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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深化国防和

军队改革，是为了设计和塑造军队未来。

前不久，经习主席批准，中央军委印

发《军士暂行条例》、《义务兵暂行条例》

及相关配套法规。这些法规制度的出

台，是我军政策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

当下，我军正坚持不懈把国防和军队改

革向纵深推进，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战斗

力、解放和增强我军活力，为强军兴军提

供强大动力和体制机制保障。

强 国 必 强 军 ，强 军 必 改 革 。 不 改

革，不全面改革，不彻底改革，我军是打

不了仗、打不了胜仗的。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主席着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从国家利益全局高度统筹谋划军队建设，

从政治大局高度思考处理军事问题，把深

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大盘

子，上升为党的意志和国家行为。党的十

八届三中全会专门对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

作出部署，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

2015 年 11 月 24 日，习主席在中央军

委改革工作会议上强调，“深化国防和军

队改革是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时代要

求，是强军兴军的必由之路，也是决定军

队未来的关键一招”；2016 年 12 月 2 日，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

编成改革工作会议上指出，规模结构和

力量编成改革“是推进我军组织形态现

代化、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

的关键一步”；2018 年 11 月 13 日，习主席

在中央军委政策制度改革工作会议上强

调，要“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

政策制度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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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提供有力政策制度保障”。习主席关

于改革强军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科学阐

明了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一系列带根本

性方向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闪耀着马

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时代光芒，是党的

军事理论最新成果，是习近平强军思想

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

思想，必须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坚定

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坚持强大脑。改革强军必先强组

织、强体制。一次次授予军旗，一次次发

布训词训令……领导指挥体制改革成为

牵引和推动其他改革的龙头和突破口。

我军组建战区，打破了长期实行的总部

体制、大军区体制、大陆军体制，建立了

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新格

局，实现了军队组织架构的一次历史性

变革。为庆祝建军 90 周年举行的朱日

和沙场大阅兵，三军如一、雷霆万钧，充

分彰显了新的领导指挥体制优势。

坚持壮筋骨。兵不在多而在精。我

军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重在走精兵

之路，减少数量、提高质量。经过本轮改

革，我军规模更加精干，结构更加优化，编

成更加科学，迈出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

能型转变、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

的一大步。事实证明，新结构催生新战力，

新编成锻造新利剑。在大漠深处的一次演

练中，陆军电子对抗、远程火力、空中突击

等 8支新型作战力量同场亮相，新编制、新

技术、新战法、新能力让人耳目一新。

坚持增活力。“凡将立国，制度不可

不察也。”军事政策制度改革调节军事关

系、规范军事实践、保障军事发展，对国

防和军队建设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基础

性意义。政策制度改革是深化国防和军

队改革的“第三场战役”，是提高军队战

斗力、激发军队活力的重要途径。《关于

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的意见》

《中国共产党军队党的建设条例》《现役

军官管理暂行条例》及相关配套法规、

《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人员条例》……一

项项政策制度接连出台，确保了党对军

队绝对领导制度的不断巩固，确保了改

革效能的不断释放。

改革是当今时代的最强音。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军改革大开大合、大破大立、

蹄疾步稳，重振政治纲纪、重塑组织形态、

重整斗争格局、重构建设布局、重树作风形

象，实现了体制一新、结构一新、格局一新、

面貌一新，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迈出坚

实步伐。可以说，接连打响的改革“三大战

役”，很好地解决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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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队改革关乎强军大业，也与每名

