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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里有话

作者：周 洁

八一时评

玉 渊 潭

“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

也。”对于军人而言，透过这句古语可

以 更 深 刻 地 理 解 一 个 道 理 ：只 有 将 个

人梦与强军梦高度契合，让“小我”与

“大我”协同一致，才能唱响强军兴军

的时代强音。

“只有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

的事业中，才能最终成就一番事业。”以

民族大义为重，把个人追求与社会理想

统一起来，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基因。军

人的前途命运历来与国家、民族的前途

命运紧密相联，与军队的建设发展休戚

与共。“恢宏远大”的强军梦，也是“具体

而微”的个人梦。每一个士兵都是强军

因子，个人强军队才会强。强军目标只

有变成广大官兵的价值追求和自觉行

动，才能形成强军兴军的强大力量。广

大官兵只有把个人志向与部队发展方

向结合起来，以大局为重、以全局为先，

献身强军实践、强化责任担当，才能像

千万条溪流汇聚成浩瀚江河那样，产生

波澜壮阔、势不可当的强军伟力。这样

的条件关系、先后次序，是军队建设的

经验和铁律，不能曲解、不可倒置。否

则，个人梦想只能变成空想，强军目标

也无法实现。

梦 想 是 最 令 人 心 动 的 乐 章 ，也 是

最引人奋进的动力。新时代 10 年，强

军 目 标 给 人 以 理 想 的 感 召 、奋 进 的 力

量 和 责 任 的 担 当 ，像 一 支 火 炬 ，点 燃

了 广 大 官 兵 矢 志 军营 、建功立业的豪

情；像一面战鼓，激荡起广大官兵放飞

梦想、强军备战的斗志。“牧星人”李恒

年用奋斗的轨迹诠释自己的追求：“人

生路必曲，仍需立我志，竭诚为国兴，

努力不为私”；全军爱军精武标兵郭峰

面对进退去留态度坚决：“保家卫国的

事业，不能谁 想 走 就 走 、想 留 就 留 ，只

能 把 部 队 需 要 作 为 第 一 选 择 ”；海 军

372 潜艇官兵涉险境 、闯难关后感慨：

“我们之所以能够勇闯大洋不迷航，历

经 艰 险 建 奇 功 ，最 根 本 的 就 在 于 强 军

目 标 的 正 确 指 引 ”…… 个 人 梦 连 着 强

军梦，个人路通向强军路，全军官兵始

终与时代同步伐、与祖国共命运、与军

队 齐 进 步 ，以 共 同 之 理 想 凝 聚 共 同 之

力 量 ，以 共 同 之 奋 斗 追 求 共 同 之 目

标 ，强 军 志 向 更 加 坚 定 ，强 军 本 领 更

加 过 硬 ，强 军 作 风 更 加 扎 实 ，强 军 战

歌更加嘹亮。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实现强

军目标、支撑强国伟业，是党和人民赋

予我军的时代重任。谋篇布局 2027，前

瞻运筹 2035，深远经略 2050，中国特色

强军之路“新三步走”战略具有清晰的

路 线 图 、精 确 的 时 间 表 、详 细 的 任 务

书。大梦含小梦，小梦铸大梦。这一崇

高使命，事关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承

载着全军官兵的共同追求。强军征途

上没有旁观者、没有局外人，都是责任

人、都是奋斗者。海阔凭鱼跃，天高任

鸟飞。广大官兵赶上了好时代，享有人

生出彩的好机会，要自觉担当起这一代

军人的神圣使命，在奉献强军报国中放

飞个人梦想，在履行职能使命中创造人

生精彩。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向前看，

距离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已不到 5

年时间，既有“离天三尺三”的险峻，更

有“赖以拄其间”的砥砺；既有“快马加

鞭未下鞍”的紧迫，更有“一山放过一

山拦”的跋涉，其紧迫性和难度不亚于

翻 雪 山 、过 草 地 。 追 梦 需 要 激 情 和 理

想，圆梦需要责任和担当。担当是一种

品格、一种境界、一种精神，也是一种能

力。历史和人民既赋予我们重任，也检

验我们的行动。唯有把个人理想抱负

融入强军实践，把个人奋斗目标与强军

目标对接，时时抓在手上、事事落到战

位 ，以 主 人 翁 的 责 任 感 跑 好 手 中 这 一

棒、脚下这一程，才能使奋斗的价值得

到升华、人生的意义超越小我、军队的

发展日新月异。

“做一朵小小的浪花奔腾，呼啸加

入献身者的滚滚洪流中推动历史向前

发展。”火热的军营实践，是个人梦与强

军梦对接的“桥梁”。走过非凡十年，奋

楫在“浪更急”的中流，奋进在“路更陡”

的半山，广大官兵要用心体悟“强军梦

