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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渊 潭

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

战，是关系我军建设全局的一场深刻变

革。没有统筹就没有协调，没有协调就

没有高效。要如期实现这一既定目标，

必须坚持统筹兼顾，向深化改革要质效，

向科技创新要质效，向战略管理要质效，

抓住窗口期，跑出加速度，积极推动我军

建设高质量发展。

“凡事有其要，执其要者事成。”坚持

统筹兼顾，是习近平强军思想蕴含的当

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军事观和方法论的一

个重要方面。习主席深刻指出：“统筹兼

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科学方法论。它

的哲学内涵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打

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涉

及国防和军队建设各个方面、各个领域、

各个层级，承载的使命非同以往，不但系

统性强、涉及因素多、牵扯面广，而且任

务体量大、能力标准高、时限要求紧。如

何处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关系，

如何处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如何处理军事斗争和其他方面斗争的关

系，如何处理战与建、战与备、战与训的

关系……这些都需要我们全面准确理解

坚持统筹兼顾的内涵要义，把握其真理

性和科学指导价值，学会运用系统观念

观察形势、分析问题、推动工作，拿出攻

坚办法，形成攻坚合力，提升攻坚质效。

“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坚持统筹

兼顾，为我们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

整体性推进这场攻坚战提供了科学方法

指导。现在，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

到了吃劲奋斗的攻坚期、加油加压的冲

刺期。影响备战打仗的瓶颈问题、制约

转型建设的深层次矛盾、阻碍高质量发

展增效的顽症痼疾，就像一个个“拦路

虎”“绊脚石”横亘于道。统筹得好不好，

直接关系到我军建设能否实现质量变

革、效能变革、动力变革，关系到这场攻

坚战的进展与成败。只有加强统筹兼

顾，牢固确立系统集成理念，坚持以重点

突破带动整体推进，以协调联动提高综

合效益，才能避免畸轻畸重、顾此失彼，

避免各行其是、相互掣肘，提高打好实现

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质效。

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骐

骥 一 跃 ，不 能 十 步 ；驽 马 十 驾 ，功 在 不

舍。”再美好的蓝图，再宏伟的目标，都离

不开脚踏实地的努力和只争朝夕的拼

搏。谋划长远、干在当下，体现了共产党

人应有的政绩观、事业观和发展观，彰显

着多出“功成”之力而不求“功成”之誉的

境界和操守。全力以赴打好这场攻坚

战，要求我们增长“审大小而图之，酌缓

急而布之”的智慧，坚定“日日行，不怕千

万里；常常做，不怕千万事”的信念，既要

科学把握总目标、总方向、总要求，进一

步明确任务书、时间表、路线图，下好先

手棋、打好主动仗，又要不驰于空想、不

骛于虚声，把已明确的、必须做的事紧紧

抓在手上，不等不拖、紧张快干，在接力

奋斗中把强军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既 要 整 体 推 进 ，又 要 重 点 突 破 。

