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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里有话

玉 渊 潭

作者：周 洁

加强理论武装是管根本、保方向的

基础工作。理论武装的深度，决定着政

治敏感的程度、思维视野的广度、思想

境界的高度。

第 二 批 主 题 教 育 人 员 基 数 更 大 、

类 别 更 多 、范 围 更 广 ，理 论 底 子 相 对

薄弱。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

基 础 ，政 治 上 的 坚 定 源 于 理 论 上 的 清

醒 。 用 党 的 创 新 理 论 武 装 广 大 党 员 ，

是我们党开展党内教育的一个优良传

统 ，也 是 检 视 党 内 教 育 是 否 取 得 成 效

的 一 条 重 要 标 准 。 只 有 准 确 把 握 特

点 ，把 理 论 武 装 作 为 重 中 之 重 ，把 理

论学习作为主题教育的首要任务并贯

穿 始 终 ，真 正 在 学 思 用 贯 通 、知 信 行

统 一 上 下 更 大 功 夫 ，才 能 筑 牢 信 仰 之

基 、补足精神之钙 、把稳思想之舵，确

保主题教育取得实效。

理论武装是炼就“金刚不坏之身”

的 法 宝 。 理 论 武 装 的 重 要 性 不 言 而

喻，“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

不学理论的危害性显而易见，“没有理

论的人容易被‘俘虏’”。当前，“根不

深”和“风不止”的双重挑战摆在我们

面 前 。 一 方 面 ，一 些 干 部 尤 其 是 年 轻

干 部 理 论 根 底 不 深 ，对 革 命 理 论 缺 乏

亲 近 感 。 另 一 方 面 ，敌 对 势 力 妄 图 对

我军官兵拔根去魂，企图通过移植“政

治病毒”洗脑惑心、松土动根。面对复

杂 局 面 和 严 峻 形 势 ，我 们 必 须 保 持 高

度警惕。越是形势复杂、任务艰巨，越

要 通 过 理 论 武 装 凝 魂 聚 气 ；越 是 价 值

多元、思想多样，越要通过理论武装强

基固本。

观诸现实，那些陷入“信仰之惑”的

官兵，往往都是“理论贫困”的结果。比

如，有的理论学习兴趣不浓，学不进去，

学习走形式、装样子；有的理论学习不深

入，浅尝辄止，偏好“吃快餐”。尤其要看

到，党的二十大以来在阐述党的二十大

精神过程中又提出了一些新观点，进一

步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党的创新理论每前进一步，理

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如果理论武装不

能持续跟进，不能走心入脑，没有触及灵

魂的层面，没有达到精神洗礼的程度，主

题教育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俗 话 说 ，吃 别 人 嚼 过 的 馍 没 味

道 。 加 强 理 论 武 装 的 方 法 有 很 多 ，但

“学习理论最有效的办法是读原著、学

原文 、悟原理”。因为只有读“原著本

身”，才“不会让一些简述读物和别的

第二手资料引入迷途”。“读书百遍，其

义自见。”对第二批主题教育确定的必

读书目，要通过“一章三遍读，一句十

回吟”，真正做到学懂弄通。应坚持干

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深入学习

习主席关于本部门本领域的重要讲话

和 重 要 指 示 批 示 精 神 ，跟 进 学 习

习 主 席 最 新 重 要 讲 话 和 文 章 ，牢 牢 把

握推动工作的根本遵循。

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学习的

目的全在于运用。学风问题是学习“第

一个重要的问题”。现实中，一些党员

在理论学习中学用脱节，根子就在于学