官兵息息相关，是我们回避不了的一场

大考。这场大考是思想上的、组织上的、

作风上的、利益上的，但归根结底是政治

上的。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决拥护改革、

支持改革，要求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

走，多算大账、少算小账，多讲大局、少讲

自我，积极转职能、转作风、转工作方式，

既要当好改革的促进派和实干家，还要

真正适应“新体制”，全方位多领域向改

革要效能、要战斗力。

“时移世易，变法宜矣。”改革永无止

境，改革永远在路上。当前，我军正深入贯

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将改革向纵深推进，朝

着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砥砺前行。新

的征程上，只要改革不停步、变革不停歇，

坚持向深化改革要质效，我军就一定能实

现高质量发展，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有效履

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作者单位：71770部队）

决定军队未来的关键一招
——“深悟习近平强军思想、干好新时代强军事业”系列谈⑧

■章海军

青春梦想，奋斗以成。

再过几天，我们将迎来中国共产

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纪念日，这

是一个亿万中国青年的盛大节日。此

时此刻，很多青年医护人员奋斗在抗

疫前线，不畏艰险、冲锋在前；很多青

年英才奋进在科技战线，贡献才智、争

创一流；很多青年官兵奋战在边防一

线，严阵以待、捍卫和平……这是他们

最美丽的青春风采，也是最有力的青

春担当。

1939 年 5 月，毛泽东在延安庆贺

模范青年大会上说：“中国的青年运动

有很好的革命传统，这个传统就是‘永

久奋斗’。我们共产党是继承这个传

统的，现在传下来了，以后更要继续传

下去。”对广大团员和全军青年来说，

庆祝共青团成立 100 周年，就要发扬

中国青年永久奋斗的光荣传统，不负

韶华，不负时代，不负人民，在青春的

赛道上奋力奔跑，争取跑出当代青年

的最好成绩。

进入新时代，奋斗强军一直是军

营的主基调、主旋律。虽然很多青年

官兵面临改革的阵痛、利益的调整、人

生的抉择，但他们始终坚信“躺平不可

取、奋斗正当时”，用青春、汗水和热血

书写了属于自己的强军故事。

从“0”到“优”，奋斗是法宝。藏族

女兵达娃卓嘎，刚入伍时射击成绩一直

不及格。但她不认命、不服输，加量加

码挑战自我，别人负重据枪练 3 分钟，

她练 10分钟；别人小臂吊一个水壶，她

就吊两个……最终，她成了百发百中的

“神枪手”，荣立一等功并光荣提干。她

说，拼搏才是成功的“通行证”。

苦地方，险地方，干事创业的好地

方。侦察参谋徐祝寿戍守边疆多年，

面对到内地大城市交流的机会，他却

选择了坚守高原。徐祝寿坚信，“得其

大者可以兼其小”，艰苦岗位、边防一

线不仅可以历练成长，也能干出非凡

业绩，绽放夺目光彩。

如何对待岗位调整，见胸怀担当，

也见奋斗决心。二级军士长吴刚当兵

18 年，是远近闻名的修理技师，面对

改革，他毅然“跨界转行”，学起了本单

位最难的无线电专业。正是有了他的

带头，很多战友响应换岗，积极学习新

专业、加速融入新战位。

事不避难，义不逃责。这些青年官

兵对待事业的态度、勇于拼搏的劲头、无

怨无悔的付出，连同那一个个晒得脱皮

的背影、那一声声有我无敌的誓言、那一

次次真刀真枪的对抗……共同构成了

全军青年奋斗强军的壮美图画。这也

让人们看到并相信，青年官兵有理想、有

奋斗，强军就有依靠，打赢就有保证。

青年向上，国家向前。国家不可

一日无青年，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

青年官兵的最大觉醒，就是仰望星空、

脚踏实地，奋力向上攀登，成就青春之

国家、青春之军队。如果选择做过客、

当看客，做“清谈客”、当“客里空”，只

关注“个人棋盘”，满足于“小确幸”，得

过且过、随波逐流，就难以让青春枝头

绽放绚丽之花。

“自古军旅多艰险，从来为武少安

闲。”胜战之路绝不是轻易就能开辟出

来的，必须经过血与火、苦与累、生与

死的考验拼搏出来。当前，我军正走

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十分

紧要的第一步，全军青年使命光荣、任

务繁重。奋进新征程，无论是军队建

设还是军事斗争准备，无论是落实改

革部署还是遂行各项任务，都需要全

军青年发挥生力军作用，不驰于空想、

不骛于虚声，奋斗奋进、锐意进取，努

力在强军实践中放飞梦想、成就事业。

哲人讲，胜利不会自动向我们走

来，我们必须自己走向胜利。全军青年

扣牢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高扬奋斗之

帆、挥动奋斗之桨，把热血挥洒在实现

强军梦的伟大征程中，抓住窗口期、跑

出加速度、建出高质量，就一定能在军

营锻造绚丽、壮美的出彩人生，留下充

实、持久的青春回忆。

（作者单位：91439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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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时评

诗仙李白在《行路难三首·其二》中写

道：“剧辛乐毅感恩分，输肝剖胆效英才。”