习 主 席 指出：“在整体推进的基础上抓

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采取有针

对性的具体措施，努力做到全局和局部

相配套、治本和治标相结合、渐进和突破

相衔接，实现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统

一。”整体推进，才能统筹协调，把握大

局 ；重 点 突 破 ，才 能 以 点 带 面 ，激 发 动

力。提升攻坚质效，必须坚持把军队建

设发展融入强国复兴大局，在全局中“谋

全域”、在长远中“谋一程”。“十围之木，

持千钧之屋；五寸之键，制开阖之门。”应

坚持重点论和两点论相统一，在整体推

进基础上把握重点突破，以重点突破带

动整体发展提升。比如，在深化改革上，

扭住落一子而全盘活的改革用力；在军

事创新上，紧紧抓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

子”；在战略管理上，加快推进以效能为

核心的军事管理革命；在勤俭建军上，从

严控制部队建设运行成本，等等。

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尽

力，重点是把力用足、用到位，努力实现成

果最大化和效果最优化。量力，主要是客

观全面地认识事物、把握规律，提出切实

可行的对策，制定实在管用的措施。量力

而行体现的是科学精神，尽力而为体现的

是负责态度，两者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缺

一不可。《近思录》中写道：“所见所期，不

可不远且大，然行之亦须量力有渐。志大

心劳，力小任重，恐终败事。”任何一个单

位的人力、物力、财力总是有限的，打好实

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必须对客

观条件有清醒认识，既要看到有利的一

面，又要看到不利的一面；既不能盲目冒

进，又不能消极等待，不贪一时之功，不图

一时之名，积跬步至千里，积小胜为大胜，

努力化蓝图为现实、变愿景为实景。

（作者单位：69220部队）

统筹兼顾，提升攻坚质效
—四谈如何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王法军

“要自觉做良好政治生态的有力

促进者”，这是习主席对年轻干部提

出 的 五 点 要 求 之 一 。 正 人 先 正 己 ，

净人先净己。年轻干部理应带头严

于 律 己 、严 负 其 责 、严 管 所 辖 ，坚 决

同 各 种 不 正 之 风 和 腐 败 现 象 作 斗

争 ，永 葆 共 产 党 人 清 正 廉 洁 的 政 治

本色。

所谓政治生态，正是所有党员干

部 整 体 的 联 结 。 干 部 的 一 言 一 行 、

一 举 一 动 ，无 形 中 都 是 在 营 造 一 种

风 气 、提 倡 一 种 追 求 、引 导 一 种 方

向。干部坚守正道、弘扬正气，坚持

原 则 、恪 守 规 矩 ，襟 怀 坦 白 、光 明 磊

落，就会产生“其身正，不令而行”的

效 果 ；相 反 ，如 果 说 一 套 做 一 套 ，人

前人后不一样，台上台下不一样，不

正之风就会上行下效，不断蔓延。

部队是要打仗的，好作风就是战

斗力。在歪风邪气面前，军队年轻干

部尤其要发扬斗争精神，做勇于斗争

的“战士”，不做袖手旁观的“绅士”。

应带头大兴清廉之风，带头落实好管

党治党的政治责任，做到公正用权、依

法用权、廉洁用权，推动形成清清爽爽

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

当好良好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的引领

者、营造者、维护者。

做良好政治生态的有力促进者
■胡广枭 刘含钰

清人冯班曰：大略浮名最害事。人

生在世，很难与“名利”二字完全切割。

客观上讲，名利并不是洪水猛兽，怕的是

好名好利。相对于好利，好名往往不被

世人所察。正如《菜根谭》上所说的，“好

利者，逸出于道义之外，其害显而浅；好

名者，窜入于道义之中，其害隐而深”。

宋人“永嘉先生”曾说，“谈龙肝，夸

凤髓，足以骇人之听矣，至于济饥，则曾

不如菽粟之有益也；陈黼黻，耀文绣，足

以骇人之目矣，至于御寒，则曾不如布帛

之有效也”。其意思是，什么龙肝、凤髓，

什么黼黻、文绣，听起来看起来都觉得了

不得，可若论充饥防寒，还不如粟米和布

帛。浮名恰如这龙肝凤髓、黼黻文绣，中

听中看不中用。古往今来，因浮名而害

事的不胜枚举。

想当年“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

出于“富贵而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

知之者”的目的，灭秦后舍弃关中战略要

地，跑回老家去做西楚霸王，给对手以可

乘之机，最终四面楚歌，拔剑自刎于乌江

边。为求得乡人的知晓与肯定，却痛失

战争良机，即便博得一桩浮名，也不过是

为日后的败北埋下了伏笔。

西晋时曾率军灭吴的大将军杜预，

生怕后人不知道他的功劳，生前请人为

自己刻了两座载有他文功武绩的功名

碑，一座立于岘山之巅，另一座沉于汉水

之底。想的是，哪怕将来天塌地陷、沧海

桑田，高山与江底互换位置，总会有一座

碑石存留于世，为自己扬名。没想到适

得其反，此举却成了他道德上的污点，沦

为后人的谈笑之资。

古 人 说 ：“ 名 之 与 实 ，犹 形 之 与 影

也。德艺周厚，则名必善焉。容色姝丽，

则影必美焉。今不修身而求令名于世

者，犹貌甚恶而责妍影于镜也。”道德高

尚的人通常淡泊名利，也不奢求扬名于

外。孔子舍“闻”而取“达”，他反复强调

君子不应汲汲于求知于他人，不要在意

所谓名声的有无和大小。“不患人之不己

