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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渊 潭

画里有话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创

新是理论的本质所在，是理论建设和理

论指导的永恒主题。

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

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总结的十条

历史经验中，其中一条就是“坚持理论

创新”。《决议》指出，党之所以能够领导

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

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

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

际 相 结 合 、同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相 结

合，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恩格斯曾指

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

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

教条。”实践发展永无止境，理论创新也

永无止境。理论惟有“常新”，才能“常

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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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启示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紧密

结合实践推进理论创新，党和国家的事

业就充满生机活力；什么时候理论的发

展落后于实践，党和国家的事业就会遭

受损失。为此，《决议》强调，“马克思主

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

着实践发展而发展，必须中国化才能落

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

习主席强调，我们“要学习掌握认识

和实践辩证关系的原理，坚持实践第一

的观点，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

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并

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

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任何真正的哲学都

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

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

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时 代 是 思 想 之 母 ，实 践 是 理 论 之

源。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具有科学真

理性和强大生命力，关键在于马克思主

义是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

理论，具有与发展着的实践密切结合而

不断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新的赶考之

路上，只有不僵化教条、不刻舟求剑，以

史为鉴、开创未来，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才能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

握时代、引领时代，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真正成为走向复兴的

科学指南。

一支军队要想成为强大的精锐之

师，一刻也离不开军事理论的创新。人

民军队之所以不断发展壮大，关键在于

始终坚持先进军事理论的指导。习近平

强军思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在波澜壮阔的强军实践中，带领

全军深入进行理论探索和实践创造形

成的，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

化时代化新飞跃，开拓了当代中国马克

思 主 义 军 事 理 论 和 军 事 实 践 新 境 界 。

实践证明，习近平强军思想蕴含着科学

的立场观点方法，充满着政治智慧，闪

耀着真理光芒，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

人民军队的强军之道、制胜之道。

指导思想先进、理论武装先行，是

我军的特有优势、重要法宝。党的理论

创新每发展一步，军队的理论武装就要

跟进一步。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画

出最大的思想同心圆，转化为强大物质

力量。全军官兵要准确学习领会、毫不

动摇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用

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导军队建设、改革和

军 事 斗 争 准 备 ，推 动 这 一 思 想 往 深 里

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在强化担当、

提高能力上见成效，在解决问题、推动

工作上见成效，努力汇聚起新时代强军

事业的磅礴力量，真正肩负起党和人民

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夺取全面推进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新胜利。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国防工程

