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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里有话

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作者：周 洁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

忘乱”，这是一个百年大党深沉的历史

自 觉 。 统 筹 发 展 和 安 全 ，增 强 忧 患 意

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

的一个重大原则。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

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党的二十

大报告用专章对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

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

稳定进行全面部署，这在党的历次全国

代表大会上是第一次。在 3 万多字的报

告中，“安全”一词出现 91 次，“国家安

全”一词出现 29 次，强调“以新安全格局

保障新发展格局”，体现出我们党对未

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局势的战略

判断以及解决复杂安全问题的统筹考

量，凸显出实现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

展良性互动的极端重要性。

“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这一观点蕴含着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

要战略思想。发展和安全是一体之两

翼、驱动之双轮，合则兴、离则弱、悖则

亡。发展解决的是动力问题，安全解决

的是保障问题。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和

条件，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和保障，二者

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相互支撑、缺一不

可。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能否统筹好

发 展 和 安 全 ，关 系 国 家 兴 衰 、历 史 走

向。没有发展作为支撑的安全，必然难

以长久；没有安全作为保障的发展，必

然不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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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纳入“十四

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

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的“十个坚持”要求，

其中一条就是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党

的十八大以来，从提出“统筹发展安全两

件大事”，到部署“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再

到要求“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

安全”，我们党深刻把握发展和安全辩证

统一关系，既办好安全稳定这件“头等大

事”，又抓好科学发展这个“第一要务”，让

发展和安全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筑牢了

治国安邦的根基，增强了攻坚克难的底

气，推动中国号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党

的二十大报告把“国家安全更为巩固，

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如期实现，平安中

国建设扎实推进”作为今后五年国家安

全工作的主要目标任务。国家安全由

多个领域安全共同构成，军事安全是其

他领域安全的重要保障。国家要发展，

军队必强大。没有一个巩固的国防，没

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国家安全就无从谈

起 ，和 平 发 展 也 是 一 句 空 话 。 近 代 以

后，中国人民饱受列强侵略之害、饱经

战火蹂躏之苦，更是深深懂得战争的残

酷、和平的宝贵。而抗美援朝战争则打

出了国威军威，打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

的和平建设、安全发展环境。

“凡国之重也，必待兵之胜也。”国防

和军队建设是国家安全的坚强后盾，军

事实力是国家战略能力的重要组成部

分。构建新安全格局，军事手段是保底

手段，是起定海神针作用的。军事手段

过硬可以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力量支撑

和根本保障，军事实力羸弱则对国家安

全的影响是致命的，不仅难以化解危害

国家安全的各种威胁，也难以为高质量

发展保驾护航。唯有把军事实力搞上

去，把军事手段搞过硬，让强军成为强国

的“标配”，才能硬核支撑高水平安全，从

而使新安全格局和新发展格局相匹配、

相协调、相促进。

谋大事者必先观大势。党的二十大

报告对国际国内安全形势进行深刻分

析，做出科学判断。无论是波谲云诡的

国际局势，还是复杂严峻的内部环境，都

对打造高水平安全格局提出更高要求。

这迫切需要我们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

事，统合经济和国防两种实力，不仅铸牢

维护国家安全的“盾”，也要打造化解安

全威胁的“矛”，在“山雨欲来”前未雨绸

缪，在“风起青萍”时见微知著，敢于斗

争、善于斗争，牢牢把握以新安全格局保

障新发展格局的主动权。

“宜将剑戟多砥砺，不教神州起烽

烟。”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对

于广大官兵来说，最根本的就是平时强

军备战，战时决战决胜。一方面，我们要

进一步做好保持部队自身安全稳定的各

项工作，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

以过硬的作风和有效的措施强管理、防

风险、促安全，保稳定、抓落实、谋发展。

