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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海 水 天 一 色 ， 战 舰 破 浪 前 行 ，

习 主席注目远望，深邃的目光穿越历

史的云烟——170 多年前，西方列强就

是从海上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古老中国

从此跌入苦难的梦魇。

两天之后，习主席来到原第 42 集

团军演兵场上，作出重要论断：“这个

伟大的梦想，就是强国梦，对军队来

讲，也是强军梦。”

透过历史的云烟，我们仿佛听到这

个民族、这个国家最深沉的呼唤！不强

军，就没有战争的胜利；不强军，就没

有祖国的尊严；不强军，就没有民族的

复兴、世界的和平。

人民军队诞生后，中国共产党扛起

历史重任，但我们的人民军队创建初期

的“主战装备”不过是各种轻武器，以

及梭镖、大刀，甚至是菜刀。

面对强敌，“广州暴动不死，平江

暴动不死”的红军第三军军长黄公略，

在第三次反“围剿”时，倒在敌机的空

袭中。

“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毛主席驻

足娄山关悲壮苍凉的诗句，饱含了红军

将士多少浴血的战斗。

两次负伤、两次截肢的新四军老战

士吴成，想起解放战争时一次战斗，记

忆 犹 新 ：“ 我 们 20 人 的 突 击 队 ， 用 步

枪、手榴弹攻堡垒，打了两天三夜。仗

打赢了，突击队只剩下两个人。那时，

我们多盼望能有一门炮啊……”

悠悠强军梦，何时梦能圆？

直到新中国成立，人民海军首任司

令员肖劲光考察刘公岛，居然没有一艘

能够开动的军舰，只好租了一条渔船。

途中，有人向船老大介绍，搭你船

的 人 是 海 军 司 令 。 船 老 大 根 本 不 信 ：

“海军司令还坐我的渔船？”深受刺激的

肖劲光扭头对随行人员说：“记下来，

1950 年 3 月 17 日，海军司令员肖劲光

乘渔船视察刘公岛！”

刘公岛，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在这

里覆灭。半个多世纪过去，新中国的人

民海军，还是一支规模小得可怜的“内

河 舰 队 ”。 首 次 乘 海 军 舰 艇 顺 长 江 而

下，毛主席一连为 5 艘战舰写下内容相

同 的 题 词 ：“ 为 了 反 对 帝 国 主 义 的 侵

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长江的波涛，翻滚在这位人民军队

的 缔 造 者 心 中 。 把 同 样 的 题 词 连 写 5

遍，在毛泽东的一生中绝无仅有。

强国强军，征途如虹。在此后的岁

月里，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对建

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寄托了殷切期

望、作出了一系列指示要求。党的十八

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强军大幕轰然开启。

2013 年，习主席在出席十二届全

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

时号召：为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

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而奋斗。

2015 年的最后一天，陆军领导机

构、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宣告成立。

习 主 席 在 训 词 中 分 别 提 出 明 确 要 求 ：

“ 努 力 建 设 一 支 强 大 的 现 代 化 新 型 陆

军”“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火箭

军”“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战略

支援部队”……

强大！强大！强大！穿越历史的长

河，人民军队的战士在呼唤、将军在呼

唤、统帅在呼唤——

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是保卫红色

江山、维护民族尊严的坚强柱石，也是

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

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

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一支强大的人

民军队。

（三）

“100”，一个情深意长的数字，在

2021 年 7 月 1 日 ， 点 燃 无 数 中 国 人 的

心。

这天清晨，15 架歼-20 战机分 3 个

梯队，呼啸飞过天安门。29 架新型武

装直升机组成的“100”字样，引起人

们忘情的欢呼、无限的畅想。

人民军队党缔造，成长壮大党培

养。这是人民军队向党致敬的花环，也

是人民军队向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奋

飞、向祖国和人民的承诺。

穿云破雾，飞越沸腾的时光之海，

离不开清晰的航线规划。

仰望天空，鲜有人知，早在 1940

年 ， 我 党 就 有 了 第 一 份 空 军 建 设 蓝

图—— 《建设中国红色空军计划》。

这份计划的起草者，是我党早期派

到苏联学习航空技术的专家常乾坤、王

弼。抗战爆发后，两人请求回国。这份

计划，就写成在他们从新疆奔赴延安的

路程上。

走过玉门关，穿越星星峡，他们白

天赶路，夜晚点灯，伴着大漠的风沙、

听着黄河的涛声，把一个个心中的梦想

记在纸上。

让爬雪山、过草地走完万里长征的

人民军队飞起来，当时看来几乎是异想

天开，他们也充分估计到难度。如今翻

开这份珍藏在空军档案馆中的计划，只

见每个段落的第一句都是“如果……”