研究院）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珍惜党的历史经验走好新的赶考之路③

■张俊明

兵书《吴子·励士》中有这样一个故

事：魏武侯问大将吴起，如何才能激励

部队士气？吴起回答：“君举有功而进

飨之，无功而励之。”意思是说，君王可

以设宴慰劳有功者，同时让还没立功的

士兵也参加而予于激励。

魏武侯采纳吴起的建议，不仅在设

宴时让“上功坐前行、次功坐中行、无功

坐后行”，还“颁赐有功者父母妻子于庙

门外，亦以功为差”。在随后与强秦作

战中，魏国士兵“介胄而奋击之者以万

数”，取得大胜。

“只要有足够的勋章，我就能征服

世界。”拿破仑非常注重通过有仪式感

的活动，激励全体军人赢得荣誉。《拿破

仑传》中有这样一段话——将军从不一

奖了之，只要有条件，他总是尽可能把

颁奖活动搞得很隆重，以达到激励每一

名士兵的目的。

“赏一人而天下知所趋赴。”心理学

研究表明，人最深切的心理动机是渴望

被尊重、被肯定、被赏识。吴起和拿破

仑的高明之处，在于以奖励气，注重在

“励”字上下功夫，这才使部队有了“台

上士兵胸前的那一枚奖章，也给了台下

千百士兵很大动力”的放大效果。

军人最讲求崇尚荣誉，也最需要奖

功励气。战争年代，一句“下一场硬战

还交给你们打”，可以让一支部队热血

沸腾、舍生忘死；和平时期，一枚奖章、

一面锦旗，能够让一名军人顽强拼搏、

矢志前行。这就是激励的力量。

奖 和 励 二 字 通 常 连 用 ，但 并 不 意

味 着 一 奖 就 能 励 。 对 奖 励 工 作 来 说 ，

奖是手段，励是目的，也是检验奖的成

效 的 主 要 标 志 。 能 不 能 以 奖 促 励 ，是

检验领导干部的工作能力和领导艺术

的“试金石”。

上世纪 80 年代，国外一名社会学家

在对全球 11 所医学院的奖励工作研究

后发现，注重奖的学院，人才结构是单

个冒尖但容易后继无人的“金字塔”型；

而注重励的学院，人才结构则是既有领

军 人 物 又 后 备 人 才 充 足 的“ 橄 榄 球 ”

型。这名社会学家在电视访谈节目中

谈到：“想有所作为的领导，在奖励时都

要 注 重 激 励 。 否 则 ，就 会 降 低 奖 的 效

果。”

遗 憾 的 是 ，重 奖 轻 励 的 现 象 还 不

少。有的把荣誉当“赠品”“补品”“安抚

品”“救济品”，没有给真正该给的人；有

的奖励搞轮流坐庄，今年是你明年是他，

人人有份；还有的奖励时“静悄悄”，没有

必要仪式，没有经验交流，谁获奖了本单

位的人有的也不知道。“赏无度则费而无

恩。”如此奖励，效果可想而知。

朱德元帅曾说：“部队中人人精神

振奋，你也想立功，我也想立功，这样就

会打胜仗。”奖励既是一种手段，更是一

种导向；既是对个体的肯定，更是对群

体的召唤。今年 1 月初，某部 2020 年度

工作总结颁奖环节别开生面：一人多高

的获奖者巨幅照片，大屏幕播放事迹短

片，主持人宣读颁奖辞；获奖者身披红

花绶带，走过红地毯，发表获奖感言。

总 结 大 会 结 束 ，有 人 在 公 众 号 这 样 留

言：“看得我热血沸腾。明年，我也要站

上领奖台。”

奖励如何重励？有名专家这样支

招：一是把握质的规定性，按绩论奖，奖

之无憾，受之无愧；绩不当奖也奖，则无

异 于“ 注 水 奖 ”。 二 是 把 握 量 的 规 定

性。奖的比例过小不足以励，而人人得

奖与人人不得奖，又没有多少区别。因

此，必须严格按照规定的比例施奖，不

能随意突破。

奖励，关乎信仰与追求，关乎境界

与 情 操 。 当 前 ，年 终 评 比 工 作 已 经 展

开，各单位应坚持奖励重在励，在公开

透明的基础上，坚持按绩施奖、公正记

奖 。 作 为 新 时 代 革 命 军 人 ，也 应 把 能

打 胜 仗 作 为 最 高 荣 誉 ，在 追 求 和 珍 惜

每 一 份 荣 誉 中 不 断 书 写 新 的 荣 光 、创

造新的业绩。

（作者单位：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

支队）

奖 励 重 在 励
■宋春江

“想考出优秀成绩，太难了！”近日，

某部年终军事考核结束后，不少官兵这

样感慨。该部领导介绍，他们年终考核

的重点是“错题本”里的题，“这样才能考

出真实水平，考出压力和动力。”