风不纯不正。大力弘扬马克思主义学

风，应坚持用科学理论之“矢”去射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之“的”，真正把学习落

实到铸牢理想信念上，落实到锤炼坚强

党性上，落实到做好本职工作上，坚决

防止学用“两张皮”。

延安时期，我党明确要求“各级领

导和理论专家要经常而不是偶尔地到

抗大和部队领着大家学马列”，正是这

种领学，使广大干部战士有了浓厚的学

习兴趣。自学时需要学而不厌，领学时

则需要诲人不倦。第二批主题教育中，

领导干部须尽好领学带学促学之责，自

觉运用个人学习成果搞好答疑释惑、讲

好专题党课。须结合基层实际，有侧重

地划出重点精学篇目，明确学习的标准

要求，帮助基层官兵更好理解基本观点

和要求。应搞好“理论翻译”，通过多

元 、新鲜 、时尚的表现形式，把虚的变

实，将远的拉近，将繁的化简，让基层官

兵听得懂、学得进、悟得透，从而越学越

爱学，越学越想学。

“我们的学习运动是必要的。我们

是能够学习的。学习已经看到了成绩，

将来还会有更多的成绩。”理论就是武

器 ，思 想 就 是 力 量 。 第 二 批 主 题 教 育

中，广大党员只要把理论武装当作一种

职责、一种境界、一种追求，就一定能以

理论上的更清醒，促进政治上更坚定、

思想上更敏锐、行动上更自觉。

（作者单位：阿里军分区）

更加注重理论武装
—精心组织实施第二批主题教育

■贾洪杰

违纪问题和案件影响部队建设、牵

扯领导精力、伤害官兵家庭、制约个人进

步，对党风政风社风造成的危害更广。

如何避免？近日，连续多年没发生重大

违纪问题和案件的某部领导，在上级组

织的安全工作会议上分享了他们这样一

条体会——把“思想预警”工作做扎实。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人的一切行为

都是思想的外在表现。思想出了问题，

行为迟早出格。“明者远见于未萌，智者

避危于无形。”“十次出色的事后补救，也

抵不过一次成功的事前防范。”从一定意

义上讲，能不能扎实做好“思想预警”工

作，考验的是一名领导的前瞻眼光、管理

水平和责任意识。

“思想预警”之要在“预”。“祸之作，

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所有违

纪问题和案件都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

程，即便再隐蔽，也有征兆可循、苗头可

见。如果见怪不怪、麻木不仁，缺少“草

摇叶响知鹿过”的敏锐、“松风一起知虎

来”的警惕和“窥一斑而知全豹”的预测，

是不可能做到防患于未然、避危于无形、

止损于未发的。要想少“遇见”危险，必

须多“预见”风险。只有预设“监控网”、

预判“风险点”、预置“工作队”，系好思想

上的“安全带”，善于从细枝末节中发现

蛛丝马迹、从司空见惯中查找问题端倪、

从平稳态势中洞察动向变化，预备后手、

预留底牌，才能有效清除隐患苗头，及时

防范化解各种风险。

“思想预警”之重在“警”。这里的

“警”，是对官兵异常思想行为或违规违

纪苗头的警告、警示，目的是提醒官兵提

高警惕、保持警戒。实践表明，凡是警示

教育抓得扎实的单位，事故案件的发生

率普遍较低。“警者，闻而言之为敬。”发

现了苗头不提醒，出现了兆头不制止，其

实就是“帮凶”。有的时候，隐患与案件

之间的距离并不遥远，甚至只是一念之

间、一步之遥。“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

人之所忽者也。”日常工作中，划出“警戒

线”、上好“警示课”、亮出“警示牌”，“绿

灯”时瞪大眼睛不麻痹，“黄灯”时提高警

惕不放松，才能避免官兵贸然闯“红灯”

受处罚。

“思想预警”之本在“责”。“思想预

警”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环环相扣、

事事关联，责任落空则一空百空，必须扭

住责任抓落实，以责任链紧固预警链。

应人人有责，厘清权责清单。“思想预警”

