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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特别”“三个绝对”立起了听党

指挥的新时代标准；国防和军队改革不仅

“动棋子”，而且“动棋盘”“动棋规”，聚焦

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大

刀阔斧、蹄疾步稳；战斗力标准大讨论思

想风暴在全军刮起，实战化训练持续掀起

热潮；依法治军、从严治军驶入快车道，实

现治军方式“三个根本性转变”……

坚毅而勇敢，果断而决然。短短几

年，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各个领域有破有

立，大破大立，人们惊呼感受到“带着电

闪雷鸣的变化”“如朝阳喷薄般的希望”。

变化和希望从何而来？其实，历史

已经告诉未来！

（三）

“建军总原则，党的领导尊。非军指

挥党，惟党指挥军。”建军 35 周年时，人

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朱德元帅，一

字一句写下这样的诗行。

元帅的心中，一定记起那片望不到

尽头的茫茫草地，一定记起那场惊心动

魄的斗争——

一路跋山涉水、突围转战，中央红军

和红四方面军会师时，连一门山炮都没

有，最后一门 75 毫米火炮，在一渡赤水

的时候也被扔进赤水河了。会师大会

后，张国焘看似漫不经心地打听：“你们

有多少人？”得知中央红军只剩下 1 万多

人，张国焘脸色“当时就变了”。

掂量实力对比，张国焘野心陡然膨

胀。自恃人多枪多，借“统一指挥”和所

谓“组织问题”，他公然向党争权，企图另

立“中央”。然而，红军坚定跟党走，野心

家最终身败名裂，“逃跑时连个警卫员也

带不走”。

心中没有党，纵然官高职显，也立场

摇摆如蒲草、人格卑微如蝼蚁。

相形之下，还是在这片草地上，受伤

的红军副连长李玉胜，把掉队的 28 名伤

病员收拢在一起，成立临时党支部。党

的组织，让虚弱、饥饿又有些绝望的官兵

立即“就像一根拧在一起的铜绳”。经过

两天三夜，他们终于走出草地，跟上了那

面北上的红旗。

“草地党支部”的故事，绝非孤例。

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大浪淘沙中，这支军

队中叛徒不乏其人，但从来没有一支成

建制的部队投敌哗变。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这支

军队铁的规矩。

——这个规矩，源远流长。聂荣臻

元帅在回忆录中写道，南昌起义准备好

后，“什么时候发难，要听中央的命令”。

——这个规矩，坚如磐石。抗战初

期，国共第二次合作，蒋介石企图分化、

瓦解、“收编”红军。党中央在军队性质、

宗旨、指挥权等原则问题上，始终坚定不

移，毫不退让。

——这个规矩，寸步不让。重庆谈

判，蒋介石以“政令军令统一”“军队国家

化”名义，逼迫共产党交出武装。党中央

始终坚守底线，“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

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这个规矩，举世闻名。在《朝鲜

战争中的美国陆军》一书中，美国人这样

描述中国军队：在战争中还从未发现一

支健全的共产党军队陷入解体。不管这

支军队损失如何严重，只要党组织还保

持完好，他们就有抵御能力。

今日何日，今夕何夕？

金戈铁马，已经被高速公路上如过

江之鲫的车流所取代。

战火硝烟，也早被城市森林中五光

十色的霓虹灯光消融。

但是，“历史寓含规律，揭示规律必

须透视历史”。从历史走到今天，党对军

队绝对领导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原

则制度，成为我国的基本军事制度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

分，开创了军事制度文明的“中国模式”。

有了这一整套制度作保证，党的领

导就“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党和国家就

“乱不了”，部队就“跑不了”，阴谋家就

“反不了”。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

“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上升为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一条基本方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

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作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确定下来，

具有“压舱石”的重大意义。这一制度，

从根本上确保人民军队忠实履行新时代

使命任务，确保党的长期执政、国家长治

久安和事业兴旺发达。

军魂永不变，军旗永向党。铸牢人

民军队的建军之本、强军之魂，最根本的

就是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

责制，确保部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

对可靠，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

（四）

川南大山，群峰莽莽。历史戏剧性

的一幕，深有余味——

1949 年 11 月，蒋介石已经跑到台湾

去了，他的黄埔学生宋希濂在这里，对一

群残兵败将讲话打气：“我们现在在军事

上被共军彻底打垮了，现在我们计划跨过

大雪山，到遥远的地方去找一个根据地。”

