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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棋当善弈，落子谋全局。推进强

军事业，离不开高瞻远瞩的战略布局，离

不开科学有效的战略指导。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着眼世界

新军事革命大潮擘画强军蓝图，明确推

进强军事业必须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

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全面

提高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水平。这一重

要论述，深刻把握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阶

段性特点，明确了新时代强军兴军的战

略布局和战略指导，具有深刻的理论性

实践性和鲜明的战略性前瞻性。学习贯

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必须紧紧围绕这一

战略布局展开，整体把握、体系推进，确

保国防和军队建设始终在正确轨道上稳

健运行。

能 审 局 者 则 多 胜 。 推 进 强 军 事

业 ，首 在 布 局 谋 势 。 习 主 席 确 立 的 政

治 建 军 、改 革 强 军 、科 技 强 军 、人 才 强

军、依法治军战略布局，顺应时代发展

之 需 ，是 植 根 强 军 实 践 沃 土 催 生 出 的

思 想 之 花 。 这 一 战 略 布 局 ，以 全 新 的

视野深化我们党对国防和军队建设规

律、军事斗争准备规律、现代战争指导

规 律 的 认 识 ，引 领 我 们 打 开 新 的 认 识

空 间 和 实 践 空 间 。 这 一 战 略 布 局 ，明

确 了 国 防 和 军 队 建 设 的 重 点 领 域 、主

攻方向、战略抓手。

“大厦之成，非一木之材也；大海之

阔，非一流之归也。”在战略布局中，政治

建军是立军之本，改革强军是必由之路，

科技强军是核心驱动，人才资源是强军

兴军的宝贵战略资源，依法治军是强军

之基，五者统一于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

军目标，统一于强军兴军的伟大实践，与

练兵备战一道，立起了统领新时代强军

事业的战略总纲和着力重点。它们构成

相互贯通、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无论缺

少哪一方面，都难以完成实现党在新时

代的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历

史使命。

习近平强军思想既部署“过河”的任

务，又指导解决“桥和船”的问题，为认

识、分析和解决问题提供了“金钥匙”。

面对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军事革命加

速发展，面对战争形态加速向智能化战

争演变，迫切需要我军主动识变、应变、

思变，加快转型发展。习主席着眼应对

新的安全威胁和挑战，准确把握新时代

下我军建设特点规律，破解制约我军建

设发展的矛盾问题，鲜明提出了更加注

重聚焦实战、更加注重创新驱动、更加注

重体系建设、更加注重集约高效、更加注

重军民融合等“五个更加注重”战略指

导。“五个更加注重”战略指导，深入贯彻

五大发展理念要求，围绕“我们要实现什

么样的发展、如何实现发展”等重大问

题，进一步明确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

展方向、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式，为国防和

军队建设确立了新的起点和标准，是新

的军事发展观和方法论。

“五个更加注重”是相互贯通、紧密

联系的有机整体，主题主旨相通，目标指

向一致，既各有侧重，又相互支撑，覆盖

了军队建设的基本要素和主要内容，构

成了一个系统化的逻辑体系，形成了指

导军队建设发展全局的科学理论。其

中，聚焦实战是发展指向，创新驱动是发

展动力，体系建设是发展方法，集约高效

是发展模式，军民融合是发展路径。抓

住“五个更加注重”，就抓住了主要矛盾，

就能推动我军建设步入快车道，就能推

进国防和军队建设更高质量、更高效益、

更可持续发展。

秉纲而目自张，执本而末自从。战

略布局只有从顶层设计落到实处，才能

彰显其全局性；战略指导只有从思想认

识变为具体行动，才能彰显其科学性。

全军部队要发挥政治工作生命线作用，

永葆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本色。要坚定

不移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深入解决制

约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体制性障碍、结构

性矛盾、政策性问题，完善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加快构建能够打

赢信息化战争、有效履行使命任务的中

