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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国际局势急剧变化，我们在

斗争中维护国家尊严和核心利益，牢牢

掌握了我国发展和安全主动权。”习主席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

的这一重要论述，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的战略全局出发，科学分析了当前国际

国内形势，深刻阐述了过去 5 年工作和

新时代 10 年的伟大变革的一条重要经

验，对我们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实现

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

具有重要意义。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

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我们党领

导人民治国理政，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

是要回答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

现发展这个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

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我们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

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推动

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 改 革 为 主 线 ，以 改 革 创 新 为 根 本 动

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为根本目的，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

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我国经济迈

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

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

乱。”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

利益所在。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

的特征更加明显。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

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

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

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维护国家安全和

社会稳定的任务十分艰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新国家安全理

念，统揽国家安全全局，创造性提出总

体国家安全观，把我们党对国家安全的

认识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和境界。

统筹发展和安全，是一个国家、民

族 生 存 与 进 步 必 须 处 理 好 的 重 大 问

题。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

保障，发展和安全必须同步推进。守住

了安全这条底线，就守住了发展的立足

点和生命线。没有国家安全，发展只能

是“镜花水月”，取得的成果也可能毁于

一旦。发展解决的是动力问题，是推动

国家和民族赓续绵延的根本支撑。在

前进道路上，破解各种矛盾问题，化解

各类风险挑战，归根到底要靠发展。一

个国家的发展和安全，相辅相成、不可

偏废，相依而生、存亡与共。这要求我

们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把国家安

全贯穿到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

同经济社会发展一起谋划、一起部署，

做到协调一致、齐头并进。

“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

来。”当前，我们面临的风险是多方面

的，有外部风险，也有内部风险；有一般

风险，也有重大风险。预判风险所在是

防范风险的前提，把握风险走向是谋求

战略主动的关键。我们必须增强忧患

意识、防范风险挑战，加强战略预判和

风险预警，见微知著、未雨绸缪，力争不

出现重大风险或在出现重大风险时扛

得住、过得去。要提高底线思维能力，

凡事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的准备，

朝最好的方向努力，打有准备、有把握

之仗，牢牢掌握工作主动权。

科技创新对提高经济实力、军事实

力和综合国力至关重要。实践反复告诉

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

讨不来的。我们必须加快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推进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

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

自己手中。对国防和军队建设来说，科

技是核心战斗力，是军事发展中最活跃、

最具革命性的因素。我们应积极推进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战略性、前沿

性、颠覆性技术发展，发挥科技创新对我

军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提高科技认知

力、创新力、运用力，勇攀科技高峰，锻造

“大国重器”，不断提高科技创新对战斗

力增长的贡献率，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

强军目标提供强大科技支撑。

敢于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

族的鲜明品格。今天党和人民取得的

一切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别

人恩赐的，而是通过不断斗争取得的。

“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

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

史未免就太容易了。”新征程上，我们必

须勇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

伟大斗争，坚定斗争意志，增强斗争本

领，以正确的战略策略应变局、育新机、

开新局，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

天地。军事斗争是进行伟大斗争的重

要方面，打赢能力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战

略能力。全军官兵应把备战打仗作为

根本职责，练好胜战之功、保持待发之

势，在攻坚克难中扛起强军打赢时代重

任，以更强大的能力、更可靠的手段捍

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作者单位：31670部队）

牢牢掌握我国发展和安全主动权
—学习贯彻习主席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重要讲话精神系列谈⑧

■侯国荣

近日，一批青年才俊经过层层筛

选，如愿加入军队文职人员行列。如何

让文职人员找到“家的感觉”，对于激发

他们扎根军营、建功立业至关重要。

有一首歌唱道，“军营是咱温暖的

家”。“家的感觉”，是文职人员在思想、

心理、情感上对单位产生的归属感和认

同感，是提高部队向心力、凝聚力和战

斗力的重要源泉。一名文职人员对单

位 有 了“ 家 的 感 觉 ”，就 会“ 相 看 两 不

厌”，把工作当事业干，把单位当家园

建。我们常说，入门容易入心难。如果

只是“入门”而没有“入心”，就像油之于

水，是不可能融到新集体的，也不可能

找到归属感。从某种意义上说，家人身

份是一个单位给文职人员最大的认可，

也是文职人员对一个单位最大的留恋。

“要想人人认可，必先事事认真。”

