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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自我从改变行动开始，改变行

动从改变思维开始。

习主席强调，“我们的事业越是向

纵深发展，就越要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

力”。他在《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

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文中强调，

要“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

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

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这些重

要论述告诉我们，提高辩证思维，不仅

可 以 开 阔 人 生 境 界 ，还 能 开 拓 思 路 办

法，提纲挈领、抓住关键，统筹兼顾、协

调发展，不断推进新时代强军事业。

事物的发展变化都蕴含着丰富的

辩 证 法 。 没 有 辩 证 思 维 ，往 往 寸 步 难

行。恩格斯有句名言：“蔑视辩证法是

不能不受惩罚的。”邓小平也说过，“照

辩证法办事”。一个人掌握了辩证法，

具备良好的辩证思维，谋划发展就能不

偏不倚、突出重点、兼顾各方。一方面

着眼长远，高瞻远瞩、因势利导，“不畏

浮云遮望眼”；另一方面着眼当前，结合

实际 、因地制宜，“深处种菱浅种稻”。

辩证思维运用得当，现象与本质、形式

与内容、原因与结果、偶然与必然、共性

与个性等逻辑才能理得清，大与小、快

与慢、增与减、稳与进、多与少等关系才

能辨得明，从而让我们客观地而不是主

观地、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

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

遍联系地而不是孤立地观察事物、处理

问题，达到事半功倍之效。

事必有法，然后可成。概括起来，辩

证思维能力，就是承认矛盾、分析矛盾、

解决矛盾，善于抓住关键、找准重点、洞

察事物发展规律的能力。党的十八大以

来，在推进新时代强军事业的各领域、各

方面，我们之所以能够抓住主要矛盾、重

点推进，一体发展、整体进步，离不开善

于运用辩证思维。譬如，在战争与和平

上，提出“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

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在军事

和政治上，提出“坚持军事服从政治、战

略 服 从 政 略 ，从 政 治 高 度 思 考 战 争 问

题”；在搞训练与保安全上，提出“越严格

训练越不容易出问题，越消极保安全往

往越不安全”；在各方面建设与提升战斗

力的关系上，提出“战场上手榴弹投得

好，那天天吃鸡蛋才发挥了作用”；在富

国与强军上，提出“富国才能强兵，强兵

才能卫国”……这一系列马克思主义思

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处处闪耀着辩证思

维的光辉，有力地指导和引领我们不断

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和创

造性，推动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

生历史性变革。

今天，我们正处于“新体制时间”，

改革重塑让人民军队体制一新、结构一

新、格局一新、面貌一新，改革效能正在

不断释放。而改革的成功，同样离不开

辩证思维。这几年，我们坚持运用辩证

思维推进改革各项工作，“既要养血润

燥 、化瘀行血，又要固本培元 、壮筋续

骨，使各项改革发挥最大效能”。在改

革的过程中，我们注重守正创新、固本

开新，坚持“改革不改向，变革不变色”，

做到“胆子要大，但步子一定要稳”，使

改革始终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既确保了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具体落实到我军各