大意是，剧辛、乐毅感激知遇之情，竭尽忠

诚为国贡献杰出才能。倾尽一生才华，为

国输肝剖胆，这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悠悠华夏，英雄辈出。中华儿女的血

脉里从来不缺爱国之心，华夏赤子的骨髓

里从来不少报国之情。从“天下兴亡，匹

夫有责”到“位卑未敢忘忧国”，从“百战沙

场碎铁衣”到“为国牺牲敢惜身”，从“报国

行赴难，古来皆共然”到“繁霜尽是心头

血，洒向千峰秋叶丹”……中华历史的浩

瀚天空，到处闪烁着忠肝义胆的璀璨之

星，激荡着岁月可证的如虹浩气。

在人生的乐章里，尽忠是最动人的

旋律；在事业的征程上，报国是最鲜艳的

色彩。翻阅史书，无数有志之士以报国

济民为己任，以苟利国家为先图，临难不

顾生、万里不惜死，为人间皆安贡献一己

之力。东晋名臣祖逖，闻鸡起舞，志在中

原，率部北渡长江，击楫而誓，鼓忠义之

气、寒敌军之胆，收复了不少失地。宋朝

名将岳飞精忠报国、铁血丹心，视功名利

禄不过尘埃粪土、封侯拜将无非过眼云

烟 ，只 求“ 踏 破 贺 兰 山 缺 ”“ 收 拾 旧 山

河”。清末重臣左宗棠东戡闽越、西定回

疆，不顾边荒艰巨，即使在弥留之际还口

授遗疏：“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

我国威，遗恨平生，不能瞑目！”

爱国是本分，报国是职责。无数英

雄豪杰把忠诚镌刻在心里，挽狂澜于既

倒、扶大厦之将倾，用智勇才艺在历史的

长河里卷起朵朵浪花。

是鲜花，就要散发芳香；有才华，就

要报效祖国。许多革命前辈急国家之

难，用自己的才华践行了“一寸丹心唯报

国”的铮铮誓言。抗日战争时期，清华才

子熊大缜，为抗日报国，毅然放弃和未婚

妻同去德国留学深造的机会，留在国内

潜心研制烈性炸药，用所学报效国家，最

终成为“地雷战之父”；被美国媒体誉为

“火箭领域最有天分的科学家”钱学森，

坚信“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

国，我的归宿在中国”，甘愿放弃世界一

流的科研条件和优渥的生活条件，冲破

重重阻挠回到祖国，为新中国航天事业

和国防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中国核潜

艇之父”黄旭华，隐姓埋名 30 年，突破外

国封锁，为国之重器奉献毕生心血，硬生

生地让核潜艇“无”中生“有”……无数爱

国英才倾一世才情酬报国之志、固万里

山河，得以泽被后世、青史流芳。

“夫患害奇邪不一，何可胜为设防量

备哉？防备之善者，则唯量贤智大材。”

