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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论坛

集思广益

长城瞭望

画里有话

玉 渊 潭

漫画作者：张学士

俗话说：“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

把。”自我革命，是拿起手术刀对自身问

题“动刀子”，艰难和痛苦可想而知，没

有伟大的胸怀和胆魄是难以做到的。

列宁说：“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的

全 部 价 值 在 于 这 个 理 论‘ 按 其 本 质 来

说 ，它 是 批 判 的 和 革 命 的 ’。”这 种 革

命，不只是适用于革反动派的命，也适

用 于 革 自 己 的 命 。 勇 于 自 我 革 命 ，从

严管党治党，是中国共产党最为鲜明、

最为本质的政治品格。百年大党何以

风 华 正 茂 ？ 不 在 于 党 不 犯 错 误 ，而 在

于 从 不 讳 疾 忌 医 ，具 有 强 大 的 自 我 纠

错和修复能力。

“这些作风不正，并不像冬天刮的

北风那样，满天都是。主观主义、宗派

主义、党八股，现在已不是占统治地位

的作风了，这不过是一股逆风，一股歪

风，是从防空洞里跑出来的。”延安整

风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

运动，通过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学风、反

对 宗 派 主 义 整 顿 党 风 、反 对 党 八 股 整

顿文风，全党“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 、

认 真 的 而 不 是 敷 衍 的 ”运 用 批 评 和 自

我 批 评 这 一 武 器 ，进 行 了 一 次 普 遍 的

马 克 思 主 义 教 育 ，使 全 党 达 到 了 空 前

的 团 结 和 统 一 ，为 夺 取 抗 战 胜 利 奠 定

了思想基础。

“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

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

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

党的标志。”不掩饰缺点、不回避问题、

不文过饰非，克服缺点，解决问题，承

认并纠正错误，使我们党成为一个“郑

重的党”。延安审干中，一大批同志被

整 错 。 毛 泽 东 主 动 担 责 ，多 次 代 表 党

中央向大家致歉。“今天，就是特意来

向大家检讨错误的，向大家赔个不是，

向 大 家 赔 个 礼 。”1945 年 2 月 的 一 天 ，

毛 泽 东 在 中 央 党 校 讲 话 ，恭 恭 敬 敬 地

把 手 举 在 帽 檐 下 ，向 被 整 错 的 同 志 赔

礼道歉，并诙谐地说：“我向你们赔礼，

你 们 也 该 还 我 一 个 礼 吧 ？ 你 们 不 还

礼，我这手就放不下来了。”大家以长

时 间 的 热 烈 鼓 掌 向 毛 泽 东 答 礼 ，许 多

人当场热泪盈眶。

“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

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

一。”老一辈革命家一生坚持真理、随时

修正错误，为我们树立了自我革命、自

我改造的光辉典范。1972 年尼克松访

华时的一天，天气格外寒冷，却有很多

身着彩衣的小朋友三三两两或打羽毛

球，或跳绳，或听收音机。美国随行记

者对此作了报道，称中国人“演了一场

戏给我们看”。周恩来知道后，向尼克

松坦诚表示：“我们有些做法比较虚假，

是形式主义。”这一不讳言缺点、自亮家

丑的举动，令尼克松十分感慨，认为周

