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 9 月 17 日 下 午 ，细 雨 飘

飞 。 习 主 席 走 进 千 年 学 府 岳 麓 书 院 ，

望着讲堂檐上的“实事求是”匾额，久

久凝思，深刻总结：“共产党怎么能成

功 呢 ？ 当 年 在 石 库 门 ，在 南 湖 上 那 么

一 条 船 ，那 么 十 几 个 人 ，到 今 天 这 一

步 。 这 里 面 的 道 路 一 定 要 搞 清 楚 ，一

定要把真理本土化。”

“一定要把真理本土化”。回望百

年党史，才能更加深刻体会到，这一用

鲜血凝成、被实践证明了的真理，多么

来之不易。这是我们党“始终把马克思

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

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

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也是我们党“能

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

完成的艰巨任务”的制胜密钥。

“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

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

的实践。”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

送 来 了 马 克 思 列 宁 主 义 ，但 如 同 过 河

需要桥一样，“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

政治经济情形”，仍然需要摸着石头过

河。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

理 论 文 章 ，既 热 情 赞 颂 马 克 思 主 义 为

“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同时也强调

不可将“马氏的学说”就“那样整个拿

来 ，应 用 于 我 们 生 存 的 社 会 ”。 坚 持

“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而

不 是 抽 象 的 学 理 和 不 变 的 教 条 ，结 合

中 国 实 际 不 断 推 进 马 克 思 主 义 中 国

化 ，是 中 国 共 产 党 人 一 以 贯 之 的 立 场

追求。

我 们 党 从 诞 生 之 日 起 ，就 把 马 克

思主义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然

而 ，写 在 旗 帜 上 并 不 代 表 就 能 够 武 装

头 脑 、指 导 实 践 、发 挥 威 力 。 共 产 国

际的所谓“好学生”王明等人，自诩为

“ 百 分 之 百 的 布 尔 什 维 克 ”，坚 持“ 对

共 产 国 际 的 路 线 百 分 之 百 的 忠 实 ”，

强调“国际路线是绝对正确的，对它，

只 是 执 行 的 问 题 ”。 进 攻 中 的 冒 险 主

义、防守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

主 义 …… 实 践 证 明 ，理 论 一 旦 离 开 实

际，就会使自己出丑，靠背诵马列主义

经典书籍，以及照搬苏联革命经验，在

中国是“出不了马列主义的”，只会使

中国革命遭受更为严重的损失。

“ 离 开 中 国 的 特 点 来 谈 马 克 思 主

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

1939 年 8 月 ，周 恩 来 因 伤 赴 莫 斯 科 治

疗 ，期 间 向 共 产 国 际 汇 报 中 国 革 命 形

势，受到一个非常尖锐的质疑：“中国共

产党老在农村、山沟里活动，离工人阶

级太远了，能否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

性质？”周恩来回答道：“虽然我们在山

沟里活动，但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我们

能够通过思想建设，把党组织建设成工

人阶级先锋队。”这个“山沟”就是中国

的实际，“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

民成分的党”；这个“思想建设”就是马

克思主义本土化，“用发展着的马克思

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理论与实际紧密

结合，使中国革命迸发出“敢教日月换

新天”的强大能量。

中国革命的规律和道路并非经典

作家所能完美预设。普遍真理只有同

中 国 具 体 实 践 相 结 合 ，才 能 转 化 为 摧

枯 拉 朽 、改 天 换 地 的 磅 礴 力 量 。 从 开

创“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的

革 命 道 路 ，到 实 现“ 使 马 克 思 列 宁 主

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

起来”的思想突破；从深化“实践是检

验 真 理 的 唯 一 标 准 ”的 思 想 解 放 ，到

坚 定“ 管 党 治 党 一 刻 不 能 松 懈 ”的 治

党态度……“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所

具 有 的 解 放 思 想 、实 事 求 是 、与 时 俱

进 的 理 论 思 维 ，引 领 和 指 导 中 国 共 产

党完成了一个又一个被认为不可能完

成 的 任 务 ，取 得 了 一 次 又 一 次“ 当 惊

世界殊”的胜利。

“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

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

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

史。”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丰富

和发展。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解放

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培元固本和守

正创新相统一，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

发展观。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回应和解

决时代课题过程中丰富发展、创新形成

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开辟了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