支撑中国梦”的时代召唤，日益坚定“个

人梦融入强军梦”的信念追求，心思精

力向强军兴军聚焦，智慧力量在岗位战

位迸发，知重负重 、苦干实干，固基强

本、磨砺成才，把每项工作都干到极致，

把每个任务都干出精彩，积极为建设强

大的人民军队贡献聪明才智、凝聚磅礴

力量。

（作者单位：武警工程大学）

献身强军实践 强化责任担当
—持续唱响新时代强军战歌③

■闫 彬 王文博

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强盛和民族复

兴的战略基石，是应对科技之变、战争之

变、对手之变的制胜之道。

“ 科 技 强 军 ”“ 科 技 创 新 ”“ 自 主 创

新”，成为今年两会的热词。重新组建科

学技术部，引发代表委员们的热议。习主席

强调，“聚力加强自主创新、原始创新，加

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这充分

彰显了党中央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

发展战略支撑的坚定决心和深远经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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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者胜，自立者强。经济实力、军

事实力的较量，深层次的是科技创新能

力 的 较 量 ，尤 其 是 自 主 创 新 能 力 的 较

量。科技创新水平，事关民族尊严、国家

安全；科技自立自强，是战略支撑，更是

使命需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主创

新，是“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

北斗精神的内涵要义，也成为了科技强

国、科技强军的有力武器。历史和现实

反复证明，科技自立自强是我国科技工

作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是推动强国强

军事业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是应对前

进道路上风险挑战的必然选择，一刻不

能松懈，一步不能停滞。

新时代 10 年，我国科技事业密集发

力、加速跨越，天宫、蛟龙、天眼、北斗、大

飞机、国产航母、隐形战机等重大创新成

果竞相涌现，实现了历史性、整体性、格局

性重大变化。“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

从头越。”过去的辉煌只属于过去，站在巨

人的肩膀上不代表自己强大。科技自立

自强是一场淘汰赛，也是一场竞速赛，我

们决不能躺在功劳簿上裹足不前，必须跑

出“加速度”，实现“高水平”。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

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关键在

“加快”。当前，国际社会围绕科技制高点

的竞争空前激烈，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

整，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新冠肺炎

疫情、乌克兰危机对全球的影响再次警示

我们：科技自立自强慢不得、等不起，谁走

好了自主创新这步先手棋，谁就能占领先

机、赢得优势。否则，人到半山、船到中

流，一步慢则步步慢，一篙松则退千寻，最

终在与对手强手的博弈比拼中、在敌对势

力的围堵封锁中就会败下阵来。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加快推

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重点在“高水

平”。军事科技创新具有很强的对抗性，

落后就要挨打。“高水平”不是跟在别人

后面亦步亦趋，不是走花钱引进的路子，

也不是简单模仿别人、低级重复自己，而

是独立自主、独辟蹊径、独创独有，做到

你无我有、你有我优、你优我精。我们这

样一个大国、这样一支军队，只有创造出

更多属于自己的“国之重器”，把登山的

保险绳牢牢攥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

上保障国家和国防安全。

察势者智，驭势者赢。当下，我们迎

来了科技引领发展、改变一切的时代。

人民军队从未像今天这样，加速向现代

化奔跑。自主创新，时不我待；科技强

军，机不可失。唯有洞察变革于端倪，把

握先机于初始，求变识变应变、因时因势

而动，勇闯科技创新“无人区”，加快攻克

“卡脖子”技术，努力实现更多“从 0 到 1”