项制度之中，又使改革始终沿着强军目

标的轨道正确行驶。可以说，正是辩证

思维的科学运用，让破与立实现了对立

统一，让批判与建设实现了相得益彰，

确保各项改革举措落实、落细、落稳。

辩 证 思 维 看 似 无 形 ，实 则 威 力 巨

大，合之则顺应潮流、浩荡前行，逆之则

处处碰壁、举步维艰。现实生活中，那

些抓不住主要矛盾，劳而无功者；那些

不是走极端化，就是搞片面化者；那些

畸重畸轻，顾此失彼者；那些不善“弹钢

琴”，眉毛胡子一把抓者……探究起来，

一个共性就是缺乏辩证思维，不讲“两

点论”“重点论”。

辩证思维很重要，但辩证思维能力

的提高，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离不开深

入细致地学哲学、用哲学，离不开强军

实践中的学习、领悟、总结、升华。特别

是习主席对辩证思维提出了一系列重

要论述，把关于“强军打赢的科学方法

论”提高到一个新境界。对此，我们必

须认真学习领会，不断提高辩证思维能

力，努力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

则近道矣。”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形势发

生新变化，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入新征

程，我军正处于向着建军一百年奋斗目

标迈进的关键时期，既面临难得机遇，

也面临风险挑战。形势越是复杂，任务

越是艰巨，就越需要不断增强辩证思维

能力，统筹处理好当前和长远、建设和

备战等各项工作。只要我们保持辩证

思维，坚持发扬“照辩证法办事”的优良

传统，就一定能透过现象看清本质，学

会纷繁之中抓关键、统筹兼顾抓全面，

埋头苦干、攻坚克难，在新的赶考路上

书写新辉煌。

（作者单位：中央军委机关事务管

理总局服务局）

运用科学思维推进强军事业·辩证思维

纷繁之中抓关键 统筹兼顾抓全面
■赵锦花

前不久，本报报道了海军研究院某

研究所敢于担当、敢于啃硬骨头的先进

事迹。面对老干部移交、长期滞后项目

清理、干部住房垫支款追缴、网信体系建

设等一系列难题，该研究所党委班子树

立了“‘火焰山’再高都得过”的信心和决

心，利用 100 天展开大会战，使多年积累

的矛盾问题得以妥善解决。

好一个“‘火焰山’再高都得过”！部

队在改革重塑、转型发展的过程中，难免

会遇到一些棘手问题、老大难问题，甚至

是险关隘口，很多人称之为“火焰山”。

面对“火焰山”，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想方

设法翻越。因为它是部队建设的阻碍，

是影响战斗力提升的瓶颈。只有突破了

“火焰山”，部队建设才能走上坦途、蒸蒸

日上。否则，不仅会导致矛盾问题积累

叠加，还会影响强军兴军进程。

干部干部，理应干字打头。强军兴

军的过程，就是破解一个个难题、跨过一

座座难关的过程。然而，现实生活中，仍

有少数领导干部害怕风险，不敢迎难而

上，缺少担当精神。有的不愿面对困难，

怕棘手问题缠上自己、“烧”到自己；有的

回避矛盾，总想着绕道走，能躲则躲；有

的缺少科学方法，望“山”兴叹，拿不出解

决办法。殊不知，“火焰山”是躲不了的，

不翻过去就会留下隐患，迟滞战斗力生

成，乃至给后任留下包袱，给强军事业留

下路障。

踏平坎坷成大道，跨过“火焰山”方能

推进强军进程。从部队建设实践来看，很

多棘手问题，譬如伤病残士兵移交、官兵

家属涉法问题处理、新质作战力量人才培

养等，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俗话说，“没

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对领导干部来

说，“瓷器活”要揽，“金刚钻”的功夫必须

要有。这就需要领导干部具备“明知山有

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具备“政善治、事

善能”的过硬本领。事实告诉我们，前进

道路上的“火焰山”千变万化，既有共性，

又有个性，解决起来应区分不同情况，“一

把钥匙开一把锁”。领导干部只有更新思

想观念，强化创新思维，提高具体问题具

体分析、具体解决的能力，才能顺利翻过

“火焰山”，扫清强军征程上的一切障碍。

《西游记》中，孙悟空翻越火焰山，既

靠自己，也善用外力，最终借来了芭蕉

扇。实际工作中，有些“火焰山”，涉及的

问题是多方面的，既要靠上级帮助，又要

协调地方，还牵涉到顶层设计、制度保

障。对此，领导干部要及时与上级党委机

关沟通协调，切实汇聚各方力量，心往一

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同解决难题、打破瓶

颈，推动新时代强军事业不断前进。

（作者单位：云南德宏军分区）

“火焰山”再高都得过
■赵永江

立冬已过，冬季奥运会进入北京时

间。

据报道，我国雪上国家队多名队员

通过艰苦训练，做出了世界最难动作，

争取在北京冬奥会上创造佳绩。

“哪有什么一夜成名，其实都是百

炼成钢。”

