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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发文电是领导机关传达指示、指

导工作的重要方式。下级单位和机关在

处理上级下发的文电时，要注重文电的

具体落实，切莫“原封不动”。

上级下发的文电，很多是站在全局

高度提出的，考虑普遍情况较多，考虑具

体情况较少。这就需要下级单位和机关

真正吃透文件精神，领会上级意图，并结

合自身实际提出贯彻落实的具体措施。

如果只是原封不动转发，上级的文电精

神很难落到实处。

毛泽东同志曾说：“盲目地表面上

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

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

指 示 或 者 对 上 级 指 示 怠 工 的 最 妙 方

法。”对于上级下发的文电，下级单位和

机关必须吃透上情、摸清下情，提出落

实的具体方案和可行办法，既不能机械

照搬，也不能层层加码，努力做有创造

力的执行者。

处理文电切莫“原封不动”
■杨 磊

画里有话

玉 渊 潭

八一时评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

年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

授予 15 人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

这是全面实施宪法、落实国家勋章荣誉

制度的重要举措，也是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构筑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现

实需要。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精

神 是 一 个 民 族 赖 以 长 久 生 存 的 灵 魂 。

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一个民族就能

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

习主席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

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

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

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

之魂、强国之魂。”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

示了中国精神的基本内容，阐明了中国

精神与中国梦之间的内在联系。

在民族精神中，爱国主义处于核心

地位。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中，大力弘

扬爱国主义精神，就能最大限度凝聚共

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推

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强大正能量。

在时代精神中，改革创新居于核心

地位。在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

走向未来的进程中，改革创新贯穿于改

革开放的全部实践，体现在时代精神的

各个方面，代表着时代的最强音和社会

发展的潮流。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

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

需要而形成起来的。”中国精神作为反

映时代境遇和发展需要的思想观念体

系，包含着民族的共同理想信念和价值

观 念 ，根 植 于 时 代 发 展 的 客 观 实 践 之

中 ，为 中 华 儿 女 构 建 了 永 久 的 精 神 家

园 ，为 各 族 同 胞 提 供 了 牢 固 的 价 值 认

同，是中华民族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

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

中国精神是实现中国梦的强大精

神 支 柱 ，它 存 在 于 实 现 中 国 梦 的 全 过

程。在实现中国梦的历史征程中，民族

精神和时代精神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不可偏废，有机融合于中国精神之中。

同困难作斗争，是物质的角力，也

是精神的对垒。精神虽然看不见、摸不

着，但绝不是空的、虚的，而是信仰、信

念 、理 想 、党 性 在 人 们 身 上 的 直 接 体

现。精神的巨大魅力就在于，它虽然不

是 物 质 ，却 可 以 转 化 成 强 大 的 物 质 力

量，形成无坚不摧的硬实力。

当年，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很多人并

不看好，但中国人民志愿军发扬伟大爱

国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经过

33 个月的浴血奋战，打破了美军不可战

胜的神话，赢得了新中国的“立国之战”。

当年，修建川藏、青藏公路，很多人开

始认为是不可能的事，但 10 多万军民不

信邪，顽强拼搏，硬是修通了“两路”，创造

了世界公路史上的奇迹。可以说，没有

“两路”精神，就没有“两路”通车。

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新

时代新征程，有涉滩之险，有爬坡之艰，

有闯关之难，但中华儿女不信邪、不怕

压，知难而进、迎难而上，攻克了一个又

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创造了一个

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李大钊曾

说：“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坦平的，有时走

到艰难险阻的境界，这是全靠雄健的精

神才能够冲过去的。”奋进新征程、建功

新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刻地

感受到“船到中流、人到半山”的艰险，也

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雄健的精神。

“胜负之征，精神先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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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 于 共 产 党 人 而 言 ，弘 扬 中 国 精

神，就要大力赓续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

谱系，这是党员干部的精神财富和力量

源泉，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不

竭动力和强大支撑。

一个民族的复兴，离不开精神力量

的支撑；一支军队的强大，离不开精神

力量的熔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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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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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曾说：“为了克敌制胜，无论如