与其说“家的感觉”是找来的，不如说是

赢得的。“进了家的门，就做家里人”，这

体现出个体和集体在情感上的“双向奔

赴”；“有作为才能有地位，有地位就要

有作为”，这反映出个体和集体在价值

上的辩证关系。客观地说，每名文职人

员要实现思想上入伍、业务上入门、作

风上入列，不经过一番锲而不舍的努力

和从身到心的重塑，是不可能实现的。

如果以为到了部队就等于进了“保险

箱”，只想躺赢、不想打赢，甘作“旁观

者”“边缘人”，就不可能找到“家的感

觉”。

让文职人员找到“家的感觉”，“家

长”至关重要。“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

飞。”这要求各级党组织对文职人员在政

治上充分信任、思想上主动引导、工作上

创造条件、生活上关心照顾，想方设法解

决好他们的实际困难，减少他们的后顾

之忧。真心实意地为文职人员的成长进

步铺路子、压担子、当梯子、给位子，引导

他们把心思集中到工作上，把精力倾注

到岗位上，把才智奉献到事业上。

让文职人员找到“家的感觉”，并非

要放弃铁的纪律，而是要坚持严管和厚

爱相结合，做到严在格内、管在理中、宽

严相济。各单位应准确把握文职人员

的身份、职责和岗位要求，坚持依法管

理、精准管理和差异化管理，不搞“一锅

煮”“一刀切”。既不能照搬现役人员的

管理模式，也不能完全等同于地方公职

人员；既不能套用基层连队管理模式，

也不能游离于条令条例和法规制度之

外，努力以管理激发创新活力，让文职

人员真正找到“家的感觉”。

（作者单位：抚顺军分区）

让文职人员找到“家的感觉”
■沈瑞智

画里有话

我们常说，共产党人和革命军人要

顾大局。如何顾大局？革命前辈是这

样做的——

1937 年 8 月 25 日 ，红 军 改 编 为 八

路 军 。 编 制 小 了 ，许 多 高 级 将 领 都 需

要降级使用。“先念同志，组织决定你

到 八 路 军 第 一 二 九 师 当 营 长 ，你 有 什

么意见吗？”从军政委到营长，这可是

连降 6 级呀！谁知李先念同志爽快地

说：“只要能扛枪打击日本侵略者，干

什么都行。”

1955 年 评 定 军 衔 时 ，按 照 中 央 规

定 ，凡 是 正 兵 团 级 将 领 都 授 上 将 军

衔。可正兵团级的徐立清同志觉得给

自己授上将军衔太高了，于是先后 7 次

找毛泽东、彭德怀和罗荣桓，申请给自

己 降 衔 。 降 衔 成 功 后 ，他 对 身 边 工 作

人员说：“如果一个人不考虑大局，就

不 会 得 到 同 志 们 的 信 任 ，更 不 会 为 党

为人民作出贡献来。”