由北京冬季奥运会备战，我们不由

想起今年第三十二届夏季奥运会、残奥

会，以及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再次被

中国体育健儿的顽强意志、拼搏奉献和

奋勇争先所感动。

“中国体育健儿为什么能？”除了爱

国精神 、刻苦训练 、个人实力 、科技支

撑，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自律意

识和自律精神。

亚洲“飞人”苏炳添是出了名的自

律。晚上10点准时睡觉，哪怕是参赛后按

防疫规定隔离期间，苏炳添也保持这样的

生活习惯。每次家庭聚会，大家吃吃喝

喝，他却从来不乱吃东西，不吃高脂高糖

的食物，更不喝酒。正是这样的自律，加

上常年保持刻苦训练，让32岁的他在东京

奥运会上跑出 9秒 83的好成绩，成为第一

个晋级奥运男子100米决赛的中国人。

自 律 激 发 自 强 ，自 强 创 造 奇 迹 。

第 4 次站在奥运赛场上的巩立姣，终于

实 现 了 夺 金 愿 望 。 佳 绩 背 后 ，是 她 多

年如一日的刻苦训练。铅球这块 4 公

斤重的“铁疙瘩”，巩立姣每天扔出的

重量可以用吨计。正是不折不扣地完

成 训 练 计 划 ，才 让 她 攀 上 梦 想 的 高

峰 。 奥 运 会 回 来 隔 离 的 那 段 时 间 ，巩

立 姣 也 把 训 练 安 排 得 满 满 的 ，时 刻 保

持身体的最佳状态。

“破世界纪录夺冠在意料之中，自

律成就了我。”拿到东京残奥会女子 200

米 T37 级短跑金牌后，文晓燕这样回答

记者。文晓燕把夺冠的秘决归到自律

身上，由此可见自律精神对战胜对手、

夺取胜利的重大意义。

中国体育健儿的成功故事告诉我

们，越自律越出众、越优秀。竞技体育

的较量，看似是赛场上的对抗，其实早

在场下就开始了。那些对自身要求严

格，自律意识强，训练勤奋刻苦的运动

员，注定会成为赛场上的优胜者。

军队战斗员与体育健儿有很大差

别，但所具备的内在素质有很多相同点，

无一例外地都需要严格的自我要求、高

度 的 自 律 意 识 。 我 们 常 说 ，战 场 无 亚

军。军人对第一的渴求，对打赢的追求

更加强烈。因此，为了明天的胜利，军人

更要像中国体育健儿那样保持自律，真

正让自律成为一种自觉。

自律是军人职业精神的重要体现。

“兵者，诡道也。”战争是最不确定性的王

国。军事相对其他专业，是最复杂的、最

难掌握的。军人要想在未来战场上打败

对手，夺得胜利，没有自律精神万万不

行。只有一门心思研究军事、研究打仗、

研究战争，才能掌握未来战争的制胜机

理，在战场上胜敌一筹，赢得制胜先机。

如果心思外移，精力不集中，甚至缺少定

力、浅尝辄止，就不可能适应时代、适应

现代战争。在我国开国战将中，粟裕痴

迷于研究作战地图，徐海东只对打仗有

瘾，李达总是抱着作战电话睡觉……这

些军人依靠高度自律，洞悉了打赢之道，

也收获了胜利的捷报。

自律，也是对自我的强力约束。军

人除了在主责主业上要专注认真外，还

要在自身形象、清正廉洁上不触底线。

军人要有军人的样子。一名军人，不仅

仅代表个人，还代表军队的整体形象。

倘若自己不严格自律，去了不该去的地

方，说了不该说的话，吃了不该吃的饭，

就 会 违 反 军 纪 军 规 ，给 军 队 的 形 象 抹

黑。因此，在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

治军的今天，自律更应该成为军人的一

种行为习惯、一种高度自觉。

事实上，不管是赛场比拼还是战场

对抗，要想得金牌、得胜利都不是一件

容易事。但只要锚定目标、一丝不苟，

严格自律、聚精会神，把苦功下到、把绝

招练到、把技术用好，就一定能战胜对

手，把胜利的奖杯高高举起。

（作者单位：32120部队）

自律是优胜者的自觉
■李国栋

激扬雄心壮志，勇攀科研高峰。

前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隆重举

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航空工

业集团有限公司顾诵芬院士和清华大

学王大中院士获得 2020 年度国家最高

科学技术奖。探究起来，他们的成功源

于一个共同的特质，那就是在科研创新

的路上不怕艰辛、无畏精进，不惧风险、

奋斗不息。

向险而行，执著而无畏。1969 年 7

月 5 日，歼 8 战斗机实现首飞。但在随后

的飞行试验中，飞机出现强烈振动。为

了解决这一难题，顾诵芬瞒着家人，乘坐

歼教 6 飞机，直接跟在试验飞机后面观

察振动情况。经过 3 次蓝天之上的近距

离观察，顾诵芬成功解决了问题，后被誉

为“歼 8 之父”。

知难而进，固强国之基。安全性是

核能发展的生命线。王大中瞄准“固有

安全”这一重大难题，坚持发展仅靠自然

物理规律就能趋向安全状态的核反应

堆。从关键技术攻关，到实验堆，再到示

范工程建设，一步一个脚印，破解了世界

难题，走出从跟跑、并跑到领跑世界的自

主创新之路。

顾诵芬、王大中的先进事迹启示我

们，那些创新领域的无畏精进者，终将攀

上科研高峰。

科研路上，永远有过不完的坎儿。

特别是在科技革命加速推进的今天，我

们要想自立自强，迈向领跑的方阵，就

要 挺 进“ 深 水 区 ”，解 决 好“ 卡 脖 子 ”问

题，创造出关键核心技术、独创独有成

果。而实现这一切，没有攻坚克难、寂

寞奉献的精神不行，没有创新突破、无

畏精进的勇气也不行。正如王大中所

言 ：“ 克 服 困 难 需 要 有 悟 性 、勇 气 和 韧

性 。 悟 性 ，指 的 是 一 种 分 析 问 题 的 能

力。勇气，就是要敢于尝试，敢于选择

科技领域的无人区。韧性，就是在遇到

挫折的时候，有百折不挠的劲头。”