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要全面实施

科技强军战略，坚持自主创新的战略基

点，瞄准世界军事科技前沿，加强前瞻谋

划设计，加快战略性、前沿性、颠覆性技

术发展，不断提高科技创新对人民军队

建设和战斗力发展的贡献率。要实施新

时代人才强军战略，搞好军事人员现代

化的顶层设计和战略筹划，突出加强备

战打仗人才培养，创新人才抓建模式，完

善军事人力资源制度体系，营造新型军

事人才群体多出快出的良好环境。要贯

彻依法治军战略，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

治体系，加快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提高

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为推进强

军事业提供坚强法治保障,为实现党在

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

成世界一流军队不懈奋斗。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国防工程研

究院）

强军兴军的战略布局 建设发展的战略指导
——“深悟习近平强军思想、干好新时代强军事业”系列谈⑦

■张俊明

玉 渊 潭

画里有话

1982年，某部一名副连长的父亲因

宅基地纠纷被邻居致伤，这名副连长欲

向组织求助，结果却找不到组织。来该

部检查工作的开国中将杜平听说后批评

该部领导：“组织要是像空气，那还靠得

住吗？让组织像肩膀一样实在可靠，大

家才会爱组织，才愿意进组织。”随后，该

部政委代表组织出面，协调地方相关部

门，很快解决了那名副连长的家庭难题。

“组织”二字，不同场合有不同的词

性、词意。但在共产党人和革命军人心

里，“组织”是一个神圣的词语，是一种

温暖的存在。一百多年来，无数共产党

员在组织中成长，在组织中进步，以“我

是组织的人”的政治自觉，多为组织着

想、多替组织分忧、多给组织添彩，少向

组织提要求、少对组织讲条件、少给组

织添麻烦，使党组织成为了“世界上最

坚强、最有力量的战斗集体”。

战争年代，毛泽东曾要求全党对群

众热心尽心，认为只有“解决群众的一

切问题”，群众才会“把革命当作他们的

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

帜”。延安整风运动中，我们党要求“组

织要更好成为党员的依靠，要多给大家

解决问题”。那一时期的共产党员，思

想有困惑，主动找组织沟通交流；生活

有困难，及时向组织寻求帮助；成长有

需求，真心向组织汇报交心；工作有失

误，坦诚向组织交待认错，党组织在大

家心里是最坚强的依靠。

然而如今在少数单位，有的组织“虚

化”了，官兵不知道谁代表组织；有的组

织“时有时无”，“受处分时组织近在眼

前，有困难时组织远在天边”。须知，如

果对官兵的难题能躲就躲、能推就推，长

此以往，只会逼着官兵遇到难题时找“关

系”不找组织、信“关系”不信组织。

平心而论，遇到个人力量能解决的

难题，绝大多数官兵都不想给组织添麻

烦。之所以向组织求助，多是遇到了自

己无力解决的大事。我们常说，个人力

量再大，也大不过组织的力量。适当多

一些组织出面，有利于这些大事的解决。

心理学上有个“触摸可信效应”，意

指越真实的东西越可信，越缥缈的东西

越令人怀疑。这启示我们，组织要让官

兵可信赖、可依靠，先得真实起来、具体

起来。1999年，杨业功在单位基层建设

会议上说：“有难事找组织。我，还有我

们各级班子成员都代表组织，都是大家

可以靠上来的肩膀。”实践告诉我们，能

否让组织具体起来，事关组织威信、事

关军心士气、事关部队打赢。只有敢于

代表组织，不怕麻烦，敢于担当，在官兵

迷茫的时候，成为拉着他们走的那只大

手，在官兵寒冷的时候，给他们一个温

暖的怀抱，组织才能更得人心、聚兵心。

“这世上最温暖的感受，莫过于我

还没有开口，你就主动出手。”为官兵解

难，“坐堂行医”是职责，“上门巡诊”是

境界。把问题想在前，把肩膀靠上去，

这样的党组织，“能让党员有家的感觉，

有为了顾这个家而拼的劲头”。

（作者单位：空军工程大学航空工

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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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沪某部在作出“快递不消毒不准

进入营区”规定的同时，还在快递收发

区放置了消毒用品。这种精心做好“不

准”之后防疫保障的做法，值得点赞。

“围之而疏，难以全胜。”做好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必须严之又严。特别是

面对奥密克戎变异株这种传播速度快、隐

匿性强的病毒，作出一些“不准”必要也必

须。但若只提要求，不搞保障，同样不利

于做好防疫工作。前不久，某市由于相关

部门没能做好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结果有

一名隔离人员因“实在饿得撑不住了”而

私自外出购物，险些造成疫情传播风险。

无“禁”不成军。但正如肖劲光所

说：“一禁了之是不负责的管理，把禁止

后面的工作做好，这样才能禁得住。”

