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守不忘战，将之任也；训练有备，

兵之事也。”军人因战而生，军队为战而

建，打仗和准备打仗既是使命所系、也

是职责所在。从这个意义上看，战斗力

建设的成效，是考验军人是否绝对忠诚

的“ 试 金 石 ”、是 否 绝 对 可 靠 的“ 硬 标

尺”。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我们必须

一门心思谋战、一心一意研战、一刻不

停练战，把战斗力标准贯穿练兵备战全

时段、强军实践全过程，真正将对党忠

诚付诸具体行动，确保全时待战、随时

能战、战则必胜。

价 值 追 求 引 领 行 动 方 向 ，精 力 投

向影响实际成效。革命战争年代，我

军指战员整天训练打仗，连吃饭睡觉

都要防敌偷袭围堵，研的最多的就是

克 敌 之 策 ，谋 的 最 深 的 就 是 制 敌 之

法，在血与火的战场上用赫赫战功书

写对党的绝对忠诚。任何一支军队、

任何一名官兵，在对待备战打仗这件

“ 头 等 大 事 ”上 都 容 不 得 滋 生 丝 毫 懈

怠 、出 现 半 点 偏 离 ，必 须 投 入 全 部 心

思 、拿 出 全 部 精 力 ，坚 持 凡 事 从 务 战

基 点 思 考 谋 划 、从 为 战 角 度 推 动 落

实 、从 备 战 成 效 评 价 评 判 ，切 实 立 起

战斗力的“指挥棒”，立起忠诚干净担

当的好样子。

对 党 的 赤 胆 忠 诚 ，对 国 家 和 人 民

的赤诚热爱，往往在生死考验中最能

彰 显 、于 任 务 锤 炼 中 最 能 铸 就 。 1950

年 ，原 第 18 军 军 长 张 国 华 以“ 一 切 听

从 党 安 排 ”的 党 性 觉 悟 ，毅 然 率 部 进

藏 区 、上 高 原 、战 万 难 ，铸 就 了“ 特 别

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

别 能 团 结 、特 别 能 奉 献 ”的 忠 诚 丰

碑 。 时 隔 70 余 年 ，“ 新 时 代 卫 国 戍 边

英雄群体”再次用誓死捍卫祖国领土

的 壮 举 ，让 忠 诚 之 花 绽 放 在 雪 域 高

原。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战争形态怎

样 演 变 ，“ 一 不 怕 苦 、二 不 怕 死 ”的 战

斗 精 神 丝 毫 不 能 丢 ，敢 于 斗 争 、敢 于

胜 利 的 血 性 胆 魄 永 远 不 能 缺 。 我 们

必须用好红色传统聚气凝魂、实战实

训强心铸魂、重大任务淬火砺魂等途

径，锻造“钢多了气要更多，骨头要更

硬”的铁血忠诚。

“安 而 不 忘 危 ，存 而 不 忘 亡 ，治 而

不忘乱。”新时代革命军人讲忠诚，绝

不能停留在口号上，必须落实到聚焦

打仗、真抓实备的实际行动中去。事

实也反复证明，官兵备战打仗的弦绷

得越紧，应急应战的事就抓得越实，部

队就越有战斗力、越能打胜仗；倘若谋

战松懈、备战松弛、训练松垮，战争一

旦来临就会吃大亏、误大事。我们要

引导官兵充分认清国家面临的复杂安

全形势和军队担负的使命任务，时刻

牢记“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的警醒告

诫，在心无旁骛真想打仗问题、真谋打

仗之事、真抓打仗准备中诠释忠诚、强

固信念。

“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倘若

平时练不强能战善战的硬功夫，战时必

然拿不出止战胜战的真本事，就谈不上

对党对人民的真忠诚。近期，荣膺“最

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的 12 名先进典型，

就是聚焦砺剑打赢的“钢铁卫士”、全力

实战练兵的“胜战刀锋”。演训场连着

未来战场，仗怎么打兵就应该怎么练，

打仗需要什么就应当苦练什么。我们

必须紧盯强敌对手、紧贴使命任务，坚

持在真难实严的实战研练、仿真训练、

对抗演练中摔打磨砺部队，于险局危局

困局中苦练打赢本领，努力将指挥能力

和战斗技能训到极限，真正练好胜战之

功、锤炼战斗作风，以过硬实力诠释绝

对忠诚，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

必胜的精兵劲旅。

（作者单位：71352部队、吉林省军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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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思想与非凡事业彼此辉映，科学理论与伟大实践相互