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

灿烂的真理光芒。

“ 乘 风 好 去 ，长 空 万 里 ，直 下 看 山

河。”今日之中国，“到处都是活跃跃的

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为

什么《共产党宣言》所设想的人类社会

美 好 前 景 ，能 成 为 中 国 大 地 上 的 生 动

图景？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

进 、马 克 思 主 义 新 的 时 代 内 涵 不 断 丰

富而带来的万千气象。“一定要把真理

本土化”，是我们推进强国强军事业必

须始终坚持的科学方法。

（作者单位：哈尔滨理工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

“一定要把真理本土化”
——从红色故事中感悟党的初心使命⑤

■李新灵

“菜单式服务，面对面辅导。”某部

以理论服务走基层形式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通过体系化阐述、通俗化表达、故

事化解读、大众化传播，帮助官兵深化

对习近平强军思想的学习领悟，深化对

百年党史的理解认识，有效提升了理论

灌输的质量效果。

理论灌输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的基本方法，也是我党我军思想政治教

育的基本原则和优良传统。理论教育

的长期实践表明，革命觉悟不会从天而

降，理论教育不是自发式的，要有目的、

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坚持不懈、持之

以恒，用革命理论的真理力量把广大群

众凝聚起来，达到思想上、政治上、行动

上的高度团结统一。

“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

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

进去。”从字面上不难看出，理论灌输必

然带有某种规定性，不是想学什么就学

什么，想学多少就学多少，更不能放任

自流、信马由缰。但是，理论灌输本质

上是做人的工作，是在人的头脑里搞建

设，这个“灌”不是“我说你听、我打你

通”，这个“输”也不是“填鸭式”强输、

“打夯式”硬输，而是春风化雨式的滴

灌、润物无声式的浸灌、追根寻底式的

深灌。

理论教育的要义在于说理。离开

这一点，理论灌输就难以达到成风化

人、铸魂育人的目的。抓好理论教育，

既要靠规定性的强力灌输往里压，更

要靠说理性的教导往外领，真正让官

兵在明辨是非、潜移默化中受启迪、得

教益、有成长。如果讲课像训话、压服

多于说服，讲的多是不行、不能、不准，

官兵就会更加关注本子要记全，防止

被查处；观点要背牢，防止被考住，而

对科学真理、基本道理、道德法理等不

求甚解，这就失去了教育说服人、塑造

人、鼓舞人的本真。

理论灌输的目的是让理论“过河”，

到达官兵头脑的“彼岸”，这中间“桥和

船”至关重要。方法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

不可否认，“一支粉笔一块板”曾是我军

长期的教育方式，也产生了良好效果。

但当今社会已进入信息化时代，青年官

兵成为互联网的“原住民”。“明者因时

而变，知者随事而制”，理论灌输从模式

到机制，从形式到内容，从操作到效果，

从结构到功能，都应因势而谋、应势而

动、顺势而为。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乐知是深知

的前提。为什么有的理论教育课，台

上 讲 得 忙 乎 乎 ，台 下 听 得 晕 乎 乎 ，教

员 很 辛 苦 ，官 兵 不 买 账 ？ 其 实 ，官 兵

并 非 不 爱 学 理 论 、受 教 育 ，而 是 受 不

了没有意思、不感兴趣的教育。无论

是学习还是教育，都要适应青年官兵

特 点 ，紧 盯 官 兵 活 思 想 ，找 准 思 想 兴

奋点和教育切入点，尽可能少一点自

说 自 话 ，多 一 些 两 厢 情 愿 ；少 一 点 生

硬 传 达 ，多 一 些 共 情 沟 通 ，真 正 形 成

既动人更动心、既有意义更有意思的

理论灌输新局面。

理论灌输不能“我说你听”
■陈 健 陆宇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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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论坛

