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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山 红 叶 是 北 京 最 浓 最 浓 的 秋

色。近日，登上香山山顶歇息时，看到

一位老者指着手机里的红叶照片对孙

子说：“红叶这么红，是因为它经历了很

多雨霜的洗礼。人也一样，不吃苦、不

经历磨难，也是难长本事的。”

老者的话，让人想起前段时间刷屏

网络的《他们因何而红：2000 多名党代

表成功路径探析》里的一句话——他们

能力过人，是因为他们吃苦过人。苦，

成就了他们的酷。

党的二十大代表、贵州省望谟县实

验高中副校长刘秀祥当年“千里背母上

大学”的故事感动了亿万国人。党的二

十大召开期间，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轻

轻松松成不了大事。面对挫折困难，我

们一定要相信奋斗的力量。”

“ 风 雨 后 的 彩 虹 ，是 最 美 的 中 国

红。”10 月 1 日，中国女篮在 2022 年女篮

世界杯中获得亚军后，一名体育记者在

朋友圈晒出了姑娘们“最美的奖章”：李

梦、李月汝、韩旭、武桐桐、王思雨等队

员身上的一个个伤疤……

“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

溪，不知地之厚也。”一个人不经过困难

的打磨、风雨的考验，就难以得到品德

的淬炼、能力的提升。实践告诉我们：

梅能傲雪香能久，枫不经霜叶不红。只

有遇挫不馁，愈挫弥坚，才能抵达心中

胜景，饱览无限风光。

甜 瓜 生 在 苦 蒂 上 ，辉 煌 多 在 历 练

中；通往繁华，必经荒凉。克服一次困

难，就能上一个台阶；战胜一个挫折，就

等于获得一次成功。那些成功者之所

以摘得胜利的果实，就是因为他们比别

人多了一股“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

其犹未悔”的豪情，多了一股韧劲 、闯

劲，因而从平凡迈向不凡。

海明威在《永别了，武器》中说：“生

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后来，那

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

的地方。”

1987 年 2 月 ，冰 心 这 样 勉 励 青 少

年：“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

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

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一首歌也这

样唱道：“不驻足，梦想要不停追逐；不

认输，熬过黑夜是日出；都清楚，成功只

在下一步；路很苦，泪水是最美的书。”

有人说，成功的路上不会拥挤，因

为 能 把 绊 脚 石 当 作 垫 脚 石 的 人 并 不

多。现实中，有的人之所以在事业上没

有取得成功，并不完全是受能力素质、

环境条件等因素的影响，而是面对多次

失败后，心灰意冷，选择了再也不抱成

功希望的态度。

欲做精金美玉的人品，定从烈火中

锻来；思立掀天揭地的事功，须向薄冰上

履过。“犯其至难方能图其至远。”从某种

意义上说，困难是自身成长的“维他命”，

挑战是提升本领的“蛋白质”。成功的道

路上，哪能没有坑坑洼洼、风风雨雨。逆

风的方向，更适合飞翔。不经历寒暑，哪

会有花香。只有涵养知难而进、逆流而

上的气概，磨砺遇强更强、愈挫愈勇的坚

韧，才能得大才、堪大任、成大事。

有这样一则寓言：一个农民耕完地

在地头大树下休息时，旁边盆里的一粒

麦种思想开起了小差：就这样被抛到露

天地，以后从抽芽到结穗肯定要受风吹

日晒之苦，还不如找个凉爽的地方生长

呢 ！ 想 着 ，这 粒 麦 种 就 从 盆 里 跳 了 出

来，落在树荫里的泥土中。到了七月，

金黄的麦浪翻滚着成熟的喜悦，大树下

这株麦子却还绿着，前来收割的农民对

它视而不见。它问农民：“为什么冷落

我？”农民回答：这怪你太聪明了，当你

逃避日光照晒风吹雨淋的时候，也同时

失去了成熟的机会！

不经寒霜苦，怎能香袭人？军人生

来为战胜，拼将赤血灌春花。吃苦励志，

苦生芳华。什么是军人的豪情？一名网

友这样回答：“遇到了风，把风唱成一首

浪漫的歌；遇到了雨，把雨读成一行醉人

的诗。这才是新时代军人该有的豪情。”