何要保持精神上的优势。”广大官兵应

擦亮“精神的刀锋”，为打赢厉兵秣马，

为强军矢志不移，众志成城、团结奋斗，

培养“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锻造“四

铁”过硬部队，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军 100

周年。

（作者单位：武警第二机动总队）

中国精神：“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
—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⑤

■金东方 梁赢中

近日被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

号的 15 人中，不乏有为国家作出卓越贡

献的科研人员。纵观他们的经历不难发

现，在科研工作之外，他们也非常重视培

养青年科技人才，甘做提携后学的“铺路

石”和领路人。

大量创新型青年人才，是国家创新

活 力 之 所 在 ，也 是 科 技 发 展 希 望 之 所

在。科技发展的历史，也是一代代科学

家不断继承创新、超越前人的历史。“共

和国勋章”获得者王振义院士不仅是一

位医术精湛的医生，更是一位桃李芬芳

的教育者。他在与学生合作发表论文

时，每次署名都把自己排到最后，甚至不

署名。在他看来，一个人的学术水平总

是由低到高，随着情况的变化也会有所

下降，所以要一代一代传承，使这条抛物

线叠加上升，最高点始终是向上的。

事业因贤者而前进，又因让贤而拓

展。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离不开专家、教

授、领导干部的赏识、帮助和成全。“人民

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王小谟在

2013 年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将

500 万元奖金中的 450 万拿出来，又多方

筹集 2000万元，设立雷达创新奖励基金，

奖励在该领域中作出贡献的年轻人。王

振义获得未来科学大奖时的获奖感言也

是：“你们为什么不奖励年轻人呢？”正是

许多前辈具备“风物长宜放眼量”的远见

和“老树春深更著花”的胸怀，才使一代又

一代年轻人在更高的起点向上登攀。

“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

持。”弘扬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

神，离不开乐当“铺路石”的境界，也离不

开善当“铺路石”的能力。唯其如此，才

能“名师出高徒”。当年，钱学森在一次

导弹试验中发现了坚持独立思考、善于

逆向思维的王永志，后来郑重提议让年

轻的王永志担任第二代导弹的总设计

师。王永志院士后来也发现和培养了一

大批年轻有为的航天英才。对人民军队

来说，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培养

周期越来越长、难度越来越大，更加需要

专家、教授、领导干部甘做“铺路石”、甘

架“凌云梯”、甘为“孺子牛”。

古人说：“知贤，智也；推贤，仁也；引

贤，义也。有此三者，又何加焉！”不论是

学有建树的专家、教授，还是领导干部，

都应把发现、培养、提携青年人才作为义

不容辞的责任，不拘一格、慧眼识才，虚

怀若谷、举贤荐能，用心用情用力为年轻

人才的成长铺路搭桥。可以相信，只要

遵循科学研究和人才成长的规律，积极

营造多出成果、多出人才的学术环境，就

一定能让更多的青年科技人才早日脱颖

而出。

甘做提携后学的“铺路石”
■孔凡铜

反省，是修身处事之基石。自古以

来，无数智者先贤都十分重视反省的力

量，在审视自己、检身正己中实现了自

我净化、完成了自我提高。

1943 年 3 月 18 日，重庆红岩。在农

历 45 岁生日这一天，周恩来同志写下了

《我的修养要则》——包括“加紧学习，

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努力

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要与

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

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具体的纠正自

己的短处”等 7 条。这 7 条修养要则，

周恩来同志信守一生、践行一生，为我

们树立起了修身律己的榜样。

1964 年，陈毅同志在“六十三岁满，

六四即启程”之时，抚今思昔 、剖析自

己，写下一首回顾总结的《六十三岁生

日述怀》：“……几次左与右，细节不必

陈。中夜尝自省，悔愧难自文。还是鼓

勇气，改正再前行……”不文过饰非、不

讳疾忌医，闻过则喜、知过必改，这是何

等的淋漓痛快，何等的清醒澄澈，展现

出一个共产党人磊落光明的胸怀气概。