“五一”将至，人员可以放假，病毒不会

放假，防疫不可松懈。各级只有将该

“堵”的一定“堵”严实，该“保”的务必

“保”到位，引导官兵自觉遵守防疫规

定，搞好自我防护，才能确保部队防疫

安全。

防疫：保障也须做到位
■王若凡 王亚龙

打仗和准备打仗，是军人只能有的

两种状态，节日期间也不能例外。尤其

是战备值班人员和战备值班分队，节日

战备更应紧盯“战”字作筹划。

“永远睁着的眼睛”，是官兵对战备

值班人员和分队的称呼。“永远”二字，

表示不能有空档期、不能有节日的概

念；“眼睛”要好，就是不能有死角，不能

对问题视而不见。如果把战备值班当

作“值班室里的休息”，只是“把叠被子

改成了打背包”，这是明显的忘战、怠

战，遇到突发情况是要吃大亏的。

一支箭的最大威力不是藏于匣中，

而是处于引而待发之时。诚然，战备值

班人员值班期间遭遇“战”的几率并不

高，但这决不是松懈的理由。再低的几

率，也必须用 100%的备战去应对。只

有强化席位就是战位的思想，熟悉战备

方案，保持规定的战备状态，才能保持

常备不懈和指挥不间断，保证及时、有

效应对紧急情况，做到“敌未动我先知，

敌欲动我有备”。

战备：节日期间更警惕
■杨 帆 赵东华

“ 指 尖 滑 动 之 间 ，你 我‘ 屏 ’上 相

逢。”网上聊天，三缄其口不行，信口开

河也不行，最好的状态是三思而后说。

有人说，能控制住自己嘴巴的人都

很厉害，不管是吃饭还是说话。管不住

嘴巴，就可能祸从口出。一名因聊天泄

密而被判刑的犯罪分子这样忏悔：“当

时我要是再谨慎一些，警惕性再高一

些，就肯定不会有今天了。”这警示广大

官兵，“思想哨兵”一刻也不能打盹，网

上聊天一定要在嘴上给自己设道“岗”，

切不可因“聊得嗨”而无意间泄了密。

网络是当代青年官兵不可或缺的

生活方式、成长空间、“第六感官”，也是

敌人窃密的重要渠道。网络聊天时，敌

人会通过套近乎、找共同话题等方法，

诱导官兵说出他们想知道的秘密。“必

须十分注意保守秘密，九分半不行，九

分九也不行，非十分不可。”节日期间，

是官兵与外界联系的密集期，也是敌人

窃密的关键期，广大官兵一定要树牢

“百分之一的疏忽，就可能导致百分之

百失败”的意识，“脑子里的东西，连帽

子也不让知道”，确保保密法律法规和

工作要求入脑入心、付诸实践，一刻不

松、一处不漏。

保密：网上聊天莫任性
■徐 俊 张雨晴

“以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家庭，青

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

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我党早期

领导人李大钊一首壮美的《青春》，如春

雷滚过大地，如春雨滋润心田，百余年

来，激励一代代青年为民族之青春而不

懈奋斗。

1925 年 8 月，青岛。一位青年躺在

病榻上，想说话却不时被剧烈的咳嗽打

断，咳出来的是一口口鲜血。这位青年

并没有跟前来探视的同道讨论自己的病

情，弥留之际，只留下遗嘱：全体同志要

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

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这

位青年叫王尽美。

1927 年 4 月，北京西郊民巷京师看

守所。面对反动派刽子手，一位教授临

刑前慷慨激昂：“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

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

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这位

教授就是《青春》的作者李大钊，牺牲时

年仅 38 岁。

1928 年 2 月 ，广 州 东 郊 红 花 岗 刑

场。一男一女两位年轻人神态从容，慷

慨赴死。就义前的几分钟，其中一位高

声对周围群众发表演讲，并庄严宣布：

“当我们把自己的青春生命献给党的时

候，我们就要举行婚礼了。让反动派的

枪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这对年

轻夫妻名叫周文雍、陈铁军。

有人说，一个国家最好看的风景是

年轻人，一个民族最有希望的标志也是

年轻人。我们党的百年风华正茂，我们

的事业一路高歌猛进，与一代又一代青

年奋发进取、不懈奋斗密不可分。在他

们身上，爱国是最鲜明的底色，奋斗是

最激昂的旋律，梦想是最有力的翅膀，

自信是最美丽的表情，奉献是最可贵的

