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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里有话

作者：王永贞

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最重

要 的 成 果 ，就 是 正 式 提 出 和 系 统 阐 述

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党的宣传思想文化

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会议

还明确要求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改进创新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我

们应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

入学习领会习主席关于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

立精神之柱、树价值标杆、育时代新人，

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价值引领，为全体

人民团结奋斗提供精神支撑。

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

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

非曲直的价值标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

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

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

心价值观。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魂无定所、行无

依归。正如习主席所说，“核心价值观是

一个国家的重要稳定器，能否构建具有强

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

定，关系国家长治久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植根于中华

文化沃土，熔铸于我们党领导人民长期

奋斗的伟大实践，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

的价值追求，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

强大力量。习主席对宣传思想文化工

作作出“七个着力”的重要指示，其中之

一是“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

程上，社会思想意识和价值理念日益多

元多样多变，需要我们进一步发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进一步强

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把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融入

社会发展、融入日常生活，更好构筑中

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习主席指出：“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

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

也应该巍然耸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全部成果的

总括和结晶。没有坚实、先进的物质文

明，一个国家和民族就会缺乏昂首于世

的物质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

习主席把精神文明建设贯穿改革开放和

现代化全过程、渗透社会生活各方面，全

面展开精神文明建设各项工作，取得了

巨大成就。实践证明，只有物质文明建

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

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

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突出特色，就

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

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不仅要在物质上强，

更要在精神上强。这就要求我们在推

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

将物质文明的发展与精神文明的进步

统一起来，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推动

“两个文明”协调发展，不断增强新形势

下“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自觉、

政治自觉、行动自觉，努力促进物的全

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

我军作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

人民军队，从创建之日起，就牢记党和人

民的嘱托，坚持把“培养什么人、怎样培

养人”作为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引导官

兵始终保持鲜明的政治立场、坚定的信

仰信念、崇高的革命精神、优良的作风纪

律，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精

神文明建设上始终走在前列。这不仅为

我军发展壮大、克敌制胜提供了强大思

想保证和重要力量源泉，而且对全民族

产生了巨大精神影响，为社会文明进步

作出了重大贡献。人无精神则不立，国

无精神则不强。这种政治优势、精神优

势，熔铸成了人民军队的制胜优势。

“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

成。”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

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各级

应坚持以德树人、以文化人，推动理想信

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大力弘扬以伟大

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

系，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强

军梦宣传教育，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

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

精神。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

传教育，持久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

值观，广泛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

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引导官兵争做

“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按照走在前列

的要求大抓精神文明建设，大力弘扬劳

动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创造精神、

勤俭节约精神，带头传播真善美、传递正

能量，不断激发官兵爱党忠诚、爱国奉

献、爱军精武、爱岗敬业的热情。

（作者单位：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

支队）

加强价值引领 提供精神支撑
—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开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③

■沈 蓓 梁赢中

最近，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推出系列纪录片《“党史六对”启示录》，

深受观众好评。“党史六对”指的是“荷

树对”“洞前对”“枣园对”“甲申对”“窑

洞对”“赶考对”。今天，我们仍可以从

中汲取智慧，得到启迪。

1928 年，毛泽东同志和战士们一起

挑粮，在黄洋界的一棵荷树下歇脚时，

他问身边的红军战士：站在荷树下能看

多远？战士们有的说，可以看到江西，

有的说，可以看到湖南。毛泽东接过大

家的话，意味深长地说：对，我们革命者

就是要站得高、看得远，站在井冈山，不

仅 要 看 到 江 西 和 湖 南 ，还 要 看 到 全 中

国、全世界。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因为心存信

念，所以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远方。

习主席曾讲，“我们对于时间的理解，不

是以十年、百年为计，而是以百年、千年

为计”，这折射出共产党人的深邃视野、

广博胸怀和远大抱负。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

百 年 奋 斗 重 大 成 就 和 历 史 经 验 的 决

议》，将“坚持胸怀天下”列为十条历史

经验之一。共产党人就要像“荷树对”