反省，所省的不仅是错误，也是日

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一言一行。“自高

必危，自满必溢”。不论是谁，一旦忘记

了反省，不会反省，不愿意反省，那么就

可能身处错误中而不自知。时常反躬

自省，加强思想改造，定能从中获益。

况 钟 是 明 代 赫 赫 有 名 的 清 官 能

吏。主政苏州时，况钟深知自己肩上负

有千钧重担，身系黎民百姓之福祚，从

不敢有丝毫懈怠。在公署旁，他建起一

座小阁，取名为“退思斋”，取古代贤官

闭阁思过之意，警示自己思虑精专，三

省己身。在《退思斋自记》中，况钟写

道：“余夙夜战兢，无一事一时不殚思竭

虑，深惧检察未周，陷于罪戾，上以辜负

君恩，下以招小民嗟怨。”正是凭着这种

“退思补过”的自觉自省，况钟细心忖度

经手的一切民情政务，严格约束己身，

被百姓冠以“青天”之美誉。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一个人即便

学识再渊博、经验再丰富，犯错也是难免

的。犯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会通过

反省正视错误，以求改过精进。古人讲：

“务要日日知非，日日改过；一日不知非，

即一日安于自是；一日无过可改，即一日

无步可进。”及时反省自查，开展自我批

评，才能把犯错改错转换为找到正确方

法、推动进步提高的重要契机。

1942 年 5 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

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必须对于

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

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共产

党 人 的 自 我 批 评 方 法 ，就 是 这 样 采 取

的”。他要求领导干部要作认真的而不

是敷衍的自我批评，“要反复研究自己

的思想、自己的历史、自己现在的工作，

好好地反省一下”，甚至要“强制地省察

自己”“多想自己缺点”“决不能一见成

绩就自满自足起来”“我们应该抑制自

满，时时批评自己的缺点，好像我们为

了清洁，为了去掉灰尘，天天要洗脸，天

天要扫地一样”。

延安整风期间，大量高级干部、党

的七大代表汇聚中央党校。中央党校

不 仅 要 求 学 员 认 真 研 读 整 风 文 件 ，逐

件撰写学习笔记，深入开展研讨，反省

个 人 思 想 和 工 作 ，还 要 求 各 学 员 部 要

检 查 学 员 的 学 习 笔 记 ，指 导 学 员 修 改

反省笔记（思想自传）。正是凭着严格

的 党 性 教 育 和 深 刻 的 反 省 自 查 ，使 学

员 们 政 治 思 想 觉 悟 得 到 提 高 、党 性 原

则进一步坚定。

当然，反省不是一时之事，有起点

无终点，唯有持之以恒，精神面貌才会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谢觉哉就

认为，加强自身修养，勤于反思，既要

有集中学习的“紧火煮”，也要有长期

思 想 上 教 育 与 行 动 上 实 践 的“ 慢 火

蒸”。在《拂拭与蒸煮》一文中，他用诗

来 阐 发 自 己 的 心 得 ：“ 紧 火 煮 来 慢 火

蒸 ，煮 蒸 都 要 功 夫 深 。 不 要 捏 着 避 火

诀 ，学 孙 悟 空 上 蒸 笼 。 西 餐 牛 排 也 不

好 ，外 面 焦 了 内 夹 生 。 煮 是 暂 兮 蒸 要

久，纯青炉火十二分。”

水之清澈，并非因其不含杂质，而

是因为它懂得沉淀；心之通透，并非源

于没有杂念，而是因为它懂得反省。经

常打开思想的天窗和心灵的大门，才能

让和煦的阳光和春风扫除灵魂深处的

阴霾。党员干部必须增强“反躬自省”

的勇气和自觉，在经常反思和反省中勤

掸“思想尘”、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

贼”，不断净化心灵，加强思想改造，从

而炼就“金刚不坏之身”。

反 省 的 力 量
■张光治 常子喻

国防教育是建设和巩固国防的基

础，是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全民素质

的重要途径。9 月 13 日，十四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

订的国防教育法，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

主席令，自 2024 年 9 月 21 日起施行。

“国无防不立，善教得民心。”国防教

育法旨在普及和加强国防教育，发扬爱

国主义精神，促进国防建设和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2001 年，九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这是我国第一部