“如果……”“如果……”

就是这份用假设的方式述说梦想的

计划，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决定先在

延安组建军委航空学校。毛泽东、朱德

还接见了常乾坤、王弼，语重心长地对

他们说：“热心发展航空事业意见是好

的，但要有决心和耐心。”

新中国成立后，常乾坤、王弼，一

个任人民空军副司令员，一个任人民空

军副政委。他们 10 年前的梦想，再不

是凌空蹈虚，逐一步步实现。

中国共产党人的目光穿透时空，中

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坚定执着。支撑这一

切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我们善于把梦想

化为目标，把目标落入规划，把规划变

成现实。在各个历史时期，党都会根据

形势任务的变化，明确提出人民军队建

设发展的目标要求。新中国成立后，国

防和军队建设规划以五年为一个周期推

进，如今已经来到了“十四五”。

初心之焰，需要一把接一把的火炬

点燃。

使命之舟，需要一段接一段的纤绳

牵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站在历史

和全局的制高点上，对军队建设进行战

略擘画和设计，反复强调要加强战略谋

划和顶层设计，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的战略能力，特别是亲自

指导推动我军建设“十四五”规划拟

制，明确要求，要同国家发展布局相协

调，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贯彻我

军现代化发展战略，形成科学的路线

图、施工图。

我们深知，这个规划的 5 年，就在

未来这 6 年中。

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

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全面推

进军事理论现代化、军队组织形态现

代化、军事人员现代化、武器装备现

代化，加快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

发展，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强军布局

已徐徐展开。

构建联合作战指挥体系、新型军事

管理体系、现代军事力量体系、新型军

事训练体系、新型军事人才体系、国防

科技创新体系、现代军事政策制度体

系、军民融合发展体系，新征程强军事

业的战略重点已逐一确定。

国产航母入列、新型战机入列、新

型潜艇入列、新型导弹入列……大国重

器纷纷亮相，令人目不暇接。“强军节

奏”紧锣密鼓，人民军队一张张规划蓝

图正在接续实现。

为了新的胜利，开始新的出发。这

是历史的自觉、主动的营造、发展的积

淀、时代的呼唤。

看准了的事情就要持续不断干下

去 、 锲 而 不 舍 抓 下 去 ，“ 功 成 不 必 在

我，功成必定有我”。中国特色强军之

路，就是“把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前

面”，坚定不移走出来的。

航程漫漫，当年有当年的曲折萦

回，今天有今天的起伏跌宕。

强军路上，迈向建军一百年奋斗目

标的奋进之路，是至关重要的一程。走

向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我们不仅有大

时空的宏伟“写意”蓝图，还有用“工

笔”逐段画出落实规划的“施工图”。

奔向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里程

碑，每名中国军人都在进行接力跑，都

要跑好自己的这一棒。

波涛汹涌的大洋上，“中华神盾”

