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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稳则国家稳，制度强则国家强。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75 载

栉风沐雨，75 载春华秋实。从建国之初

的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到今日的民富

国强、复兴在望，沧海桑田的历史巨变，

昭 示 的 是 国 之 兴 衰 系 于 制 的 历 史 逻

辑 。 循 治 乱 兴 废 之 迹 、究 盛 衰 隆 替 之

理，人们不禁对中国制度的艰难探索感

慨万千，对中国制度的博大精深由衷赞

叹，对中国制度的雄浑伟力无比自豪。

“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制

度是定国安邦之根本，具有全局性、稳

定性和长期性。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国

家，政权要巩固，社会要稳定，人民要富

裕，都离不开制度的保障。而选择什么

样的国家制度，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

化 、社会性质 、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

这既不能急于求成搞制度上的浪漫主

义、理想主义，也不能邯郸学步、照抄照

搬。立足中国社会实际，在中国历史传

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

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中

国 制 度 ，其 鲜 明 特 点 就 是 合 实 际 而 适

宜、合实际而管用。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制度将

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

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

最好的制度。”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

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作为矢志不渝的

追求。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团结带领

人民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总结、不

断创新，坚持植根中国大地，吸吮中华

文化精华，借鉴人类文明成果，形成了

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

色，具有深刻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

逻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

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的高度

来定位制度，深刻回答“坚持和巩固什

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课题，深

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特

点、建设规律、优势效能、演进方向等的

认识，实现了“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

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

得明显成效”的目标，书写了“中国之

制”新篇章，创造了“中国之治”新辉煌。

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国家强盛与否

的重要体现。新中国成立前，我国是积

贫积弱的落后农业国家，人均 GDP 只

有几十美元。新中国成立 75 年来，我们

党带领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奇迹

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

从 站 起 来 、富 起 来 到 强 起 来 的 伟 大 飞

跃。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概括为

13 个方面的显著优势。这既是理论层

面的概括提炼，也是生动实践的深刻总

结，更蕴含着我们创造“两大奇迹”和

“伟大飞跃”的制度密码。

习主席强调：“鞋子合不合脚，只有

穿的人才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好不好、优越不优越，中国人民最清

楚，也最有发言权。”实践是检验制度优

劣最好的试金石。我们何以能创造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人类减贫史上的

奇迹？我们何以能在反华势力遏制打

压 下 取 得 一 个 又 一 个 重 大 创 新 成 果 ？

我们何以能够统筹经济发展和疫情防

控取得世界上最好的成果？我们何以

能 在 如 此 短 的 时 间 里 让 天 更 蓝 、山 更

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这一张张优

异答卷，展现的正是“中国之制”的旺盛

生机活力和强大治理效能，也无可辩驳

地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行得

通、真管用、有效率，具有强大生命力和

巨大优越性。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继续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总目标。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改