激荡。党的二十大报告站在民族复兴和百年变局的制高点，科

学谋划未来 5年乃至更长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和

大政方针，提出一系列新思路、新战略、新举措，是一篇闪耀着

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的纲领性文献。从今天起，我们围绕党的

二十大报告提出的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大论断和重大举措，

刊发系列理论文章，供读者学习参考。

党的二十大，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

关 键 时 刻 召 开 的 一 次 十 分 重 要 的 大

会。习近平总书记代表第十九届中央

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高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的报告，进一

步指明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前进方向，是

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

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我们要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一

党的二十大，是我们党和国家发展进

程中的一件大事。习总书记所作的报告，

系统阐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科学谋

划了未来一个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

目标任务和大政方针，吹响了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进军、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

团结奋斗的时代号角，必将对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高举旗帜、指引方向的政治宣言。

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

状态、朝着什么样的目标继续前进，是

关 乎 党 和 国 家 前 途 命 运 的 根 本 问 题 。

党的二十大明确宣示，高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调“中国

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

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

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党和人民历尽

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

就。“两个确立”是党在新时代取得的重

大政治成果，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

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决定性

因素。党的二十大关于旗帜和方向的

重大论断，必将推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更加自觉

地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

的核心地位，更加自觉地维护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进。

引领时代、开辟未来的战略擘画。

新时代 10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

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

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

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

这篇大文章写下去。在新的赶考之路

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二

十大召开这个重要历史关头对民族复兴

伟业进行大视角宏览、大格局运筹，郑重

宣告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新征程的中心

任务，擘画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两步走”战略蓝图，明确前进道路上

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有了这样的

战略设计并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我们

就一定能以更加强大的前进动力、更加

昂扬的奋斗精神、更加坚定的必胜信念，

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到新的阶段。

凝心聚力、奋发图强的精神旗帜。

越是伟大的事业越是充满挑战，越需要

催人奋进的精神旗帜来统一思想、凝聚

力量。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

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我们可能要经

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一刻也离不开精神旗帜的引领。党的二

十大科学谋划未来 5 年乃至更长时期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大政方

针，提出一系列新思路、新战略、新举措，

使中国人民在新时代彪炳史册、举世瞩

目的伟大成就中增强了信心、坚定了信

念，使全党在明确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

命任务中统一了思想、凝聚了力量。有

了这样凝心聚力的磅礴势能，我们就一

定能在各种复杂环境和艰苦斗争的考验

中知所趋赴、奋勇前行，极大促进全党全

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谱写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

二

党的二十大报告，主题鲜明、思想深

邃，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是一篇闪耀着

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的纲领性文献，通

篇展示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引领强国复兴伟业的宏图大略和伟大创

造，我们必须深刻学习领会。

牢牢把握过去 5 年工作和新时代 10

年伟大变革的重大意义。事非经过不知

难，成如容易却艰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是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不懈奋斗

取得的。党的二十大报告对过去 5 年工

作和新时代 10 年的伟大变革作了全面

总结，通过“四个面对”生动反映了党领

导人民应对“接踵而至”巨大风险挑战取

得的伟大成就。报告从 10 年来党和人

民所经历的“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

周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

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三件

大事入手，围绕 16 个方面全面总结了 10

年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

变革。既有涉滩之险、爬坡之艰，也有闯

关之难，凸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风

雨无阻、战则必胜的勇毅和担当。报告

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性锻造、中国人民

的精气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

的历史进程、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

出新的蓬勃生机、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

影响等方面，总结揭示新时代伟大变革

的里程碑意义。过去 5 年和新时代 10 年

的奋斗历程证明，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的

大政方针和工作部署是完全正确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符合中国实际、

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时代发展要求

的，不仅走得对、走得通，而且走得稳、走

得好。

牢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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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

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实践没

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报告在十

九大、十九届六中全会理论概括的基础

上，明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十个明确”“十四个

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使这一科学思

想内涵更加丰富、体系更加完善。党的二

十大报告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是强调推

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首先要把握

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和运用好贯穿其

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报告在“两个结合”

的基础上，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

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

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这“六个坚

持”既是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

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科学思想方法，

也为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的道理学理

哲理指明了根本要义，具有重要的理论创

新和实践指导意义。

牢牢把握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进入新时代，

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认识上

不断深入、战略上不断成熟、实践上不断

丰富，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明确了新时代新征

程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强调要团结带

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

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这个中心任务吹响了中国共产党人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号角，明确

