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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需要科学理论指引；新征

程，需要坚强核心领航。

党 的 十 九 届 六 中 全 会 作 出“ 两 个

确立”的重大论断，体现了全党共同意

志，反映了人民共同心声，顺应了时代

要求，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人民的必然

选 择 、时 代 的 必 然 选 择 。 我 们 要 把 学

习理解“两个确立”作为深化主题教育

的重中之重，引导官兵深刻认识“两个

确 立 ”的 极 端 重 要 性 ，切 实 增 强 对“ 两

个 确 立 ”的 政 治 认 同 、思 想 认 同 、理 论

认同、情感认同。

拥有坚强的领导核心、科学的理论

指引，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显著

标志，是我们党创造历史伟业的成功秘

诀。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

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提出：“党确立习近平

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

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

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

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两个确立”

是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的重大历史结论，

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思想精

髓，蕴含着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

实践逻辑，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最重要

政治成果，是新时代取得一切成就的根

本所在。

一个成熟的政党，不但一贯重视领

导核心的重要作用，而且把权威和核心

看成党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的根本前

提。恩格斯曾经形象地阐释：“能最清楚

地说明需要权威，要算在汪洋大海上航

行的船了。那里，在危急关头，大家的生

命能否得救，就要看所有的人能否立即

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核心就是力

量，核心就是希望，核心就是保证。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主席以深厚人民情怀、卓

越政治智慧、强烈使命担当，带领全党全

国人民发扬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开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动党和国

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

革，在中华大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众

望所归、当之无愧的党的核心、人民领

袖、军队统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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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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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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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

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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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新的飞跃。实践充分证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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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

演进，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格局产生深

刻影响，我国安全形势不确定性不稳定

性增大。沧海横流显砥柱，万山磅礴看

主峰。当此之时，更加需要坚定自觉地

忠诚核心、拥戴核心、维护核心、捍卫核

心，更加需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

工作。

“国家大柄，莫重于兵。”9 年多来，

我军由内而外实现政治生态重塑、组织

形态重塑、力量体系重塑、作风形象重

塑，人民军队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迈

出坚定步伐，根本在于习主席的坚强领

导，在于习近平强军思想的科学指引。

踏上新的赶考之路，我们坚信，有习近平

同志这个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领

航掌舵，我们党就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

力，党和人民的事业就有最根本的保障，

人民军队向前进就有方向、有信心、有力

量。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深入贯彻习近平

强军思想，全军官兵就有了最可宝贵的

政治滋养和坚不可摧的精神支柱，就一

定能够汇聚起推进新时代强军事业的磅

礴力量。

新的征程上，我们应结合深化主题

教育，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

义，不断增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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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