说的那样，“还要看到全中国、全世界”。

1929 年秋，毛泽东和邓子恢在闽西

苏家坡村圳背岩洞前散步时，提出一个

问题：作为一个领导者，他的责任是什

么？邓子恢虽然不乏领导经验，但并没

有 从 理 论 上 思 考 过 这 一 问 题 ，一 时 语

塞。毛泽东说：“依我看，领导者不应有

什么特殊性，领导者的任务就是当群众

的‘传达员’”。他还对如何当好传达员

进行了耐心解释。圳背岩洞前的这次

历史对谈被称为“洞前对”。

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勤务

员，永远不能脱离群众、轻视群众、漠视群

众。正如习主席所说：“不论过去、现在和

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

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

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群众

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

延安时期，枣园是中共中央书记处

所在地。陈云在此休养期间，先后三次

向毛泽东请教——怎样才能少犯错误，

或者不犯大的错误。陈云曾以为，自己

过去犯错误，是由于经验少。毛泽东却

告诉他，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

头 ，并 要 陈 云 学 点 哲 学 。 这 一 互 动 对

谈，后人称之为“枣园对”。

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认

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有效方

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

场观点方法，为我们研究问题、解决问

题提供了“总钥匙”。只要我们掌握了

这把“总钥匙”，就能把思想方法搞对

头，认识问题就能站得高，分析问题就

能看得深，开展工作就能把得准。

1944 年，郭沫若撰写了《甲申三百

年祭》一文，讲述了李自成在农民起义

军占领北京后被胜利冲昏头脑，最终迅

速失败的悲剧。毛泽东对此文十分赞

赏 ，并 推 荐 全 党 认 真 学 习, 警 醒 全 党

“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

误”。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复信中说：

“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

整风文件看待。”

“甲申对”告诉我们，越是取得成绩

的时候，越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越要

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我们应时刻牢记

习主席的告诫：“我们党历经百年、成就

辉 煌 ，党 内 党 外 、国 内 国 外 赞 扬 声 很

多。越是这样越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

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中迷失自我。”