长沙舰，在主机技师李万里和战友操

纵下远航。这些年，李万里听到最多

的口令之一就是：“两进十”——全速

前进！

（四）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

1954 年，人民军队正规化建设拉

开序幕，实行军衔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

正在论证酝酿。这年夏天，毛泽东主席

眺望沧海，心潮逐浪，写下气魄恢弘的

《浪淘沙·北戴河》。

时代大潮，浪奔浪涌。一部人民军

队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改革

创新史。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立一整套

建军原则制度，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精兵

简政，解放战争时期组建五大野战军，

新中国成立后多次调整体制编制，人民

军队边战边改，边建边改，愈改愈强。

历史告诉我们，改革创新、与时俱

进，是人民军队不断发展的必由大道，

人民军队的力量来自改革创新，人民军

队的胜利来自改革创新。人民军队必须

勇于改革、善于创新，任何时候任何情

况下都永不僵化、永不停滞。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伴随着国际国

内形势发生一系列变化，中国共产党及

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来到了一个新的十字

路口。

这个路口，波谲云诡。这个路口，

暗涛汹涌。中国正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

舞台的中心，也前所未有地面临严峻的

安全压力和风险挑战。

2015 年 11 月 24 日至 26 日，中央军

委召开改革工作会议，习主席发出深化

国防和军队改革动员号令：全面实施改

革强军战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

之路。

2015—2021，转眼已是一个 6 年！

2021—2027，未来还有一个 6 年！

上一个 6 年，大精简、大优化、大

调整、大移防……习主席亲自推动这场

“史上最牛军改”。潮起东方，举世瞩

目。外电评价：这是中国 60 年来最大

一次军事改革。

下 一 个 6 年 ， 人 民 军 队 奔 向 建 军

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与时俱进，改

革未有穷期，我们新的征程仍将与改

革相伴随，继续在未知的“蓝海”劈

波斩浪，由此看见世界一流军队清晰

的轮廓。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我们现在所

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

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

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

候。

环顾世界，军事机械化日益成熟、

信息化突飞猛进、智能化已见端倪，各

国军队纷纷探索转型之路。谁被落下，

谁将被动。

走向建军一百年，我们更加明白：

世界上很多东西可以复制，但胜利从来

不可以复制，再强大的蓝军也永远代替

不了真正的对手。

走向建军一百年，我们更加坚信：

今天的改革，对于人民军队来说是难得

的机遇期、窗口期。再过 6 年，它的意

义用历史的望远镜回望，也会看得更加

清晰。

—— 前 进 的 力 量 ， 将 在 改 革 中 积

蓄，没有什么不能改变。新中国成立

后，我军编制体制几经大破大立。第一

次精简整编，就撤销战功卓著的 4 个野

战军和兵团的番号。朝鲜战争爆发后，

仍在推进。大军区从 6 个、12 个、13

个，后来又减至 7 个。今天，5 大战区

正式授旗，大军区已完成它的历史使

命。

—— 前 进 的 障 碍 ， 将 在 改 革 中 攻

克，没有什么不能破除。“大开大合、

大破大立、蹄疾步稳”，回首这次改革

的大刀阔斧、众望如愿，针对过去部队

的顽症痼疾，谁没有过慷慨激昂的针

砭，谁没有过美好的设想，谁没有过翘

首期盼？今天，一个个改革梦想变成现

实，许多变化超出人们的预想。

—— 前 进 的 包 袱 ， 将 在 改 革 中 甩

掉，没有什么不能割舍。改革，也是

一场大考。世界各国军队的改革无不

阵痛，所以改革才艰难、才宝贵。那

段 时 间 ， 多 少 战 友 的 手 机 被 “ 告 别 ”

刷屏：告别总部制，告别大军区，告

别老部队……依依惜别后，他们又昂

首奔赴新战位。

所有的一切，就是为了强大，为了

胜利。

为了强大，为了胜利，一支有远方

的军队，就要敢于告别。

想当年，党中央撤离延安时，有多

少人依依不舍。事实证明，下决心走出

陕北的窑洞，才能赢得全中国。

（五）

“大好河山，寸土不让”！

2021 年 7 月，北京，中国人民革命

军事博物馆。一张边防军人张开手臂、

阻拦外军的照片，格外引人注目，那是

“卫国戍边英雄团长”祁发宝的背影。

同一展室，引人注目的，还有两

幅 我 军 解 放 一 江 山 岛 时 的 作 战 地 图 。

1955 年 1 月 18 日，我军首次实施陆海

空联合登岛作战，仅 3 个小时就结束了

战斗。

《人民日报》 当时发表的社论警告

美蒋：“你们订立的‘共同防御条约’

有用吗？这只是个幻想啊！”

一张照片、两幅地图；一个在高

原、一个在东海，不约而同昭示出一种

亮剑必胜的底气和豪迈。

这种底气，这种豪迈，来自我们党

对这支绝对领导的人民军队战斗能力的

充分了解，来自我们党经历千锤百炼对

斗争手段炉火纯青的娴熟运用，也来自

我们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绝不屈服、血战到底的战斗意志。

今天，这个能力更加强大——持续

加快发展，狠抓练兵备战，扫除和平积

弊，我们逐渐形成积极进取、主动作

为、深远经略的战略布局，不断提升塑

造态势、管控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

争的战略能力。

今天，这个手段更加可靠——一切

工作都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安不

可以忘危，治不可以忘乱。我们捍卫和

平、维护安全、慑止战争的手段和选择

有多种多样，但军事手段始终是保底手

段。”

今天，这个底线更加明确——“凡

是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

制度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

凡是危害我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的各

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人民根本利

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各种风险挑战，只要来

了，我们就必须进行坚决斗争。”