大局就是全局，就是整体利益、长

远利益和根本利益。顾大局是一种精

神、一种境界、一种责任、一种担当。顾

大局既是对革命军人的基本要求，也是

衡量革命军人忠诚的重要标志，更是革

命军人成就大业的重要条件。95 年来，

我军之所以能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一

个重要原因就是广大官兵顾大局；无数

英雄模范之所以有大作为，关键原因之

一就是他们顾大局。

“眼前得失等云烟，身后是非悬日

月。”战火纷飞的战场上，多少革命军人

不纠结于眼前利益的得失，不在乎个人

的发展前景，而是一心装着革命大局。

长征时期，为配合主力部队北上，

徐 海 东 同 志 率 红 二 十 五 军 定 下 决 心 ：

“即使这三千多人都牺牲了，也要把党

中央和红一 、四方面军迎接过来。”随

后，他们毅然向危险地域挺进。为此，

军政委吴焕先英勇牺牲。对于长征胜

利的原因，毛泽东同志说了这样一条：

靠的就是全党全军顾全大局、严守纪律

的紧密团结。

解放战争最艰难时期，为了全局的

胜利，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吸引敌

人”，以自己的主动牺牲，打开了解放战

争的新局面，揭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为

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炮火声消失了，但革命军人的优

秀品质一直都在。”新中国成立后，无数

官兵不打“小算盘”，只谋“大棋局”，把

一个个顾大局的感人故事，默默写在新

的征程上。

解放之初，为了边疆经济发展和社

会 稳 定 ，数 十 万 大 军 脱 下 军 装 屯 垦 戍

边；改革开放后，为了走中国特色精兵

之路，百万官兵复转到地方工作；我军

最新一轮改革，无数官兵以自己的转身

换军队的转型，心甘情愿成为“三十万

分之一”。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考虑任何问

题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眼界要

非常开阔，胸襟要非常开阔。”这句话，

至 今 仍 有 针 对 性 。 现 实 中 ，个 别 官 兵

目光短浅 、急功近利 、不顾大局，这当

中 既 有 认 识 水 平 问 题 ，更 是 利 益 问

题 。 顾 大 局 不 只 要 提 高 战 略 素 养 ，更

要锤炼党性修养。试想，一名军人，如

果在利益调整面前以“利”障目，怎能

胸 怀 全 局 ？ 如 果 在 个 人 得 失 面 前 以

“得”取舍，如何顾全大局？面对进退

去留、利益得失，每名军人都应扪心自

问：“若以小利计，何必披征衣；若为强

军计，何虑得与失”。

《淮南子·说山训》中有这样一个小

故事：“有鸟将来，张罗而待之。得鸟

者，罗之一目也。今为一目之罗，则无

时得鸟矣。”意思是说，有只鸟即将飞过

来，把网张开去捕捉，捕到鸟的只是一

个网眼。现在用一个网眼去捕鸟，那就

永远也捕不到。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

有挂好“大局之图”，自觉在把握大势、

服务大局中找到坐标、找准定位，局部

才能在全局中发挥作用，实现个人利益

和全局利益的双赢。

“只有了解大局的人，才能合理而

恰当地安置小东西。即使当个排长，也

应该有全局的图画，也才有大的发展。”

