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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里有话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创新是

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

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

的民族禀赋。

创 新 兴 则 国 家 兴 ，创 新 强 则 民 族

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高瞻远瞩、

运筹帷幄，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求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强调创新是引领发

展的第一动力。创新，居五大发展理念之

首，“坚持开拓创新”是我们党百年奋斗的

十条历史经验之一。理论创新与时俱进，

提供“脑动力”；制度创新稳步推进，提供

“原动力”；科技创新日新月异，提供“主动

力 ”；文 化 创 新 精 彩 纷 呈 ，提 供“ 软 实

力”……创新，成为习主席治国理政的核

心理念之一；创新驱动，成为中国快速发

展的核心战略之一。敢为天下先，敢为天

下新，创新引领中华“复兴号”巨轮乘风破

浪、行稳致远。

“创新是一个国家发展进步的灵魂，

也是一支军队发展进步的灵魂。”战争最

具竞争性和对抗性，是最少保守的领域，

也是最需要创新的领域。军事力量的较

量说到底是创新能力的较量，作战能力

的落差实质是创新能力的落差。无论过

去、现在还是将来，创新始终涌动着澎湃

向前的力量，深刻影响并改变着军事领

域的各个方面。我军的发展史就是一部

创新史，一次次勇于探索，一次次大胆创

新，一次次锐意改革，推动人民军队凤凰

涅槃、浴火重生，战胜一个又一个强敌，

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

未来”，这是决定人民军队发展壮大、赢得

未来的关键一招。习主席在军队一次重

要会议上提出“五个更加注重”，其中很重

要的一条就是“更加注重创新驱动”。创

新能力是一支军队的核心竞争力，也是生

成和提高战斗力的加速器。我军要补上

军事斗争准备的短板、突破武器装备发展

的瓶颈、形成现代化的战斗力生成模式、

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等，哪一

项都离不开创新。只有把创新摆在更加

突出的位置，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下大气力抓理论创新、抓科技创新、抓

科学管理、抓人才集聚、抓实践创新，下好

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方能推动我军建设

发展质量变革、效能变革、动力变革。

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

胜。发展新型作战力量，建设网络信息体

系，体制机制变革重塑，技术领域突破赶

超，国之利器横空出世……这些年，我军

坚持强军目标、积极引领，坚持解放思想、

转变观念，坚持抓住重点、整体推进，全力

全速启动创新驱动引擎，统筹推进军事理

论、技术、组织、管理、文化等各方面创新，

抓关键、补短板，抓前沿、布新局，抓基础、

增后劲，扬起了科技自立自强的“一面风

帆”，激活了体制机制创新的“一池春水”，

厚植了创新人才生长的“一片沃土”，推动

国防和军队建设实现新跨越。

科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

国家安全和军事战略全局，从来没有像

今天这样深刻影响我军建设发展。随着

互联网、大数据、传感网、区块链、脑科学

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阿尔法狗”式、

“阿凡达”式智能武器将走上战场，制胜

战争的关键要素正从火力优势、信息优

势向智能优势转变，这意味着“5000年来

战争一直是人类独角戏的局面已经结

束”。有人说，未来战争需要“巴顿”的战

术，更需要“盖茨”的技术。门上装上自

家的锁才安全、才放心。我们必须准确

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坚持科技强

军、加强自主创新，突出战略重点、集中

力量攻关，只争朝夕、时不我待，加速在

一些战略必争领域形成独特优势，奋力

抢占未来战场新的制高点。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

所为，则无不成也。”国防和军队建设新

“三步走”战略安排是一项系统工程、长

期任务，大机遇、大变革千载难逢，大挑

战、大跨越百舸争流，迫切需要使谋划

创新、推动创新、落实创新成为全军的

自觉行动，让一切战斗力要素的活力竞

相迸发、一切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源泉充

分涌流。我们只要坚定创新自信，紧抓

创新机遇，用创新办法寻求化解矛盾的

“钥匙”，用创新思路获取攻坚克难的

“良方”，用创新举措打开实现突破的

“锦囊”，激发官兵锐意创新的勇气、敢

为人先的锐气、蓬勃向上的朝气，真正

形成“处处是创新之地，个个是创新之

人”的生动局面，就一定能够永葆蓬勃

发展活力，铸就强军兴军伟业。

（作者单位：武警广西总队）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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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旭