伟大的事业之所以伟大，不仅因为

这种事业是正义的、宏大的，而且因为

这种事业不是一帆风顺的。大势如潮，

大道如砥。事业越是伟大，征程越是壮

阔，越是道阻且长，越是苦难辉煌。

“登山不以艰险而止，则必臻乎峻

岭矣。”当前，军队建设和改革之路并无

坦途，有涉滩之险，有爬坡之艰，有闯关

之难，但惟其艰难，才更需勇毅；惟其笃

行，才弥足珍贵。只要每名官兵知难而

进、迎难而上，勇挑重担、奋斗不止，就

一定能迎接一个又一个挑战，夺取一个

又一个胜利，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

目标。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军事管理

学院一队）

惟其艰难，更需勇毅
■周文华

“搞清谁是作战对手了吗？搞清对

手装备的性能了吗？搞清对手的最新

战 法 了 吗 ？ 搞 清 战 胜 对 手 的 招 数 了

吗？”谈起如何提高练兵备战质量，党的

二十大代表、空军航空兵某部副参谋长

邱麟辉分享了他们的一条体会：“精确

知敌才能战场无敌。练兵备战，这‘四

个搞清’非常关键，不然训练就是瞎抓，

打仗就会抓瞎。”

用兵之要，必先察敌情；常胜之家，

必先悉敌情。只有多研究敌情、研究对

手、研究战场，做到知己知彼知明天，才

能制订出应敌之策。如果没有敌情牵

引，不知对手是谁，训得再多也是白训，

练得再多也是白练。正如列宁所说：

“一支军队不准备掌握敌人已经拥有或

可能拥有的一切武器、一切斗争手段和

方法，谁都会认为这种行为是愚蠢的甚

至是犯罪的。”

“那些奇妙的对策，都是因为熟悉

了对手。”四渡赤水之于毛泽东、七亘村

设伏之于刘伯承、淮海战役之于粟裕、

松骨峰战役之于彭德怀……我军战史

上每一个经典战例都有一个共同点，那

就是“知道敌人是谁，知道敌人在哪里，

知道如何与敌人过招”。

知对手贵在知全，不知全训练就会

空对空；贵在知细，不知细训练就难实

打实；贵在知新，不知新就会“我们刚找

到答案他们已改了题目”。用“工笔画”

把对手的像画具体，把藏在对手脑子里

的“密封卷”搞明白，这样的练兵备战，

才是真正的针对性训练。

拿破仑曾指出：“一个主将每天之

内应时常反躬自问：如果敌军突然在我

的 前 方 、右 侧 或 左 侧 出 现 ，我 应 怎 么

办？”今天的指挥员，也应经常这样反躬

自问：面对对手的“变脸术”“隐身术”

“麻痹术”，千钧一发之际能否有识敌之

慧眼、迎敌之胆魄、胜敌之高招？

长征中，红军能够在几十万敌军的

围追堵截中来回穿插，精准的情报起了很

大作用。解放战争中，一部《渡江侦察记》

尽显我军抵近侦察的过硬本领。今天，做

到精确知敌，更加需要大力开展先期侦

察、战场勘察、临战侦察、反敌侦察等课目

训练，更加需要丰富感知手段。只有把这

些工作做到位了，才能“五行（任务、敌情、

我情、地形、时间）明，仗仗赢”。

（作者单位：32753部队）

知敌方能制敌
■周加伟

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是现代

化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基础，是军队最

直接的核心战斗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以国家战

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

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

攻坚战。这一重要论述，更加凸显了科

技自立自强在强国强军事业中的独特

地位和重大作用。

关键核心技术，“关键”二字，道出

的是这一技术的重要价值；“核心”二

字，标注的是这一技术的统领地位。关

键核心技术主要包括基础技术、通用技

术、非对称技术、“撒手锏”技术、前沿技

术和颠覆性技术。这些关键核心技术，

国外都是不可能给我们的。

“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也能干！”

当年，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

我国科学家以“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成

为巨人”的魄力，掌握了很多关键核心

技 术 ，独 立 自 主 成 功 研 制 出“ 两 弹 一

星”、核潜艇等，有效增强了国家实力，

维护了国家安全，提升了国际地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对关键核

心技术的攻关高度重视，从强调核心技

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到要求

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

支撑，再到出台《关于健全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

举国体制的意见》……“神舟”飞天、“蛟

龙”入海、“嫦娥”奔月、“墨子”传信、“北

斗”组网、“天眼”巡空、“天问”探火，10

年来这些令世人惊叹的科技成就告诉

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

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

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

主动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

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

“ 尖 端 科 技 的 应 用 最 早 是 从 军 事

领域开始。”在国防科技领域，真正的

关 键 核 心 技 术 是 花 钱 买 不 来 的 ，靠 进

口 武 器 装 备 是 靠 不 住 的 ，走 引 进 仿 制

的路子是走不远的。在别人的地基上

砌房子，再大再漂亮也经不起风雨，甚

至会不堪一击。如果不能实现关键核

心 技 术 自 主 可 控 ，打 起 仗 来 就 会 依 附

于 人 、受 制 于 人 ，就 会 被 人“ 卡 脖 子 ”