一切仿佛是历史的嘲弄——兵败如

山倒之时，这位“国军”将领突发奇想，竟

然想起要用共产党的方法了。

然而，刚过大渡河，宋希濂就被解放

军包围生俘了。不知大渡河的滚滚波

涛，是否还记得蒋介石当年扬言要把红

军变成“石达开第二”的狂妄叫嚣？

一切又蕴含着历史的必然。这支军

队的制胜密码，早已大白于天下，却任何

人也学不像、学不来、学不会。

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队尽管逃进

深山，也没法像共产党的军队那样建立

“根据地”；抗日战场上，纵然捧着毛泽东

的《论持久战》，国民党军队也组织不起

像样的游击战，甚至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却发生 8个月中丧

失 4个省会、146座城市的豫湘桂大溃败。

同样是中国人，同样是中国军队，共

产党的军队和国民党的军队，判若云泥霄

壤。乃至于后来在朝鲜战场上，一位西方

记者采访一名二战期间曾经在中国担任武

官的美国军官，问及他关于志愿军与国民

党军队的对比，这名美国军官沉默许久，说

出一句话：“他们不再是同一批中国人了！”

在历史的天平上，考量两支军队的

命运，自有超越战略战术的深层原因，那

就是人民的拥护与唾弃！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与她缔造的这支

军队的宗旨，二者完全一致、一字不差：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人民解放

军，有一个享誉天下的自豪称号：“人民子

弟兵”。“人民”，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定语。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支军队，从赫

赫战将到普通一兵，都明白为谁打仗、为

谁流血、为谁牺牲。

如今，在“刘老庄连”的荣誉室，有一

面布满弹孔的连旗。1943 年 3 月，为掩

护根据地人民群众安全转移，这个连的

82 名官兵，在江苏淮阴刘老庄与数十倍

于己的日伪军殊死搏斗。战斗从拂晓打

到黄昏，82 名勇士全部壮烈牺牲。

来自人民，反哺人民；行程万里，人

民至上；民心所望，军队所向。党的初心

就是军队的初心，党的使命就是军队的

使命，党的宗旨就是军队的宗旨。

在重情尚义的古老中国，这样的道

理朴实又深刻——

有“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

给老百姓”的红军女战士，就有挤出乳汁

喂养八路军伤员的沂蒙山红嫂；

有前赴后继为保卫老百姓捐躯的子

弟兵，就有淮海战场上那车轮滚滚、一眼

望不到头的支前大军；

有人民军队为这个国家的人民义无

反顾、一无所惜，就有老百姓“最后一碗

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

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

亲骨肉送去上战场”……

历史无情又多情，它从不偏爱哪一

个政党，也从不眷顾哪一支军队。谁把

人民放在心上，人民就把谁放在心上；谁

能赢得最广大人民的支持，谁就能赢得

最后的胜利。

1949年 4月，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

渡长江之时，柳亚子问毛泽东：“渡江很

快成功，请问主席，用的是什么妙计？”毛

泽东回答：“人民的支持是最大的妙计。”

人民的支持，不是无缘无故的。一

个月后，解放上海的战役打响。

大上海，是党诞生的摇篮，也是远东

第一大城市。为了把大上海完整地交到

当家做主的人民手中，解放军只使用轻

武器作战，喊着“为了人民，愿做胜利前

的最后一批牺牲者”的口号冲锋陷阵。

是役，共有 7612 名官兵倒在共和国

诞生的前夜。他们幸而活下来的战友，

却为了不打扰上海人民，征衣未解，披着

朝露，睡在大上海的马路上。

那个清晨，上海滩悠扬的晨钟告诉

世界：“蒋介石再也回不来了！”

从长江入海口溯流而上，这条奔腾的

大江，在 21 世纪 20 年代中国第一个春天

的荆楚大地，再次见证了相同的一幕——

一场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党中

央、习主席一声令下，4000 多名军队支

援湖北医疗队队员闻令而动、逆行出征，

用血肉之躯筑起阻击疫情的钢铁长城。

那风雨兼程、急如星火的脚步，那

“疫情面前，中国人民解放军誓死不退”