另一方面，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

识，练好胜战之功，保持待发之势，真正

以更强大的能力、更可靠的手段打造高

水平安全、促进高质量发展。

（作者单位：武警上海总队机动第

二支队）

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伟业

■朱 寒

严是方法，爱是基调。对于战士成

长成才来说，严管就是厚爱，厚爱必须

严管，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相辅相

成、互为补充。

严管出战斗力，厚爱出凝聚力。培

养一名战士，好比培育一棵树苗，需要

深耕细作、施肥浇水，也需要修枝剪叶、

驱虫防病。现实生活中，虽然有的干部

骨干非常严厉，甚至有些不近人情，但

仍然得到战士们的认可和喜欢，根本就

在于严的出发点是爱。

严管是厚爱的前提，厚爱是严管的基

础。如果脱离了厚爱这个基础，重管轻

教、重堵轻疏，我说你听、我打你通，严管

就可能成为激化矛盾、影响团结的诱因。

如果离开严管这个前提，不讲原则、无视

纪律，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厚爱则可能导

致不担当、不负责、不作为问题的发生。

严是爱，松是害。基层带兵人要将严

管建立在厚爱上，建立在能力培养、行为塑

造、纠偏正向上，既为战士搭建“进步的阶

梯”、解开“成长的烦恼”，也注重修剪“长偏

的枝杈”、除去“滋生的害虫”，做到管中有

爱、爱中有管，真正凝聚军心、鼓舞士气。

严管连着厚爱
■申增强

卡塔尔世界杯已经落下帷幕，留下

许多精彩的瞬间，也留下一些永久的思

索：巴西、德国、葡萄牙等足坛劲旅，为

何在“纸面实力”占尽优势的情况下，最

终被淘汰出局？答案并不复杂：优势从

来不等于胜势，抓不住战机就难有胜

机。球场如战场。如何乘敌之“隙”，化

战机为胜机，是提高战场指挥能力的永

恒课题。

“无不陷之矛，亦无不可陷之盾。”

自古以来，强敌都是相对的，并不是时

时强、处处强、人人强，更不是铁板一

块、无懈可击。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

无论多么强大的军队，都有短板和破

绽，古代兵书将这些“隙”概括为：骄、

劳、饥、懈、乱、疑、困、险等。打蛇打七

寸。一旦这些致命弱点、关键节点和要

害目标被抓住，就等于暴露出“阿喀琉

斯之踵”，就可能要吞下失败的苦果。

“墙溃于隙，木毁于节。”战场你死

我活，对我最为有利的敌之“隙”，往往

是“敌之害大”，是敌无防之时或不备之

机。“必胜之术，合变之形，妙在于乘。”

善于察敌之“隙”、待敌之“隙”、乘敌之

“隙”，抓住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战机，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乘虚而入、击其要

害，就能一剑封喉、一击制胜。

“善将者，必因机而立胜。”我军打仗

历来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善于发

现并及时抓住敌人的弱点，扬己之长、避

己之短，抑敌之长、击敌之短，或“就势取

利，趁火打劫”，或“利而诱之，乱而取之”，

进而改变力量对比、创造有利态势。红军

长征途中“四渡赤水出奇兵”，正是利用了

敌军之间相互猜疑掣肘的矛盾。孟良崮

战役“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则是抓住了

敌整编第74师孤军冒进的兵之大忌。

“机之未至，不可以先；机之已至，不

可以后。”用兵之道为“用之在于机，显之

在于势”，正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战场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迟疑不

决、瞻前顾后，只能眼看着战机从身边溜

走。“难得者时，易失者机。”战场上一旦

出现敌人思想麻痹、部署混乱、前后不

济、防御空虚、士气低落，以及受不良天

候影响或保障不利等可乘之“隙”，就要

迅速抓住，雷霆出击、速战速决。

“战阵无常势，因敌以为形。”现代

战争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系统与系统

的较量。作战体系既有“1＋1＞2”的聚

合 优 势 ，也 有“100- 1＝0”的 断 链 软

肋。我们既要坚持“一着不慎，满盘皆

输”的底线思维，扬长避短、趋利避害，

又要善于发现敌人的弱项、果断切中敌

人的死穴、精准利用敌人的失误，快速

反应、直取要害，打则必中、打则必胜，

真正做到“致人而不致于人”。

（作者单位：73602部队）

善于乘敌之“隙”
■顾 军

1938年4月，在延安抗大开学典礼上，

毛泽东同志强调“首先要学一个政治方

向”，并针对性地指出“有些人是只有一个

‘大概的’决心”。所谓“大概”，他进一步解

释道：“他们的决心不是由坚定的政治方向

出发的，是没有经过很好的考虑而来的。”

这种“大概的”决心，至今仍须高度警惕。

“我们所要坚守的政治方向，就是共

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

理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就是党的基

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政治方向是

党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题，事关党的前途

命运和事业兴衰成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

向，“正确”是前提，决定向哪里走；“坚定”

是关键，决定能走多远。“多少幽明不平处，

烦君端试指南针。”政治方向正确，就会少

走弯路，少犯颠覆性错误，党和人民的事业

就能取得成功。决心意志笃定，就能坚定

政治信念、坚守政治灵魂、站稳政治立场，

不为各种错误观点所左右、不为各种诱惑

干扰所迷惑、不为各种艰难困苦所吓倒，沿

着党指引的方向坚定不移走下去。

电影《洪湖赤卫队》中有这样一段唱

词：“为革命，砍头只当风吹帽。为了党，

洒尽鲜血心欢畅。”行源于心，力源于志，

如磐的理想信念、如铁的决心意志，让一

代代共产党人为了“人间遍种自由花”，坚

信“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令出行

随、铁心跟党，赴汤蹈火、义无反顾，“亦余

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革命先

烈何功伟在给父亲的信中斩钉截铁地写

道：“儿献身真理，早具决心，除慷慨就死

外，绝无他途可循，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

全人格，成仁取义，此正其时。”