前不久，某部针对军地交叉地带容

易发生的违规违纪问题，专门列出问题

清单，给军地交往树起“警示牌”，给违

规行为戴上“紧箍咒”，切实维护纪律规

矩的严肃性权威性。

“师出以律，否臧凶。”我军自成立之

日起，就一直深深扎根人民之中，始终严

格遵守群众纪律。翻开不同历史时期的

“第一军规”，尽管内涵不断丰富、表述有

所不同，但始终有一半以上内容是关于

群众纪律的。《责令三军团严整纪律的指

示》《关于进入城市执行政策的规定》《入

城三大公约和十项守则》等一系列军纪

军令，凝聚民心所向、民意所归，引领人

民军队所向披靡、无往不胜。

“难得举城作一庆，爱我人民爱我

军。”新时代新征程气象万千，爱民众守

纪律始终如一。从出台《关于严格军地

交往有关纪律规定的通知》明确军地交

往“13 个严禁”，到军队支援湖北医疗

队发布群众纪律“十一条”，再到印发

《军队群众工作规定》等法规，一系列法

规禁令明晰了纪律红线，使军地交往更

加清爽，日常往来更加规范，诠释了“鱼

水情”的真谛。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军地交往涉

及系统领域广、涵盖事项内容多，有些

单位与地方业务往来、工作联系频繁。

军地交叉地带，容易成为监督监管的薄

弱环节、正风肃纪的盲区死角。军委下

发的军地交往“13 个严禁”，明确规定：

严禁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地

方单位和人员的慰问、捐赠，严禁侵占、

私分礼品、慰问品，严禁擅自接受地方

单位和个人赠送的车辆，等等。这些

“严禁”落不到实处，必然损害军队军人

形象，影响军政军民团结。

兵者，国之柱石；民者，国之根基。

牢记宗旨本色，严守群众纪律，站在“群

众的海洋里”，军民“团结得像一个人”，

永远是我军的制胜之本、力量之源。军

地交叉地带越是监管难度大，越要重拳

出击、精准发力。只有前移监督关口，

健全联动机制，强化“交往有原则、协作

有规矩、工作有纪律”意识，亮明“红线”