恩来“精细的自我批评是一种成熟的自

信心的证明，是个人魅力的体现”。

“我们党经历过多次错误，但是我

们每一次都依靠党而不是离开党纠正

了自己的错误。”从八七会议纠正陈独

秀 的 右 倾 投 降 主 义 ，到 古 田 会 议 反 对

“极端民主化”等错误思想；从遵义会议

结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到延安整风

对党的历史上的重大错误进行彻底清

算；从拨乱反正纠正“文革”错误，到全

面从严治党治理腐败……我们党一次

次拿起手术刀革除自身的病灶，一次次

靠自己解决自身的问题，从而一次次转

危为安、化险为夷，夺得了一个又一个

胜利。

“ 只 要 我 们 为 人 民 的 利 益 坚 持 好

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支

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回望百年征

程，我们党之所以坚持真理不畏难，刀

口向己不怕痛，最根本的是由党的宗旨

决定的。正所谓“无私者无畏”，因为

“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

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所以不怕

说出自己的毛病，也一定能纠正自己的

毛病。实践表明，“党的一切工作必须

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

正是我们党敢于并善于刮骨疗毒、壮士

断腕，进行彻底的、大无畏的自我革命

的原因所在和力量源泉。

最非凡的成功，不是超越别人，而

是 战 胜 自 己 。 从 小 小 红 船 到 巍 巍 巨

轮，作为有着 9100 多万名党员的世界

第一大党，“没有什么外力能够打倒我

们，能够打倒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

打 铁 还 须 自 身 硬 。 越 是 长 期 执 政 ，越

是任重道远，越不能忘记初心和使命，

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敢于正视

问题 、克服缺点，勇于刮骨疗毒 、去腐

生肌，我们党将永葆青春，强国强军事

业将一往无前。

（作者单位：丹东军分区）

最非凡的成功是战胜自己
—从红色故事中感悟党的初心使命③

■李 军

强敌之所以强，往往是多方面的，而

且是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的。因此，研究

强敌不能想当然、简单化，更不能搞拿来

主义，把资料汇编当成敌情整编。

朱德曾讲：“要看清对象，是什么敌

人就打什么仗。”然而，世上的事总是知

易 行 难 ，很 多 时 候 ，难 就 难 在 强 敌 之

“强”不会主动贴在自己脑门上，往往以

或正或奇、或明或暗的面目出现。看清

强敌对手，必须下一番由此及彼、由表

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功夫。

从现实情况看，个别单位把敌情整

编等同于流水账，堆砌信息材料，机械

拼凑数据，既没有概括分类、归纳总结，

也没有综合分析、科学判断。看似研究

成果不少，但与作战任务、典型场景贴

得不紧，导致演训难以“靶向发力”，造

成战训脱节“两张皮”。

未来战争更加扑朔迷离，强敌对手更

加狡猾凶悍。要注重运用唯物辩证法这

个“最锐利的武器”，熟练掌握先进信息技

术手段，从更广、更深的角度去分析敌人、

掌握敌情，研机析理、察形见势，做到先敌

一步、高敌一招，牢牢把握战场主动权。

强敌研究莫搞资料堆砌
■朱 爽 侯栋亮

“情报不能全靠上级通报，我们必

须加强侦察预警训练，提高情报搜集能

力。”某部针对演练中侦察环节漏训虚

练的现象，反复强调侦察研练要精之又

精、细之又细、实之又实。

“用兵之要，必先察敌情”。敌情侦