“牵鼻子”。

近 年 来 ，尽 管 我 军 创 新 驱 动 发 展

成 绩 喜 人 ，但 关 键 核 心 技 术 供 给 不 足

的 问 题 仍 然 没 有 完 全 解 决 。 形 势 逼

人 ，挑 战 逼 人 。 对 最 急 需 的 关 键 核 心

技术，我们只有保持恒心和韧劲，不屈

不挠、久久为功，集中优势力量尽快取

得 重 大 突 破 ，努 力 取 得 重 大 原 创 性 突

破 ，才 能 把 军 事 斗 争 的 主 动 权 牢 牢 掌

握在自己手里。

习主席强调：“科技攻关要坚持问

题 导 向 ，奔 着 最 紧 急 、最 紧 迫 的 问 题

去。”军事需求是国防和军事科研的核

心目标，是发现 、研判 、确定关键核心

技 术 的 基 本 依 据 。 必 须 紧 贴 军 事 需

求 ，明 确 关 键 核 心 技 术 攻 关 方 向 和 重

心，设计关键核心技术体系，区分关键

核 心 技 术 攻 关 的 轻 重 缓 急 ，聚 焦 能 打

仗打胜仗，针对短板弱项，集中突破关

键核心技术。

对手不怕我们尾随追赶，最怕我们

另辟蹊径。“追尾巴”“照镜子”是没有前

途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要以我为

主，审慎借鉴，打仗需要什么，就优先发

展什么；对手害怕什么，就重点研制什

么。把关键核心技术的创新基点放在

颠覆性技术上，为颠覆性技术军事化运

用开拓路径，为建设新质颠覆性力量提

供理论导引，才能形成对对手的“理论

突袭”，实现“换道超车”。

“ 欲 流 之 远 者 ，必 浚 其 泉 源 。”基

础 研 究 是 科 学 之 本 、技 术 之 源 、创 新

之魂。对于一些“卡脖子”技术难题，

我 们 之 所 以 一 时 难 以 取 得 重 大 突 破 ，

一 个 重 要 原 因 是 基 础 研 究 跟 不 上 。

基 础 研 究 周 期 长 、难 度 大 ，实 用 价 值

短 期 显 现 不 出 来 。 这 就 需 要 科 研 人

员 耐 得 住 寂 寞 、坐 得 住 冷 板 凳 ，需 要

在 政 策 、保 障 等 方 面 加 大 支 持 力 度 ，

从 而 为 关 键 核 心 技 术 攻 关 打 牢 基 础 ，

积累后劲。

“ 创 新 从 来 都 是 九 死 一 生 ”，

习 主 席 的 这 句 话 ，道 出 了 创 新 的 不

易。钱学森同志也说：“没有大量错误

作 台 阶 ，也 就 登 不 上 最 后 正 确 结 果 的

高 座 。”对“ 探 索 性 失 败 ”的 每 一 次 宽

容 ，都 可 能 孕 育 着 下 一 次 创 新 的 成

功 。 重 视 试 错 的 价 值 ，树 立 容 错 的 导

向，探索“为失败买单”的合理办法，为

勇于创新者解除后顾之忧，“失败是成

功之母”的箴言就能照进现实，科技创

新的“无人区”就能变成关键核心技术

的“丰产田”。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

工作研究院）

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伟业④

■范 晶

能上不能下，一直是制约干部工

作的一个难点问题。前一段时间，中

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推进领导干部

能上能下规定》，明确了下的标准，规

范 了 下 的 方 式 ，疏 通 了 下 的 渠 道 ，健

全了能上能下的选人用人机制，对于

推动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

者汰的用人导向和从政环境，建设忠

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

具有重要意义。

邓小平同志早在 1962 年就指出，

干部能上不能下“副作用很大”，“要逐

步从制度上、习惯上、风气上，做到能上

能下”。“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能上能

下、有进有出、优胜劣汰，才是一支干部

队伍应有的“健康态”。推进领导干部

能上能下，难点在于解决好能下的问

题，关键也在于解决好能下的问题。在

一些单位和部门，让能者上易，而让庸

者下难；知人善任易，而知人善免难。

有的单位领导干部只要不犯事、不出

事，就很难下来，哪怕已经不具备担任

相应职务的能力。特别是少数干部不

担当、不作为、乱作为，与新时代新征程

新任务完全不相适应，严重贻误事业发

展，亟待走开能下的路子。

新修订的《规定》落实新时代好干

部标准，总结吸收近年来干部队伍建设

新鲜经验，鲜明亮出了干部优与劣的标

尺、上与下的准绳。重点围绕调整不适

宜担任现职干部，细化完善具体情形、

调整程序、调整方式等。针对近年来从

严管理干部中遇到的突出问题，从政治

表现、理想信念、斗争精神、政绩观、执

行组织纪律、担当作为、能力素质、工作

作风、道德品行等方面，完善了不适宜

担任现职的 15 种具体情形，具有很强

的针对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推进干部能上能下，不是为上而

上、为下而下，而是以上的动力和下的

压力共同撬动干的活力。权力的本质

是责任，职务的要求是干事。不论哪位

领导干部，干坏事要下，不干事、干不成

事也要下。“无功便是过，平庸就是错。”