风 刀 霜 剑 无 所 惧 ，科 研 攻 关 以 命

搏。纵观为祖国建立功勋的科学家，他

们的科研创新之路，就是一条无畏奋进

之路。20 世纪 60 年代，我国首次地下核

爆炸成功，“核司令”程开甲自告奋勇进

入爆心收集试验数据，全然不顾放射性

剂量探测笔“嘀嘀”尖叫。不仅是程开

甲，还有核潜艇专家黄旭华，64 岁下水

进行深潜试验，不计个人安危，只求科研

突破；药学家屠呦呦，置生死于度外，毅

然吞下青蒿萃取液“91 号”，加速研制抗

疟疾新药青蒿素;地球物理学家黄大年，

“加入献身者的滚滚洪流中”，用生命开

拓中国的地球深部探测事业……无数这

样的优秀科学家，不计名利，不惜以命相

搏，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使命

感，不断攀登世界前沿科技的新高峰。

顾诵芬说过：“将毕生理想与祖国需

要紧密相连的奋斗过程是最幸福的！”科

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我国科学家

的无畏精进、奋发图强、创新创造，根本

在于有一颗爱国心、强军心，始终把强国

强 军 需 要 作 为 奋 斗 的 动 力 、价 值 的 追

求。这些科学家之所以能做常人不能

做，成常人不能成，最强大的精神引擎就

是爱国主义。

“跨越过星辰大海，赤子心热血澎

湃，用青春谱写精彩。”实现我们的奋斗

目标，科技自立自强是关键，科研工作

者 的 勇 敢 无 畏 、创 新 突 破 是 支 撑 。 今

天，我们要全面推动科技强国、科技强

军 战 略 ，实 现 更 高 水 平 的 科 技 自 立 自

强，更需要科研工作者永葆“为国家争

气争光”的志向，在新征程上不忘初心、

拼搏不止。军队广大科研工作者只有

向顾诵芬、王大中等科学家学习，以身

许国、不负重托，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

让奉献燃烧生命，用青春托举使命，才

能锻造出更多大国重器，创造出更多一

流成果，助推国家和军队在更多领域成

为领跑者。

（作者单位：65056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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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年终，评功评奖都是一个深受

官兵关注和热议的话题。

据悉，很多单位在评功评奖中坚持

优中选优，不搞平衡照顾，也反对相互谦

让，真正让那些群众公论好、实际表现优

的官兵当先进、受表彰，立起了鲜明的激

励导向。

评功评奖事关风气建设，事关价值

取向，事关官兵利益。对每名官兵来说，

与人相处谦让有礼，淡泊名利，值得提

倡。但在评功评奖中一味“你推我让”，

就显得很不严肃。工作干得好，就应当

受到表彰，这不单单是个人的事，还彰显

党组织的决策力和公信力。倘若优秀者

一味谦让，把该得的奖励让给不如自己

的人，不仅不符合评先奖优的原则，还影

响党组织的威信和形象。

评功评奖是一种组织行为，不是个

人能推让的。希望各级党组织务必坚持

公平公正，尊重官兵公论，维护评功评奖

的严肃性与权威性，真正让“优者奖”落

到实处，最大限度激发广大官兵创先争

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作者单位：海军某训练基地）

评功评奖不可一味谦让
■张森瑞

在创先争优活动中，某部严格落实

容错机制，对非主观故意造成问题的单

位，实事求是考核其全年成绩。这一做

法，赢得官兵好评。

“水不激不跃，人不激不奋。”评选

先进，首要的是坚持务实求实原则。近

年来，全党全军出台的很多制度规定都

包含容错机制，这充分彰显了求真务实

的导向。有了容错机制，就要真正用起

来，切实不因客观原因、改革进程试错

问题等，轻易否决单位或个人的成绩。

事实证明，只有坚持依规容错，秉持客

观公正，才能科学合理地评出先进、赢

得人心。

实际工作中，少数单位忽视了在评

先评优中坚持容错机制。有的图省事，

认为容错机制很繁琐，不好判定就丢在

一边；还有的抱着老观念，只要出问题，

不从实际情况出发分析，一律“一票否

决”。如此一来，导致有的单位“年头出

事，一年白干；年尾出事，白干一年”，一

定程度削弱了基层官兵干事创业的内生

动力。

评先关乎荣誉和士气。各级党组织

应注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该优先的凭

绩优先，应容错的依规容错，责任不在基

层的问题不影响评先评优，切实彰先励

后，真正评出新风、评出导向、评出干劲。

评先不可忽视依规容错
■王 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