察得越真、越准、越快，胜算就越大。战场

变幻莫测，战局瞬息万变，对手的数量、位

置、范围等信息随时可能发生变化。侦察

敌情只有因时而变、因地而变、因势而变，

才能抢占先机、争取主动、赢得胜利。

没有情报就打不了仗。在“侦察-

判断-决策-行动”这一作战链条中，

“侦察”处于“源头”。如果侦察不深不

实，对敌人的力量编成、武器装备、训练

战法等情况一知半解、雾里看花，怎能

做到定下决心精当、战役谋划精确、战

术实施精准？

打起仗来不会“自带情报”。长期忽

视侦察研练，必将弱化部队实侦能力，战

时可能输在情报这个“源头”上。平时演

训中，只有进一步完善侦察预警体系，熟

练感知手段运用，方能在波谲云诡的战

场上料敌在先、克敌制胜。

情报不能全靠上级通报
■章镇霄

指头再硬，也不及拳头的力量。但

要攥指成拳，离不开“神经”的控制与主

导。对于体系练兵、联合作战而言，这

个“神经”就是数据链。

兵之胜负，不在众寡，而在分合。

现代战争是体系对抗，“不玩体系，基本

没戏”。数据链是系统铰链、体系构建

的关键，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一

种思维、一种观念、一种意识。真懂链、

善训链、会用链，才能把各种力量有效

统筹起来，形成体系制胜优势。

演习中，各单位大多强调指挥机

构全、任务部队全、保障要素全，但对

组网用链却关注不够，把要素齐全等

同于体系互联，成了有“拳头”、没“神

经”的虚联合。这些问题不解决，基于

网 络 信 息 系 统 的 体 系 练 兵 仍 是 拼 盘

式、表面化，杀伤链就无法从技术层面

真正打通。

仗要怎么打，兵就怎么练。明天的

战争是一体化联合作战，今天的训练就

要强化用链训链意识，能多一“链”就不

要少一“链”，切实从思想观念、训练模

式、力量部署等方面来一次变革重塑，

真正做到联数万人之心为一心、合数万

人之力为一体。

要素齐全并非体系互联
■韩 震

“差一点，我就成了教案里的反面

典型。”某部战士小王在“防范酒驾大家

谈”活动中，讲述了自己如何克服侥幸

心理避免酒驾的一段经历，提醒战友们

要充分认清了酒驾危害，特别是要增强

法纪意识。

“酒驾一时爽，狱中日月长。”根据

我国法律规定，醉酒驾车构成危险驾

驶罪，处拘役并处罚金，如果造成严重

后果还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对于军

队人员而言，醉驾者还将面临开除党

籍、降职降衔等党纪、军纪处罚，后果

严重。

近年来，军队各级下大力气查处

违规饮酒及酒后开车问题，严肃惩治

涉案人员，用“血的教训”警示教育部

队，收到明显成效。但仍有个别同志

我行我素、以身试法，对严格的法纪置

若罔闻，酒驾醉驾行为依然时有发生，

给自己、家庭和单位造成重大损失和

不良影响。

“酒后驾车，生命打折”“驾前贪杯，

驾 后 伤 悲 ”“ 司 机 一 杯 酒 ，亲 人 两 行

泪”……酒驾的危害不言而喻，为什么

仍有个别同志一意孤行？禁而不绝，根

源在心。思想麻痹、心存侥幸、放松警

惕 ，是 问 题 频 发 、屡 禁 不 止 的 重 要 原

因。有的对酒驾危害认识不深，只知行

为违法，不知苦果难咽；有的侥幸心理

作祟，认为不会“点背”，可以躲过检查；

有的醉酒后失去理智，自感技术过硬，

以为“小心点就没事”，直至大难临头才

悔不当初。

管好自己，安全无虞；放纵自己，

惩罚在即。酒后开不开车，全在个人

一念间。酒驾没有侥幸，没有万幸，只

有不幸。方向盘掌握在自己手中，充

分认清酒驾对部队建设、战斗力生成

带来的巨大危害，认清对个人生命、家

庭幸福带来的严重冲击，多想一想部

队的规定，想一想亲人的嘱托，坚持平

安出行始于心，拒绝酒驾践于行。

军队是要打仗的，绝不允许违规饮

酒、酒后驾车等问题发生。一方面，要

全员额、全时空、全方位落实禁酒措施，

从严整治违规聚餐饮酒行为，不给酒驾

醉 驾 问 题 的 发 生 留 下 任 何 空 当 和 缺

口。另一方面，要多管齐下、多措并举，

开展常态化法纪教育，健全部队与家庭

共管共育模式，反复强化“酒驾必严惩”