了推进民族复兴伟业的必经途径，必将成

为激励全党奋勇进发的强大动力。报告

强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有各国现代化

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

色，揭示了这一道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

一的内在属性。报告还从“坚持中国共产

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

高质量发展”等 9 个方面，明确提出中国

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使中国式现代化形

成了从特征到本质的完整理论形态。报

告进一步强调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两步走”战略部署，提出了战胜前进

道路上风险挑战的“五个坚持”重大原则，

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实施科

教兴国战略、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等方面

对未来一个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

战略部署，大手笔绘就了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

牢牢把握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

会 革 命 的 重 要 要 求 。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以 习 近 平 同 志 为 核 心 的 党 中 央 以

“十年磨一剑”的定力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

命 担 当 推 进 史 无 前 例 的 反 腐 败 斗 争 ，

打 出 一 套 自 我 革 命 的“ 组 合 拳 ”，以 伟

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报告

在 毛 泽 东 同 志 于 七 届 二 中 全 会 提 出

“两个务必”的基础上，郑重提出“三个

务 必 ”，告 诫 全 党 务 必 不 忘 初 心 、牢 记

使 命 ，务 必 谦 虚 谨 慎 、艰 苦 奋 斗 ，务 必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提出“全面从严

治 党 永 远 在 路 上 ，党 的 自 我 革 命 永 远

在路上”，这些重要论述对于全党时刻

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具 有 重 要 意 义 。 报 告 对 持 之 以 恒 推

进 全 面 从 严 治 党 、深 入 推 进 新 时 代 党

的 建 设 新 的 伟 大 工 程 作 出 部 署 ，强 调

坚 持 和 加 强 党 中 央 集 中 统 一 领 导 ，坚

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 义 思 想 凝 心 铸 魂 ，完 善 党 的 自 我 革

命 制 度 规 范 体 系 ，建 设 堪 当 民 族 复 兴

重 任 的 高 素 质 干 部 队 伍 ，增 强 党 组 织

政 治 功 能 和 组 织 功 能 ，坚 持 以 严 的 基

调 强 化 正 风 肃 纪 ，坚 决 打 赢 反 腐 败 斗

争 攻 坚 战 持 久 战 。 这 些 重 大 部 署 ，充

分体现了新时代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

社会革命的新要求。

牢牢把握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党

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稳

经济、促发展，战贫困、建小康，控疫情、抗

大灾，应变局、化危机，攻克了一个个看似

不可攻克的难关险阻，创造了一个个令人

刮目相看的人间奇迹。团结是战胜一切

困难的强大力量，是凝聚人心、成就伟业

的重要保证。报告着眼新征程新使命，通

篇贯穿着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

勇毅前行的奋进基调。强调在过去 5 年

的奋斗中党带领人民以奋发有为精神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强调新

时代 10年伟大变革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

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强调面对未

来要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

量的基点上、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

掌握在自己手中，强调要增强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的志气、骨气、底气，不信邪、不怕

鬼、不怕压，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统筹发

展和安全，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

难和挑战，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

天地，等等。这些重要论述既凝结着过去

从奋斗实践中得到的宝贵经验，也彰显着

未来团结一心、合力拼搏的精神之力。只

要我们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

钢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一定

能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乘风破

浪、扬帆远航。

三

新时代催生新理论，新理论引领新

实践。抓好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贯彻，

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全党全国全军的

首要政治任务，使命光荣、任务艰巨。我

们要认清历史责任和时代要求，认真学

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将新时代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宏伟事业不断推

向前进。

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学习领悟党的二

十大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两个大局”，

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

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

列标志性成果，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

前所未有的卓越成就，根本在于以习近平

同 志 为 核 心 的 党 中 央 坚 强 领 导 ，在 于

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科学指引。只要坚定不移地维护习近平

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我

们的党、国家和人民就有主心骨；只要全

面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我们的事业就有行动指南，就

一定能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我们必须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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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增强对

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

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坚定不移在思想上

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以强烈的使命担当绘就新时代新征

程的宏伟图景。行百里者半九十。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十分伟大而又十分

艰巨的事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新征程上还面临不少困难和挑

战。时代呼唤奋斗，使命需要担当。唯

有矢志不渝、笃行不怠，方能不负时代、

不负人民。我们要坚定历史自信，增强

历史主动，紧密结合党的二十大对我国

未来发展作出的战略安排，以奋发有为

的朝气、攻坚克难的勇气、舍我其谁的锐

气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勇于革故鼎

新，乐于埋头苦干，做到真抓实干，不断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以良好的作风形象落实宏阔战略部