人人都应置身事内，没有特殊例外，各级

党委、纪委和行业部门须做好防的工作，

多教育、常监督、勤提醒、严把关；干部骨

干应当好“触角”，及时感知报告异常言

行，做诤友进诤言，关键时候喝一声、拉

一把。应人人尽责，形成工作合力。“思

想预警”工作头绪多、涉及广、周期长，必

须走好群众路线，强化“人人都是末端、

个个都是主角”意识，发动大家一起来

做，确保严格履职不挂空挡，确保不留漏

洞隐患。应人人负责，注重传导压力。

“思想预警”是治未病的隐性工作，难有

显性政绩，必须以精准追责倒逼各负其

责，层层传导压力压势，对于发生的问

题，要深挖严查，既对当事人追责，又对

相关人员问责，释放“有责要负责、失责

必问责”的强烈信号，推动“思想预警”各

项工作落地落实、常态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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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装备的技战术性能是否熟知、对

新技术新手段是否用得及时精确、对操

作信息系统是否熟练……今年某部每次

综合演练复盘，都将各级指挥员对新技

术新装备新力量的运用情况进行专项评

估，逼着大家把拥有科技头脑作为指挥

能力的刚需。

“当技术浪潮在四周汹涌澎湃的时

候，最需要的是更新、更勇敢的头脑。”

新 科 技 催 生 新 装 备 ，新 装 备 产 生 新 战

术。在这一链条中，科技是基础性的。

指挥员如果没有科技头脑，发挥武器装

备潜能、科学调配运用兵力、合理实施

战 略 战 术 就 是 一 句 空 话 。 正 因 如 此 ，

习主席明确要求，部队领导干部，不仅

要有政治头脑和军事头脑，还要有科技

头脑。

指挥员明天指挥的战争，是信息化

智能化战争。拥有科技头脑不是选择

题，而是必答题；不是可以绕过去的弯，

而是必须跨过去的坎。强者常内观，胜

者永守责。拥有科技头脑，除了要像全

军挂像英模苏宁那样，面对技术差有“你

不着急吗”“你不奋发进取吗”的自省自

励，还必须有把军人职责牢牢记在心里，

以此要求自己主动跟上时代进步的思想

自觉和行动自觉。

意识是一个人真正的力量。目前，

科技是核心战斗力已成共识，但让所有

指挥员都拥有科技头脑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现实中，认为懂科技是技术干部的

事的有之，对科技一知半解的有之，知而

不善用、不会用的也有之。未来战争，从

单兵装备到作战平台，从演训想定到作

战方案，无不蕴含着很高的科技含量，无

不考验着指挥员的科技素养。如果这些

问题不解决，不仅难有“真正的力量”，还

可能会因一个指挥员的头脑“断电”导致

全局“断链”。

毛泽东同志指出：“各级指挥员首先

是军事技术专家。”指挥员是不是军事技

术专家，指挥效能大不一样。“时代楷模”

郝井文之所以指挥作战能力强，一个重

要原因就是他非常重视装备技术挖潜，

实现了装备作战效能的最大化。

“将军的伟大与天才之处就在于，善

于根据军事技术的新萌芽、新进展，及时

更新过时的军事思想，变革旧的作战方

式 。”当 前 ，许 多 部 队 正 在 组 织 各 种 演

训。沙场硝烟起，正是强脑时。各级指

挥员只有在演训中锤炼科技认知力、创

新力、运用力，前瞻筹划先进技术战场运

用，主动探索先进技术实践路径，才能以

更强的科技头脑，积蓄练兵底气、提高打

赢胜算。

（作者单位：陆军步兵学院）

科技头脑是指挥能力刚需
■姜大伟

航天员费俊龙前不久荣获“二级航

天功勋奖章”后，有记者问他，我国航天

员的过硬素质是怎样练成的。费俊龙

回答：“专业专业，就是要专。心驰银

河，只为飞天。我们航天员的精力，几

乎全部用在了航天事业上。”