我们深知，告别“落后挨打”还远

远不够，“富起来”可能会招来更猛烈

的风雨，“强起来”可能会遇到更大的

阻力。

要想更强大、更可靠，必须更清

醒、更忧患。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有这样两个

著名的“时间轴”。一个是科技革命时

间轴，一个是军事革命时间轴。不难发

现，每一次军事革命总是与科技革命同

频共振，谁最先拥抱时代浪潮，谁就掌

握了军队崛起的命门，谁就会赢得胜利

的先机。

眺望建军一百年，我们应有这样的

清醒：“世界一流”是一个动态概念，

它随着军事革命“时间轴”坐标的位移

而不断变化。目的地在变，起跑线也在

变；我们在赶路，别人也在赶路；我们

在变，别人也在变。我们不要以为未来

战争跟好莱坞大片一样，也不要以为过

去胜利了将来就一定胜利。

当此之时，我们应有这样的忧患：

“军事上的落后一旦形成，对国家安全

的影响将是致命的。”

“凡是过去，皆为序章”。真正的自

信，是清醒的自信。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我们要始

终保持忧患意识，枕戈待旦。

大机遇、大变革，千载难逢。我们

必须要只争朝夕，加速改变，与时间赛

跑。

大挑战、大跨越，百舸竞发。我们必

须到中流击水，引领改变，与对手赛跑。

（六）

军事变革，大潮奔涌，我们向着建

军一百年奋斗目标逐浪前行。它如钱塘

江大潮吸引着弄潮儿，又如超长马拉松

考验着我们的勇气和毅力。

6 年，看似弹指一挥间，又具有极

大的想象空间。

6 年，我们能做多少事？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

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上个

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面对国

际反华势力的疯狂讹诈、打压封锁，从

1958 年 中 国 决 定 独 立 自 主 研 制 原 子

弹 ， 到 1964 年 中 国 第 一 颗 原 子 弹 爆

炸，也仅仅用了 6 年时间。

没有苦难，就没有坚忍、没有积

聚；

没有胜利，就没有激情、没有尊

严。

清末名将胡林翼说：“兵事毕竟归

于豪杰一流，气不盛者，遇事而气先

慑，而目先逃，而心先摇……其识力既

钝，其胆力必减，固可忧大之矣。”愈

难愈进、愈险愈进，这正是我们这个政

党、我们这支军队特有的品质风骨、特

有的精神之刃。

又是一轮风狂雨骤，又是一番乌云

压顶。展望建军百年，我们不妨问问自

己——

在千呼万唤无人响应的孤独谷底，

我们是等待救援还是寻路攀登？在星光

璀璨、万众瞩目的辉煌巅峰，我们是安

于现状还是继续前行？我们心底是否还

澎湃着那条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

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

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精神长河？

伟大的建党精神，源远流长，滋养

着千千万万中国共产党人。它诞生于信

仰的高原，越千山，纳百川，直奔中华

民族复兴的海洋。

——沿着这条精神之河，让我们走

近一位位人民军队的革命先烈。

方志敏、董振堂、杨靖宇、左权、

朱瑞……一个个光耀千秋的名字，读懂

他们，就能真正理解何谓“初心”、何

谓“信仰”。他们的每一颗心，都装着

马克思主义，装着整个中华民族。细读

方志敏的 《可爱的中国》 能感到，那种

爱是多么的深沉细腻。戴着镣铐的铮铮

硬汉，写出如此美文，内心是何等灿

亮。

——沿着这条精神之河，让我们走

近一座座人民军队的英雄雕像。

湘江之战，红军长征最惨烈的一

幕。为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红军与七八

倍于己的敌军展开一场空前酷烈的浴血

大战。红 34 师战至弹尽粮绝，大部分

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断肠

明志，决不当俘虏。阵地上，到处是红

军烈士与敌人滚抱在一起的遗体。湘

江，一度成为“血江”。

——沿着这条精神之河，让我们走

进一座座战场旧址。

1934 年 7 月 ， 在 四 川 “ 万 源 保 卫

战”中，手执偃月刀的红 25 师师长许

世友，带着红军官兵反击，誓与强敌血

拼到底。这个师，从师长到士兵，每人

配一把纯钢打造的大刀，连砍十几个铜

板不会卷刃。那一仗，全歼敌人，红军

的大刀砍得卷了刃，场面极为罕见。

——沿着这条精神之河，让我们登

上一座座精神高地。

难忘古田。1929 年 12 月，中国共

产党在这里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

原则，“成为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重

要的里程碑”。

进入新时代，习主席又在古田主持