八一时评长城瞭望

画里有话

漫画作者：张泽瑞

【新闻】“中共一大开天辟地”“历

史 为 什 么 选 择 上 海 ”“ 奔 跑 吧 ，浦

东”……上海市浦东新区开通“党史巴

士”，以中共一大会址为起点，途经中

共二大会址、五卅运动纪念馆等 20 多

处红色地标，把上海珍贵的红色资源

串点成线，将历史故事和现实场景相

结合，打造出一堂跨越浦江两岸、贯穿

百年历史的精品党课。

【评论】

“党史巴士”为什么如此受欢迎？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形式鲜活，体验新

颖。30 多分钟视频、40 多个党史故事、

150 多页图文资料、近 2 万字的讲解，边

行车、边参观、边讲解、边互动，让乘客

在一堂“沉浸式”游览中汲取了满满的

正能量。

党的历史不是空洞的、抽象的，而

是鲜活的、具体的。一部峥嵘党史，记

录着催人奋进的红色故事、感天动地的

英雄人物、气壮山河的战斗画卷，见证

了初心之恒、使命之重、信仰之美、英雄

之气、复兴之志。百年党史里有情节，

能打动人；有情感，能感染人；有哲理，

能启迪人，既深邃厚重、意味深长，又鲜

活生动、丰富多彩。

同登一高山，路有千万条。党史有

思想、有温度、有品质，但要创新形式、

学出味道、常学常新，并非易事。H5、

动漫、短视频、VR 全景视图等形式，跨

媒体、融媒体、全媒体等平台，沉浸式、

场景式、空间化等方式，见人、见事、见

情、见思想，官兵想学、愿看、入心，更能

有效提升党史学习的吸引力、生动性和

感染力。

“用颜色不一样的烟火，为天空装

点斑斓。”味同嚼蜡，就难以下咽；有滋

有味，方能引人入胜。我们应当紧跟时

代步伐，紧扣官兵脉搏，多一些模拟式、

体验式教育，少一些说教式、命令式灌

输；多一些因时而变、随势而为，少一些

墨守成规、照本宣科，将有意义的内容、

有意思的方法、有新意的手段融入党史

学习，真正给官兵以

思想上的洗礼、行动

上的示范、情感上的

共鸣。

学党史要有滋有味
■胡玉豪 张维桐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也是科技创

新的动因。

“科技攻关要坚持问题导向，奔着

最紧急、最紧迫的问题去。”习主席在

两院院士大会和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

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打赢关键

核心技术攻坚战，实现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立起了鲜明导向、指明了前进

方向。

马克思曾深刻指出：“主要的困

难 不 是 答 案 ，而 是 问 题 。”从 理 论 上

讲，问题是创新的起点，问题引导科

技发展。从实践上看，问题是阻碍科

技进步的“拦路虎”，“一山放过一山

拦”；同时，科技创新由问题倒逼而产

生，又在不断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

究问题、解决问题中登上“光辉的顶

点”。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抓住问题

才能抓住科技创新的“牛鼻子”。没

有 鲜 明 的 问 题 导 向 、强 烈 的 问 题 意

识，就不可能有百花齐放、万紫千红

的“科学的春天”。

问题有轻重缓急、主次难易，不能

“眉毛胡子一把抓”，试图一下子解决

所有问题。弄清楚哪些是最紧急、最

紧迫的问题，具体表现是什么、背后原

因是什么，谋定而后动，方能避免不着

边际、无的放矢，防止科技创新着力点

出现偏差，贻误时机或半途而废。实

践反复证明，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

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从问题切入，

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的地方发力突

破，方能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

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嫦娥五号”实现地外天体采样

返 回 ，“ 天 问 一 号 ”着 陆 火 星 ，“ 奋 斗

者”号成功探测深海，北斗卫星导航

系 统 全 面 开 通 ，中 国 空 间 站 天 和 核

心 舱 成 功 发 射 ，C919 大 飞 机 准 备 运

营……我国近年来在科技创新领域

取得的一系列历史性成就，无不是坚

持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

在事关发展全局和国家安全的基础

核心领域用力，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

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重点解决什

么问题，最终使我们在多个关键领域

挺直腰杆、自立自强。正如中国探月

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院士所讲：“如

果当初不能承担风险，往后退了，恐

怕就达不到现在的创新高度。”

最紧急、最紧迫的问题，往往也是

最难攻克的重点难点问题。重大科技

创新成果的取得，绝非朝夕之功，需要

长期的积累、长时间的投入、长年累月

的付出耕耘，有时一项从“0”到“1”的

原创性突破甚至可能需要科研人员付

出一辈子的心血。当年“两弹一星”的

成功，正是源于科研人员苦干惊天动

地事，甘当隐姓埋名人，扎根戈壁深

山，常年风餐露宿，用“最原始的方法”

破译了最深邃的奥秘。缺乏坚守，何

以创新？探索科学真理的路途充满艰

辛，从来没有捷径可走，没有“十年磨

一剑”的毅力，没有“板凳甘坐十年冷”

的定力，就不可能有“一鸣惊人”的创

新成果。

当前，世界军事领域围绕科技的

竞 争 日 趋 激 烈 ，我 军 科 技 创 新 步 伐

不 断 加 快 ，很 多 问 题 是 过 去 没 有 遇

到 的 ，甚 至 是 没 有 想 到 的 。 越 是 最

紧急、最紧迫的问题，越是战斗力提

升的突破点、增长点，问题破解得越

好 ，战 斗 力 增 长 就 越 快 。 对 军 事 斗

争 准 备 最 急 需 的 关 键 核 心 技 术 ，我

们 要 保 持 恒 心 和 韧 劲 ，看 准 了 的 就

要坚定不移、一往无前，采取问题倒

逼 、责 任 倒 逼 、时 间 倒 逼 的 方 法 ，不

屈不挠、久久为功，集中优势力量尽

快取得重大突破。

（作者单位：65447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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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全国多个地方和单位举行