1945 年，抗战胜利前夜，在延安的

窑洞里，面对黄炎培提出的“历史周期

率之问”，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

新 路 ，我 们 能 跳 出 这 周 期 率 。 这 条 新

路，就是民主。”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习主席专

门提到了“窑洞对”：“我们党历史这么长、

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

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

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

有 让 人 民 来 监 督 政 府 ，政 府 才 不 敢 松

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

案，这就是自我革命。”先进的马克思主义

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

淬炼而成的。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

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1949 年 3 月 23 日，中共中央机关从

西柏坡启程前往北京。出发时，毛泽东

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

“赶考”去。周恩来笑答，我们应当都能

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

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

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这就是我们熟

悉的“赶考对”。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

民是阅卷人。”70 多年来，我们党的“赶

考”之心从未改变、“赶考”之志从未动

摇、“赶考”之行从未停歇。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我们应保持不懈

奋斗的“赶考状态”、攻坚克难的“赶考

勇气”、坚守初心的“赶考本色”，努力交

出一份成绩更加优异的答卷。

“党史六对”的深刻启示
■张雪琳

车辆发动后，驾驶员深踩油门，汽

车猛然加速，人体顿时有种座椅在推动

后背的感觉，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推背

感”。车辆性能越优越，“推背感”就越

强。我们练兵备战，也应多些只争朝

夕、时不我待的“推背感”。

网络上有一句话很流行：“在这个世

界里，你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奔跑，才能让

自己留在原地。”对于一支军队来讲，没

有和平时期，只有打仗和准备打仗两种

状态。战争胜负可能是一朝一夕的事，

但决定胜负的力量却是在日复一日的练

兵备战中形成的。在这场和强敌对手之

间展开的马拉松式较量中，不前进就要

落后，前进速度慢了同样要落后。这要

求我们必须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不进

则退的危机感、舍我其谁的责任感，全身

心地投入到练兵备战当中去。每名官兵

都应有这种练兵备战的“推背感”，奋力

跑好属于自己的“这一棒”。

把“推背感”体现在向战为战的观

念上。任期内打仗、随时打仗的思想树

得不牢，谋战务战精力不够集中……我

们应持续破除诸如此类的和平积弊，归

正工作重心，坚决不做无补之功、不为

无益之事。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危机

意识、打仗意识，真想打仗的事情，真谋

打 仗 的 问 题 ，真 抓 打 仗 的 准 备 ，强 化

“ 战 ”的 意 识 、立 起“ 战 ”的 标 准 、找 准

“战”的位置、理清“战”的思路，确保部

队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

仗用劲。

把“推背感”倾注在真打实备的汗

水里。“虑不先定，不可以应卒；兵不闲

习，不可以当敌。”如果说训练是作战能

力生成的“正向积累”，那么打仗则是训

练成果的“逆向释放”。练兵备战是十

年磨一剑，战场比拼则是一朝试锋芒。

各级应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

之变，坚持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打仗

需要什么就苦练什么，部队最缺什么就

专攻精练什么，真正使训练向实战发

力、向打赢聚焦。

把“推背感”落实到制强胜强的本领

上。习主席要求，紧盯强敌对手，大抓实

战化军事训练。各级应以强敌为靶寻求

制胜之法，以强敌为镜检验训练水平，以

强敌为鉴磨砺打赢本领。加强实案化对

抗性训练，加强应急应战专攻精练，加强

军事斗争一线练兵，紧盯对手、紧盯战

场、紧盯目标、紧盯短板，一兵一将强素

质、一招一式练战法，练就“高敌一环、远

敌一米、快敌一秒、胜敌一招”的过硬本

领，确保全时待战、随时能战。

多些练兵备战“推背感”
■海 洋 崔棕泉

公文是协调工作落实、推动工作完成

的规范性文件，其落实质量如何，事关部

队战斗力建设和领导机关形象。如果公

文脱离实际，往往成为一纸空文，不仅起

不到应有的作用，还会助长“五多”现象，

增加基层负担。

万里同志生前常说，“关起门来写文件

是不行的”。为什么个别文件沦为空头文

件？原因在于要么脱离实际、不接地气，要

么空话套话太多、实际指导太少，要么错把

下发文电数量当作工作业绩，要么落实起

来政策之间相互打架、部门之间相互掣肘。

任何一份好文件，都不是靠拍脑袋想

出来、靠妙笔生花造出来的，而是总结经验