的思想观念，引导官兵时刻牢记“千金

万银，难比生命之贵；千悔万恨，难补酒

驾之祸”，切实守住纪律的红线，筑牢安

全的底线。

用法纪管住酒驾方向盘
■龚文明 宋林峰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奋斗，前

赴后继。

陕西渭华起义纪念馆，收藏着一条

用 319 块青砖铺成的巨幅标语：“同志

们，赶快踏着先烈的鲜血前进啊！！！”这

是 1927 年 11 月，共产党员陈述善和李

维俊两位老师带领师生，为悼念革命先

驱李大钊而铺设的。

瑞金叶坪革命旧址，红军烈士纪念

塔 巍 然 耸 立 ，前 方 宽 阔 的 地 面 上 铺 着

“踏着先烈血迹前进”八个苍劲大字，塔

身镶嵌着一块块形状各异的碎石，犹如

一个个牺牲烈士的身影，让瞻仰者心潮

澎湃、热泪盈眶。

回首铁血征程，有多少胜利凯歌，

就有多少浴血奋战。我们党跨过一个

个生死关头，征服一座座雪山隘口，闯

过一条条急流险滩，靠的是什么？就在

于 一 批 批 共 产 党 人 胸 怀 理 想 、信 念 坚

定，无惧失败、无畏强暴，舍生忘死、义

无反顾，踏着先烈的鲜血一往无前、铿

锵前行。

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天空乌云压

顶，地上鬼魅横行。拥有近 1000 万会员

的农民协会基本上被破坏解散，有组织

的工会会员从 280 万人锐减到 7 万人，

李大钊、熊雄、陈延年、蔡和森、彭湃、恽

代英等党的重要领导干部和著名活动

家，相继倒在了敌人的屠刀之下。

“呀，趁你们的声音未破，快起来把

同伴们唱醒；趁你们的热血未干，快起

来和你们的仇敌拼命！”中国共产党人

在命悬一线的紧要关头、被赶尽杀绝的

危亡时刻，没有被吓倒 、被征服，而是

“ 揩 干 身 上 的 血 迹 ，掩 埋 好 同 伴 的 尸

首”，又拿起武器、投入战斗。

“ 革 命 不 是 请 客 吃 饭 ”“ 要 发 动 群

众，恢复工作，山区的人上山，滨湖的人

上船，拿起枪杆子进行斗争，武装保卫

革命”……烈士的鲜血让年轻的共产党

人幡然醒悟，“那畜辈的良心早泯，只知

把民众作肉食血饮”，必须用武力来对

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

然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

义等相继失败，中国革命再次站到了生

死存亡的历史关口。

疾 风 知 劲 草 ，烈 火 炼 真 金 。 重 要

历 史 人 物 能 够 名 垂 青 史 ，就 在 于 越 是

危 急 关 头 ，越 能 迸 发 出 穿 云 破 雾 的 洞

察 力 、一 呼 百 应 的 号 召 力 和 生 死 与 共

的凝聚力。

“你们都是起义出来的，一个可以当

敌人十个，十个可以当他一百。我们现

在有这样几百人的部队，还怕什么……

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这是

毛泽东同志鼓舞秋收起义失败官兵要

坚定斗争决心。

“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

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一

个‘一九一七年’的。只要能保存实力，

革 命 就 有 办 法 ，你 们 ，应 该 相 信 这 一

点。”这是朱德同志给南昌起义失败官

兵点燃前行希望。

从“三湾改编”，到“赣南三整”，再

到 古 田 会 议 ，人 民 军 队 一 次 次 凤 凰 涅

槃、浴火重生，一次次重整行装、砥砺前

行，一次次力挽狂澜、绝处逢生，在历史

的天空划出一道与任何旧军队迥然不

同的耀眼轨迹。

“人们在摔倒的时候是能够碰到真

理的，可是大部分人却在爬起来后就匆

匆走开了，好像身边什么也没发生过。”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历经坎坷而不散，迭

遭 失 败 又 奋 起 ，在 血 雨 腥 风 中 坚 不 可

摧，在艰难困苦中勇往直前，一个重要

原因就是在牺牲面前没有“匆匆走开”，

而是勇于舔干伤口，敢于屡败屡战，在

逆境中逆袭，从胜利走向胜利。

湘江一役，红军锐减 5 万多人，当地

百姓“三年不饮湘江水”。漫天血雨没

有浇灭红军“一切为了苏维埃”的坚定

信念，反而激起“万水千山只等闲”的万

丈豪情，舍生忘死、向死而生，越过了千

山万水，冲出了困境绝境，完成了一次

“无与伦比的史诗般远征”。

“英灵回眸应笑慰，身后自有擎旗人。”