力、政治执行力。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

行统一，持续兴起学习强军思想、干好强

军事业的热潮，牢固确立习近平强军思

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深

化理解维护核心、听从指挥的内涵要求，

不断增强“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思想自

觉、行动自觉，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

负责、让习主席放心。深刻感悟习主席

领航强国强军的伟大成就，既要弄清楚

原创性思想、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

标志性成果是什么，又要弄明白取得这

些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的根本原因

是什么，在中外对比、今昔对比中筑牢信

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

砥砺胜战之能。

（作者单位：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

大学）

把学习理解“两个确立”作为重中之重
——深化“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系列谈①

■梁晓婧

当下，结束新训和岗前培训，新兵已

陆续下到连队。面对新环境、新任务和

新要求，他们普遍渴望得到一些点拨和

引导。然而，笔者发现，有些带兵骨干在

教育新兵时，却灌输“出头的椽子先烂”，

告诫新兵“别当出头的椽子”“不管自己

有多厉害，收起个性低调做人”，等等。

确实，现在的新兵思想更多元、个

性更鲜明，而部队强调要有集体意识，

讲究整齐划一。对于他们身上一些“旁

逸斜出”的部分，确实需要带兵人用心

用力进行“修枝打杈”。但是，“修枝打

杈”不能把好的枝也给剪了。对于刚下

连的新兵来说，他们普遍渴望在部队得

到施展才华的舞台，赢得认可和尊重。

但如果将其认定是“出头的椽子”，无疑

是对他们积极性的极大打击。

一支部队的战斗力和创造力从哪

里来？就是从这些充满阳光朝气、“初

生牛犊不怕虎”的新鲜血液中来。战场

上，需要的不仅是战士服从命令、集体

行动，还需要具备主动性、灵活性。这

就需要平时结合他们各自的特点、特长

和特质，有的放矢地进行教育和引导。

尤其是刚下连的新兵，最初的教育塑造

很必要，但决不能从一开始就把他们管

死了、框住了。从这种意义上说，保护

“出头的椽子”，就是保护即将成长起来

的战斗力。

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在其书中曾

写道：“教育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

不要让任何一颗心灵里的火药未被点

燃，而要使一切天赋和才能都能最充分

地发挥出来。”作为教育者，应努力点燃

战士们心中的热情，最大程度地激发他

们身上的潜能，帮助他们实现理想、建功

军营。如果一开始就将新兵身上的闪光

点掐灭、积极性喝退，那才是得不偿失。

带兵骨干是新兵军旅人生中的第

一位老师，一定要当好领路人，切莫把

庸俗哲学当作“真经”念。应善于发现

他们的优长，主动提供机会和平台，帮

助这些新战友积极展现个人才能，树立

成长成才信心。保护好新兵身上那股

敢闯敢干的劲儿，激发更多敢为人先的

锐气、蓬勃向上的朝气，引导他们把个

人理想与部队需要对接起来，增强对部

队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日常工作和军

事训练中挑大梁、敢担当，我们这支军

队才能更具活力，强军事业才能蒸蒸日

上、充满希望。

（作者单位：71352部队）

保护“出头的椽子”
■李新伟 李浩爽

玉 渊 潭

最近，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

新时代军队人才工作的决定》及相关

配套政策措施，对于新时代军队人才

建设作出战略部署。其中，就加快构

建人才工作新格局，强化党委领导主

体 责 任 ，建 立 了 职 责 明 晰 的 抓 建 体

系。这就要求各级党委尤其是各级

领导干部在人才工作上要敢担当、勇

作为。

人才是第一资源，是强国之本 、

兴邦大计。我党我军在各个历史时

期都十分注重人才工作，培养集聚了

大批各类人才，才赢得战争胜利、夺

取了政权，取得了今天的建设成果。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时候人才工

作做好了、人才方阵强了，我们干事

创 业 的 底 气 就 足 、腰 杆 就 硬 。 这 次

《决定》的出台，确立了我们军队人才

工作新的目标。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再好的政

策不落实也是一纸空文，再好的决策

不贯彻也难以取得实效。而政策落地

实施效果如何，执行的人是关键。领

导干部是一个单位、一个部门工作的

推动者、组织者、管理者，与政策细化

落实力度和效果有很大关系。如今，

《决定》已经出台，怎样不折不扣甚至

创造性地落实好、落到实处，考验各级

领导干部的能力水平，也考验其担当

精神。领导干部敢于担当，才能在人

才工作中尽职尽责，积极作为，推动

《决定》及时落实、有效落实。

习主席当年在河北正定任县委书

记时，积极运用务实政策导向，冲破旧

有体制条条框框束缚，建立“人才九

条”。从政治态度、工作环境、利益分

配、奖励机制、调动手续、生活待遇、家

属安排、来去自由等 9 个方面，大胆突

破 ，有 针 对 性 地 提 出 独 到 的 人 才 政

策。“人才九条”推出后，曾在本地、本

省引起一场大讨论，甚至波及全国。

他始终秉持为了党的事业敢于负责的

担当精神，不拘一格广揽群才富民强

县。在“人才九条”规定的感召下，县

外、省外的大批人才被吸引到正定县，

为当地经济发展献策出力。最终，“人

才九条”用事实赢得了人们的理解、支

持、拥护。

更好发挥人才对强军事业的引领

和支撑作用，需要各级在人才工作上

更具使命感和紧迫感。然而，在具体

工作中，我们仍能感受到，一些领导干

部虽然嘴上说缺人才、重视人才，却没

有把人才工作当作重点工作去做；有

的因为人才工作牵扯敏感事项多，怕

担责、惧非议，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

事，干脆不作为；有的因为人才工作往

往见效慢、跨时长，不能成为任上的政

绩，就不考虑或以各种理由搁置；有的

以“不能有风险”为借口，即使政策有

规定，没有先例就决不推进……如此

这般，又怎能把人才工作推向前、把政

策落实好？

“居其位，无其言，君子耻之；有其

言，无其行，君子耻之。”正如习主席所

强调的，“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

业，尽多大责任才能有多大成就”。领

导干部对做好人才工作负有直接责

任，应以对我党我军前途命运高度负

责的态度，把人才工作放在突出位置，

把《决定》中的重大部署及时转化为具

体的措施和方案，坚决防止落空、避免

走形变样。应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

必定有我”的胸怀和格局推动人才抓

建，把培养人才、多出人才、快出人才

作为衡量工作的一个重要标准。努力

把政策用好用足，激发广大官兵建功

军营的热情和信心。相信各级领导干

部以强烈的担当、创新的举措、紧实的

力度高标准推进《决定》落实，一定能

开创出人才工作新局面。

（作者单位：69036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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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 洁

