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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思想是一个政党的精神旗

帜。指导思想先进，发展才能行稳致

远。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帝国主义的

野蛮侵略和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引起

了马克思高度关注。马克思、恩格斯曾

经科学预见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出现，

甚至为他们心中的新中国取了个靓丽

的名字——“中华共和国”。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

“真理之光”，给苦苦探寻救亡图存出路

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全

新选择。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一

个勇担民族复兴历史大任、一个必将带

领中国人民创造人间奇迹的马克思主

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

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作为一个

高度重视理论指导并富于理论创造精

神的政党，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

结合，先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

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正是在这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成果的指引下，中国革命、建设和改

革才取得一次次胜利，不断把伟大事业

推向前进。

“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

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

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习主席

带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巨大的理论

勇气和实践智慧，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回答了新

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问题，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又一次伟大飞跃，开辟了马克思主义

发展新境界。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

当从哪里开始。”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强军思想是党的军事指导理论

最新成果，是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

路、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行动

纲领。

科学的军事理论就是战斗力。人

民军队之所以不断发展壮大，关键在于

始终坚持先进军事理论的指导。习近平

强军思想把我们党对国防和军队建设

规律、军事斗争准备规律、战争指导规

律的认识提升到新高度，实现了马克思

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

是人民军队的强军胜战之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国防和军队建设也进入了新时代。实

现国防和军队建设2020年阶段性目标，

开启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而

把我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新征程，

使命十分光荣，责任十分重大。“道有夷

险，履之者知。”行进在强军征途上，还

有许多矛盾问题等待我们去破解，许多

艰难险阻等待我们去攻克。只有牢固

确立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

设中的根本指导地位，全面准确学习领

会、毫不动摇贯彻落实，才能攻坚克难，

不断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

理论上的认同是最根本的认同，思

想上的追随是最内在的追随。从某种

意义上说，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

度，决定着政治敏感的程度、思维视野

的广度、思想境界的高度。习近平强军

思想与官兵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得到全

军高度认同、真诚信仰、坚定追随。理

