立。”从周恩来

的“十条家规”，到焦裕禄的“不能搞特

殊”，再到杨善洲的“苛刻教育”，如此家

风，不仅山高水长、光照后人，也让共产党

人的精神家园更加丰盈而富足。

家事连着国事，家风连着党风。徐

向前元帅曾这样说：“我们这些人迟早

是 要 离 开 人 世 的 ，如 果 不 把 后 代 教 育

好 ，千 百 万 人 的 流 血 牺 牲 就 会 付 之 东

流。”“时代楷模”杜富国的父亲杜俊，一

向教育孩子“能为国家做事，全家都光

荣”。将此融入血液、刻入言行的杜富

国，在生死关头能做出“你退后，让我

来”，也就不难理解了。纵观党史军史，

对照当今现实，正是因为有一大批爱党

爱国的前辈先锋，重言传、重身教，教知

识、育品德，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

扣子，让我们在好家风的滋养中收获心

灵的支撑、行为的引领。

良好家风的养成与修身养性一样，

是一个久久为功的过程。习主席强调：

“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

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

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相

比普通人，领导干部的家风更需时刻砥

砺、不断修炼。这不仅仅是道德要求，

更是政治要求、纪律要求。从作出进一

步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

商办企业行为的规定，到《中国共产党

廉洁自律准则》提出党员要“廉洁齐家，

自觉带头树立良好家风”，再到新修订

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了

党 员 领 导 干 部 不 重 视 家 风 建 设 ，对 配

偶 、子 女 及 其 配 偶 失 管 失 教 的 处 分 措

施，可以说，党内法规已将家风建设上

升成为党员领导干部的一门“必修课”。

清 白 家 风 不 染 尘 ，冰 霜 气 骨 玉 精

神。静下心来看一看、读一读《习近平

关 于 注 重 家 庭 家 教 家 风 建 设 论 述 摘

编》，想一想、悟一悟老一辈革命家的清

正家风，学活用好清正家风这一“传家

宝”，新时代的家庭文明新风尚，必将为

民族复兴、强军兴军注入更多奋发向上

的精神力量。

清 白 家 风 不 染 尘
■田 哲

玉 渊 潭

画里有话

“肝胆相照，大医勤朴且济苍生命；

稻禾无忧，国士深耕尤思千万家。”5 月

22 日，我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

和“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院士离开了我

们。一天之内，双星陨落。人们在寄托

哀思的同时，更加感念两位院士为了百

姓的“医食无忧”奋斗了一生。

“我一直有两个梦，一个是禾下乘凉

梦，一个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袁隆

平一生致力于杂交水稻技术的研究、应

用与推广，长期奋战在农业第一线，是我

国研究与发展杂交水稻的开创者，也是

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

科学家，为我国粮食安全、农业科学发展

和世界粮食供给作出巨大贡献。

得知袁隆平离世的消息后，联合国

官方微博发文：“袁隆平院士为推进粮食

安全、消除贫困、造福民生作出了杰出贡

献！国士无双，一路走好。”

“一代宗师披肝沥胆力拓医学伟业，

万众楷模培桃育李铸就精诚大医。”吴孟

超作为我国肝脏外科的开拓者和主要创

始人之一，主刀完成了我国第一例肝脏

肿瘤切除手术，首创常温下间歇肝门阻

断切肝法，成功完成世界上第一台人体

中肝叶切除术。从医 70 多年，他拥有自

主创新重大医学成果 30 多项，创建中国

肝脏外科论基础，主刀完成 16000 多台

重大肝脏手术，使中国肝脏疾病的诊断

准确率、手术成功率和术后存活率均达

世界领先水平。

吴孟超一直坚持临床，97岁时他还完

成了一台高难度的手术。他曾告诉身边的

医护人员：“如果有一天我真倒下了，就让

我倒在手术室里，那将是我最大的幸福。”

人们在怀念两位院士强烈爱国情怀、

高尚人格品行、深厚学术造诣的同时，更加

深切地敬佩他们把毕生所学用于报效祖

国、服务人民，真正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

上，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

“书本里长不出水稻，只有田里才长

得出水稻。”这是袁隆平送给年轻科研工

作者的成长秘诀。他常年一身泥一身水

地奋斗在田间，在知识报国、惠泽苍生中

获得矢志创新的无穷动力，达到常人无

法企及的高度。

吴孟超之所以向肝胆外科领域进

军，就是看到我国是肝癌高发国家。上

世纪 50 年代初，国内肝癌防治领域尚是

一片空白，他把手术台当作报效国家的

平台，一次次与死神展开较量。

“后辈应继传星火，不负先贤望白

头。”对两位院士最好的纪念，就是学习他

们的家国情怀、创新精神和高尚品质，以

祖国和人民需要为己任，以奉献祖国和人

民为目标，脚踏实地把科技论文写在科研

一线，在祖国大地上树立起一座座科技创

新的丰碑。对军事科研者来说，就是要坚

持为军而研、为战而研，使军事科研创新

“供给侧”同未来战场“需求侧”精准对接，

确保科研成果“从实验室直通战场”。

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军事科

研创新的目的在于应用。一切科研工

作，都应面向战场、面向部队、面向未来，

盯住对手之变、战场之变、科技之变，为

推动强军兴军、服务备战打仗提供理论

和科技支撑。应下大力气解决好“对上

同决策脱节、对下同部队脱节、对外同对

手脱节”的问题，坚持向备战打仗聚焦、

与备战打仗对表、用备战打仗检验，使战

斗力标准真正立起来落下去。

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军

事科研工作者应走出书斋、走向战场，聚

焦能打胜仗出成果，紧盯实战需要搞创

新，用更多更好的科研创新成果服务军

事斗争准备。坚决不搞那些华而不实、

哗众取宠的东西，努力让科研创新成果

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战斗力。

（作者单位：联勤保障部队第 967

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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