许多人喜欢吃甜食。这种喜欢不是

没有来由的。据科学解释，甜食中所含

大量糖分可以刺激多巴胺生成，让人快

速感到愉悦。

而且，更多人大概不知道的是，糖的

致 瘾 性 是 可 卡 因 的 8 倍 。 科 学 研 究 证

明，糖比可卡因更容易上瘾。摄入过量

的糖，会像可卡因一样提高多巴胺水平，

一旦多巴胺水平下降，你就会想再次增

加多巴胺，慢慢地，你就会上瘾。

看来，嗜甜也是危险的。

然而，需要我们警惕的“甜”不仅是

味 觉 上 的 。 比 如 ，很 多 人 爱 听 甜 言 蜜

语，甚至沉醉于甜言蜜语中晕头转向，

大抵是因为好听的话能给人带来相同

的感受。

电视专题片《零容忍》中，中国科协

原党组成员陈刚，反思自己走向腐败深

渊的心路历程：“到哪里都有人说，你是

年 轻 有 为 的 专 业 干 部 ，有 飘 飘 然 的 思

想。”在这种别有用心之人不断的吹捧

中，陈刚的自满情绪也逐步生长，欲望不

断膨胀。从接受老板吃请娱乐，发展到

接受房产、巨款，甚至为满足设计梦让老

板出钱自己设计私建私家园林……

官场中，恭维、吹捧，可以说是考验

为官者的一道关。有的人能够始终保持

清醒，但总有一些人迷醉其中，洞察不了

这种甜言蜜语背后的陷阱，逐渐认不清

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谁，责任、原则、法纪

更是抛诸一边。这种状态下，就很容易

做错选择、走错路。

一念贪心起，万丈地狱开。一些官

员手握权力，尝到权钱交易带来的“甜

头”后，不仅自己堕入腐败深渊，还把妻

子、孩子都拽入其中。须知，向不该尝的

“甜头”大开欲望之口，最终迎来的只有

无尽的苦头。

海口市委原书记张琦从基层干起，

本来是一个有为青年。但是，党的十八

大后，仍克制不住权力套现的欲望，不仅

拉着妻子搞“前店后厂”，甚至将儿子也

拉入了权钱交易中。最终，妻儿都被张

琦带上了一条违法违纪的不归路。对于

张琦自己来说，剩下的只有悔恨。

这种权钱交易带来的“甜头”，对有

些人来说真会上瘾。一些贪官贪腐数额

之巨大，往往让人听了瞠目结舌。可是，

他们真的非常需要钱吗？

就拿落马的贵州省政协原党组书记

王富玉来说，他非法敛财 20 多年。党的

十八大以后，连亲弟弟都劝他收手，但王

富玉仍然不知止步。离职后，他仍在利

用影响力收受财物。一直到被留置前几

天，还在收私营企业主所送的钱财。他

剖析自己，“我不知道我要钱干什么，我

吃喝不愁啊”“我现在知道我疯狂的贪欲

登峰造极，但我不知道要钱为了什么”。

有贪官为自己辩解，之所以走上贪

污腐败的道路是因为有人围猎，似乎是

环境逼他就范。但就如一句古语，“膻

秽则蝇蚋丛嘬，芳馨则蜂蝶交侵”。与

其坠落深渊之时怨怼于人，不如反思己

身。正所谓“意趣清高，利禄不能动也；

志量远大，富贵不能淫也”。心有贪念、

欲望无度，不在这里跌倒，也会在其他

地方摔跤。

“君子为政之道，以修身为本。”身为

党员干部，放任思想滑坡，失去理想信

念，拒腐防变防线失守，必然会被“糖衣

炮弹”击中。曾有落马贪官留下惊世之

论：“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当官不收

钱，退了没本钱”“当大官发大财才能体

现自身价值”。在这些人看来，权力就是

“甜”的，只要有了权力就可以用之谋求

自己想要的东西。甚至明知法纪红线，

仍利用各种“障眼法”行贪腐之实。还有

的不敢大贪便小贪，自欺欺人地认为只

要自己收钱不过“限额”，“吃点喝点又不

是揣到兜里”无所谓。殊不知，欲望的大

门一旦打开，就很难关上。一旦萌发这

些思想，权力也就变成了朝向自己的利

器，最终只会酿出“一失足成千古恨”的

苦酒。

“粗粝能甘，必是有为之士；纷华不

染，方称杰出之人。”党员干部手中的权

力都是党和人民给的，是为党和人民做

事用的。权力越大，意味着肩上的责任

越大，受到党和人民群众寄予的期待越

高。只有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在风