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这既是“重整

行 装 再 出 发 ”， 又 是 “ 精 神 上 的 再 回

归”。如同当年寒冬里的炭火，再次点

燃铁拳除弊的豪情，照亮扫霾清障的道

路。全面彻底肃清郭伯雄、徐才厚、房

峰辉、张阳流毒影响，人民军队临绝地

而再造、浴烈火而重生、逢生机而勃

发，政治生态重焕天青。

伟大的精神之河，波光粼粼，清澈

见底，能照见我们每个人的内心，能洗

涤灵魂上的尘埃，升腾起正气、骨气、

底气、勇气和锐气。

伟大的精神之河，浩浩荡荡，汹涌

澎湃，前浪奔腾，后浪紧随，在于汇入

她的每一条小溪、每一颗水滴都有共同

趋附的目标。

苏联著名女作家科茹霍娃曾写下这

样一段话：“士兵的力量不仅仅在他自

己身上……还在于他生长的古老土地

上，在于他从祖辈继承下来的多年形成

的历史之中。”

我们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伟大的建党精神，也是人民军队的精神

之源、生命之源，为我们提供战胜一切

艰难险阻的磅礴力量。

立 足 2021， 眺 望 2027， 目 标 决 定

方向、牵引发展、激发动力。火一样的

热情，升华为恒久的信仰，转化为坚定

的传承。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

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必须准备付出更

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

“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

我们要继续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

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

扬光大！”

成吉思汗说：“越不可越之山，则

登其巅；渡不可渡之河，则达彼岸。”

毛泽东说：“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

山只等闲。”

（七）

85 年前，曾通过 《阿 Q 正传》 等

著作强烈抨击国民劣根性的鲁迅，在红

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特意致电中共中央：

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中国与人类的将

来。

85 年 后 的 今 天 ， 通 过 AI 修 复 技

术，一张彝族红军战士长征到达陕北后

的留影从黑白变成彩色，一张张洋溢着

胜利喜悦的青春脸庞清晰可见。网友留

言：征途漫漫，终于胜利，看清你的样

子真好！

前不久，91 岁老兵李泽林和老伴

同 时 获 颁 “ 光 荣 在 党 50 年 ” 纪 念 章 。

孙子问他：“您最骄傲的是什么？”这位

14 岁参加新四军、16 岁加入中国共产

党的老兵回答：“我最骄傲的是把我的

青春年华献给了祖国。”

在海军博物馆展厅，老英雄麦贤得

看到了从自己头部取出来的那枚弹片。

面对镜头，老人口齿略显不清，但誓言

依旧铿锵有力：“为我们党，为我们祖

国，为我们人民，一代一代传一代，为

祖国的青春永不变！”

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

秋，百年恰是少年。

这是一次意味深长的“对话”——

“你好，100 年！你好，红船！这

里是辽宁舰航母编队……”前不久，这

段跨越时空的创意“对话”感动无数国

人。网友们说：如果说辽宁舰是 21 世

纪的“00 后”，那么红船就是 20 世纪的

“00 后”。

这是一次意味深长的“相遇”——

在中共一大会址，在井冈山的八角

楼上，在延安的窑洞前，在西柏坡的小

院里……一支支年轻的队伍回到中国革

命的原点、摇篮、圣地寻根。有人称：

这是新时代青年的再次“觉醒”。

让今天的“00 后”官兵内心受到

震撼的，不只是 100 年前中国共产党开

创的伟业，还有那群开创伟业的年轻的

中国共产党人——他们中，很多人都是

生于 1900 年后的“00 后”。同样的青春

之花，竟盛开得如此绚烂。

跨越百年，21 世纪的“00 后”向

20 世 纪 的 “00 后 ” 报 告 ： 强 军 有 我 ，

你们有我，请党放心！

征 途 如 虹 ， 一 张 张 青 春 的 面 孔 ，

构成了新时代人民军队 94 年的青春年

轮 。 卢 德 铭 ， 22 岁 ； 王 尔 琢 ， 25 岁 ；

张思德，29 岁；杨根思，28 岁……在

雷 场 上 对 战 友 喊 出 “ 你 退 后 ， 让 我

来 ” 的 排 雷 英 雄 战 士 杜 富 国 只 有 27

岁，在高原上写下“清澈的爱，只为

中国”的新时代卫国戍边英雄陈祥榕

只有 18 岁。

跨越时空，以党的初心为初心，以

党的使命为使命，以党的目标为目标，

以党的任务为任务，一张张青春面孔连

接在一起，续写着这支军队红色基因的

传承序列。

“ 董 存 瑞 ！”“ 到 ！”“ 黄 继 光 ！”