的铿锵誓言，那一份份摁满红手印的请

战书，那一张张勒出深深印痕的“最美面

孔”，永远驻留在亿万人民的心坎上。

胜利的时刻，没有彩旗飘飘、没有锣

鼓鞭炮，无需夹道欢送、不用箪食壶浆，

一个个疲惫的迷彩身影，悄然告别武汉

三镇的万家灯火……

（五）

1936 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带

着诸多问题走进陕甘宁边区，深深地被

那些英勇无畏、藐视苦难、斗志昂扬的红

军将士所震撼：

“我几乎不能相信，只是由于这样一

批坚决的青年，有了一种思想的武装之

后，竟然能够对南京的千军万马进行了

群众性斗争达十年之久”。

这支军队的特质，被斯诺称为“东方

魔力”。15 年后，在朝鲜战场上，这支军

队的风骨，被另一批美国人称为“谜一样

的东方精神”。

英雄的政党，哺育英雄的军队。这支

军队的这种精神，与缔造她的政党一脉相

承，犹如英雄儿女传承英雄母亲的血缘。

——有了这种精神，这支军队的高级

将领视死如归。身陷囹圄的方志敏在狱

中写下《可爱的中国》，坚信“中国一定有

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疾呼“为着共产主

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

情愿的啊”！驻赣公署军法处沮丧但诚实

地密报蒋介石：“方志敏冥顽不化，见佛灭

佛。劝导者昂然而进，颓然而归，更有为

之倾倒者。狱卒争相为之奔走。”

——有了这种精神，这支军队的无

数战士前赴后继，这支军队的骨干力量

砥柱中流。聂荣臻元帅曾回忆：“红军打

仗，打的是党团员，打的是干部。每打一

仗下来，党团员负伤之数，常常占到伤亡

数的 25%甚至 50%。”

——有了这种精神，共产党领导的

人民军队才能创造这样的战争奇观：党

中央的指挥部不发武器、不管给养，只

“嘀嗒、嘀嗒”发电报，分布在白山黑水、

江河湖海的千军万马竟然“团结得像一

个人一样”。在西柏坡的几间土屋里，党

中央在“世界上最小的指挥所”，指挥了

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彰显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力量。”习主席的

铿锵话语，道出一代代官兵的共同心声。

2019 年 10 月 1 日，北京天安门广场，

由 5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和百面荣誉战

旗组成的战旗方队整齐列阵。“阻击战英雄

团”“白刃格斗英雄连”“杨根思连”“黄继光

英雄连”……每一面叱咤风云的战旗，都承

载着人民军队血染的荣誉和历史。

中国共产党，永远是中华民族的先

锋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永远是先锋队

中的尖兵。

“高高举起呀，血红的旗！”正是在党

的领导和培育下，人民军队一代代官兵

一扫近代中国“兵魂销尽国魂空”之气，

打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彻底扭转了近

代以来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正是在党的

领导和培育下，新时代的年轻官兵扎进

莽莽群山、挺立冰峰雪谷，誓死捍卫祖国

领土，打出了这支军队“宁将鲜血流尽，

不失国土一寸”的赫赫威名。

2020 年夏天，在雪域高原加勒万河

谷边境防控斗争中，某边防团团长祁发

宝、某机步营营长陈红军和战士陈祥榕、

肖思远、王焯冉……这些以往从不为人

所知的中国军人，成为新时代卫国戍边

英雄群体。他们那站在冰河里大张手臂

的背影，那清纯又帅气的笑容，那写在头

盔上的铮铮誓言，敲击着国人的心弦，湿

润了无数人的眼眶。

驻守在海拔5100多米的某哨所，官兵

在粗糙的崖壁上描绘了一面鲜红的党旗。

苍茫的高原，这面党旗，就像一簇跳

动 的 火 焰 。 这 座 山 也 由 此 得 名“ 党 旗

山”，成为戍边官兵的精神高地。

军旗跟着党旗走，是一个誓言、一种

形象，更是对人民子弟兵敢于斗争、敢于

胜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战斗精神的生

动诠释。

有了这种精神，这支军队无论遇到

什么艰难险阻，可以流血，可以牺牲，但

绝不会溃散！

（六）

“今天谈话凭党性。”

“一切听从党安排！”