论一经群众掌握，就会转化为强大的物

质力量。当前，学习强军思想、干好强

军事业成为部队建设的主旋律，成为全

军上下的共同意志和追求。

党的军事指导理论每前进一步，军

队理论武装就应跟进一步。每一位党

员干部都应当把学习理论当作一种神

圣职责、一种终生追求，按照学懂弄通

做实的要求，更加自觉地用以武装头

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做到学深悟

透、融会贯通、真信笃行，自觉做习近平

强军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执行者、

模范践行者。

（作者单位：63936部队）

让真理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从新中国70年奋斗历程汲取前行智慧和力量②

■杨 欢

跨界思维

“错不起的学生，对不了！”数学特

级教师华应龙常把这句话挂在嘴上。

不怕错误、把错误当成“金矿”，华应龙

给这种教学方式取名“化错”。华应龙

解释，“化错”，就是用所学的“正”来对

“错”加以解释，达成“错”与“正”的融

通。在他看来，差错只与正确相差一

点，再拐个弯就对了，只有善于从差错

中看到正确，才能寻觅到新的可能。

放在军事训练创新上，其实也是如此

道理。

对于军人来说，在战场上真的是

错不起，因为错一步就可能危及自己

和战友的生命、影响战争走向。但也

正是因为战场上错不起，在平时的训

练中更要不断试错，消除各种在战场

上可能产生错误的问题点。只有不断

地试错，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补齐

短板，并且在不断地试错中探索创新，

这样才能全方位提升打赢能力。如果

在平时的训练中就因为怕出错而缩手

缩脚、畏首畏尾，始终在已知的经验范

围内“打圈子”，到了战场上，面对瞬息

万变的战场环境，就只有手足无措、

无所适从的份儿了。

当下，全军部队正在大力推进训

练创新，但要看到，害怕出错、不敢

试错的情况在一些单位仍然存在。有

的面对一些价格高昂的新装备不敢

训，训练起来也谨小慎微，就怕一出

错把装备弄坏了；有的是被上面各种

任务催促着，没有时间探索，也没有

时间创新；有的组织训练谈“错”色

变，就怕别人说自己不懂军事不懂训

练……这种不敢错、错不起的心态捆绑

了许多人的手脚，让他们总在原地打

转，在创新面前止住了脚步。

必须看到，现代战争形态在持续发

展演变。紧跟时代发展实现战斗力转

型升级，必须大胆探索、勇于创新，而探

索创新本身就是在正确与错误之间的

不断试探。“如果把所有的错误都关在

门外的话，真理也要被关在门外了。”只

有允许试错、宽容失败，才能保护创新

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让官兵在军事

训练中放开手脚、大胆创新。从这个意

义上说，创新不仅需要勇气和胆识，能

容错试错的环境也十分重要。

基层官兵处在训练一线，最善于

发现问题，也富有创新精神。但有的

也由于担心出错，使得对战斗力提升

有利的想法难以付诸实践。这就需要

各级能够建立一个科学的容错机制，

以鼓励广泛的探索创新。对于那些由

于先试先行、缺乏经验、客观条件不成

熟等因素而导致的失误，应视情予以

宽容；对创新者不应以一次失败就“一

票否决”，应让他们卸下思想包袱，甩

开膀子大胆尝试。

当然，也要防止这种容错机制被当

作“免死牌”滥用，探索创新也应在科学

组织、深入研究基础之上，保证即使试

错也要是有价值的错误，而不是低级错

误，这样才能达到“化错养正”的效果。

“错不起”怎能“对得了”
■李浩爽

历史的讽刺总是那么尖刻，闭关锁

国的大清偏偏有高官坐牢坐到外国去

了——说的就是大清两广总督叶名琛。

1858年1月5日，英法联军攻陷广

州，拉开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幕，而

作为战争主帅的叶名琛干了什么？

只见他面不改色地端坐在衙门，颇

有些唱“空城计”的意思。可英国人却不

想学司马懿，他们鸣枪横刀地一路杀来，

径直把叶总督虏了去，送到印度加尔各

答关押，其间难免饱受羞辱。一年后，据

说他坚持不吃“夷食”，最后绝食而死。

“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

走。”这是谣谚对叶名琛有些刻薄却不

失准确的概括。虽然叶大人“不食周

粟”之死令人叹息，但作为军事、内政、

外交等重权统揽在握的封疆大吏，在这

次危殆国运的败仗中，他注定是那个最

不光彩的人物——战前他派主力去围

剿起义军，造成广州守备空虚；战端肇

始，他又冥顽扶乩，对军情告急“置之不

理”，反倒是遣散乡勇放弃抵抗；可笑的

是，他还想着让洋人把他送到英吉利，

准备去和女王逞口舌、辩是非……

说起来这叶名琛曾是个显赫的人

物，但凡功名仕途，几乎如探囊取物。

问题是他只知取利禄、索官爵，是个如

李鸿章讥笑的“首鼠两端之庸人尔”。

不识天下大变局之时势而获取了持掌

外交的大权，不懂用兵之道却攫取到拥

兵自重之权……倘若在风平浪静的年

代，这样的人在官场倒也可以混个油光

水滑的。可一旦危机迫近，需要出力担

事时，他必然“一局走残皆破眼”，以自

取其辱的悲剧结束了一生。

论及“辱”字，不论口味多重的人，

想来都不会去自取而得之。可历史总

是超出我们的想象，许多精于攘权夺

利、善于趋利避害者，最终都把自己扮

成了自取其辱的丑角。如同曹植所言：

“兰茝荪蕙之芳，众人之所好，而海畔有

逐臭之夫。”