的突破，才能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

“强劲筋骨”支撑起强国强军伟业。

（作者单位：联勤保障部队政治工

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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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已是阳春三月，大部分地方已

经冰雪消融，可在一些阳光照不到的背

阴处，仍有少许尚未融化的积雪。“人间

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这虽是

自然现象，但对我们抓好安全管理工作

有一定的启示和警示作用。

背阴处的积雪难融，原因很简单，就

是阳光照不到，与阳面形成了温差。这

种现象在工作中并不鲜见：个别单位抓

安全实不下去、踩不到底，满足于工作布

置了、要求提到了，看似普遍开展了、氛

围形成了，但没有跟踪问效、一抓到底，

最终留下一些盲区、死角、漏洞。这些

“积雪”具有隐蔽性、复杂性、潜伏性，很

难被直观发现、一次性消除。

“针尖大的窟窿能透过斗大的风。”

血的教训证明，许多安全隐患，藏于“背

阴处”；许多安全事故，起于“细微点”。

不论是墨菲定律还是海恩法则，都印证

了小概率事件不仅是征兆，更是警报。

如果抱有“我不会那么倒霉”的侥幸心

理，缺乏“血管再细，破了也会流血”的清

醒，最终必然积小成大、积微为危，变“隐

患”为“明患”，让“小患”成“大患”。

“祸患常积于忽微。”背阴处的积雪

不清除，安全事故就难以避免。对事故

“零容忍”，就要对隐患“零容忍”。每一

名官兵都要对安全工作如履薄冰，对细

小隐患如临大敌，善于抓大防小，长于小

中见大，既抓“大庭广众”，也盯“犄角旮

旯”，早预判形势、早发现隐患、早解决问

题，真正使安全触角延伸到全领域、全时

空、全过程，防止“积雪”日久“结冰”，彻

底铲除安全隐患的土壤。

清除“背阴处的积雪”
■谭惠国 吴 旭

电影《流浪地球 2》中有这样一个场

景：刘培强接受航天员选拔时，听到机器

人 MOSS 提出的问题后，准备发表感慨、

吐露心声，但刚一开口就被打断，并提示

禁止使用比喻、反问、暗示等语式，以防

将来造成空间站事故。这种求简务实的

要求，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与反思。

农村有句土话，叫“说话不打粮食”，

意思是说一些没用的话。军人是要打仗

的。血火战场，军情紧急，每一次讲话、每

一份命令都可能事关战场胜败。如果说

一些“不打粮食”的空话虚话套话，就可能

吃苦头、打败仗。翻一翻战争年代的一些

电文，有的只有短短几句话甚至几个字，

但字字“重千钧”，句句“打粮食”。

“ 语 言 者 ，君 子 之 枢 机 ，谈 何 容

易 ！”文 风 是 一 种 软 实 力 ，也 是 一 种 战

斗力。文风不正，危害极大。如今，个

别 单 位 文 牍 主 义 还 有 表 现 ，起 草 的 文

件材料言之无物、中看不中用，自己说

不清、别人看不懂、打仗用不着。有的

讲 话 发 言 还 追 求“ 四 六 句 ”“ 无 三 不 成

文 ”，讲 意 义 提 要 求 多 、出 主 意 拿 对 策

少，等等。

备战打仗来不得半点水分，必须与

假大空虚、繁文缛节、穿靴戴帽那一套决

裂。通俗易懂、言之有物、简明扼要的文

风话风，作用于战时，养成于平时。改文

风关键在戒虚向实、向战为战。只有着

眼胜战打赢、坚持平战一致，下发的每一

份通知、每一份文电都用实战标准量一

量，删繁就简、高度凝练，力求用语简单

干脆、信息传递准确，点滴做起、久久为

功，方能养成打仗需要的好文风。

少说“不打粮食的话”
■谢钰锟 何 花

热播电视剧《县委大院》里有这样一

个场景：会议结束时，县委书记吕青山说：

“我说几句关起门来的话。”与会者立刻放

下手中的笔，唯有新人林志为仍准备做笔

记，一旁的同事赶紧提醒制止。

俗话说：好话不背人。关起门来的

话，当然是不希望其他人听到，言外之意

就是：这事儿咱们知道就行，不宜对外

讲。其实，这样的场景似曾相识。在总

结工作、召开内部会议、开展批评与自我

批评时，也会听到个别领导干部讲：“关

起门来讲，我们的问题还有很多”“说句

不该说的话，有些问题还比较严重”。换

而言之，敞开门来讲，就没有这么多问题

或者问题就没那么严重了。

常言道：谁家锅底都有灰。从表象

上看，关起门讲问题是为了单位的集体

荣誉。其实不然。我们党的组织和单位

不是“小圈子”“小团体”，不存在你的我

的、门里门外，无论出于何种考虑，都不

能将问题藏着掖着，搞“家丑不可外扬”