只有让碌碌无为的干部有压力、腾位

置，让想干事、能干事的干部有动力、有

奔头，才能鲜明树立起能者上、优者奖、

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导向。

战争年代，我军干部能上能下是很

正常的事，像粟裕大将两让司令一让元

帅、黄克诚一生九降九升等，他们都是组

织让干啥就干啥，而且主动让贤，从不恋

栈。作为个人，应克服“上荣下辱”“下必

有错”的思想，增强组织观念，正确看待

进退留转。各级党组织和有关部门也应

扛起肩负的政治责任，不搞好人主义，不

怕得罪人，坚持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

管长严，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

束并重，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准确把握

政策界限，严格落实工作责任，让干部下

得合法、下得合理、下得服气。

（作者单位：武警兵团总队）

“能上能下”关键在于“能下”
■朱进忠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非知之难，

行之惟难。”只画大饼就是给自己挖陷

阱。多少教训警示我们，不注重抓落

实，不认真抓落实，不全面抓落实，再

好的蓝图也只能是一纸空文，再美的

愿景也只能是空中楼阁。

习主席反复强调“关键在落实”。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遇到

矛盾和困难是躲着走，还是迎着上；是

重表态、轻落实，还是有担当、善破题；

是习惯简单层层上报、责任上推，还是

敢于立足基层实际、攻坚克难，照出的

是干部的能力、素养与修为，考验出的

是干部的品格、作风与党性。

“方向正确之后，方法便为王。”学

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必须“高得上去”，

必须准确把握党的二十大确立的重大

思想、重大判断、重大战略和重大任

务，提高政治站位。但也须“落得下

来”，紧扣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

对各项目标和任务进行细化，有针对

性地拿出落实的具体方案，制定明确

的时间表、施工图，全面落实、真抓实

干、埋头苦干，把担负的任务不折不扣

落到实处，确保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

奋斗目标。

全面落实不打折扣
■梁冠第

党的杰出理论工作者艾思奇同志

曾说：“思想的学习，理论的学习，想要

掌握，先要把握。把握就是把实质和

重点紧紧握在手里。”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就是应在全面把握上

下功夫。

党的二十大精神内容十分丰富，

既有政治上的高瞻远瞩和理论上的

深 邃 思 考 ，也 有 目 标 上 的 科 学 设 定

和工作上的战略部署。善学者尽其

理 ，善 行 者 究 其 难 。 用 不 好“ 望 远

镜”“放大镜”“显微镜”“多棱镜”，就

不 能 把 党 的 二 十 大 精 神 读 薄 再 读

厚 ，读 厚 再 读 薄 。 不 揣 摩 ，不 精 思 ，

就 难 以“ 使 其 意 皆 若 出 于 吾 之 心 ”，

达 到 知 其 一 又 知 其 二 ，知 其 然 又 知

其所以然。

“枢纽在方寸，运化斯为基。”把握

准才能把握住。习主席对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提出“五个牢牢把

握”的要求，既有“怎么看”的认识论，

又有“怎么办”的方法论，既明确任务

目标，又指明前进方向。紧紧抓住“五

个牢牢把握”，才能够真正让“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落实

落细、走深走实。

全面把握主旨要义
■杨欣磊

如 何 学 好 党 的 二 十 大 精 神 ？

习主席明确要求，“要在全面学习上下

功夫”“要原原本本学习报告，同时要

把学习大会报告同学习大会系列讲话

和相关文件结合起来”。

全面之“全”，在于内容全，就是

对 党 的 二 十 大 报 告 、二 十 大 党 章 修

正案以及习主席关于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有关论述全部学

习 。 还 在 于 脉 络 全 ，就 是 把 同 学 习

党 的 十 八 大 报 告 、十 九 大 报 告 精 神

结 合 起 来 ，不 能 仅 停 留 在 记 住 一 些

概 念 和 提 法 ，更 要 真 正 悟 透 党 的 二

十大精神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

践逻辑。

全面之“全”，还是一种重要的学

习方法论。强调事物的系统性、整体

性 ，是 马 克 思 主 义 认 识 论 的 重 要 环

节。党的二十大报告是一个内涵丰

富、严密完整的体系，如果彼此割裂、

顾此失彼，就会断章取义、“只见树木，

不见森林”。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只

有全面、系统、深入学习，才能完整、准

确、全面领会，从而对是什么、干什么、

怎么干了然于胸，为贯彻落实打下坚

实基础。

全面系统学习领会
■姜永波

画里有话

玉 渊 潭

作者：周 洁

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