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

治军各方面任务之繁重前所未有，我们

面临的风险挑战之严峻前所未有。没

有好的制度，或者运用制度管理社会各

方面事务的能力不强，国家治理就会缺

乏系统性、规范性、协调性、稳定性，就

不能有条不紊地运行并取得应有的治

理 效 果 。 坚 定 制 度 自 信 ，激 发 制 度 优

势，汇聚奋进力量，我们才能经受住一

次次压力测试，不断化危为机、阔步前

行 ，续 写 以“ 中 国 之 制 ”保 障“ 中 国 之

治”、创造“中国奇迹”的精彩篇章。

国家大柄，莫重于兵。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

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

优势。这个最本质特征、最大优势体现

到军事领域，就是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

队绝对领导。实践充分证明，党对军队

的绝对领导制度是解决当代中国军事

问题的最佳选择，是一个科学、民主、文

明的制度。我们必须从历史与现实、理

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充分认识把握这一

制度的重要性、必然性和科学性，自觉

尊崇制度，严格执行制度，坚决维护制

度，切实将军事制度优势转化为军事治

理效能，铸就新的强军伟业，争取新的

更大光荣。

（作者单位：沈阳联勤保障中心）

中国制度：“鞋子合不合脚，只有穿的人才知道”
—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③

■宋 苏

万里无云镜九州，最团圆夜是中秋。

团圆，是中秋节永恒的主题，是中

国人最朴素的期许。然而，在军人的字

典里，“团圆”二字分外沉重。尤其在战

火纷飞的革命战争年代，中秋节或许就

是在行军路上甚至是战斗中度过的，一

把 炒 面 、一 口 凉 水 可 能 就 是 将 士 们 的

“月饼”，“赏”的也许不是明月，而是炮

火、枪声和硝烟。

1927 年 9 月 10 日 是 中 秋 节 ，前 一

天秋收起义爆发。时任前敌委员会书

记 的 毛 泽 东 同 志 ，由 安 源 到 达 湘 赣 边

陲山城铜鼓。他指着肖家祠堂的天井

上空一轮圆月对与会人员说：“今天是

中秋节，我没有给同志们带来月饼，但

我 带 来 了 比 月 饼 更 好 的 东 西 ，这 就 是

党的‘八七’会议的精神。”当天，他还

激情写下《西江月·秋收起义》：“军叫

工 农 革 命 ，旗 号 镰 刀 斧 头 。 修 铜 一 带

不 停 留 ，便 向 平 浏 直 进 。 地 主 重 重 压

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沉，

霹雳一声暴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一轮

圆月，凝聚着人类的美好憧憬，但战争

常常将梦想击得粉碎。在抚顺平顶山

惨案纪念馆的展柜里，现存半块已经炭

化了的月饼。那是 1932 年 9 月 16 日“平

顶山惨案”中被屠杀的百姓，还没来得

及品尝的月饼。当年中秋节后一天，驻

扎在中国东北的侵华日军以“通匪”为

由，将包括老人、妇孺在内的 3000 多名

手无寸铁的百姓驱赶到抚顺郊外的平

顶 山 下 ，进 行 了 惨 绝 人 寰 的 集 体 大 屠

杀，然后焚烧尸体，崩山掩埋，纵火烧

村。兽行暴虐，令人发指，永志难忘。

“八月十五天门开，天上人间共团

圆。”农历八月十五，是世代传承的中秋

佳节。而在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南山

镇 中 复 村 ，一 直 延 续 着 一 个 传 统 ——

“八月十四过中秋”。1934 年秋，第五次

反“围剿”进入最艰难的阶段。中复村

的松毛岭，是中央苏区东大门的最后屏

障。9 月 23 日正是中秋节，国民党军妄

图借过节发起突然袭击，消灭红军。苏

区政府获知消息后，将计就计，与乡亲

们 相 约 提 前 一 天 过 中 秋 ，八 月 十 五 迎

敌。这就是著名的松毛岭保卫战，红军

长征前的最后一战。几天之后，红军便

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烽火映圆月，家国情愈浓。”革命

征途，血火相伴。因为肩负使命、仗剑

为国，因为硝烟弥漫、归期难许，烽火中

的每一个中秋节都浸润着牺牲与苦痛，

胜利与喜悦。1935 年 9 月 12 日是中秋

节，中央红军穿过一望无际的草地，抵

达甘南藏区。天气渐寒、食物短缺，队

伍疲惫不堪。时任红九军团供给部部

长的赵镕同志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

话：“今天是中秋节，晚上月色皎洁，但

部队驻扎在藏族地区吃饭都困难，更无

赏月之谈，似乎大家都已忘了这个传统

节日。”佳节如期，圆月依旧，战士们之

所以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遗忘，是为了明

天更好地战斗。

1936 年 9 月 30 日，又是中秋节，此

时距红军主力会师不到一个月。长征

即将胜利，中秋节也多了几许温馨。已

到达陕北的红军干部童小鹏在日记中

记录了一次中秋聚餐：“红军大学这天

会餐，这次会餐吃了八九个菜，最后还

有两个梨子。今天参加这会餐真是像

出嫁了的女郎回娘家过节一样。”那晚，

邓颖超同志为战士们送来月饼，童小鹏

分到了一块。他兴奋地说：“好久没有

吃 过 的 饼 子 ，今 天 吃 一 个 觉 得 很 有 味

道，她这样的好意更值得多谢。”

“秋风度河上，大野入苍穹。佳令

随人至，明月傍云生。故里鸿音绝，妻

儿信未通。满宇频翘望，凯歌奏边城。”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 1947 年中秋夜，为西