这是 1950 年解放军进军西藏前，两

名共和国老兵的对话。前者是中共西南

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邓小平，后者

是受命进藏的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

党的命令，就是军人的最高号令。

一声令下，十八军选派支援地方的

上千名优秀干部全部回归建制，他们中

不少人已经当上了县委书记、县长。

一声令下，三万多将士准时出发，一

边修路一边进藏，翻越一座座飞鸟也难

以飞过的雪山，创造了人类高原行军史

和公路建造史上都绝无仅有的奇迹。

2000多公里的川藏线上，3000多名烈

士长眠于此，平均每公里就有超过一名官

兵牺牲。许多人因为高原反应和过度疲

劳，睡去后第二天就再也没有睁开眼睛。

率先垂范、举家进军西藏的张国华

将军，途中失去了不满 3 岁的爱女。这

个小女孩，被十八军官兵称为进军西藏

牺牲的第一人。

邓小平为光荣的十八军题词：“接受

与完成党所给予的最艰苦的任务，是每个

共产党员、每个革命军人无上的光荣。”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

亲 ……”每当唱起这首歌，人们就会想

起这支军队的一名普通士兵——雷锋。

战士质朴，战士情深。战士把党比母

亲，战士只认一个理：母亲想让祖国这个大

家庭里每个小家都过上好日子，儿女只有奋

不顾身去拼搏，尤其是共和国的军人——

祖国的忠诚长子，责无旁贷，舍我其谁！

这个不用解释的道理，党内叫党性，

党员叫忠诚；军内叫纪律，军人叫服从。

“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

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这首家

喻户晓的歌曲诞生于新疆军区阿拉马力

边防连，反映的是上个世纪 60 年代初官

兵们“三峰骆驼一口锅、两把铁锹住地

窝”的艰苦生活和戍边精神。

每一次舍生忘死的抉择，每一次义

无反顾的出发，每一个毅然决然的行动，

镌刻在时间卷轴上的都是大写的忠诚。

对党绝对忠诚要害在“绝对”两个

字。习主席指出，绝对忠诚就是唯一的、

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

有任何水分的忠诚。对党忠诚必须一心

一意、一以贯之，必须表里如一、知行合

一，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改其心、不

移其志、不毁其节。

营盘如铁，兵如流水。新中国成立

以来，人民军队先后进行了 10 余次大裁

军，人数由 600 多万减少到约 200 万。军

营，是几千万老兵共同的眷恋。

基建工程兵，人民军队序列中一个

远去的称谓。

1979 年底，一批基建工程兵从冰天

雪地的东北鞍山，来到南海边上一座小

渔村。到了 1982 年冬天，几乎每天都有

一列军列开进深圳。两万基建工程兵奉

命南下，吹响了特区建设的冲锋号。

转眼进入改革开放的第 5 个年头。

在许多官兵看来，忙碌完这一次大会战，

接下来又将搭乘军列，启程前往下一个

“战场”。谁也不曾料想，新的命令竟然

是就地转业。

纵然有万千不舍，官兵们依然选择毫

无保留地执行最后一道命令：脱下军装！

天若有情，应当见证：这支集体转业

后的建筑铁军本色不变，在改革开放的

最前沿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

大海潮起潮落，时代澎湃向前。在

新时代新一轮国防和军队改革中，全军

将士再次展示这支军队“一切听从党安

排”的赤胆忠心。

一声令下，七大军区一夜间消失。

一声令下，新一代中国军人在改革

中完成了我军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整建制

移防，数十万军人奔赴万里边关。

从关中平原到西北大漠，从天府之

国到雪域高原，从江南水乡到岭南山区，

多少热血军人离开繁华都市来到边陲小

镇，告别父母妻儿走向陌生远方……在

同龄人候鸟一般向舒适迁徙的同一片国

土上，这又何尝不是一种“逆行”？

诗人雪莱说过：“在任何生命中，忠

诚都是贯穿其中的主线。”

草木有荣有枯，潮水有涨有落；山川

可以移位，河流可以改道。但对于共产

党员、革命军人来说，“革命战士一块砖”

的组织观念不能变，“党有指示，万难不

辞”的政治品格不能变，维护核心、听从

指挥的忠诚基因不能变。

（七）

党的十八大后，习主席第一次到基

层部队视察，就来到“黄草岭英雄连”。

统帅慈爱的目光，抚摸着一张张年

轻士兵的脸庞。

统帅殷切的目光，也关注着这个连

队的胜战基因，关注着这支军队的天职

和使命。

“ 黄 草 岭 英 雄 连 ”，一 战 成 名 在 朝

鲜。朝鲜北部著名的盖马高原，每年十

月就会飘雪。黄草岭，是这片高原的门

户，控制着这里的唯一一条公路。

当年，这个连队的前辈们两天时间

奔袭了 400 多里抢占阵地，根本来不及

构筑像样的工事，美军精锐海军陆战队

第 1 师就来了。

天欲裂，铁在烧。美军的火力密度，

是官兵们从来没有见过的。

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的回忆录

中，记下了这样一个细节——

一位苏联顾问，问这个连队所在军

的首长：“你们有飞机吗？”答：“没有。”