教训、汲取群众智慧、综合多方意见的结

晶。领导和机关干部在起草文电时，一定

要加强调查研究，倾听官兵呼声，吸纳多方

智慧，尽可能少发文、发实文，努力让每一

份文电都有针对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作者单位：32039部队）

莫让公文成空文
■彭 媛

某公司选拔人才时强调，要理解和

重视“歪瓜裂枣”型人才，尽管他们并不

完美，却在某些方面有过人之处。这种

用人理念对我们不无启示。

长裂的枣，虽然卖相不好，但裂开是

因为成熟度高，味道反而更甜。所以，不

能简单把裂枣等同于劣枣淘汰掉。正如

人们常说的，峰高谷必深，良马多烈马。

不少拔尖人才往往才华冒尖个性也冒

尖。“舍长以就短，智者难为谋；生才贵适

用，慎勿多苛求。”作为领导干部，选拔人

才时如果不考虑实际需求，一味求全责

备，就会“忌人才之细短，忘人才之所长”。

“荆岫之玉，必含纤瑕；骊龙之珠，亦

有微颣。”领导干部不能把人才的个性特

点当缺点，更不能把无伤大雅的不足看

重，把无关痛痒的问题看大，把无足轻重

的缺点看偏。只有识人之长、容人之短，

包容个性、善待差异，才能做到用人所

长、人尽其才。

莫视裂枣为劣枣
■漆文麟

当某个单位发生事故后，我们既不

能搞“一人得病，人人吃药”那一套，也不

能把事故当故事看，正确的态度应当是

把别人的差错变成对自己的警示，善于

吃他人之堑，长自己之智。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不善于从他

人经验中获得启示是可惜的，不懂得从

他人事故中汲取教训则是可怕的。“见

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

自省也。”然而，总有个别官兵把事故当

故事听，把差错当笑料看，并没有对事故

成因、解决办法、责任追究等认真剖析、

深入思考。这种对事故不以为然、一笑

了之的态度，同样是严重的思想隐患。

“长智”何必“吃堑”时。我们应善于

从别人的教训中受到教育和警醒，真正

把自己摆进去，自敲警钟，自我对照，邻

里“失火”必自查“炉灶”，邻里“亡羊”必

自己“补牢”，从而做到防患于未然。

（作者单位：沈阳警备区）

莫把事故当故事
■张 扬

思深方益远，谋定而后动。年终岁

尾，不少领导机关都在盘点今年得失、筹

划明年工作。如何通过年度工作筹划，

进一步统一思想、理清思路、明确要求、

把握重点？笔者认为，一个重要方面，就

是讲点辩证法。

习主席多次强调，要学习掌握唯物

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不断增强辩证思维

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

的本领。我党我军历来提倡按照辩证法

办事，搞好年度工作筹划也不例外。成

功赖于筹划，事业成于筹划。年度工作

筹划不仅仅是设计几项具体工作，还是

对标对表、看齐追随的过程，是认清形

势、找准定位的过程，是盘点过往得失、

明确发力重点的过程。只有善于处理好

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

的关系，分清大小难易、明确轻重缓急、

摸清内在规律，才能“审大小而图之，酌

缓急而布之”，为新年度描绘出指引前进

的“路线图”、指导工作的“规划图”。

做好年度工作筹划，需要正确处理补

短板与扬长处的关系。每个单位在整体

建设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长处和短板，这

种“长”和“短”并非一成不变的。长处是

单位的优势所在、底气所在，但不能当作

一劳永逸的存在。长处不扬会变短，短板

若补会变长。“短板”效应告诉我们，只有

把这些短板补齐、痛点打通，部队战斗力

才能得到大的提升，各项建设才能实现新

的飞跃。正如习主席所说，“要坚持辩证

思维，转变观念，努力把短板变成‘潜力

板’”。年度工作筹划时，领导机关既要扬

长处也要补短板，把短板作为攻坚克难的

重点，一个一个加长，努力化短板为“潜力

板”，变痛点为“增长点”。

“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

花。”年度工作筹划自然当有新目标、呈

现新气象、勇攀新高度，适当提速加压有

利于部队的发展进步。但是任何事情都

过犹不及，在做加法、压担子的同时也不

能贪多求全。一年的时间是固定的，基

层官兵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在工作筹

划时不做取舍一味加码，安排的活动过

多、指标过高、任务过重，就会使基层分

散精力、疲于奔命，反倒无益。领导机关

在工作筹划时，应坚持实事求是之意，不

搞虚荣浮夸，在做加法的同时不忘做减

法。想想哪些会议可以不开、哪些活动

可以不搞、哪些文件可以不发……这些

减法，对基层官兵而言，是松绑减负；对

战斗力而言，是添薪助力。

工作筹划中，还要注意考虑工作的轻

重缓急。部队工作千头万绪，大致可以分

出既重要又紧迫、重要而不紧迫、不重要

但紧迫几种类型。根据工作性质不同采

取不同对策，这原本不错，但实际情况是，

有很多重要而不紧迫的工作，往往因为时

间要求不太急，便容易一拖再拖。比如读

书学习、基层建设、人才培养等，短时间内

不真抓、不实抓，负面效果一时也显现不

出来，就容易陷入“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

要，忙起来不要”的窘境。抓好这些重要

而不紧迫的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

逸，容不得临渴掘井、临阵磨枪、临机而

发。领导机关在筹划工作时就应以“功成

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重视这

些重要而不紧迫的工作，做到有规划、有

思路、有检查、有考评，努力为部队的长远

发展打下扎实基础。

工
作
筹
划
要
坚
持
辩
证
思
维

■
袁
百
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