品格。革命时期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冲锋陷阵、抛洒热血；建设时期到祖国

最需要的地方去艰苦创业、不惜血汗；

改革开放时期，为祖国繁荣昌盛开拓奋

进 、锐 意 进 取 。 一 个 个 青 年 英 雄 的 名

字，一代代青年的业绩，也因此载入史

册、光耀后人。

光阴流逝如梭，发展沧海桑田。新

时代的青年能否堪大任？一度为许多人

所关注和热议。时代向前、青年向上，广

大青年用实际行动向人们展示出一幅幅

充满希望的图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他

们舍生忘死、冲锋在前；重大科研项目攻

关，他们勇挑重担、敢攀高峰；国际体坛

各个赛场，他们敢于拼搏、为国争光；在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誓言中，他们激

情飞扬、整装待发……新时代的中国青

年，坚守“永久奋斗”光荣传统，生动展现

出“衣食无忧而不忘艰苦、岁月静好而不

丢奋斗”的整体风貌，充分彰显了新时代

中国青年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青

春担当，充分展现出当代青年是有志气、

骨气、底气的新一代，是可爱、可信、可为

的新一代。

“十八岁十八岁，我参军到部队。”

军队历来是青年成长成才、建功立业的

大学校、大熔炉，也是青春色彩最亮丽、

青春旋律最激昂的地方。当有人在四

季恒温的办公室敲击键盘时，军人正在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当有人在花前

月下享受甜蜜生活时，军人正在爬冰卧

雪、风餐露宿；当有人在鲜花掌声中接

受祝贺时，军人正在巡天游海、默默奉

献……军人青春之华彩，穷四季斑斓也

难以描摹。今日中国之繁荣、人民之福

祉，那是多少代军人的青春之接力、梦

想之叠加！

“青春啊青春/美丽的时光/比那彩

霞还要鲜艳/比那玫瑰更加芬芳/若问青

春 在 什 么 地 方/她 带 着 爱 情/也 带 着 幸

福/更带着力量/在你的心上……”这首

《青春啊青春》，虽然是首老歌，但每次听

来都那么悦耳、那么亲切。歌声不老，因

为青春不老。青年是国家未来、民族希

望。青年励志，国运可期；青年奋斗，国

必奋进。一个心中有青春的人，必然充

满激情、充满魅力；一个青年奋发的国家

和民族，必然充满活力、充满希望。

青 春 啊 ，青 春
■向贤彪

1959 年 6 月，开国少将、昆明军区参

谋长崔建功听到机关“有些训练硬骨头

确实啃不下来”的汇报后说：“拿出打仗

时攻山头的劲头试试。”随后，他和机关

干部一起，扎在训练场，像研究作战方案

一样研究啃下每块硬骨头的招数，一块

块硬骨头随后全被啃下。

硬 骨 头 ，是 战 斗 力 生 成 中 的 关 键

点。啃下了，会成为战斗力的增长点；啃

不下，会成为战斗力生成的淤点、堵点。

啃下硬骨头，既需要下决心，也需要硬本

领。当年，面对导弹研制过程中的一个

个硬骨头，一些科研人员产生了畏难情

绪。钱学森激励大家：“只要钻下去，任

何问题都可解决。”聂荣臻曾问钱学森，

造导弹，你觉得有什么困难吗？钱学森

幽默地说：“困难就像老鼠，听见脚步声

就吓跑了。”正是凭着这种不怕困难、勇

往直前的攻山头精神，我国航天事业才

取得了“闪电般的进步”。

不可否认，训练中有的硬骨头确实

非常难啃。但应看到，大部分硬骨头之

所以长期啃不下来，并非能力不够，而是

决心不大。没有破茧的勇气，何来化蝶

的壮丽？硬骨头，既是提升战斗力的垫

脚石，也是检验军人血性和担当的试金

石。面对硬骨头，如果像战时那样，视其

为必须拿下的山头，狠下一条心，立下军

令状，组织精兵强将，选用精准战法，硬

骨头肯定会被啃下。

古人说：“凡属艰难危险之事，必预

筹而布之，务有一定之法，并计不定之

法 。”啃 硬 骨 头 不 能 硬 来 ，方 法 也 很 重

要。前不久，某部研发出一种可视化、便

携式模拟训练系统，不仅啃下了仿真训

练不真的硬骨头，还跑出了网络训练“加

速度”、打造出网上练兵“升级版”。由此

可见，只要主动与战斗力建设对表，与时

代趋势对接，善用改革创新办法啃硬骨

头，就能在看似“山重水复疑无路”中迎

来“柳暗花明又一村”。

战时攻山头，主攻部队的勇敢加战

术很重要，配属和支援火力同样重要。

同理，啃训练中的硬骨头，也不能让基层

孤军奋战。作为领导机关，以主人翁的

身份主动参与，以后勤部长的身份搞好

保障，如此啃硬骨头，方能啃出合力、啃

出战斗力。

以攻山头的劲头啃硬骨头
■江平骥 宋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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