北 野 战 军 收 复 蟠 龙 而 作 的 一 首 祝 捷

诗。“中秋快乐”是最普通、最美好的祝

福语，而对于战火中的将士而言，最美

的祝福莫过于捷报。1948 年 9 月 17 日

是中秋节，根据济南战役攻城指挥部的

命令，战斗从凌晨时分开始，“打进济南

府，活捉王耀武”的呐喊声响彻云霄。

“挡住黑暗，送出明月。”和平是军人

心中最甜的月饼，但为了祖国安宁、万家

团圆，他们不惜离家万里、血洒疆场。抗

美援朝时期的一个中秋夜，志愿军官兵

在阵地吟诵起诗句：“中秋在战地，月是

故乡明。亲人望明月，悠悠祖国情。”正

是因为胸怀“悠悠祖国情”，志愿军官兵

发挥近战夜战优势，多次选择月夜进攻

穿插迂回，给敌人造成重大杀伤，他们不

得不承认“月亮是中国人的”。

头顶边关月，心系天下安。今天，虽

然皓月当空，山河静美，但军人的中秋节

注定与众不同。望着月光照耀下的美丽

国土，每一名军人心中都会升腾起一份

浓烈的家国情怀、强烈的使命担当，化为

巡逻时的高度警惕、哨位上的挺拔身姿，

守护万家灯火，守卫万里河山。

（作者单位：武警湖北总队）

烽火映圆月，家国情愈浓
■黄 昕

无论是机关，还是基层，都免不了

与材料打交道。拟写文件，下发通知，

都要求有一定的文字功底。

“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文

无定法，评价一份材料的好坏，不可一概

而论，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可如果从

“服务打赢”这一根本要求出发，写有内

容的短文，更有利于基层理解和落实。

然而，现实中一些人对于写短文却

不以为然。有时明明三四百字就能够

说清楚的事情，却偏要长篇大论，表面

上看洋洋洒洒，很有气势，但细品尽是

些多而无当的空话。

文风连着作风。长风不绝，根子在

于文风不实；文风不实，反过来败坏作

风。如此恶性循环，耽误的是工作，影

响的是效率，损害的是强军事业，必须

一改到底。

“言语者，君子之枢机，谈何容易！”短

文不好写，能短是本事。没有对基层实际

的深入了解，没有对官兵思想的深刻把

握，是不可能写出“短实新”的好材料的。

“短些，短些，再短些”，反对一切言

之无物的空谈，减掉一切冗长无用的笔

墨，有一说一，务求实效，为基层减负的

成效才会与强军的要求相匹配。

写有内容的短文
■潘 文

“以前传什么就存什么，现在所有数

据还需要通过二次审核才能‘入库’。”某

部重视做好数据采集、整理、分析、运用

工作，以高于严于建弹药库的标准要求

建数据库，定期组织维护更新，确保鲜活

度、实用性和可靠性，有力地提升了数据

对实战的贡献率。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论及

现代战争的制胜要素，英勇无畏的战士

和尖端高效的装备自然是首要之选，但

背后起关键作用的往往是充足的弹药和

粮草。作为存放各类弹药和爆炸物的

“大本营”，弹药库是战时最为重要的物

资保障中心、军队火力的“源头”，也是安

全管理的重心。战时，弹药库往往是敌

方优先打击的对象；平时，恶劣环境或管

理不善都可能造成意外事故。正在进行

的俄乌冲突，仅仅一个月的弹药消耗量

就高达万吨。

当前，现代战争形态正加速向信息

化、智能化演变，武器装备的更新、作战

环境的变化，使得作战数据呈几何级增

长。这些海量数据是信息化武器装备的

神经，是智能化战争的血液，是装填武器

装备的“新弹药”。数据库是战时最为核

心的东西、最为关键的部位，从某种意义

上讲，数据的作用地位将超越弹药库。

没有数据，以精确制导武器为代表的现

代武器装备大部分将变为一堆钢铁。打

仗也是打数据，数据优势就是制胜优势，

已成为各国军队广泛共识。

近年来，我军一大批信息化、数字化

武器装备列装，官兵获取数据、分析数

据、运用数据的能力有所提升，作战数据

库也随之扩容。但是，数据库虽然“大”

而“全”，但欠“精”不“准”的问题也逐步

显现。有的缺乏专门机构，采集不加甄

别、分类不予整理，导致数据格式五花八

门、质量参差不齐；有的不注重动态更

新，数据库中“老旧”数据占大多数，导致

数据杂陈、演习运用时才发现错漏；有的

不加强安全防护，数据泄露和被窃的风

险增大……这一系列问题好比弹药库杂

乱、阴潮、发霉，一旦打起仗来，“弹药”就

可能哑火，必然付出惨重代价。

《孙子兵法》有云：地生度，度生量，

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未来作战将会

是“无数据不战争”，今天的数据库就是

明天的弹药库，谁拥有“数据权”，谁就拥

有“制胜权”。这要求我们必须养成用数

据说话的习惯，具备数据头脑、数据意

识、数据思维，坚持一次行动采集一批数

据、一次演训更新一批数据，切实提高数

据挖掘、数据研判、数据运用本领，激发

数据活力、释放数据价值、产生倍增效

应，确保“运筹于数据之中、决胜于数据

之上”。

（作者单位：73106部队）

以高于严于弹药库的标准要求建数据库
■杨 磊

作者：周 洁

“九一八”，一个令中国人民刻骨铭

心的国耻日。每年的这一天，全国许多

城市会拉响防空警报，以告诫和启迪人

们：警钟必须长鸣，警示必须牢记。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

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

宝藏，流浪，流浪！”沈阳“九一八”历史

博物馆残历碑广场巨大的台历形石碑

上，时间凝固在 1931 年 9 月 18 日，碑

文清晰地记录着 93 年前这一天日军

的侵略行径：“夜十时许，日军自爆南

满铁路柳条湖路段，反诬中国军队所

为，遂攻占北大营，我东北军将士在不

抵抗命令下忍痛撤退。国难降临，人

民奋起抗争。”