“错题本”里的题，是平时考核没通过

的题。学生一直不会做这些题，成绩难提

升；军人攻克不了这些题，战斗力难跃升。

对部队战斗力而言，问题在实践中产生，也

要在实践中解决。训练考核的主要目的是

发现部队在训练中的不足和短板，为下一

步补训和制订来年的军事训练计划奠定基

础。考核时多考“错题本”里的题，既能掌

握“错题”的改正情况，更反映出领导机关

抓好实战化训练的决心。

反观个别单位，年终考题有点“简

单”。有的求完美收官，考题多是题库里

的题；有的安全至上，以机考、室内考为

主；有的甚至找各种借口让训练成绩靠后

的免考、缓考，以此提升考核成绩。如此

考核，不仅达不到考核目的，更助长了弄

虚作假之风，损害部队战斗力。

“考什么”决定着“训什么”，“怎么

考”左右着“怎么训”。今天的考场连着

明天的战场，“考为战”为的是牵引“练为

战 ”。“ 石 以 砥 焉 ，化 钝 为 利 ”。 辩 证 地

看，“错题本”里的题，既是训练弱点、难

点，也是战斗力的增长点；既意味着训练

的不足，又昭示着努力的方向。对这些

错题不推、不躲，敢于叫板，才能把短板

变成“加长板”，把痛点变成“突破点”。

“宁要激烈对抗中的及格，也不要轻

轻松松的优秀。”这是“硬骨头六连”官兵

常说的一句话。六连为啥过硬？原因之

一就是他们有一股不攻克短板不罢休的

劲头。六连的练兵实践启示我们，有短

板不可怕，不敢面对短板、不及时解决短

板才可怕。消除短板的过程，也是提高

战斗力的过程。

不可否认，年终考核成绩事关评先

评优，谁都想给全年的训练画一个完美

句 号 。 但 须 知 ，军 人 最 高 的 荣 誉 是 打

赢。多考“错题本”里的题，成绩可能不

会很高，却能促使战斗力提高。问题暴

露在考场比暴露在战场好，暴露给自己

比暴露给敌人好。当前，年终军事考核

陆续展开，在确定考什么时，各部队千万

不能忘了当年刘伯承元帅在部队调研时

说的这句话——“对平时没练好的内容，

不要怕出丑，一定要多考”。

多考“错题本”里的题
■公泽远

“年度军事训练综合成绩达不到优

良的单位、个人，取消当年的评先资格”，

这个在全军刚性落实的军事训练“一票

否决”制，鲜明体现出练为战的导向，牢

牢立起了聚焦备战打仗的硬杠杠。

新“双争”活动，就是要围绕“全面

进步、全面过硬”这个目标，引导基层

在 实 现“ 三 个 过 硬 ”上 争 全 面 、比 整

体。但也要看到，备战打仗是军队的

主责主业，是开展新“双争”活动的根

本指向。“评什么、怎么评，争什么、怎

么争”这些关键环节，都应指向战斗力

建设，服务于战斗力建设。只有把备

战打仗的实效作为“双争”评比的主要

标尺，才能防止看安全、拼管理、比亮

点等干扰“双争”活动的现象。

组织开展新“双争”活动必须强化

为战导向，把战备训练作为重要平台，

将“双争”深度融入练兵强能、备战打

仗实践，与日常战备和重大演训一体

推进、融合互促，引导基层官兵盯着对

手练、瞄着打赢争。

立起备战打仗硬杠杠
■袁 将

“后来者比自己更优秀，恐怕没有

什么比这更让人期待了。”一位社会学

家的这句话，最近又多了两个例证。

近日，某研究院就学科带头人梯队

建设在公众号集思广益，收到数百条意

见建议。不久前，某部就如何进一步做

好人才工作在网上向官兵征求意见，一

天的跟帖量达 2600 多条。

小至一个团队，大到一个国家，要

想干成了不起的大事，离不开一代代人

的持续接力。有了“后浪推前浪”的生

生不息，才有“百川东到海”的宏伟愿

景。正因如此，《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

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

调：“党和人民事业发展需要一代代中

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必须抓好后继有

人这个根本大计。”

我党历来高度重视培养新干部，延

安时期就提出“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

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后，针对干部队伍青黄不

接的严峻形势，我们党立即开展“第三

梯队”建设。当时，邓小平同志说，我们

要向前看，我们这个事业是千秋万代的

事 业 啊 ！“ 所 以 要 大 胆 起 用 中 青 年 干

部。这方面可要解放思想呀，不解放思

想不行啦！”可以说，正是因为“革命自

有后来人”，才使我们党永葆青春。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

党，关键在人，归根到底在培养造就一

代又一代可靠接班人。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们党把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作