抗日战争中，我们党领导的抗日武

装力量伤亡 60 余万人；解放战争，26 万

子弟兵牺牲在五星红旗升起的前夜；新

中国成立后，又有 30 多万官兵为国家

和人民利益光荣献身……敢于牺牲永

远是革命军人的本色，不会因战争惨烈

而退却一步，也不会因岁月峥嵘而褪色

一分。

“ 对 一 切 为 国 家 、为 民 族 、为 和 平

付 出 宝 贵 生 命 的 人 们 ，不 管 时 代 怎 样

变 化 ，我 们 都 要 永 远 铭 记 他 们 的 牺 牲

和奉献。”前进道路上，我们一定要更

好地继承先烈遗志、牢记初心使命、传

承 红 色 基 因 ，展 现 新 气 象 、肩 负 新 担

当、激发新作为，把先辈们开创的事业

不断推向前进。

（作者单位：郑州联勤保障中心）

“踏着先烈血迹前进”
■马万里

“吃小米饭，攻理论山”，这是我们

党在延安时期学理论呈现出的生动景

象。上一句讲的是生活条件艰苦，下一

句讲的是钻研劲头十足。

“我们这里要教员，没有；要房子，

没有；要教材，没有；要经费，没有；怎么

办？就是要我们艰苦奋斗。”毛泽东同

志一口气说出的这几个“没有”，形象地

描述了当时延安异常困难的学习生活

条件。参加学习的学员虽然久经沙场、

战功卓著，但大多是“泥腿子”出身，文

化程度、理论水平都不高，学习理论的

难度不亚于“攻山头”。

“共产党员有了革命的理论，才能

从复杂万分的事情中弄出一个头绪，从

不断变化的运动中找出一个方向来，才

能把革命的工作做好。”学习理论的重

要性不言而喻，而掌握理论的过程不可

能一蹴而就。攻山头需要集中兵力火

力，下定决心、迎难而上、血战到底。“攻

理论山”也要集中精力，排除万难、孜孜

以求，有条件要学，没有条件创造条件

也要学；有督促要学，没有督促也要学，

不攻克理论学习的重点难点绝不罢休。

“你们是石器时代的原始人，学习

的却是当代最先进的理论——马克思

列宁主义，你们就好像是元始天尊的弟

子，在石洞中修炼。”延安的窑洞大学

里，一批批官兵在战火中前进、灯火下

夜读，不怕苦、不畏难，不止步、不松劲，

晚上挤在微弱的灯光下进行激烈的思

想碰撞，汲取丰厚的理论营养。“读不懂

的东西要当仇人一样地攻它”，日复一

日、坚持不懈，他们攻克了一个又一个

理论难关，学到了马列主义“真经”，成

为我党我军治国理政、南征北战的杰出

人才。

理论学习没有捷径可走，“攻理论

山”最忌浮皮潦草、心态浮躁，打一枪换

一个地方。一日学一日功，一日不学十

日空。只有对准一个“山头”不懈冲锋，

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彻底学、学彻底，

学进去、钻进去，读经典、啃原著、悟原

理，切实下一番韦编三绝的真功夫、凿

壁偷光的苦功夫、磨穿铁砚的慢功夫，

方能掌握理论精髓、悟到真理力量。

如今，窑洞里学理论的时代早已过

去，部队的学习生活条件大为改观，官

兵的文化水平也已今非昔比。“辍学如

磨刀之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学理

论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攻理论山”

的精神永远不过时、永远不能丢。如果

对理论充满“饱腹感”或“厌食症”，没有

专心致志、心无旁骛的定力，没有一丝

不苟、精益求精的态度，没有百折不挠、

坚韧不拔的毅力，就可能陷入少知而

迷、不知而盲、无知而乱的困境，甚至立

场不稳、思想偏航、行为越轨。

理论学习永远在路上。习近平强

军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要想学深

悟透、融会贯通、真信笃行，必须下深

功夫。每一位官兵都应发扬战争年代

“认字就在背包上，写字就在大地上，课

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盖上”的优

良学风，把学习理论当作一种神圣职

责、一种精神境界、一种终身追求，系统

学习认清理论全貌，深刻领悟吃透内在

逻辑，研机析理掌握科学方法，真正淬

炼出如磐信念、顽强意志和强军担当。

（作者单位：武警安徽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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