“有坦克吗？”“没有。”“有大炮吗？”“有一

点。”苏联顾问听了直摇头。

一场实力悬殊的阻击战打响了，在

伤亡几乎到达极限的时候，许多战士用

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阵地上此起彼

伏的手榴弹爆炸声，让敌人心惊胆战。

黄昏，仅存的 3 名中国士兵屹立在

暮色中。夜幕中响起了军号。指挥所读

懂了主峰上传来的军号声，它的含义是：

天黑了，我们还在！

军号嘹亮，宣示坚守的内涵；军号悠

长，呼唤后浪的奔涌。

当今世界，刀光剑影没有黯淡，鼓角

铮鸣没有远去，太平洋并不太平。

2016 年，一部西方人制作的纪录片

在互联网上传播，片名为《即将到来的对

华战争》。片中写道：“分布在中国周边

的外国军事基地密密匝匝，像绳索一样，

牢牢套住了中国的脖颈……”

今天的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

舞台中心，也前所未有地面临安全压力

和风险挑战；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

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

标，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一支

强大的军队。

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

优良的人民军队，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

界一流军队，是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京广线上，有一座小城。1949 年，

“进京赶考”的毛主席就是从这里换乘列

车进入北京的。2018年元旦刚过，习主席

一身戎装来到这里，面对全军官兵发出

了开训动员令。

实现改革重塑的人民军队，在这里

迎接党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的赶考！

铁骑奔戈壁，大雪满弓刀。刚刚聆

听习主席号令的铁甲雄师，直接开赴朱

日和演兵场，与等候在这里的“蓝军之

狼”展开实兵对抗搏杀。

碧海驰银练，战鹰凌云霄。东海警

巡、南海战巡，越巴士海峡、出宫古海峡，

“中国力量”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大踏步地

走出去，在浩瀚的西太平洋展开远海训练。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歼-20、

运 -20，中 国 空 军 进 入“20 时 代 ”；辽 宁

舰、山东舰，中国海军进入“航母时代”；

东风-17、东风-41，中国火箭军“东风快

递”再添新箭簇……

改革重塑，新质力量党塑造。新时

代，我军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期以来陆战型

的力量结构，改变了国土防御型的兵力布

势，改变了重兵集团、以量取胜的制胜模

式，迈出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人

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的一大步。

以战略预警、远海防卫、远程打击、战略投

送、信息支援等新型精锐作战力量为主体

的联合作战力量体系正在形成。

千钧重托，胜战方向党指引。新时

代，习主席对提高能打仗、打胜仗能力念

兹在兹，对练兵备战看得最重、叩问最严，

亲自决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一系列重

大举措和行动。全军官兵的战斗队思想

进一步强化，加快实现军事训练转型升

级，加紧推进军事斗争准备，以实际行动

答好“胜战之问”“价值之问”“本领之问”。

强大！强大！强大！这是党领导人

民军队砥砺奋进、浴血荣光扛起的使命。

强大！强大！强大！这是党要求新

时代革命军人牢记在心、矢志不渝履行

的天职。

（八）

仰望党旗、军旗，今天的中国军人忘

不了这震撼人心的一幕——

1951 年 1 月 15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事学院举行成立典礼，中央军委向军

事学院授予军旗——

“这面旗帜代表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

导之下，克服困难，英勇战斗，为人民服务

的光荣传统。这是常胜的旗帜……”

这时，院长刘伯承做出一个让在场所

有人感到意外的举动：正步上前，跪下一

条腿，双手捧起军旗的下角，深情地一吻，

然后站起身，以标准的军姿接过军旗。

刘伯承跪吻军旗，并非条令规定，纯

是发自真情。全场官兵先是惊愕默然，随

即热泪盈眶，继而爆发出最热烈的掌声！

掌声即心声，如惊雷贯耳，似大海扬波。

这时，每一位跟着中国共产党一路征

战的军人，都会读懂一名身经百战的老兵

此刻的温情。面对八一军旗，脑海里都会

涌现血染江河的英勇、漫山遍野的冲锋，

转折关头的惊险、牺牲时刻的壮歌……

从铁马秋风的塞北，到杏花春雨的

江南。面对新的百年，面对广阔而浩瀚

的未来，前行的路道阻且长。

2020 年金秋十月，首都北京，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10 面红旗正

中间，金色的党徽熠熠发光。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擘

画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的战

略安排，鲜明提出“确保二〇二七年实现

建军百年奋斗目标”，对实现党在新时代

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

一流军队提出了更加具体明确的要求。

人民军队的行进，因有党旗的指引

而所向披靡；人民军队的未来，因有党旗

的引领而注定辉煌。

2021—2027—2035—2050，每 个 时

间节点，都是前行的路标、奋进的坐标，

必将带来更加光明的发展前景、无比新

美的强军画卷。

《互联网时代》一书提醒世人：“过去，

对未来的判断是浪漫、是畅想、是大概；而

今天，未来是真切、是具体、是行动。”