如意有时并不如意。没想到，乾隆

皇帝的第一宠臣和珅之死，竟与一柄如

意（与俗称的“痒痒挠”相似之物）相关。

乾隆六十年的一个夜晚，乾隆皇帝

决定把安放在乾清宫“正大光明”牌匾

后的继位密诏取出，准备数日后公布。

由于要拟写诏书、筹办传位大典等诸多

事务，乾隆召来几个心腹的枢阁近臣秘

密进行。这是皇朝最高机密，其中利害

人人皆知，谁也不敢妄动妄言。可聪明

绝顶的和珅，却从中发现了一次投靠新

皇帝的对赌之局。

不知他是怎样避开那些耳目的，反

正当夜他秘密潜入了当时还只是一个

普通亲王的永琰的住所。见面后并无

对话，只是将一柄玉如意缓缓地、郑重

地奉上，四目一对，整出了一点心领神

会的意思后，匆匆离开。

宫中皇位之争弄得皇子们个个乌

眼鸡似的，和珅用玉如意传递的信息永

琰岂能不知晓。可待继位后一想，原本

堂堂皇皇的事，被和珅这么一掺和，竟

变得有些鬼鬼祟祟了。更何况今天你

出卖先帝的机密换恩宠，明天保不齐也

拿我去换银子呢。

就这样，和珅自以为妥帖精妙的政

治投资竟然招来杀身之祸。3年后，88

岁的乾隆皇帝无疾而终，没有了靠山的

内阁首辅兼首席军机大臣和珅很快被

拿下。紧接着，嘉庆皇帝在宣布其20条

大罪后，赐令自缢。而那夜的秘事，成

为大罪之首：“……先递如意，漏泄机

密，居然以拥戴为功，其大罪一。”

“多少绿荷相倚恨，一时回首背西

风。”据说这是和中堂被打入大牢后

抄录的杜牧诗句，不管他有多少悔

恨，可此番抄家灭门给和氏家族带来

的灾祸与耻辱，难道不全是他自取而

得来的吗？

陈毅有一首大家都很熟稔的《七

古·手莫伸》。其实，人生有所索取无可

厚非，可一旦把手伸向那些不该伸的地

方、不该取的东西，那就是“伸手必被

捉”，那就叫自取其辱。

伸手取来几多辱
■郑蜀炎

玉 渊 潭

八一时评

基层观澜

人生有所索取无可厚非，可一旦把手伸向那些不该伸的地

方、不该取的东西，那就是“伸手必被捉”，那就叫自取其辱。

“在外学习了3个月，回去光补笔

记就用了7支笔”“年年都在抄条令条

例，一年抄条令能抄满三四个笔记

本。而且今年抄完了就收起来销毁，

第二年又开始从头抄”……学理论就

是抄理论、学条令就是抄条令，调研

中发现，在基层部队，这种单纯以抄

代教、以抄代学的状况仍然存在。

一些基层官兵反映，所谓“学习

体会不再限制字数”“剪报代笔记”

“自主式笔记”“不看‘教育痕迹’只

看‘思考痕迹’”等等，那都是“别

人家的单位”，放到本单位身上，以

前怎么抄的，现在还怎么抄，无非是

抄得更整齐、更好看一点。至于本子

里满满当当的理论要点、事故案例、

这效应那定律，没有时间细想，也来

不及联系自身想。

确实，一些教育内容，写下来可

以起到加强记忆的效果。但是，满本

子是否就等于满脑子？这种上课就是

听听写写、下去抄抄背背，检验就是

字数分数，是否真的可以实现教育目

的、起到教育效果？如果是，为什么

一些官兵一上这种教育课就打瞌睡？

为什么那么多官兵对于抄笔记这么厌

烦，甚而将这种厌烦转移到了教育课

本身？

归究起来，这种把教育过程机械

化分解、效果数值化理解的现象，背

后主要是教育者的惯性思维和怠惰思

想在作怪。对于个别教育者来说，一

直以来都是这么做的，要让官兵记

住，那就是抄；怎么证明上面下达的

教育计划按时开展了，还是得抄；为

了应付上面的检查，也是得抄。虽然

上面说过教育笔记不用规定字数、检

查不能光翻本子，但是只要在本单位

没有形成具体规定，那就是马褂改棉

袄——老一套。再者，打破旧习惯，

自己花费的力气更大。在这些因素

的作用下，政治教育在一些单位便陷

入了表面化简单化的境地。

政治教育课，关键在质量，而教

育的质量，源于重实际、求实效。人

们常说，世界上最难的事就是“把思

想装进别人的脑袋”，而我们的一些教

育者却把这项工作的层级看低了，也

看简单了。满足于简单化表面化的结

果，就是使许多好传统和好制度，发

挥不出应有的功效。

政治工作应是朝气蓬勃的，只有

积极探索与当下实际相适应的方法

手段，才能增强教育的时代性和感

召力，使思想引领落实到每名官兵

心里去。说到底，最重要的还是考

评体系的创新，从最终落脚点上去

倒逼教育方法手段改变和内容创

新，如此“生命线”方能更好发挥

作用。

“满本子”不等于“满脑子”
■何 敏

据悉，某犯罪团伙冒充“军委干部”
等身份，通过微信群发展会员 12万余
人，并以缴纳费用即可获得“军人编
号”、享有“军人一切待遇”等为幌子，累
计诈骗 3000 余万元。日前，公安机关
依法抓获 29名主要犯罪嫌疑人，有力
打击了不法分子的恶劣行径，维护了军

