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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好用好《习近平强军思想学习纲要（2023年版）》大家谈

经中央军委批准，《习近平强军

思 想 学 习 纲 要（2023 年 版）》印 发 全

军。这是深入持久扎实开展习近平强

军思想学习教育的基本教材，各级应

学好用好这一基本教材，推动学习贯

彻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

毛泽东同志曾在《改造我们的学

习》中，把“满足于一知半解”作为一种

“极坏的作风”。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

论如掘井汲泉，必然要经历一个由表

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尤其要克服这

种作风。“凿井者，起于三寸之坎，以就

万仞之深。”只有钻进去、钻得深，才能

探得源头活水，尝到真理的味道。

“好书不厌百回读，深钻细研意

自新。”各级要紧密结合主题教育，把

纲要纳入学习计划，作出周密安排。

广大官兵应坚持原原本本学、及时跟

进学，全面学习领会这一思想的重大

意 义 、科 学 体 系 、精 髓 要 义 、实 践 要

求，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

论认同、情感认同，努力把学习成效

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强军事业的强大

力量。

深学笃信，如凿深井
■刘 坪 柳 征

思 想 的 利 箭 从 来 不 是 用 来 赞 美

的。中国共产党人善于用马克思主义

之“箭”去射中国现实之“的”。学习

习近平强军思想，也应做到知行合一，

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

理论的价值在于实践，学习的目

的在于运用。习近平强军思想既部署

“过河”的任务，又指导解决“桥和船”