“到！”“邱少云！”“到！”

放眼全军，一个个连队坚持把对英

雄的纪念融入到点名的日常生活。这是

英雄连队向英雄的致敬，这是英雄传人

向英雄的宣誓。

“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

的希望……”我们是英雄的传人，英雄

在我们长长的队伍里。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

习主席深情寄语：“新时代的中国青年

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

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

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

期望！”

2013 年 3 月 11 日 ， 习 主 席 提 出 党

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第二天，恰逢一

年一度的植树节。曾任内蒙古阿拉善军

分 区 主 官 的 4 位 老 兵 ， 在 大 漠 接 力 植

绿，他们相约立下“军令状”：2027 年

建成生态公益林 40 万亩，向建军一百

年献礼。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仿佛是一

个深情的隐喻——这个春天，神州生出

新绿，人民军队一声号角起新航。

面向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青年官

兵是主力军。他们的活力就是人民军队

的活力，他们的青春就是人民军队的色

彩。

强军征程中，一大批“四有”新时

代革命军人在成长、有担当，未来可

期，强军可期！

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责任就

在我们这代中国军人肩上。未来 6 年，

让我们为登临梦想高地夯基垒土——

“每个人都了不起，必有了不起的未来”！

（八）

“七一”前夕，在距离地球 300 多

公里的太空，3 位中国军人在空间站天

和核心舱传来祝福：祝伟大的中国共产

党生日快乐！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第一位飞天的

航天员杨利伟，那篇被选入中学课本的

《太空一日》 也火了。

这些年，在世界的目光里，以“长

征”命名的运载火箭搭载着中国军人一

次次抵达太空。如果仅仅以距离为刻

度 ， 相 比 于 当 年 的 “ 两 万 五 千 里 长

征”，中国军人的“太空长征”还有很

长的距离要走。

前所未有的远征，连着一支军队的

昨天、今天和明天。

只有相信未来，才能敢于想象未

来。

100 多 年 前 ， 毛 泽 东 在 《湘 江 评

论》 上疾呼：“诸君！诸君！我们总要

努力！我们总要拼命向前！我们黄金的

世界，光荣灿烂的世界，就在面前！”

如今，这个“灿烂的世界”已经降

临祖国大地，我们仍须努力，仍须拼命

向前，用奋斗让它更加光荣灿烂。

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不可阻挡的

前进步伐。

“ 过 去 一 百 年 ， 中 国 共 产 党 向 人

民 、 向 历 史 交 出 了 一 份 优 异 的 答 卷 。

现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

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

的 赶 考 之 路 。” 在 庆 祝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100 周 年 大 会 上 ， 习 主 席 的 重 要 讲

话，点燃了亿万中华儿女继往开来的

澎湃伟力。

列 宁 说 ：“ 庆 祝 伟 大 革 命 的 纪 念

日，最好的办法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没有

完成的革命任务上。”

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我们

必 须 坚 持 用 习 近 平 强 军 思 想 武 装 官

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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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

化为聚力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的

制胜优势。

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我们必

须坚持以战领建，强化战建统筹，加强

战略谋划，形成战、建、备一体推进的

良好局面，推动军事人员能力素质、结

构布局、开发管理全面转型升级。

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我们必

须加强创新突破，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战

略性、前沿性、颠覆性技术发展，发挥

科技创新对我军建设战略支撑作用。

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我们

必须抓住战略管理这个重点，推进军

事管理革命，提高军事系统运行效能

和国防资源使用效益；强化规划权威

性和执行力，搞好科学统筹，抓好重

点任务，加快工作进度，推动战略能

力加速生成。

眺望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让我们

再次回到 4 年前草原深处的阅兵场。红

旗漫卷，铁流浩荡，习主席的话语坚定

有力、响彻世界——

“我坚信，我们的英雄军队有信心、

有能力打败一切来犯之敌！我们的英雄

军队有信心、有能力维护国家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我们的英雄军队有信

心、有能力谱写强军事业新篇章……”

我们有信心、我们有能力！这已为

党的一百年光辉历程所证明。

我们有信心、我们有能力！这也是

人民军队走向一百年的誓言。

风 展 红 旗 起 新 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