无独有偶，近日，最美新时代革命

军人、28 次参加比武竞赛 23 次摘金夺

银的武警新疆总队某支队副参谋长成

林，在与刚到军营的新战友分享成长体

会时说：“方向不对，努力白费。精力用

在本职上，军旅人生自然精彩。”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精力所在就是

精彩所在。古往今来，那些成就非凡的

人物，尽管成功途径各异，但对事业投

入主要精力是共同特点。要成为行业

翘楚，就得“没日没夜地研究细节和发

展前景”；要站上事业之巅，就得剪除杂

念，一心一意往前冲。正如一位哲人所

说：“要想事业有成，诀窍无他，把全部

精力用在它上面就是了。”

有研究者对古今中外的 200 位科学

家分析后得出一个结论：“相对于天赋，

他们对本领域本专业持续深耕，精力不

外移的精神更加可贵。”这个结论，印证

了那句名言：“精力聚焦，才会燃烧。”

精 力 聚 焦 并 非 局 限 视 野 、固 守 一

隅 。 恰 恰 相 反 ，心 有 全 局 才 有 价 值 排

序，胸有丘壑方能分清主次，精力聚焦

的本质是剪掉那些不必要的“枝丫”。

它是静水深流、是淡然纯粹，彰显的是

上进精神，展现的是踏实态度，体现的

是人生智慧。

近代思想家梁启超说：“敬业主义，

于人生最为必要，又于人生最为有利。”

居里夫人的会客厅里，只有一张简单的

餐桌和两把陈旧的椅子，她最烦的是无

聊的交际。自传《我的信念》中，居里夫

人这样写道：“我在生活中永远是追求

安静的工作和简单的家庭生活……我

必须把更多精力用在研究上。”

精力聚焦，必须把握角色定位，分

清“本”与“末”，摆正“责”与“好”。陈毅

同志酷爱诗词，他的诗挥洒自如，别具

一 格 。 有 人 建 议 他 出 诗 集 ，却 被 他 婉

拒。除了谦逊，最重要的原因是担心本

末倒置，影响工作。闲暇时，他以诗人

的敏锐捕捉时代喷薄而出的艺术灵感，

但作为人民公仆，他理性地将更多的精

力投入到火热的事业之中，赢得了人民

的爱戴。

把精力用在本专业上，有利于以一

当十。1943 年，在中共中央召开的陕甘

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毛泽东同志针

对一些党员干部“就是不顾人民困难只

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

无已”的现象深刻指出：“只知道向他们

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

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

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

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那么，

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

僚主义的灰尘。”

“责守明则谋政专，勤于正事必疏

于邪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上海传出

一则新闻，说古稀之年的巴金将大摆宴

席庆再婚。绯闻何来？巴金检讨自己，

那段时间他不断被邀请参加会议，频繁

为人站台，根本不像个作家。随后，巴

金在散文《结婚》中这样感慨：“一个作

家的名字不署在自己的作品上，而经常

出现在新闻中间，难怪读者们疑心他会

干出种种稀奇古怪的事情来。人的精

力，还是要用在本职上呀。”