的问题，为认识、分析和解决问题提供

了“金钥匙”。学好用好《习近平强军

思想学习纲要（2023 年版）》不能坐而

论道，就好像一“箭”在手，搓来搓去，

“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

愿意放出去”。必须在学懂弄通做实

上下功夫，做到学以致用、用以促学、

学用相长。

“为学之实，固在践履。”各级应

锚 定 建 军 一 百 年 奋 斗 目 标 ，坚 持 学

思 用 贯 通 、知 信 行 统 一 ，一 手 抓 学 、

一手抓做，把精神状态激发出来，把

奋 进 力 量 凝 聚 起 来 ，把 学 习 成 效 转

化 为 推 进 强 军 事 业 、履 行 使 命 任 务

的生动实践，努力在以学铸魂、以学

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方面取得

更大成效。

（作者单位：武警河南总队）

知行合一，如箭射靶
■李海涛

“文须字字作，亦要字字读；咀嚼

有余味，百过良未足。”学习习近平强

军思想，必须精思细悟，做到知其言更

知其义，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法国哲学家卢梭说：“读书不要贪

多，而是要多加思索，这样的读书使我

获益不少。”作家秦牧则主张“牛嚼”式

的精读，牛吃草后，再反刍倒嚼，嚼烂嚼

细，使草料变细变软，更容易吸收。学

好 用 好《习 近 平 强 军 思 想 学 习 纲 要

（2023年版）》，也需要一个反刍的过程，

这不是机械的重复，而是渐进的深化，

是一个入心入脑的过程。

学之愈深，则知之愈明 、行之愈

笃。学习习近平强军思想，必须在学深

悟透、融会贯通上下功夫，多一些“好学

深思，心知其意”的悟性和“锲而不舍，

金石可镂”的韧劲，深入学习领会“十一

个明确”的主要内容以及蕴含其中的当

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军事观和方法论，努

力实现“从厚读薄，从薄读厚”的消化吸

收再转化，以“生动的学习”深悟“生动

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真正做到体

系领会、深入理解、全面把握。

精思细悟，如牛反刍
■韩伟峰

玉 渊 潭

画里有话

作者作者：：周周 洁洁

在最近这场防汛救灾“遭遇战”中，执

行任务部队的各级领导干部，率先垂范、靠

前指挥，以模范行动带动部队、感召官兵，

立起了新时代指挥员应有的好样子。

“ 立 起 新 时 代 指 挥 员 好 样 子 ”，是

习主席对军队各级指挥员提出的殷切嘱

托。“军之大事，命在于将”“三军之重，莫

过于将”。作为指挥打仗的决策者、训练

演练的组织者，指挥员平时担负练兵备

战之责，战时受领带兵打仗之命，其军事

素养、训练水平、指挥能力的高低，直接

关系到战场胜负。习主席指出，军队能

不能打仗、能不能打胜仗，指挥是一个决

定性因素。“但得辕门能拜将，边墙何用

两三重？”我军从胜利走向胜利，一个重

要原因是拥有一大批智勇双全、能征善

战的指挥员。打仗就是打将，这是亘古

不变的铁律。只有立起新时代指挥员好

样子，才能解决好“两个差距很大”“两个

能力不够”“五个不会”等问题，才能在党

和人民需要的时候，做到召之即来、来之

能战、战之必胜。

千军万马，首看指挥。现代战争错综

复杂，只有心怀“国之大者”、军之大事、战

之大局，以大时代观、大系统观、大变革观

深研强军胜战之道，才能纲举目张、驾驭全

局。当年，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正式

拉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堪称战

略决定成败的典范。新时代指挥员须立

足世界大局、时代大势，善于站在战略高度

知变、识变、应变，勇于做“桅杆上的瞭望

者”，彻底来一场军事思维和战争理念的

“头脑风暴”，重塑战争指导的认识论和方

法论。善于从历次战争考验和危机处理

中探寻因应策略，从军事斗争准备中研习

制胜招法，真想打仗的事情，真谋打仗的问

题，真抓打仗的准备，做到有能力有底气打

赢未来战争、决胜未来战场。

气为兵神，勇为兵本。汉代飞将军李

广血性骁勇，与匈奴大小70余战，总是冲锋

在前，敌寇闻之丧胆；开国上将许世友以大

刀对战“武士刀”，单手提刀只一回合，便战

胜了日本军官。新时代指挥员应保持“逢

敌亮剑、舍我其谁”的底气、“勇往直前、笑傲

沙场”的锐气和“平时忘我、战时忘死”的虎

气，更加突出智慧与智勇，锻造抗强制强、向

战而生的血性胆魄。自觉涵养“天地存肝

胆、江山阅鬓华”的博大情怀，做到“受命忘

家、临阵忘亲、击鼓忘身”，以英雄信念坚定

奋斗意志，以英雄风范滋养浩然正气，通过

“勇敢的心”和“强有力的手”产生的倍增效

应，真正把革命英雄主义刻在骨子里、融入

血液中、落到胜战上。

立起好样子，重在锻造本领。“为将

不通天文，不识地理……不明兵势，是庸

才也 。”作为指挥员 ，能战为本 ，胜战为

要。唯有紧盯时代之变，常怀能力之忧，

提高制胜之策，方能在全新高端的战争

较量中不辱使命，回答好习主席提出的

“胜战之问”。刘伯承元帅一生“论兵新

孙吴，守土古范韩”，终成用兵精巧的军

神；粟裕大将一辈子最大的爱好就是观

地形、看地图，彻夜研判战势、研究对手，

终成常胜将军。优秀的指挥员要像他们

那样，聚焦提升联合指挥能力，带头练谋

略、练指挥、练应变，把心思精力用在研

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上，善于把

技术谋成战术、把潜力谋成能力，练就练

好与强手高手对阵过招的硬功夫。

（作者单位：武警山东总队）

立起新时代指挥员好样子
■张 钧

现代战争的较量，说到底是人才之

间的较量。人才工作，说到底是为战争

准备人才。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入

朝作战的部队经历战争锻炼的时间之

长世界罕见，而且养成了以劣势装备迎

战优势装备之敌的特长。所以在与经

济实力、军事实力对比悬殊、力量极不

对称的强敌较量时，依然能够以灵活机

动的战略战术取得胜利。志愿军官兵

“剑不如人剑法却高于人”，表现出令世

人叹服的指挥艺术和战术技巧。斯大林

曾亲口对彭德怀说：“你是一个创造现

代战争奇迹的人。好比用大刀长矛和

来复枪作战。”

军队是为打仗而存在的，打仗和

准备打仗是军人的天职，也是军队使

命 职 责 之 所 在 。 习 主 席 在 中 央 军 委

人 才 工 作 会 议 上 强 调 ，必 须 把 能 打

仗、打胜仗作为人才工作出发点和落

脚点。革命战争年代，军队人才工作

聚 焦 一 切 为 了 前 线 、一 切 为 了 胜 利 ，

依托战争实践，培养了一大批听党指

挥 、能 征 善 战 、英 勇 不 屈 的 军 事 人 才

和英模人物。与战争年代相比，我军

虽然不同时期担负的使命任务不同，

但 作 为 战 斗 队 的 根 本 职 能 始 终 没 有

变，聚焦备战打仗加强人才建设的根

本导向始终没有变。

人才强则事业强，人才兴则军队

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军坚持打仗

需要什么人才就培养什么人才，大抓

实战化军事训练，彻底扫除与备战打

仗要求不符的和平积弊，不拘一格选

贤任能，立起了标准导向，归正了育人

重心。实践表明，只有让人才供给侧

精准对接战场需求侧，才能提高战时

人力资源响应敏捷性准确度，确保我

军人才能够驾驭现代战争，有效履行

新时代使命任务。

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我国安全形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大，