面对新时代强军事业这个大局，每名官

兵只要保持“苟利国家生死以”的大器、

“计利当计天下利”的胸襟、“党叫干啥

就干啥”的觉悟，就一定能在顾大局中

成大我、立大业。

顾大局者成大业
■梁冠第

近期，全军不少驻训部队陆续组织

综合演练。如何提高综合演练质量？

一位领导强调，一定要把问题意识贯穿

始终，把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的过程，作为推进军事训练深化发展、

增强官兵素质能力的过程。

对于备战打仗，习主席反复强调

“要强化问题意识”“要坚持问题导向，

对突出短板弱项要扭住不放、持续用

力。”问题是思维的起点、前进的动力、

创新的前提、工作的导向。问题意识是

人们对存在问题的能动性、探索性和前

瞻性反应。有了强烈的问题意识，就会

在综合演练中善于发现问题，敢于面对

问题，勇于承认问题，长于解决问题。

是否具有问题意识，是衡量一名军人打

仗意识、使命意识、忧患意识、进取意

识、责任意识强弱的重要标志。

当前，我军正处于加快转变战斗力

生成模式、积极探寻实战化训练方法路

子的关键时期，更应在综合演练中紧绷

问题之弦，决不能以战争代价换取问题

意识的觉醒。无视问题、拖延问题、逃

避问题，只能使问题越积越多。只有视

问题为机遇和财富，把发现并解决问题

作为提高演训质量的切入点、突破口，

知难而进，迎难而上，才能以问题的解

决促进战斗力的提升。

问题暴露在平时比暴露在战时好，

暴露给自己比暴露给对手好。有的训

练问题藏得很深，会耍“飓风过岗，伏草

惟存”的花招，平时很难发现。综合演

练强度大、贴近实战，有利于让隐性问

题在综合演练中显形。“与其失之过迟，

不如失之过早。”在综合演练中发现的

问题越多，发现问题越早，说明演练越

有成效，越有利于问题解决。把发现问

题当成绩，就会主动深挖问题，研究问

题，从而自觉以赶路的心态、奋发的状

态，弥补自身能力素质短板。

陈毅元帅曾深有感触地说，毛泽东

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不贰过。已经发

现的训练问题是不是真正解决了，到了

战场会不会“贰过”，战场最有发言权。

蹈海才知风雨骤。综合演练是和平时期

最接近实战的考场。把平时认为已经攻

克的问题放在“战火”里检验，一条条分

析、一项项画“钩”，对没解决好的问题抽

丝剥茧、探本寻源，进而对症下药、有的

放矢，问题就会像树上的疤痕，最终由弱

点变成强点。

提出新问题，也是问题意识的体

现。我们常说要“弯道超车”，要“不走

寻 常 路 ”，就 是 激 励 人 们 突 破 固 化 思

维，善于另辟蹊径。“死抱着过去陈旧

的东西不放对未来没有什么教益，因

为未来跟过去发生的一切根本不同，

对未来必须从一个新的角度去探索。”

只习惯在自己熟悉的领域里“战天斗

地”，只想不费力地对老战法训法“稍

作修改”，是难以赢得军事斗争主动权

的。跟在别人后面走不出新路。谁抢

先在新领域占据一席之地，谁就控制

了前方的一大片开阔地。抓住综合演

练机会，敢打前人未打过的仗，多尝试

战争形态的突然“变调”、战争手段的

瞬间“变异”、战争样式的立马“变轨”，

提出新问题，摸索新战法，就会掌握制

胜未来的新利器。

（作者单位：西部战区联合参谋部）

把
问
题
意
识
贯
穿
综
合
演
练
全
程

■
屈

怡

谈训论战

双休日，某连官兵正在休息，机关突

然来保密检查；没过几天，机关又来到该

连，突击检查各类登统计情况……部队领

导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对机关的这一做

法提出批评，严令禁止频繁搞突击检查。

检查是推动工作落实的重要方法，突

击检查更有助于了解真实情况。但如果

突击检查接二连三，搞得基层无法按计划

正常工作，甚至逼着基层时刻处于迎检状

态，既不利于基层集中干工作，还会助长形

式主义，违背了检查的初衷。

时间是个定量，基层在迎接检查上用

的时间多了，在主责主业上必然用的就

少。作为机关，检查基层的主要目的是督

促基层严格自觉按条令条例抓落实，引导

基层既经得起检查，更经得起不检查，这样

机关和基层都能把主要精力用在各自工

作上，从而促进部队高效运转。

突击检查不能多
■冯 鹍

按照规定向上级请示报告，既是纪

律要求，也能少犯错误。但如果不分轻重

缓急，大事小情都固守“无请示、不工作”，

那就是对自己的“轻视”，也可能误了事。

该请示的不请示，是专断；无需请

示的也请示，是寡断。多少工作，都是

在“请示后再说”中拖成问题；多少建

设，都是在“请示后再干”中落后于人。

不上交权力、不过度请示，对属于职责

范围内的工作主动干、大胆干，既是一

种魄力，也能提高能力。

“践墨随敌，以决战事。”战争年代，

毛泽东同志发给前方将领的电报和指

示，许多都写有“请酌办”“望见复”“望机

断行之”“请按实情决定”。抓住战机，抓

住工作的最佳窗口期，敢于决断，勇于承

担，不把请示当免责牌，才是真正对上级

负责、对单位负责、对自己负责。

莫让请示误了事
■郑晨辉 何 挺

某部一名排长点名时不小心泄露

一名战士的隐私，这名战士在朋友圈吐

槽：“你随便公开别人的谈心内容，谈心

时谁还会给你掏心窝子？”

关于交流，狄更斯有这样一句名

言：“在你的人生中永远不要打破四样

东西：信任、关系、诺言和心，因为他们

破的时候不会发出任何声响，但却异常

痛苦。”两个人的谈心，是相对私密的交

流，战士自然希望你保密。如果不能保

守秘密，就会让战士“异常痛苦”。

“没有人愿意独自承担痛苦，除非

遇到信任的人。”不轻易把战士的心事

“公开化”，绝不把战士谈心时吐露的

“悄悄话”当把柄，替战士保密的同时，

还主动为战士解开心结。这样的谈心，

战士才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乐意

交心。

谈心内容慎公开
■姚玉森 许韶玉

作者：周 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