为确保党和人民事业后继有人的战略

之举，不断完善党管干部、选贤任能制

度，建立健全素质培养、知事识人、选拔

任用、从严管理、正向激励五大体系，推

动干部队伍建设迈上了新台阶。

强军之道，要在得人。抓好后继有

人这个根本大计，是部队各级党委的大

事，不去抓是失职，抓不好是渎职。会

不会抓、善不善抓，是一级党委决策水

平、思想境界、长远眼光的集中体现。

增强吸引“指路子”，让优秀年轻干

部往基层一线走。“宰相必起于州部，猛

将必发于卒伍。”最美丽的风景在基层，

最锻炼人的舞台也在基层。引导年轻

干部去基层历练，既需要用心教导，也

需要政策引导。只有设法把人往基层

招，把好政策往基层投，才能激励年轻

干部向往基层、争赴一线。

搭建平台“压担子”，让优秀年轻干

部在经事中磨炼。“铁肩膀”是重担子磨

出来的，“硬肩膀”是重担子压出来的。

接班人将来能否堪大任，关键在于现在

能否吃大苦。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

计，必须主动让年轻干部接“烫手山芋”、

当“热锅上的蚂蚁”，如此方能磨出真功

夫、练出硬本领，收获成长与进步。

不拘一格“给位子”，让优秀年轻干

部受重用。应坚持用全面的、辩证的、发

展的观点看待年轻干部，破除论资排辈、

求全责备等观念，对政治素质好、工作表

现突出、经过扎实历练的打破隐性台阶

大胆使用，用当其时、用其所长。只要各

级党委真心爱才、悉心育才、精心用才，

必将形成优秀年轻干部不断涌现的生动

局面，为强军事业源源不断注入新鲜血

液，确保我军打赢未来战争。

（作者单位：陆军工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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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双争”和过去相比，不是简单

的名称调整，而是从外延到内涵、从方

法到标准、从覆盖面到含金量的全方

位优化。其中之一是评比方法简约

了，由过去的每月自评、季度讲评、半

年初评、年终总评，变为每季评比、年

底总评，极大减少了基层工作量。

“双争”不是无序地争、盲目地争，

而是要争出干劲、争出新风、争出战斗

力。过去个别单位在开展“双争”活动

中，层层定细则，事事搞量化，搞得很

繁琐，也不好操作把握，结果做了一些

费力不讨好的“无用功”，甚至把基层

引向天天打分、事事留痕等形式主义

的歧途。实践证明，评比过程越繁琐，

工作效果越不理想。

开展新“双争”活动，必须力戒繁琐

哲学，既要严格程序，又不能搞周考月

评等老套路。各单位应立足实际，把

“每季评比”与工作任务相结合，引导官

兵不争“评时”争“平时”，推动新“双争”

活动不断规范完善。

力戒周考月评老套路
■王朝闻

新形势新体制下，基层单位类型复

杂多样，情况千差万别。开展新“双争”

活动，不能“一条跑道论高下”，而应在

分类型评比、分层次竞争上多下功夫。

不同类型的单位、不同性质的岗

位 ，对“ 四 铁 ”“ 四 有 ”的 要 求 不 尽 相

同。比如，对建制营连、小散远直单

位、不定编制等级的单位等，就不能

“一张试卷比高低”。只有精准地进行

分类，科学地细化评比标准，才能调动

各个基层单位、全体基层官兵参与“双

争”的积极性。

欲求评比公平，先讲规则公平。

各单位应着眼激发基层的生机和活

力，结合单位实际和工作特点，出台切

实可行的“双争”评比办法，对“谁来

评、怎么争、哪级批”都要作出明确具

体的规范。但细化标准不是另立标

准、各搞一套，而是精心筹划、严密组

织，努力通过更加具体可行、科学合理

的评比办法，最大限度地激发官兵热

爱基层、建功强军的内生动力。

用好分类评比铁标尺
■郝永辉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
理论创新也永无止境。
理论惟有“常新”，才能
“常青”。全军官兵要准
确学习领会、毫不动摇贯
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
推动这一思想往深里走、
往实里走、往心里走，在
强化担当、提高能力上见
成效，在解决问题、推动
工作上见成效，夺取全面
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的新胜利。

奖和励二字通常连用，但并不意味着一奖就能励。对奖励工作
来说，奖是手段，励是目的，也是检验奖的成效的主要标志。能不能
以奖促励，是检验领导干部的工作能力和领导艺术的“试金石”。

漫画作者：周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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