我军建设正处在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

目标的关键时期。确保如期实现这一

既定目标，是人民军队必须扛起的时代

重任、必须交出的历史答卷，也是必须

兑现的军令状。现在，距离实现这一目

标只有短短几年时间，我们必须聚焦建

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扎实抓好人才队伍

建设，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

按照能打仗、打胜仗的要求，切实在人

才培养上投入更大精力，集中更多资

源，构建新型军事人才体系，建强联合

作战指挥人才、新型作战力量人才、高

层次科技创新人才、高水平战略管理人

才等各方面人才队伍，加快军事人员现

代化，更好发挥人才对强军事业的引领

和支撑作用。

下棋找高手，弄斧到班门。畏难

怕强是常人的普遍心态，但成大事者

无不以强者为师。抓训练需要我们紧

盯强敌对手，这是因为以对手为镜，可

以识己之短；以对手为师，可以学人之

长；与对手过招，可以长己之能。抓人

才培养同样应树立对抗思维，努力锻

造 高 于 对 手 、强 于 对 手 的 人 才 方 阵 。

应着眼战略制衡，加快培养战略力量

和新域新质力量人才，在岗位实践中

把人才练出来、训出来、逼出来，积聚

非对称人才优势。

人才抓建非一朝一夕，但必须只争

朝夕。今天的人才布局，决定着明天的

人才格局、竞争态势，是与对手长远的

比拼和较量。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军事革命日新月异，战

争制胜观念、制胜要素、制胜方式发生

重大变化，机械化时代的人才与信息化

智能化时代的人才在能力结构需求上

虽然有一定共性，但已经发生了本质变

化。要想取得军事竞争新优势，我们必

须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

适应现代战争加速向智能化演变趋势，

前瞻未来战场，加强人才工作战略布

局，建设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

的军事人才队伍。积极营造尊重人才、

求贤若渴的社会环境，待遇适当、后顾

无忧的生活环境，公正平等、竞争择优

的制度环境，努力为人才心无旁骛钻研

业务创造良好条件。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锻造高于对

手、强于对手的人才方阵，必须坚持战

斗力生成规律和人才建设规律，牢固树

立人人都是人才、人人皆可成才的理

念。健全军队院校教育、部队训练实

践、军事职业教育三位一体的新型军事

人才培养体系，统筹推进识才、聚才、育

才、用才等各方面改革创新，推动军事

人员能力素质、结构布局、开发管理全

面转型升级。加强顶层谋划，创新培养

模式，坚持走好人才自主培养之路，注

重在重大任务和斗争一线培养和发现

人才，打通从院校到部队、从课堂到战

场的人才培养链路，齐心协力把新时代

我军人才工作做得更好。

（作者单位：32677部队）

锻造高于对手强于对手的人才方阵
—开创我军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工作新局面系列谈⑤

■陈 真 王亚男

袁隆平院士一生致力于杂交水稻

技术的研究、应用、推广，几十年如一

日，书写了“禾下乘凉梦，一梦逐一生”

的华章；“两弹一星”元勋朱光亚讲过，

“我这一辈子主要做的就这一件事——

搞中国的核武器”；黄旭华院士潜心投

身核潜艇事业，以“不可告人的人生”回

答了“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这一经

典命题……

近日，习主席在江苏考察时强调，

“国家现代化建设为年轻人提供了广阔

舞台”，寄语年轻研发人员“要把握历史

机遇，大显身手，勇攀科技高峰”，勉励

大家“要立志高远、脚踏实地，一步一步

往前走，以十年磨一剑的韧劲，以‘一辈

子办成一件事’的执着，攻关高精尖技

术，成就有价值的人生”。

俗话说：“功贵其久，业贵其专。”一

个人要想取得成功，就要专注于一件

事，把一件事干到底、干精彩，干到极

致、干出名堂。“一事精致，便能动人，亦

其专心致志而然”。一鸣惊人的辉煌背

后，往往是一场漫长而寂寞的奋斗长

跑。“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吴大观说的

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自从投身发动机

事业之后，一天也没改变努力的方向。

不研制出自己的发动机，死不瞑目！”国

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王泽山院士也

曾立下人生誓言：“我一辈子做一件事，

就是火炸药的研究，这是国家给我的使

命，我必须完成好！”