浪考验中立住脚，在诱惑围猎前定住神，

才能一心为公、一身正气、一尘不染。

不 可 嗜“ 甜 ”
■陈晓杰

2 月 21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

新闻发布会，发布第三十四批指导性

案例，“‘辣笔小球’诋毁戍边英雄案”

入选。

2021 年，“辣笔小球”仇某因在社

交平台上发布诋毁卫国戍边英雄烈士

言论，被认定犯侵害英雄烈士名誉罪、

荣誉罪，判处有期徒刑 8 个月。许多

网友称大快人心。

在这之后，陆续有因侮辱诋毁英

烈名誉受到法律制裁者。比如，重庆

男子海外发布诋毁戍边英雄言论被处

以刑事拘留，并进行网上追逃；网民许

某发布侮辱英雄烈士董存瑞内容，被

依法判处有期徒刑 7 个月；某大 V 罗

某发帖侮辱在抗美援朝长津湖战役中

牺牲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冰雕连”英

烈，于今年 2 月被提起公诉，等等。

随着 2018 年 5 月 1 日起《中华人

民 共 和 国 英 雄 烈 士 保 护 法》的 施 行

和 2021 年 3 月 1 日《刑 法 修 正 案（十

一）》相 关 规 定 公 布 施 行 ，对 于 侮 辱

诋 毁 英 烈 的 行 为 ，我 们 拥 有 了 更 为

有 力 的 法 律 惩 戒 依 据 。 但 是 ，令 人

深 思 的 是 ，是 什 么 让 一 些 人 可 以 毫

不顾及英雄烈士家属的感情和民族

情感，罔顾事实、混淆是非或恶意解

构、歪曲历史？

不可否认，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人

们的思想观念更加多元，个别人的心

态甚至变得扭曲，也有人认为以网络

虚拟身份发言不需要承担什么责任，

便无视法律和道德底线，博眼球、赚流

量。而侮辱诋毁英烈的行为，不管发

生在现实生活还是网络空间，都是违

法的，也是违背良知和正义的。

失去爱人，陈红军的妻子肖嵌文

带着孩子，必须独自面对和承担起生

活的各种困难；肖思远牺牲后，母亲把

儿子的遗照放在床头，枕着儿子的枕

头入睡；王焯冉 74 岁的奶奶还在等最

疼爱的孙子回家看她；陈祥榕的父亲

已经过世，母亲又失去了 19 岁花季年

龄的儿子……设身处地感受和理解烈

士家人的痛苦，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

人都应该更好地尊崇烈士并关爱烈士

的家庭。

而一些人明知英雄烈士为保家卫

国而牺牲，享受着他们守护的岁月静

好，仍以冷漠甚至戏谑心态，口不择

言，诋毁、贬低英雄烈士，实在难以理

解这些人的良知在哪里。

良知是什么？字典中解释为内心

对是非、善恶的正确认识。这些案例

告诉我们，让尊崇英雄、捍卫英雄成为

每个人不用思考就知道的共识，我们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法律是维护秩序的根本，是道德

的底线。我们需要用法律来守护英烈

荣光，但更需要让尊崇英烈化作社会

共识和行为自觉，成为每个公民应尽

的责任、义务和应有的良知。

英雄者，国之干，族之魂。一个有

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

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如何对待英

烈，折射出社会的文明程度，体现出民

众的道德水准。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

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在全社

会营造纪念、缅怀、崇尚、学习英烈的

浩然正气和浓厚氛围，才会有更多英

雄挺身而出，我们的国家才会更美好、

社会才会更和谐。

尊崇英烈就是守护良知正义
■宋军林 刘昱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