知，患其不能也。”孔子认为一个真正的

君子，只应反省、自责自己的能力不够，

不应焦虑自己的名声不足。

《颜氏家训》有言，“上士忘名，中士

立名，下士窃名”。我党的历史上也有

不少“忘名的上士”。1955 年我军首次

授衔时，毛泽东说：“论功、论历、论才、

论德，粟裕可以领元帅衔。”而粟裕却主

动 请 辞 元 帅 ：“ 评 我 大 将 ，就 是 够 高 的

了 ，要 什 么 元 帅 呢 ？ 我 只 嫌 高 ，不 嫌

低。”钱学森给自己订立了七条治学与

处事原则：不题词、不写序、不参加任何

科技成果评审会和鉴定会、不出席“应

景”活动、不兼荣誉性职务、上年纪后不

去外地开会、不上任何名人录。这七条

自律条款，生动诠释了何为“事业重如

山，名利淡如水”。

求名之心过盛必作伪，谋利之心过

盛必偏执。现实中，有的人只图出名，工

作不扎实、不踏实，干点活儿生怕别人不

知；有的人不能正确对待荣誉，看到成绩

就往自己头上记，见着荣誉就往自己怀

里揽，抢到了名就浑身是劲，得不到利就

垂头丧气。凡此种种，“舍节操之本而求

名”，反而会影响声誉，甚至身败名裂。

“虚荣的人注视着自己的名字，光

荣的人注视着祖国的事业。”看看史书

上那些贪污腐化、窃位素餐、见风使舵、

卖国求荣之人，他们身既为恶，名亦为

恶 ；那 些 廉 洁 奉 公 、劳 苦 为 民 、不 党 不

私、忠贞不屈之人，他们身既为善，名亦

为 善 。《资 治 通 鉴》上 说 ：“ 逃 名 而 名 我

随，避名而名我追。”其实一个人做出了

业绩，即使不图名誉、避谈名誉，也会有

名誉紧随其后。

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不

得、虚不得。倘若沽名钓誉的人多了，不

在备战打仗上下功夫，却在制造“五多”

上费思量，何来克敌制胜的硬核实力？

不在部队建设上出实招，却在推经验、造

声势上耍花腔，怎能锻造能打胜仗的精

兵劲旅？慕虚荣、图虚名的人注定跳不

出“小我”的拘囿；淡泊名利、求真务实的

人才会坚守平凡、创造非凡。奋进新征

程、建功新时代，要求每名官兵不采华

名、不兴伪事，力求做到在真中见境界、

实中显作风、干中出成果。

“ 大 略 浮 名 最 害 事 ”
■李 琳 李荣荣

前不久，习主席在出席解放军和武

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指出，“新兴领

域发展从根本上说源于科技的创新和应

用”“打造新质生产力和新质战斗力增长

极”。新作战概念开发、武器装备研制，

无不以科技为支撑；作战样式、战法运

用，无不以科技为轴心。指挥员科技素

养不高，就指挥不了现代化战争。

技术决定战术，技术形态决定军事形

态。今天，推动军事革命的力量，很大程

度上源于军事科技、军事技术。对指挥员

来说，制约思维创新的，往往不是对军事

理论的理解力，而是对军事技术的理解

力；制约战法训法创新的，往往不是不懂

军事谋略，而是不懂军事技术。我们常讲

的指挥员“五个不会”问题，即不会判断形

势、不会理解上级意图、不会定下作战决

心、不会摆兵布阵、不会处置突发情况，或

多或少都和指挥员军事技术短板有关。

习主席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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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我军在军事斗争准备中，对

官兵尤其是指挥员理论培养较多，缺少对

技术尤其是前沿技术的学习应用；基础的

军事训练较多，装备操作和装备指挥训练

较少，这些都是需要补齐的短板。没有较

高的科技素养和军事技能，连武器装备都

操控不了，更不可能准确判断形势、科学

调配兵力、实施战略战术。

当前，信息化智能化战争已经呈现

加速演进的态势，其智能化、远程化、精

确化特征越来越明显，硝烟弥漫的战场

逐渐变成先进技术的试验场。特别是空

天作战、网络作战、无人作战等新域新质

作战力量，技术含量高、作战机理特殊、

作战效能独特，是供给先进战斗力的重

要力量。近年来，我军盯住战略性、前沿

性、颠覆性技术发展，超前预置布局，强

化军事应用，锻造“大国重器”。使用好

这些新装备，不仅需要“勇敢的心”和“强

有力的手”，更需要“智慧的脑”。

“三军之势，莫重于将。”各级指挥员

应加强现代科技特别是军事科技知识的

学习和运用，熟练掌握新装备、提高新技

能、探索新战法，增强科技认知力、创新

力、运用力。同时，各级领导机关要持续

做好立导向、搭台子、铺路子的工作，通

过发扬军事民主、健全培训机制、细化激

励措施等多种方式，让广大指挥员学习技

术更主动、研究技术有条件、创新技术受褒

奖，更好地透视现代战争、理解现代战争，

更有底气驾驭现代战争、打赢现代战争。

科技头脑不可或缺
■韩 炜

画里有话

作者：周 洁

近日，在 2024 年春季学期中央党

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

开班之际，习主席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要自觉做党的创新理论的笃信笃行

者”。理论修养是干部综合素质的核

心，广大年轻干部要把理论武装作为

重中之重，不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

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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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不学理论，不是无关紧要，而是