“贵有恒，何须三更起五更眠；最无

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一辈子办成一

件事，重要的是专注于目标，坚持不懈、

一往无前。1969年，39岁的屠呦呦临危

受命，接受了国家疟疾防治项目“523”办

公室艰巨的抗疟研究任务。在整个研究

过程中，屠呦呦和她的课题组成员筛选

了 2000 余个中草药方，整理出了 640 种

抗疟药方集，靠着买来的 7口大缸，在几

间平房里用土法提炼青蒿素，经历了

190 次失败之后，终于在低沸点实验中

发 现 了 抗 疟 效 果 为 100%的 青 蒿 提 取

物。“常常是最后一把钥匙打开了门”。

如果心态浮躁、定力不强，这山望着那山

高，注定难以走出浅尝辄止的泥淖。

一辈子办成一件事，离不开“一事

未了、寝食难安”的强烈责任心和使命

感。“敦煌的女儿”樊锦诗，1963 年从北

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来到敦煌

莫高窟，至今已从事敦煌文物事业整整

60 年。北京出生、上海长大的她，把锦

瑟华年留在了无垠的荒漠，用无数个日

夜丈量千年时光，彻底改变了“敦煌在

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境遇。樊锦诗

曾说：“是一种魅力，一个极大的吸引力

在吸引我。实际上是我对它有了感情，

愿意留下。后来就上升为一种责任，一

种使命。”她让我们感受到了“我心归处

是敦煌”的赤子之心和“择一事、终一

生”的精神魅力。

从根本上讲，一辈子办成一件事，

还需要涵养信念与情怀。1962 年，塞

罕坝林场的建设者们来到荒漠沙地，住

的是干打垒，睡的是马架子，喝的是雪

水，吃的是黑莜面酸菜，坚持植树造林，

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中国工

程院院士、国防科技大学教授高伯龙，

坚信“别人能干成的，我们也一定能干

成”，毕生致力于激光陀螺技术的科研

攻关，创造了该领域里的“中国精度”，

人们赞誉他是“一束永不消逝、至纯至

强的激光”……名利之外，总有更高的

境界与价值，值得我们为之奋斗、奉献，

乃至牺牲。一个坚信“生命从来系家

国”，愿意为之付出一切的人，一个心怀

大我、追求无我的人，何事不可成？何

事不可为？

约翰·戈达德是 20 世纪著名探险

家。当有人惊讶地追问他，是凭借着怎

样的力量，让他把那许多注定的“不可

能”都踩在脚下时，他微笑着回答：“很

简单，我只是让心灵先到达那个地方。”

排除一切干扰、集中全部精力，把每一

件事做到极致，我们就一定能看到别样

的风景，迎来生命的丰盈。

一 辈 子 办 成 一 件 事
■张 迪

最近，随着雨季的到来，许多城市

降水频繁，城市内涝问题再次引起了

人们的关注。专家指出，建设城市时，

应该考虑到可能会发生的各类情况，

加强城市应对各种问题的韧性，留足

“安全冗余”。

“安全冗余”是安全领域的一个概

念，为增加系统的可靠性，人们会对一

些关键部件或功能进行多重备份。当

意外发生时，冗余配置的存在能使系

统快速恢复工作，从而提高安全性能，

降低故障风险。比如，重要电子设备

通常采用双重电源；大型货车通常都

有备胎，等等。

冗余配置投入不菲，而且一时又

难见效益，容易给人一种“十防九空”

“得不偿失”的印象。但是，如果没有

这些备份手段，一旦出现问题就可能

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试想，大多医院

里都有不少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的

患者，如果停电时没有备用电源会怎

样？客机在空中飞行时，一旦发动机

发生故障，如果没有备用发动机又会

怎样？

战争是不确定性的王国。现代战

争中，情况瞬息万变，对抗异常激烈，

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随时都有可能发

生。有了备份预案、备份手段和备份

人才，当战争不期而至时，一支部队才

能有备无患，沉着应对，夺取胜利。否

则，注定会吃苦头、栽跟头。伊拉克战

争中，美军某旅指挥所被一发迫击炮

弹击中，信息系统遭到破坏，由于缺乏

备份通信手段，导致该旅作战指挥中

断了一整天。

古人云：“凡属艰难危险之事，必预

筹而布之，务有一定之法，并计不定之

法。”我们必须以极限思维做好军事斗争

准备，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

考虑得更深入一些，在最复杂、最危险、

最困厄的情况下留足“安全冗余”。比

如，我们在作战筹划上，应进一步细化作

战构想、创新作战方法、完善战法体系，

周密慎重地做好部署，做到一场战争多

种预案、一次行动多手准备。

粟裕大将在《改进今后作战的几

个问题》中曾谈道：为了适应连续作战

的需要，战前要指定代理人，准备一批

预备干部。如同体育比赛中要有替补

队 员 ，部 队 打 仗 也 要 有“ 备 份 人 才 ”。

如果缺少人才，或者“备份人才”不足，

一旦上了战场，随着人才“消耗”，战斗

力链条就会“掉链子”，能打仗、打胜仗

就成了一句空话。只有把“备份人才”

备得过硬、备得充足，才能加固战斗力

链条，确保在未来战场上所向披靡、克

敌制胜。

（作者单位：96745部队）

“安全冗余”绝非多余
■李 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