那一套。这种习惯于关起门讲问题的做

法，反映出一些党员干部政绩观不端正、

工作指导思想有偏差，对党的事业和单

位发展都十分有害。

“护短短更短，遮丑丑更丑。”关起门

讲问题，往往是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把

“短”和“丑”隐蔽藏匿，让大事化小、小事

化了，这不仅影响解决问题的时效性、有

效性，还会把小问题拖大、大问题拖炸。

同时，把问题关在门里，群众无法了解情

况，上级难以掌握实情，直接妨碍党委科

学决策，影响党的形象威信。而且，关上

门后往往是对内不讲原则、统一口径，对

外不谈问题、避重就轻，久而久之欺上瞒

下、弄虚作假之风必然盛行。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要学会这么一

种领导艺术，不要什么事情总是捂着……

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成绩不讲跑不

了，问题不讲不得了。共产党人从不掩耳

盗铃、讳疾忌医，有问题向来摆在桌面上、

晒在阳光下，有什么问题就讲什么问题，

什么问题突出就解决什么问题。无数事

实证明，问题靠关门是“关”不住的，不如

主动把问题亮出来，克服“怕痛怕丑怕丢

脸”的思想，自揭伤疤、刮骨疗毒，如此才

有可能让问题见底、让群众信服。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讲：“在

党内没有要隐藏的事情，‘事无不可对人

言’，除开关心党和革命的利益以外，没

有个人的得失和忧愁。”疮疤见光易好，

伤口捂着易烂。无论是“打开窗”，还是

“关起门”，每一名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

都要讲真话、讲实话，遇到问题不逃避，

自身问题敢暴露，不遮不掩、亮亮堂堂，

补短板、强弱项、固根本，切实把问题清

单转化为实效清单。

（作者单位：69098部队）

关起门来也要说亮话
■夏红斌

千家万户所忧所盼，人民领袖念之

行之。

一 直 以 来 ，习 主 席 到 地 方 考 察 调

研，常会推开一扇扇百姓家门，走进一

户户普通农舍，问生产生活、察民情民

意、讲惠民政策，摸一摸床上的被子暖

不暖，尝一尝缸里的水甜不甜，看一看

锅里的饭菜好不好。顶风雪、冒酷暑，

踏泥泞、翻山沟，走过谷深水远，走过崎

岖嵯峨，多少风雨兼程的奔波，多少嘘

寒问暖的关切，一次次拉近了人民与领

袖、小家与大国的距离，产生了温暖时

代的民心回响。

一片丹心映江山。《习近平走进百

姓家》一书，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

看望慰问过的 70 多个家庭和村居中，选

取了有代表性的 32 个采访对象，回忆温

暖往事，述说幸福变迁，展望美好愿景，

生动记录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

的历史进程，深入刻画了“人民领袖爱

人民，人民领袖人民爱”的感人场景，充

分展现了共产党人“我将无我，不负人

民”的价值担当。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2013

年 4 月 9 日，习主席来到海南省三亚市

博 后 村 ，在 玫 瑰 产 业 园 的 田 间 和 黎 族

老 乡 话 家 常 时 ，留 下 这 句 温 暖 而 坚 定

的话语。短短 10 个字，既通俗易懂又

铿锵有力，说到了老乡们的心坎儿里，

道出了习主席至深、至浓、至热的人民