署。古人说：“非知之难，行之惟难。”知行

合一，贵在行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面

临的任务重、风险大、挑战多，越是困难多

越需要以好的作风抓好贯彻、推动落实、

解决矛盾。我们必须以踏石留印的作风、

抓铁有痕的劲头，发扬“钉钉子”精神，提

高贯彻执行战略部署的能力和效率，保证

党的二十大作出的战略部署条条落地、项

项见效。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坚决贯

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同时，紧密结合实际

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勇于担苦、担难、担

重、担险，把对党忠诚落到实处。必须敢

于斗争、善于斗争，决不能找各种不担当、

不作为的借口“躺平”，勇于挑重担子、啃

硬骨头、接“烫手山芋”，在履职有为中抓

好各项工作落实。

（执笔：汤俊峰）

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
■国防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习主席勉励广大团干

部要“铸牢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高扬

理想主义的精神气质，心境澄明，心力

茁壮，让人迎面就能感受到年轻干部

应有的清澈和纯粹”。这也为广大年

轻干部砥砺心力、强基固本指明了努

力方向。

“心力”，顾名思义，就是发自内心

的力量。“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

便是意。”内心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

心力茁壮，才能英姿勃发。正如清代

思想家龚自珍所言：“心无力者，谓之

庸人。报大仇，医大病，解大难，谋大

事，学大道，皆以心之力。”也就是说，

天 下 万 事 无 不 需 要“ 心 力 ”支 撑 ，“ 心

力”强方能顶天立地。青年毛泽东非

常 重 视 涵 养 心 力 ，他 在 24 岁 时 写 的

《心 之 力》一 文 ，提 出“ 人 之 力 莫 大 于

心”。

纵览古今中外，大凡人生出彩、事

业出色、取得卓越成就者，无不内心强

大、心力茁壮。反观现实，一些年轻干

部却存在着“心力不足”或“心气衰减”

的现象。有的心境不高，没有建功立

业的远大志向；有的心气不旺，缺乏青

年人应有的朝气、活力和锐气；有的心

态不稳，顺境中志得意满、信心满满，

逆境时心灰意冷、心力委顿……这些

错误倾向都必须下大力予以纠正。

“心胜则兴，心衰则败。”李大钊先

生曾说：“故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

春，人生之华也。青年之字典，无‘困

难’之字，青年之口头，无‘障碍’之语；惟

知跃进，惟知雄飞……以创造环境，征

服历史。”年轻干部正处于人生的“拔节

孕穗期”，必须在修炼品性、提高本领的

同时，注重涵养心力、追求心力茁壮。

立 志 向 。 志 向 是 人 安 身 立 命 之

本，也是心力茁壮之源。“志不立，天下

无 可 成 之 事 。”广 大 年 轻 干 部 砥 砺 心

力、追求心力茁壮，就要立鸿鹄志，“奋

其慷慨悲壮之精神，以建宏伟盛大之

事业”。要真立志、立真志，立长志、长

立志，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以

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

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

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而不是立

“盲从之志”“冲动之志”。

强毅力。毅力坚强是心力茁壮的

重要体现。年轻干部涵养心力、追求

心力茁壮，必须在“苦其心志，劳其筋

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中磨砺钢铁

意志。古人说，“心志不苦，患难未尝，

则智慧顿而胆力怯”。这启示我们，要

坚决克服“佛系”心态、“躺平”思想，多

投身实践、多接接地气，决不能“两耳

不闻窗外事”，更不能“躲进小楼成一

统”，做“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

源中人。要乐于下基层、到一线，经风

雨、见世面、壮筋骨，在多当几回“热锅

上的蚂蚁”中练就“大心脏”，在多接几

次“烫手山芋”中磨练“铁肩膀”，真正

做到意志过硬、毅力坚强。

淬风骨。“人无刚骨，安身不牢。”

风骨和气节是人的精神脊梁，也是心

力茁壮的重要标志。“三军可夺帅也，

匹夫不可夺志也。”清代思想家魏源把

“立节”同《左传》提出的“立德、立功、

立言”并列，将“三不朽”补充为“四不

朽”，可见风骨和气节不可或缺。年轻

干 部 砥 砺 心 力 、追 求 心 力 茁 壮 ，就 要

“善养浩然之气”，重视涵养共产党人

和革命军人的风骨和气节，心不动于

微 利 之 诱 ，目 不 眩 于 五 色 之 惑 ，戒 贪

欲、淡名利、守清廉，不断提升人生的

高度、人品的纯度、人格的硬度。

努力追求“心力茁壮”
■华金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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