1942 年 12 月，邓小平同志在《庆祝

刘伯承同志五十寿辰》中写道：“伯承同

志是勤读不厌的模范。”对此，刘伯承这

样说，军人理所当然要把精力用在研究

打仗上，要是用偏了，战士是会骂你的，

敌人是会高兴的。

“守不忘战，将之任也；训练有备，

兵 之 事 也 。”军 人 的 第 一 身 份 是 战 斗

员 ，第 一 职 责 是 备 战 打 仗 。 要 想 灭 敌

于战场上，须先把精力放在战场上；要

想 拒 敌 于 国 门 之 外 ，须 先 把 杂 念 排 除

在 心 门 之 外 。 军 旅 人 生 ，不 为 名 利 所

绊，不为进退所忧，不为利益所扰，不

为喧嚣所动，一丝不苟钻研战争，一门

心 思 准 备 战 事 ，把 有 限 的 精 力 放 在 谋

打赢上，真正做到我的战位我胜任、我

的 战 位 党 放 心 ，就 一 定 会 在 时 间 深 处

留下闪光的足迹。

（作者单位：94106部队）

精力在哪里，精彩就在哪里
■罗嘉乐 艾宗兴

一年中秋节，一位领导在拒收一名

部属的礼物后这样反思：难道我有处事

不公平的地方？是不是我之前不小心收

礼了？那天，这位领导三省吾身，回想自

己有哪里做得不对的地方。

以“ 礼 ”为 镜 ，这 样 的 做 法 值 得 借

鉴。现实告诉我们，上下级的礼尚往来，

不少是“利上往来”。试想，如果领导公

道正派使用手中权力，公开透明处理敏

感事务，还能严惩送礼者，谁还会把节日

当成疏通关系的良机，把礼物当成拉近

距离的武器？

古人云：“礼见德，众广而告之。”对

铁面无私、坚持原则的领导，送礼者只能

是望而却步；而对一身正气、一尘不染的

领导，闻之者必然不会以礼开道。由此

可见，想送礼者会不会送礼，主动权在领

导手里。中秋节、国庆节将至，笔者提醒

有人登门送礼的领导，不妨多些以“礼”

为镜的反思和坚辞不受的自觉。

以“ 礼 ”为 镜
■申鹏天

开国上将彭绍辉一次到部队突击

检查战备工作时，赞扬某部二营“哨子

一响就马上能拉出去打仗”，并要求其

他 单 位 都 向 二 营 学 习 ，“ 以‘ 戒 ’为 常 。

过 节 不 能 玩 性 太 大 ，忘 记 当 兵 是 干 啥

的了。”

“ 三 军 以 戒 为 固 ，以 怠 为 败 。”

习主席节日前后视察部队，都要求部队

加强战备值班，保持高度戒备状态。戒

备状态，从根本上说就是打仗状态，是

一支军队精神状态、战略战术、军事训

练 、武 器 装 备 等 实 战 化 水 平 的 集 中 体

现。打仗和准备打仗，是军人只能有的

两种状态，节日期间也不能例外。战争

史表明，节日不喜欢战争，但战争却偏

爱节日。越是“万家团圆日，举国欢庆

时”，越要“挽弓当满弦，将士带甲眠”。

以“戒”为常，不是口号，而是行动，

是对作战预案的烂熟于心，是对敌情我

情的了如指掌。过节不忘战备、抓实战

备，方能以枕戈待旦、箭在弦上的状态，

慑止潜伏在欢娱背后的“战争恶魔”。

以“ 戒 ”为 常
■刘 宁 石 磊

中秋节、国庆节前夕，某部计划组

织 官 兵 开 展“ 多 读 几 本 书 ”活 动 ，提 倡

官 兵 节 日 期 间 留 下 几 张“ 静 ”的 照 片 。

这种过节多充电的做法，值得点赞。

爱因斯坦说：“人的差异在于业余

时 间 。”这 当 然 不 是 绝 对 的 ，但 至 少 是

一 个 重 要 原 因 、一 个 别 有 新 意 的 提

示 。 中 秋 节 、国 庆 节 期 间 ，聊 聊 天 、打

打球、玩玩游戏，无可厚非。但如果把

这 么 多 的 时 间 都 用 在 休 息 娱 乐 上 ，不

仅可惜，而且浪费。更何况，读书也是

一 种 休 息 ，一 种 积 极 健 康 而 像 精 神 疗

养一般的休息。

“人读等身书，如将兵十万。”爱阅

读 的 军 人 不 孤 独 ，常 读 书 的 军 人 不 会

输 。 节 日 期 间 ，捧 卷 而 读 ，掩 卷 而 思 ，

用 读 书 充 实 闲 暇 时 光 ，于 字 里 行 间 眺

望 远 方 ，读 读 理 论 、经 典 、兵 书 、新 书 ，

让自己当“书迷”，使周身盈“书香”，节

日必然会更有意义。

以“ 节 ”为 梯
■杨加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