“吾和你抬头试望，东北何方？辽

沈何乡？白山黑水，是谁的封疆？三

千万同胞，强者何法抵抗？弱者更何

忍而投降？”这一个个问号如同一把把

锥刺，让中国人痛彻心扉，也深刻警

醒：落后就要挨打，软弱就要挨打，分

裂就要挨打，委曲求全求不来真安全，

割肉饲虎换不来真和平。也正如一位

国际友人的告诫：中国大害在弱之一

字；国家譬之人身，人身一弱则百病来

侵，一强则外邪不入。

“天大的房子，地大的炕。火是我

们的生命，森林是我们的家乡，野草和

树皮是我们的粮食，胜利呀永远属于

我们……”空前的民族灾难唤起了空

前的民族觉醒。“战则存，降则亡。”以

九一八事变为开端，中华儿女不屈不

挠、浴血奋战，经过 14 年艰苦卓绝的

斗争，终于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赢得

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昭昭前事，

惕惕后人。抗日战争铁一般地证明，

没有斗争就没有胜利，战场打不赢，一

切等于零。对于任何侵犯主权、破坏

和平之举，唯有坚定地挺身而出、敢于

说不，主动迎战、坚决斗争，才能求得

生路出路，才能赢得尊严尊重。

忘了昨天，就会迷失在明天。当

今世界并不太平，战争阴霾还未散去，

国际竞争的“丛林法则”仍然没有改

变 ，历 史 远 没 有 走 到 铸 剑 为 犁 的 阶

段。血与火的历史，须臾不能忘记。

我们聆听和平的钟声，更要敲响催征

的战鼓，唱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

时候”的铿锵旋律，壮怀“冒着敌人的

炮火前进”的满腔热血，厉兵秣马、强

军备战，绝不让历史悲剧重演，绝不让

民族屈辱重现。

“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就不可能

有强大的祖国。”历史教训殷鉴不远，

它时刻警示我们：有备才能无患，能战

方能止战。只有居安思危、未雨绸缪，

时刻强化枕戈待旦的忧患意识，始终

保持精武强能的战备姿态，全面锤炼

敢打必胜的过硬本领，才能以更强大

的能力、更可靠的手段捍卫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

（作者单位：潍坊军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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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曾评出“最令人反感的十句

话”，其中一些领导干部在会场上的开

场白“下面我简单说两句”名列前茅。

其实，人们反感的并不是这句话，而是

之后的短话长说。

“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事以

简为上，话以简为当。有话则长、无话

则短，实事求是、直奔主题，言之有物、

言简意赅，反映的是清晰的逻辑思维

与工作思路，以及较高的理论修养与

政策水平。

“说短话是对听者的尊重。”讲短

话，体现的是讲者的素质，尊重的是听

者的时间。一些人认为，讲得越多越能

引起重视，讲话时间越长越让人印象深

刻。殊不知，越是说者滔滔、高谈阔论，

往往越是听者恹恹、不知所云。

要言不烦，意尽言止。所谓有质量

的短话，就是既有思想观点、内容内涵，

又有事实根据、事例故事；既接“天线”，

又 接“ 地 气 ”；既 信 息 量 大 ，又 含 金 量

高。说到底，就是那些让官兵能够听得

懂、记得住、用得上的话。

讲有质量的短话，表面上看是针对

说话而言，实则是在反对形式主义和官

僚主义。多讲一些少而精、短而实、新

而活的话，布置工作、落实工作的效率

才会大为提升。

讲有质量的短话
■苗 军

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要求

“严格精简会议”“严控会议数量、控制

规模规格、提升质量效率”。

开会干什么？开会为什么？邓小平

同志说：“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

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要

达到这样的目的，就要有好的会风，尽

量少开会，开短会，开有用的会。

然而，有的基层干部反映，几乎是“白

天开会，晚上办公”，甚至“不是在开会，就

是在开会的路上”。会议过多过滥、内容重

复，不仅耽误时间、浪费资源，而且影响工

作、损害形象。

会议有必要则开，无必要则不开，

这是最基本的道理。对于那些有名无

实的会议，该取消的取消、该合并的合

并、该缩减的缩减。对于非开不可的会

也应按照精简、节约、高效的原则，去掉

繁文缛节，科学设置议程，尽量缩短时

间、提高效率。

强调开短会，不是为短而短，更不

是敷衍随意。如果为了开短会而开短

会，草率而开，马虎散会，该研究的问题

没有说够说透，当决议的事项未能议完

议定。这样的“短会”，显然跑偏了、变

味了，也要坚决纠治。

开有实效的短会
■周永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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