庄重简朴的仪式，向健在的截至 2021

年 7 月 1 日党龄达到 50 周年、一贯表现

良好的党员颁发“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

章。这一活动将持续到今年 7 月 1 日，

并将作为一项经常性工作，每年在建党

纪念日集中组织一次。广大党员从中

深切感受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的关怀和温暖，必将进一步增强荣

誉感、归属感和使命感。

荣誉，是因取得成就而获得的名誉

和尊荣。50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弹

指一挥间，但对人的一生却是十分漫长

和极其不易的。50 年在党，50 载拼搏。

有的老党员隐姓埋名、刻苦攻关，为科

研事业默默耕耘；有的响应号召、心系

大局，自愿扎根大漠边疆；有的履职尽

责、许党报国，在本职岗位上无悔坚守；

有的奉献军营、戍守边关，用青春热血

守护祖国和平安宁，等等。这些老党员

一以贯之的言行，就是最好的历史教

材，就是党员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样本。

荣誉，是对人们行为的一种褒奖

和肯定，体现着才能和本领，象征着成

绩和功劳。“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主

色调为红色和金色，主章和副章由党

徽、五角星、旗帜、山河、中国结和红飘

带等元素组成，寓意党员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勇攀高峰、永葆青春。颁发纪

念 章 ，是 对 老 党 员 忠 诚 品 格 、奉 献 精

神、突出贡献的充分肯定和由衷致敬，

他们无愧于党的信任和人民重托，当

得起这份崇高荣誉。

荣誉的背后是责任和担当。今年

是我们党成立 100 周年，全党将开展首

次颁授“七一勋章”、表彰“两优一先”等

活动。荣誉是一种褒奖，激发活力；是

一种鞭策，催生动力。点燃荣誉火炬，

照亮前行道路。一系列表彰活动必将

激励广大党员把崇尚荣誉、争取荣誉当

作一种行动自觉，勇于担当、锐意进取，

学英模、当先进、建功业，在前进道路上

创造新的荣光。

徐向前元帅曾说：“荣誉感、自豪

感、责任感，异常可贵，是战斗力量的

源泉。”军人为荣誉而生，为荣誉而战，

对荣誉的认识更深刻、对荣誉的感情

更真挚、对荣誉的追求更执着。广大

官兵要以颁发纪念章活动为契机，将

荣誉的旗帜高高举起、英雄的歌曲久

久传唱，始终把荣誉作为部队发展的

“助推器”和提升战斗力的“倍增器”，

切实担负起强军兴军的历史重任，凝

聚起练兵备战的强大动力。

是荣誉更是责任
■何思聪 叶津华

【新闻】“学党史，强党建，树担当，

促发展。”新华日报社与江苏银行联合

打造“跟着名家学党史”新华红·红色大

讲堂，一位资深外交官作为首讲嘉宾，

以《家国情怀 大国外交——讲中国故

事》为主题进行授课。他用小故事阐述

大道理、用小细节描绘大外交，语言睿

智幽默、讲述情理交融，给观众上了一

堂生动党课和爱国主义教育课。

【评论】

“会讲故事、讲好故事十分重要。”讲

故事就是讲事实、讲形象、讲情感、讲道

理。提升党史学习质效，既要讲好党的

故事，更要讲清讲透故事背后的道理。

文以载道。故事的背后是思想，

是“道”。故事的精彩，既在于情节的

跌 宕 起 伏 ，更 在 于 思 想 的 发 人 深 省 。

讲好党的故事不能图热闹，而要通过

讲故事来揭示故事背后蕴含的思想力

量和精神力量。党

的故事如果失去承

载 的“ 道 ”，就 如 同

无 源 之 水 、无 根 之

木，再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也是苍白

无力的。

“深刻的道理也要通过讲好故事

来打动人、说服人。”党的故事贯穿着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渝的初心使命，

内蕴着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活力的精

神密钥，昭示着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

的历史必然。要在娓娓道来、引人入

胜的生动讲述中，在寓理于事、析事明

理的深入解读中，把抽象的理论具体

化、深奥的真理通俗化，引导广大党员

加深对党的历史了解和把握，加深对

党的理论理解和认识。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思考是学出成效的必经之路，有所思

才能有所得。如果听了不少故事，却

听无所思、听无所得，岂不是白听？广

大官兵要把听故事的过程，变成汲取

智慧、获得真知、武装头脑的过程，把

零散的东西系统化、感性的东西理性

化，看清历史的脉络和规律，把握历史

的大势和主流，进一步牢记初心使命、

激发爱国之志、凝聚强军力量。

（作者单位：武警山东总队）

讲故事要情理交融
■曹正宝 徐广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