情怀。

习主席的“金句子”，老乡们的“好

日子”。当年大着胆子给习主席递黎族

斗笠的村民李玉梅激动地说：“时间过

去快 10 年了，我们的村子和我的家庭都

发生了很多很多的变化，博后村变成了

亚龙湾旁边一颗小小的明珠，盼望着您

能再来看看。”从艰难度日到小康富足，

从贫困黎村到富美乡村，博后村的沧桑

巨变和乡亲们的幸福生活，是对习主席

关怀嘱托的最好回应，更是对“小康不

小康，关键看老乡”的最生动诠释。

“全面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党

中央制定的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

哭还是笑”“农村要发展，农民要致富，关

键 靠 支 部 ”“ 只 要 有 信 心 ，黄 土 变 成

金”……习主席这些耳熟能详的“金句”，

许多都是从百姓屋檐下，在万家灯火时，

传遍了大江南北，点亮了千家万户。脱

贫攻坚的动员令，在太行山东麓的炕头

上发出；精准扶贫的崭新思路，在武陵山

腹地的农家院里诞生……这些滚烫的话

语，像晨钟一样唤醒了大山深处的小山

村，像春风一样吹绿了大江南北的农家

院，从此山欢水笑、处处欢歌。

“愿借天风吹得远，家家门巷尽成

春。”有人言：“几千年来，中华帝国一直

是一只巨大的空荡荡的胃。”如今，一条

条乡村公路，一排排搬迁新房，一座座

种植大棚，一间间明亮课堂，演绎着千

山 万 水 的 巨 变 ，诉 说 着 人 山 人 海 的 幸

福。山河锦绣，人民幸福是最温暖的底

色。保定市阜平县龙泉关镇骆驼湾村

唐宗秀一家，“小院的花香，从山里飘向

山外”；镇江市丹徒区世业镇永茂圩自

然村洪家勇一家，“我们家的日子过得

比风景画还要美”；遵义市播州区枫香

镇花茂村王治强一家，“政策好，我们笑

得越来越开心”……告别贫困的中华大

地春意盎然、生机勃勃，拥抱幸福的 14

亿多中国人民定格为一张张笑靥如花

的“全家福”。

“初心与民心碰撞的叮当声，比美

妙音乐还动听。”甩掉贫困帽子的父老

乡亲们，纷纷给习主席捎来了喜讯，发

出了邀请。“如果总书记再来，我们要献

上自己种植的鲜花，讲一讲我们的好日

子”“从靠天吃饭的西海固，到富庶美丽

的全国特色小镇——闽宁镇，移民们的

生活越来越好”“如今的大湾村，风景

好、环境美、老百姓生活幸福，俺们心里

天天都乐滋滋的”……这是最动人的春

消息，这是最动听的春光曲，这是“每家

的日子都像芝麻开花——节节高”的真

情流露，这是“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感恩

总书记，感恩共产党”的深情表白，这是

“一心一意跟党走，坚信明天更美好”的

坚定信念。

民心，是一片公正的大地。共产党

同人民，永远是“骨与肉”的血脉相依，

是“舟与水”的慎终如始，是“鱼与水”的

不离不弃。生死与共、并肩奋斗，何惧

风 雨 ？ 众 志 成 城 、和 衷 共 济 ，何 事 不

成？永葆为民本色、满怀为民真情，始

终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济群

众之所困，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

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我们一

定能够创造新时代更加辉煌的业绩。

（作者单位：漯河军分区）

家家门巷尽成春
■邵天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