建军先铸魂，强军先强魂。前进道

路上，人民军队必须牢牢坚持党对军队

的绝对领导，把这一条当作人民军队永

远不能变的军魂、永远不能丢的命根子。

强军！强军！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

引下，肩负如山使命的人民军队，有信

心、有能力打败一切来犯之敌，有信心、

有能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有信心、有能力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

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百 年 大 党 正 青 春 ，人 民 军 队 向 太

阳。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自信自豪、意

气风发地奔向未来。

涛飞江上，气卷万山。百年辉煌属

于昨天，新的历史正在书写——

世界很大，比世界更大的是百年大

党的胸襟和目光。

未来很远，比未来更远的是人民军

队的使命与梦想。

（上接第一版）先后突破十余项关键技

术，填补多项空白。206 所十室主任崔

广志说，我们团队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要求，和广大航天科技工作者共同努力，

为建设航天强国再立新功。

“ 神 舟 十 二 号 任 务 是 空 间 站 建 造

工程的重要一步。后续我们还面临着

出 舱 活 动 和 一 系 列 技 术 验 证 试 验 ，任

重道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空间

站 系 统 总 设 计 师 杨 宏 表 示 ，我 们 将 始

终 保 持 清 醒 的 头 脑 ，继 续 发 扬 载 人 航

天 精 神 和 严 慎 细 实 的 工 作 作 风 ，做 好

每 一 步 工 作 ，圆 满 完 成 好 空 间 站 的 组

装建造任务。

（新华社北京 6月 24日电 记者胡

喆、李国利；参与采写：母国新、姜哲、王

伟童、毛凌野、赵森、孙伟、王明艳、宋星

光）

军 旗 永 远 跟 着 党 旗 走

由中共中央宣传部联合有关部门摄制的大型文献专

题片《敢教日月换新天》自 6月 20日起在央视播出以来，获

得社会广泛关注。观众表示，该片用翔实史实、生动故事全

景讲述党的百年历史，观看专题片是一次深入的党史学习。

暨南大学哲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刘依平说，这部文

献专题片宏观、立体地再现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

国共产党建党的历史经过。大量航拍、长焦镜头的运

用，以及珍贵历史档案、影像资料的引入，营造出宏大的

历史感，对观众有着非常强的感染力。

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胡智锋认为，专题

片《敢教日月换新天》以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历史为表现

主题，将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汇集起来，以精到

的构思、精彩的故事、精辟的思想与精致的叙事，全面描

摹了百年党史波澜壮阔、荡气回肠的画卷，是庆祝建党百

年的影像佳作。

还有网友表示，这部文献专题片中，不仅有大家耳熟

能详的英烈故事，也让我们了解到许多鲜为人知的英雄。

让人深切感受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

斗目标”，正是对共产党人“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最好诠释。

（据新华社北京6月 24日电 记者白瀛）

一次深入的党史学习
—文献专题片《敢教日月换新天》获广泛关注

本报讯 记者邵龙飞、特约记者刘明峥

报道：6 月 24 日，由军事科学院主办的第四届

强军论坛在京举行。来自军地数十家单位的

150 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活动。

本届论坛以“回望建党百年征程，奋进建

军百年目标”为主题，回顾总结百年来党领导

军事斗争的伟大成就、宝贵经验和历史启示，

集中研讨深化推进新时代军事斗争准备的重

要举措。

与会专家认为，党缔造和领导英雄的人

民军队，夺取革命战争胜利，打败国内外之

敌，为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积累

了 弥 足 珍 贵 的 斗 争 经 验 ，谱 写 了 壮 丽 的 篇

章。与会专家表示，新时代深化和拓展军事

斗争准备，应从历史中获得智慧启迪，从历史

中获得前行动力，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

加紧提升随时能战的打赢能力，切实打通向

战为战的创新链路，大力锻造能征善战的人

才方阵。

强军论坛是军事科学院着力打造面向全

国的高端论坛，是激扬军事理论创新、推动军

事斗争实践的重要平台。

第四届强军论坛在京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