人声誉和形象。
这正是：
军人身份神圣，

冒用诈骗岂成？

越过法律红线，

定要落网受惩。

张颖科文 周 洁图

近日，央视新闻在微博上发起的

“我和国旗同框”话题，目前阅读量已达

4.1亿次。网友纷纷投稿，晒出自己和

国旗的合影，道出一个个与国旗合影背

后的故事，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到来

之际向祖国“表白”。

一位在国外留学的学子投稿：“在

英国留学，因为想家，跑到大使馆找找

祖国的感觉，在门口对着国旗唱了遍国

歌，照了一张照片才走。”

一位妈妈晒出2岁4个月的儿子面

向国旗敬礼的照片：“我家旁边是武装

部，每天遛弯必经之地，（儿子）每次路

过必定站在警戒线外敬个礼。”

一位年轻人晒出奶奶在故宫手拿

小国旗的照片：“毕业一年后攒钱带

家人专门去北京旅游，奶奶在逛的时

候捡的五星红旗，之后就一直带着，

从北京带回了家乡，她说五星红旗不

能乱扔。”

……

变换的背景，变换的人，不变的是

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

鲁迅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

都和我有关。在“我和国旗同框”的故

事里，则是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

和这面旗帜有关。

国旗是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最

高标志之一，国旗意识是国家意识和民

族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旗上飘扬

着国家尊严，凝聚着爱国情感。这种感

情朴实无华，不需要任何的修饰和夸

张。正如路遥在《祖国到底是什么》中

所写：“我想呀，想呀，每一次想起‘祖

国’这两个字，心里便泛起一阵温柔的

波浪，眼里便涌起一片晶莹的泪花，血

管里便奔腾一股股热血……”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

所系、情之所归。生于斯、长于斯，

自然情感系于斯、认同归于斯。国家

为我们提供遮风避雨、阻挡欺凌的庇

佑。“国是千万家，有国才有家”，这

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爱国是人类

普遍的道德品格和法律义务。一个人

不爱国，甚至背叛祖国，那在自己的

国家、在世界上都是很丢脸的，也是

没有立足之地的。

回望中国过去百年历史，正是爱

国热情使然，一代代仁人志士上下求

索、前赴后继。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抗

击侵略，誓死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

严；坚决反对民族分裂，维护国家统

一和民族团结；积极投身祖国建设，

促进社会发展进步……正是在爱国主

义旗帜的召唤下，中国人民在推动历

史进步的拼搏中迸发出排山倒海的磅

礴伟力。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

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更

是中国这棵参天大树永远葱郁繁茂的

力量源泉。

迈入新时代，我们比以往任何时代

都更加需要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

背负着近代以来一百多年的深重苦难，

面对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艰巨任务，肩负着为人类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的使命担当，全体中华儿女必须

更加紧密地团结凝聚起来，才能克服前

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共同走向更

加光明的未来。

我军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秉持

爱国主义是军人的天性。作为新时代

青年官兵，我们更应把爱国之情化为报

国之志、强军之行，强化忧患意识、危机

意识、打仗意识，随时准备为祖国效命

疆场；提高打仗本领，扛起新时代革命

军人的神圣使命。

“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

愿意中国好吗？”这是 1935年 9月 17

日，南开大学老校长张伯苓在新学年

“始业式”上，让新老同学自省的三个问

题。彼时九一八事变发生、祖国东北沦

陷，山河破碎、百姓流离，乃是中华民族

生死存亡的历史时刻。时间易逝，历史

已往，忧国之思难忘。如今，我们虽然

不再受战乱侵扰，远离水深火热，物质

和精神生活愈加丰足，但也不妨时常自

问上这三问。

爱
国
是
每
个
人
的
本
分

■
陈
晓
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