新时代革命军人永远是祖国的钢铁长

城，是人民的忠诚卫士，更应守好自己的

战位，挑大梁、当主角。然而，个别同志

做得不尽人意。有的将爱国爱党、履职

尽责喊在嘴上、写在纸上，但在工作上却

推诿扯皮、挑三拣四；有的则是说一下做

一下、推一下动一下，不能将领导的要

求、战友的提醒、平日的学习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还有的不肯在聚焦主责主业

上下功夫，在受虚言、听浮术、采华名、兴

伪事上来劲头……这些显现在表面上的

症状，本质上源于理想信念的成色不纯、

实干担当的底气不足。

“报国之道有四：一曰贡贤，二曰献猷，

三曰立功，四曰兴利。”不论荐举贤才、出谋

划策，还是建功立业、为民兴利，只要尽心

竭力，都是对赤子情、报国意的最佳诠释。

战略科学家黄大年在入党志愿书中写道：

“人的生命相对历史的长河不过是短暂的

一现，随波逐流只能是枉自一生，若能做一

朵小小的浪花奔腾，呼啸加入献身者的滚

滚洪流中推动历史向前发展，我觉得这才

是一生中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一代

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革命军人不论官居

何位、身处何地，都要心怀“国之大者”，永

葆强军之志，高扬爱国的旗帜，高擎报国的

火炬，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勇当开路先锋、

争当事业闯将。唯有如此，才能聚才聚智、

聚心聚力，让智慧的光芒在军营中闪烁，让

奋进的动力在制胜中凝聚。

一 寸 丹 心 唯 报 国
■郝启荣 宋骐越

玉 渊 潭

画里有话

落实是一个恒久的话题。工作不落

实，一切等于零。

前不久，习主席再次强调落实问题，

要求“党员干部一定要真抓实干，务实

功、出实招、求实效，善作善成，坚决杜绝

口号式、表态式、包装式落实的做法”。

这一谆谆告诫，发人深省，令人深思。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不管是伟大构

想，还是伟大事业，最终都要体现在落实

上。毋庸置疑，业绩都是干出来的。只有

一砖一瓦地去干、一点一滴地积累，才能

真出业绩、出真业绩。今天，我们推进新

时代强军事业，顶层设计固然很重要，但

再重要的蓝图也要落到具体工作上。如

果落实不到位，或假落实、虚落实，就干不

成任何事业，就是严重失责失职。

现实生活中，大多数党员干部真抓

实干、紧张快干、撸起袖子加油干，取得

良好的工作成效。然而，也有少数党员

干部口号喊得震天响，表态表得信誓旦

旦，就是不落实。与口号式落实、表态式

落实相比，危害更大的是个别党员干部

的包装式落实。这种做法，表面上看好

像落实了工作，实则根本未落地、未完

成。他们将旧酒装入新瓶，给旧事贴上

新标签，把以前的成绩套个模糊的时间，

将已有的做法换个时髦的叫法。这样做

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掩饰工作不力，或者

通过巧饰以求得到上级的“赏识”。

“华而不实，怨之所聚也。”那些搞包

装式落实的党员干部，把很多时间和精

力用在伪饰上，不仅耽误了正常的工作，

还带来了不正之风，干扰了上级领导的

正常判断。如此做法，是典型的弄虚作

假，必须予以坚决杜绝。

凌空蹈虚，难成千秋之业；求真务

实，方能善作善成。部队各项工作，都和

战斗力建设有关。任何一项工作不落

实，都会对战斗力造成损害。平常工作

搞包装式落实，看起来很鲜亮，但“吹大

的气球最怕针”，一旦接受实战检验，那

是要“掉链子”的，很可能会付出血的代

价。因此，对战斗力负责，对打赢事业负

责，万万不可搞“包装式落实”那一套。

最好的“包装”，永远都是实绩。杜

绝包装式落实，最根本的是要树牢正确

政绩观。政绩观端正了，才能摒弃私心

杂念，把全部心思和精力向打仗聚焦、向

打 赢 用 劲 ，才 能 有 效 防 止“ 包 装 式 落

实”。新征程上，党员干部只要坚持正确

政绩观，永葆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

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始终把责任

印在心里，把实干挺在前面，不图虚名、

不务虚功，吹糠见米、落地见效，就一定

能创造属于新时代的光辉业绩。

（作者单位：77561部队）

坚决杜绝包装式落实
■李文鑫

开展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启发

很重要、很有效。这是很多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者的一个心得。

无 启 发 不 教 育 。 启 发 为 什 么 重

要？因为过去知识相对稀缺、信息相对

闭塞，一些道理需要深入解读。今天，

我们处于互联网时代，再加上官兵学历

提升、经历丰富，知识不再是稀缺品，很

多道理人人皆知。即使不深知，“百度

一下”也能很快了解。官兵对教育的认

同，基点是成长的需求、进步的渴求、价

值的追求。而这些正需要教育者的启

发，即通过针对性教育，让官兵思想得

到触动、心灵受到震动，进而脑洞大开、

视野拓展，增长见识、提升本领。这种

启发，主要是让官兵受到心灵上的启

迪，进行自我改变、自我提升。

现实生活中，少数官兵不太喜欢

上教育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教育者

没有抓住官兵的活思想，没能给官兵

太多启发、太多触动，自然无法让官兵

欣然接受。

一定意义上讲，教育是“用火星点

燃火星，用思想启发思想”。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者善于换位思考，多站在官

兵的立场上设计教育，多用自己的经

历、经验、得失引导官兵，就能很好地

发挥启发的作用，推动官兵成长成熟

成才、向上向善向好。

（作者单位：陆军指挥学院）

无启发不教育
■张 钦

某部在创新群众性思想政治教育

中，组织开展“红色基因微主播”“兵说

兵事”等活动，让官兵担任教育主角，

分享自身发展进步的感悟。这种分享

教育，人人受益，有利于官兵自我教育

和锻炼成长。

教育是什么？形象地说，就是一

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

朵云。让官兵进行分享教育，就是让

每名官兵都成为“一棵树”“一朵云”，

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官兵上台

分享的过程，既是对教育的消化吸收、

接受认可的过程，也是引发思想共鸣、

扩大思想传播的过程。让官兵在教育

中担重任、站“C 位”，定能激活教育的

“一池春水”，形成分享共享的强大磁

场，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当前，不少单位的思想政治教育

仍是以教育者单方面的讲述为主，忽

视了官兵这个受教育的主体。有的教

育者思想僵化，闭门造车，热衷于“照

本宣科”；有的讲大道理多，脱离群众，

习惯于“以己度人”。这样的教育，参

与感弱、互动性差、枯燥单一，只会离

官兵越来越远。

聂荣臻曾说过，用群众的力量来教

育群众自己，是最有效果的。官兵中蕴

藏着丰富的教育资源，只有坚持让官兵

在教育中唱主角，变“独角戏”为“大合

唱”，才能充分发挥官兵的主观能动性，

引导和激励官兵在心领神会中主动求

变，在自我教育中破茧成蝶。

有分享才成长
■侯嘉坤

作者作者：：周周 洁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