让铁的纪律入脑入心，织密“笼子”将制

度篱笆扎紧扎牢，强化“约束”把监督执

纪贯穿贯通，方能推动军政军民关系在

赓续传统中巩固发展，在纠治整改中革

除积弊，在与时俱进中焕发新貌。

军地交叉地带谨防监管盲区
■曹俊峰

4 月 2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

议，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在工作中要有

‘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担当作为，

求真务实，防止各类‘黑天鹅’、‘灰犀

牛’事件发生”。这对我们强化责任担

当、勠力强军备战具有重要的启迪和指

导意义。

“时时放心不下”，简简单单的六个

字 ，却 组 合 成 了 字 字 千 钧 的“ 责 任 誓

言”。这是强烈的忧患意识，这是自觉

的责任担当，这是勇毅的实干笃行。无

论干什么事情，只要有了这种责任意

识、工作状态和奋斗姿态，常怀远虑、居

安思危，夙兴夜寐、宵衣旰食，就能攀登

座座高峰，攻克道道难关。

“兵者，国之大事”。国防建设是

事关国家安危和民族兴衰的大事，需

要每一名军人“时时放心不下”，事不

避难、义不逃责，勇往奋进以赴之、断

头流血以从之、瘅精瘁力以成之。被

誉为“最会带兵打仗”的粟裕将军，其

军 人 职 业 生 涯 中 念 兹 在 兹 的 始 终 只

有 三 个 字 ——“ 打 胜 仗 ”。 正 如 他 的

夫 人 楚 青 所 说 ：“ 粟 裕 一 天 到 晚 脑 子

里 只 有 一 件 事 ，就 是 研 究 怎 么 打 胜

仗 ，他 可 以 不 吃 饭 不 喝 水 ，但 是 不 能

停 止 研 究 军 事 和 战 争 。”正 是 一 大 批

像 粟 裕 这 样 的 军 之 脊 梁 ，“ 向 北 望 星

提剑立，一生长为国家忧”，人民军队

才 战 将 云 集 、战 无 不 胜 ，国 防 长 城 才

固若金汤、稳如山岳。

“知责任者，大丈夫之始也；行责

任者，大丈夫之终也。”强军兴军是一

项开拓性的事业，是一场广泛而深刻

的军事变革，也是时代赋予全体官兵

的 历 史 重 任 。 从“ 大 好 河 山 ，寸 土 不

让”的卫国戍边英雄，到“以战领训、为

战育人”的舰载机飞行教官群体，再到

“一心只为飞天，一生只为飞天”的英

雄航天员群体，他们都有“时时放心不

下”的一些事，或是大漠边关的稳固，

或是万里海疆的安危，抑或是苍茫空

天的角逐，但不论他们牵挂的是什么，

强国强军永远是他们不变的初心。念

念不忘，必有回响。时时放心不下、事

事紧抓不放、个个责任在肩，强国强军

事业才能蒸蒸日上。

前不久，习主席在海南考察时强

调 ：“ 百 年 变 局 ，一 件 事 一 件 事 出 来 ，

一 会 儿 灰 犀 牛 ，一 会 儿 黑 天 鹅 。”当

前 ，百 年 变 局 和 世 纪 疫 情 交 织 叠 加 ，

大国博弈日趋激烈，世界进入新的动

荡变革期，对强军备战的要求更加紧

迫。国家大柄，莫重于兵。越是形势

复杂、任务繁重、使命光荣，越要增强

“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始终保持

如履薄冰的谨慎和见叶知秋的敏锐，

始 终 保 持 对 各 类 风 险 隐 患 的 高 度 警

惕，思想再紧一分，措施再细一分，行

动 再 快 一 分 ，责 任 再 严 一 分 ，练 好 胜

战 之 功 ，保 持 待 发 之 势 ，确 保 一 旦 有

事 拉 得 出 、上 得 去 、打 得 赢 ，不 负 重

托、不辱使命。

“时时放心不下”，难在时时、贵在

时时。慎终如始，则无败事。任何时

候 ，任 何 情 况 下 ，只 有 胸 怀“ 国 之 大

者”，事事牵挂于心，做到无事如有事，

才能有事如无事。面对强军兴军的时

代重任，面对日益严峻的备战形势，我

们要进一步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事

业心和责任感，时刻把初心落在行动

上、把使命担在肩膀上，守土有责、守

土负责、守土尽责，时时在线、处处用

力、事事关心，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

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知重负重、奋斗

奋进，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

使命任务。

（作者单位：河南省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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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我们党设立“学习节”，

在全体党员干部中开展学习竞赛，“勤

学者奖，怠惰者罚”。八路军把“要学

习学得好，主要是依靠自修”作为重要

经验进行推广，取得明显成效。这表

明，理论不仅要学还要靠修。实践也

证明，理论学习主要靠自我加压，内因

起决定作用。

俗话说，空无一物的袋子立不起

来。理论学习是“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的大事情”。马克思主义是好的主

义、行的理论、活的思想，是指导我们认

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工

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理论素养对党

员干部而言，是履职所需、使命所系，有

之则为“硬核”，缺之则成“硬伤”。学不

学理论不是无关紧要，而是关系很大、

非学不可，过去要学，现在要学，将来更

要学。

俗 话 说 ，师 傅 领 进 门 ，修 行 靠 个

人。理论学习的方法有很多种，从毛泽东

同志提出“工作忙就要‘挤’，看不懂就

要‘钻’”，到刘少奇同志强调“学习一定

要有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再到陈云同

志指出“一本一本书读懂的办法很重

要 ”，都 离 不 开 发 挥 个 人 的 主 观 能 动

性。习主席要求的“读原著、学原文、悟

原理”“原原本本学、全面系统学、深入

思考学、联系实际学”，也需要自我约

束、自我领悟、自我提高。

“学海无涯苦作舟。”学理论没有捷

径可走，必须耐得住“昨夜西风凋碧树”

的清冷和“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寂寞。愿

意学、主动学、自觉学，如饥似渴、孜孜不

倦，方能见思想之光、理论之美。如果内

在主动性不够，缺乏以学求进的动力、真

学真信的定力、深思深悟的功力，促一促

才动一动、想起来才学一学，上党课心不

在焉、写体会东拼西凑，理论学习就难以

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

“树靠人修，人靠自修。”学理论，内

在的是要学出信仰、学出忠诚，不触及

思想灵魂的学习就是假学伪学。翻看

一些违纪违法党员干部的忏悔录，大多

数把理论学习不走心、思想改造不经常

作为第一条教训。这也说明，“学而不

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理论关键在

于独立思考、内化转化，学有所悟、学有

所得，进而改造思想、提纯党性、铸牢忠

诚。一知半解、食而不化，学之不深、信

之不真，信仰之基就会动摇，精神之钙

就会缺少，思想之舵就会偏向。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

却在，灯火阑珊处。”自修是一个艰苦而

漫长的过程。我们常讲的学思践悟，就

是一个研悟、转化和贯注的过程。学是

基础，学而知之；思是学的深化，内化于

心；践是学的运用，外化于行；悟是践后

的升华，获取经验和启迪。习近平强军

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逻辑严密，学

深 悟 透 、融 会 贯 通 、真 信 笃 行 绝 非 易

事。我们要发扬“吃小米饭，攻理论山”