“革命的过程，像在波涛汹涌的江

河中行船，怯懦者常常会动摇起来，不

知所措。”现实生活中，有人抱有这样一

种态度，认为政治方向都是由上面来把

握，个人不出现大的偏差就行，不必考

虑太多。岂不知，方向上“差之毫厘”，

行程上就会“谬以千里”；决心上犹豫不

决，行动上就会摇摆不定。为什么一些

人 遇 到 错 误 思 潮 就 半 信 半 疑 、态 度 暧

昧，经受困难挫折就意志消沉、萎靡不

振，被腐蚀拉拢就变质堕落、马失前蹄，

就是因为对政治方向的重要性有基本

认同，但没有达到虔诚而执着、至信而

深厚、笃行而不怠的境界。对这种“嘴

上无杂音，心里有问号”的模糊认识，必

须坚决厘清和反对。

“兵者，国之大事。”军队是拿枪杆子

的，政治方向问题任何时候都是关系军队

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如果在政治方向上

出现动摇和偏差，一切都无法弥补、无力

挽回，能打仗、打胜仗就是一句空话。政

治方向是“国之大者”，我们必须廓清思想

迷雾，澄清模糊认识，排除各种干扰，对党

忠诚、听党指挥、为党尽责，时刻做到头脑

特别清醒、认识特别明确、态度特别鲜明、

行动特别坚决，“始终做人民信赖、人民拥

护、人民热爱的子弟兵”。

（作者单位：69245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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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界有一个共识：不能让运动员

与水平高过自己太多的人同场竞技，一味

的失败会磨灭兴趣和信心。带兵育人的

过程中，我们也要充分考虑战士的理解接

受能力，既做到有力，还要注意有度。

“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循序

渐进是成长进步的基本规律。战士从社

会青年到打赢尖兵，需要经历一定的成

长期和成熟期。尤其在训练水平、能力

提升上要留有余地，有耐心“让子弹飞一

会儿”，设置跳一跳能够得着的小目标，

让战士一步步拔节成长。

凡事都要把握好度。干工作要防止

“有害积极性”，培养战士成长成才也要

避免“短期效应”，不能因急需人才而用

力 过 猛 ，也 不 能 因 过 程 漫 长 而 拔 苗 助

长。如果一味地超标准要求、超负荷施

压，就会让战士因期望过高而不知所措、

因压力过大而不堪重负，甚至事倍功半、

功亏一篑。

根深才能叶茂，本固才能枝繁。带

兵人要根据战士实际科学规划、积极引

导，既追求速度，也讲究力度；既要经常

“逼一逼”“推一推”，也要适时“缓一缓”

“等一等”，在张弛有度、遵循规律中让战

士茁壮成长、早日成才。

有力也要有度
■刘 森

古人曰：“动人以言者，其感不深。”