关系很大、非学不可，过去要学，现在

要学，将来更要学。现实中，有的干部

理论学习兴趣不浓，学不进去，学习走

形式、装样子；有的干部理论学习不深

入，浅尝辄止，偏好“吃快餐”。诸如此

类，催一催才动一动、想起来才学一

学，理论学习就难以往深里走、往实里

走、往心里走。

“树靠人修，人靠自修。”军队年

轻干部要发扬“吃小米饭，攻理论山”

的优良学风，把理论学习作为一种习

惯、一种追求、一种责任，既要做到强

读强记、常学常新，真学习、真理解，

又要做到淬炼思想、升华境界，真认

同、真信仰。同时，也要深刻领悟蕴

含其中的道理学理哲理，努力掌握贯

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真正把学习

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

大力量。

做党的创新理论的笃信笃行者
■沈大郅 何冠呈

前不久，习主席对年轻干部提出

几点要求，其中之一是“要自觉做对党

忠诚老实的模范践行者”，这是对年轻

干部厚重的嘱托和期望，也是鲜明的

指向和要求。对于党员干部特别是年

轻干部而言，对党忠诚是根本的政治

要求，也是基本的政治品格。

天下至德，莫大乎忠。一名党员

干部倘若“身”在党却“心”不在党、不

讲党“话”，在党不言党、在党不忧党、

在党不为党、在党不兴党，党员意识

淡薄、角色意识模糊，面对大是大非

不敢坚持原则，面对错误言论不敢发

声 亮 剑 ，面 对 歪 风 邪 气 不 敢 较 真 碰

硬，谈何与党同心同德、风雨同舟、休

戚与共。只有做到坚决听党话、跟党

走，始终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忠诚

于马克思主义，才能真心爱党、时刻

忧党、坚定护党、全力兴党。

军事不过硬一打就垮，政治不过

硬不打自垮。军队年轻干部是建军

治军的骨干、强军兴军的中坚，必须

把对党绝对忠诚、坚决听党指挥作为

第一位的政治要求，增强忠诚核心、

拥戴核心、维护核心、捍卫核心的政

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着力提

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

行 力 ，严 守 党 的 政 治 纪 律 和 政 治 规

矩，确保做到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

对可靠。

做对党忠诚老实的模范践行者
■陈维雨

在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之际，

习主席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年轻干部

“ 自 觉 做 矢 志 为 民 造 福 的 无 私 奉 献

者 ，始 终 把 人 民 放 在 心 中 最 高 位

置”。心无百姓莫为官。年轻干部只

有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与

群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盐同咸、

无盐同淡，才能确保党的事业根基永

固、优势永存。

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

我必行之。延安时期，我们党要求干

部“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

面”。对共产党的干部来说，只有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向人

民讨价还价的权利；只有勤勤恳恳为

人民谋幸福的责任，没有从人民身上

捞好处的特权；只有吃苦在前享受在

后的要求，没有多吃多占以权谋私的

好处。

“我们是鱼，人民是水，我们就在

这水中游泳。”军队年轻干部要牢记为

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发

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保持同

人民群众鱼水情深、生死与共的关系，

始终做人民信赖、人民拥护、人民热爱

的子弟兵。同时，也应强化为兵情怀

和群众观点，狠抓经常性基础性工作

落实，积极为官兵排忧解难，持续纯正

部队作风风气，全面锻造“三个过硬”

基层。

做矢志为民造福的无私奉献者
■侯 飞 门建新

习主席对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

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年轻干部“要自觉

做勇于担当作为的不懈奋斗者”。肩

扛千斤谓之责，背负万石谓之任。年

轻干部在本职岗位上敢担当、勇作为，

愿挑最重的担子、能啃最硬的骨头、善

接烫手的山芋，方能在直面问题、破解

难题中不断打开工作新局面。

“党把干部放在各个岗位上是要

大家担当干事，而不是做官享福。”干

事担事，是党员干部的职责所在，也

是价值所在。是否具有担当精神，能

否忠诚履责、尽心尽责、勇于担责，照

出的是干部的能力与素养，考验的是

干部的党性与作风。只有将勇于担

当 作 为 一 种 行 为 自 觉 、一 种 崇 高 追

求、一种品质修养，把困难想在前头，

把工作做在前头，把责任担在肩头，

才能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展现新作

为、创造新业绩。

军人的肩膀，扛着千钧重担；军人

的担当，刻着事不避难。军队年轻干

部要自觉把强军使命放在心上、把兴

军责任扛在肩上，奋勇当先、勇挑重

担，苦干实干、奋斗奋进，切实做到无

愧殷切重托、不负伟大时代、不辱强军

使命。各级党委也要着力完善担当作

为激励和保护机制，敢于为担当者担

当、为负责者负责、为干事者撑腰，让

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蔚然成风，切

实把精神状态激发出来，把奋进力量

凝聚起来。

做勇于担当作为的不懈奋斗者
■宋 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