的优良学风，把理论学习作为一种习

惯、一种追求、一种责任，既强读强记、

常学常新，真学习、真理解，又淬炼思

想、升华境界，真认同、真信仰，学以致

用、强军备战，真正做到信念坚、政治

强、本领高、作风硬。

理论靠学也靠修
■高孝邦

八一时评

“在这个伟大的新时代，中国青年

展现了亮丽的青春风采、迸发出豪迈的

青春激情。”《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白皮

书中这段精彩话语，充分展现了时代向

前、青年向上“双向奔赴”的生动画面。

“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青年不可

一日无觉醒。”青年是时代最灵敏的晴

雨表，时代的责任赋予青年，时代的光

荣属于青年。时代的每一次向前，都映

照着年轻人的身影。可以说，时代发展

与青年成长相辅相成、互为表里。回顾

我们党革命、建设、改革的光辉历程，纵

览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

奋进征程，一代代青年以青春力量推动

时代向前、国家向强，时代也以广阔舞

台助力青年向上、成长成才。

时 代 造 就 青 年 ，盛 世 成 就 青 年 。

好年华遇到好时代，年轻就该“燃”起

来。去年全国两会上，习主席如此感

慨，“70 后、80 后、90 后、00 后，他们走

出去看世界之前，中国已经可以平视

这个世界了”。当代中国，江山壮丽、

人民豪迈，前途似海、来日方长；当代

青年，刚健自信、朝气蓬勃，胸怀天下、

担当有为。时代为青年赋能，青年为

时代添彩，二者同向同行、互促共进，

拥抱梦想、开创未来。

“热爱与梦想，是这个时代给青年

的礼物。”时代是青年成长最宝贵的沃

土，青年是时代发展最蓬勃的动力。青

年成就了时代，时代也在呼唤青年更加

担当作为。面对活力无限的“青春中

国”，作为生逢其时的“强国一代”，当代

青年建功立业的舞台无比广阔、梦想成

真的前景无比光明。时代如“长江后浪

推前浪”，青年当“一代更比一代强”。

只有同时代一起奋斗，青春才能亮丽；

同时代一起前进，青春才能昂扬；同时

代一起追梦，青春才能无悔。

阳光正好，鲜花正艳。向阳而生

者，难至迟暮；自强不息者，永远青春。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历史使命，一代

青年有一代青年的时代担当。青年是

军队的主体，绿色军营充满青春气息。

新时代大有可为、大有作为，新征程任

重道远、挑战重重。军队青年生逢盛

世、肩负重任，唯有与时代同奋进，与祖

国共命运，与军队齐进步，勇立潮头、激

情拼搏，才能更好地把握人生际遇、担

当时代使命，不辜负党的期望、人民期

待、民族重托，不辜负这个伟大时代。

（作者单位：65589部队）

时代向前 青年向上
■冯 程 梁 铎

“北斗卫星团队核心人员平均年

龄 36 岁 ，量 子 科 学 团 队 平 均 年 龄 35

岁，中国天眼 FAST 研发团队平均年龄

仅 30 岁”，这是《新时代的中国青年》

白皮书公布的一组数据，展示了当代

青年不负韶华、不负时代的绚丽风采。

“青年最要紧的精神，是要与命运

奋斗。”无奋斗，不青春。民族复兴的

使命靠奋斗来实现，人生理想的风帆

靠奋斗来扬起。一代代青年之所以

“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就是因为

在披荆斩棘中开辟道路，在劈波斩浪

中开拓前进，为民族复兴铺路架桥，为

祖国建设添砖加瓦，释放了强大的青

春能量，书写了壮丽的青春篇章。

“青年之文明，奋斗之文明也。”新

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清澈的爱，只为

中国”，这是年轻边防战士的铿锵誓言；

“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这是年轻航

天人的豪情壮志；“复兴栋梁、强国先

锋”，这是年轻学子的庄严承诺……当

代青年在火热的青春中放飞人生梦想，

在奋斗的青春中成就事业华章。

家国安危事，青年肩上责。忆峥

嵘岁月，我军的历史闪耀着亮丽的青

春光芒。建军伟业的大旗，铭刻着热

血青年开天辟地的丰功伟绩；炮火硝

烟的战史，回响着无数青年慷慨捐躯

的不朽壮歌；守卫和平的年代，激荡着

青年官兵牺牲奉献的豪迈情怀。一张

张年轻面孔，一个个青春身影，永远辉

映在强国强军的征途上。

少 年 负 壮 气 ，奋 烈 自 有 时 。“80

后”院士于本水指出，当代航天青年有

“三长一短”，其中“一短”就是相比老

一辈航天人，少了些许艰苦奋斗和朴

素求学的精神。这启示军队青年，虽

然生逢盛世、共享机遇，但“以今日之

我，胜昨日之我”并非易事。强军之路

不会一帆风顺，志存高远、拼搏奋斗，

才能抵达胜利的彼岸。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

丝改变。时间只不过是考验，种在心

中信念丝毫未减……”这首唱遍全国

的歌曲，也唱出了军队青年的心声。

青春与使命同行，奋斗与荣光相伴。

军队青年砥砺坚如磐石的信心、激扬

接续奋斗的雄心，不惧风雨、勇挑重

担，方能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谱写新

时代的强军战歌。

（作者单位：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

程大学）

不负韶华 不负时代
■隋珺楠

作者：张星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