全面调整和规范国防教育的重要法律，

使全民国防教育实现有法可依。2018

年，我国对该法作了修正。今年再次修

订，是应对国家安全严峻形势和增强全

民国防观念的需要，对于进一步营造关

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良好氛围，使

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

防成为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自觉行动，

更好地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我国国防教育逐渐步入正

轨，形成了以宪法、国防法为遵循，以国

防教育法为基本法，以全民国防教育大

纲和地方性法规规章为配套的较为系

统的国防教育法规体系，为开展国防教

育 提 供 了 可 靠 的 法 律 依 据 和 法 理 支

撑。然而，现实生活中，不少人仍然认

为国防建设只与国家和军队有关，这显

然过于狭隘和片面。说到底，还是国防

意识薄弱、忧患意识不强。瞄准现实问

题及实际需要，以法治方式推动保障国

防教育广泛深入开展，确保国防教育在

法治化轨道上运行，才能不断筑牢新时

代的精神长城，增强全民爱党爱国爱社

会主义的深厚情感、居安思危的忧患意

识、崇军尚武的思想观念、强国强军的

责任担当。

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

础，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修订

后的国防教育法在学校国防教育方面做

了“加法”，比如，明确“普通高等学校应

当设置国防教育课程，加强国防教育相

关学科建设”；明确“学校国防教育应当

与兵役宣传教育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

服兵役的意识，营造服兵役光荣的良好

氛围”，等等。同时，修订后的国防教育

法还进一步明确了党对国防教育的领

导，拓展了社会国防教育的方法和渠道，

并在保障措施方式上作了完善。可以

说，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国防教育改

革发展中的政策举措和成功经验转化为

法律规范，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全

民国防意识夯实了法治基础。

“徒法不足以自行”。更好发挥法治

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提

高国防教育工作法治化、规范化、科学化

水平，部队各级有关部门必须充分认识

贯彻实施国防教育法的重要意义，将贯

彻落实国防教育法纳入各自的重要工作

日程，抓紧抓好。要切实加大对新修订

国防教育法的宣传力度，使国防教育法

的具体条款真正深入人心。部队在搞好

自身国防教育的同时，应积极支持和协

助地方开展国防教育，保证法律赋予部

队的任务落到实处。

我们相信，在全国军民的共同努力

下，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必将得到全面

贯彻执行，进一步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和

民族凝聚力，不断开创新时代全民国防

教育工作新局面。

新
时
代
国
防
教
育
的
法
治
保
障

■
苏
海
洪

郭
龙
佼

走的是“精心设计”的路线，阅读的

是“精心准备”的材料，看到的是“精心

布置”的场景，谈话的是“严格挑选”的

对象……这种被提前“定制安排”的调

研，是不可能掌握真实情况的。

“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

践之。”调查研究的目的，是把事情的真相

和全貌调查清楚，把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把

握准确，把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研究透

彻。如果只是被别人领着走，见不到“原

生态”、听不到“真心话”，就很容易让调研

沦为走过场的作秀。

当年，习仲勋到江西井冈山等地调

研，进门发觉农户是当地安排好的，说了

句“你们事先安排好了让我看的”，便转

身离去。今天，我们在调研时同样应该

眼睛向下、脚步向下，扑下身子、沉到一

线，近的远的都要去，好的差的都要看，

表扬的批评的都要听，真正把情况摸清、

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

调查研究不能“定制安排”
■崔 丹

问题的产生，往往都有一个隐匿、发

展、爆发的变化过程，越早发现、早处理，

影响越小。在问题面前，领导干部和机

关不能盲目乐观，麻木不仁，必须下好先

手棋，未雨绸缪，才能防患于未然。

见兔顾犬、亡羊补牢，是为下策；积

谷防饥、曲突徙薪，方为上策。问题从被

发现到被解决，需要一个过程。通常来

说，早发现就能够早主动早解决，晚发现

就可能“小问题拖大、大问题拖炸”。“良

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当一个人

感觉身体“不对劲”时，如果高度警惕、及

早应对，往往效果更好、损失更小。如果

心存侥幸或麻痹大意，等真出了问题再

处理，就很可能错过最佳的医治时机，带

来难以想象的后果，对待问题也是如此。

“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我们提

倡坚持问题导向，并非是“出了问题才重

视”，而要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的准

备，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想方设法

把问题解决在发生之前，这才是坚持问

题导向的更高境界。

对待问题防止“盲目乐观”
■徐孟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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