又曰：“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这两

句古语启示我们，带兵育人，言教和身教

都必不可少，但身教要重于言教。

俗话说，有样学样。带兵人是什么

样 ，战 士 就 会 照 着 学 什 么 样 。 战 士 看

干部骨干，除了“听其言”，更重视“观其

行”。言教一般只能形成初步印象，而

身教的影响更深远、效果更持久。干部

骨干的威信，靠虚张声势“装”不起来，

靠颐指气使“唬”不出来，只能靠以身作

则“立”起来。

“如果你想感化别人，那你就必须是

一个实际上能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

人。”垂之以范，导之以蹊。带兵人走在

前、干在前，严下先严上、严人先严己，

“敏于行而讷于言”，就会产生“其身正，

不令而行”的效果，战士也就能学有榜

样、比有样本、赶有动力。

“舍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

顺。”基层带兵人只有在“真”上下功夫，

在“信”上用气力，在“行”上当先锋，言己

所行、行己所言，当好表率、做好样子，才

能行之示人、召之率人、教之化人。

身教重于言教
■樊亚锐

今 年 的 冬 天 是 一 个 少 见 的 寒 冬 。

似乎是要与冬月的天气相呼应，年终岁

尾，一些地方的烟火气也冷清得出奇。

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后，在一些城市，人

员不出门，店铺不开张，市场不景气，连

过去人头攒动的车站码头、拥堵不堪的

马路街道上，也是人车寥寥。

出现这一情形，也不难理解。毕竟

大多数人对病毒知识了解尚浅，被感染

后究竟会怎样，会不会落下后遗症，难

免产生一些疑问，出现一些恐惧焦虑的

心 理 ，更 是 人 之 常 情 。 随 着 时 间 的 推

移，紧张的心总会慢慢静下来。

如何迈过这道心中的坎，无疑是一

次挑战。根本的办法还是要讲科学，多听

听专家的意见，淡化对疫情的过度解读。

特别要看到，新冠病毒历经阿尔法、德尔

塔、奥密克戎等毒株的演变，其频繁变异

的特性需要防控策略的不断调整。近三

年，我国经受了全球多轮疫情流行的考

验，坚持走小步不停步，因时因势优化防

控措施，为全面夺取抗疫胜利打下了扎实

基础。目前病毒的致病率大大降低，致重

症的少，死亡风险已相对较小，无须谈

“毒”色变，产生恐慌情绪。

我们需要做的，还是要当好自身健

康的第一责任人，筑牢身心健康的防护

墙。尤其要与人多沟通，互相多帮忙，心

手相牵，美美与共，这才是突破心理关的

撒手锏。心有阳光，繁花锦绣，追求人间

的真善美，本身就是守护健康的力量。

还记得那张“陪你看日落”的照片

吧！武汉某医院的车道上，一老一少，

一医一患，抬头看夕阳的背影，不知感

动了多少人。分明是寒冷的季节，却给

人满心的温暖，照片透出的是人人守望

相助、患难与共的信心。

刷到过那个“中国好邻居”的短视频

吗？一个两岁小孩被检出阳性，母亲为不

拖累邻居，抱着孩子准备去方舱医院。邻

居们看到孩子太小又有哮喘病，纷纷劝说

母女俩居家隔离。在封控时期能够做这

样的选择是需要很大勇气的，为此大家都

签了字以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还有那些印在捐赠物包装箱上的

诗句，“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无

衣，与子同裳”……就像鸿雁传书，美好

祈愿直抵人心。从国际到国内，从物质

到精神，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生动

诠释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

也让我们更加懂得，团结协作才是最有

效的治疫良方。

当前紧要的，就是要有这种积极乐

观的态度，存有一颗善良的心。

医生特鲁多 24 岁就身患绝症，但他

笑看人生，自强不息，不仅在医学研究

上取得骄人的成果，更是创造了长命百

岁的奇迹。“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

助；总是，去安慰。”他的墓志铭很短，却

揭示了医学人文的精髓，更凝结了他百

年 人 生 的 经 验 。 它 启 示 后 人 ，对 待 疾

病，必须治疗、帮助与安慰同步走，并且

帮助、安慰的工作量更大，对有些病人

来说也更重要。延伸到做人，就是在任

何情况下都要有社会同理心，只有抱团

取暖、人人共情，才能焐热心理上的伤

寒。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把这种做

法形象地比喻为“穿上他人的鞋子，来

观察、感受他人的体验”。

令人欣喜的是，与当前寒冷的天气

相反，社会上涌现出的善行义举，不断

温暖着世人的心：12 月 14 日，京东从全

国 16 个城市调集 1000 名快递小哥驰援

北京，使受疫情影响快递大量积压的北

京快递线再现生机；12 月 19 日，在解封

后由于发烧患者激增出现药品短缺时，

苏州一位叫汪俊的药店老板把现有的

5000 片退烧药免费发放给老百姓……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他们的言

行，使我们感受到了普通人的力量，也

点燃了心中的火焰。好邻居的故事之

所 以 暖 人 ，就 在 于 大 家 都 在 为 对 方 着

想，千金买邻，八百买舍，远亲不如近

邻。应呼相聚的快递小哥，更是丹心寸

意，皆为有情。免费赠药的药店老板，

虽失去了一笔笔生意，却解了几百个家

庭的急，温暖了无数人的心。美好产生

于 温 暖 ，感 恩 呼 唤 共 鸣 。 助 有 难 者 解

难，给予彼此的不仅是有形的帮扶，更

有精神上的鼓励，而从中树立起的信心

则胜过了帮助本身。

天寒并不可怕，添一件衣服，就能

感 到 温 暖 ；见 一 缕 阳 光 ，就 可 看 到 笑

容。还是那位英国诗人说得好：“冬天

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有时候，冷的不

是温度，而是心情。只要大家都做好自

己该做的事，春天，必将从心头移到地

头、枝头，花开四海神州。

温暖：一剂不可或缺的“驱瘟”药
■谭 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