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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里有话

玉 渊 潭

八一时评

国旗飘扬，热泪畅流，体育构筑成今

年夏天难以磨灭的全民记忆。在巴黎奥

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勇夺 40 金 27 银

24 铜共 91 枚奖牌，取得我国参加夏季奥

运会境外参赛历史最好成绩。习主席在

接见中国体育代表团全体成员时指出，

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优异成绩，既是我国

体育事业发展进步的集中体现，也是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一个缩影，充分

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力量。

什么是中国力量？在十二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上，习主席坚定表示：“实现

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

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习主席不仅深

刻阐明了怀抱强国梦想与焕发前进力量

之间的深刻联系，更揭示出实现中国梦

的重要路径。

团结就是力量。这种力量穿越时空，

迸发在革命年代前赴后继的抗争者身上，

凝结在建设岁月激情燃烧的奉献者身上，

展现在改革时期敢为人先的开拓者身

上。新时代以来，稳经济、促发展，战贫

困、建小康，控疫情、抗大灾，应变局、化危

机……面对前进道路上的风浪，中国人民

总能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

铁”，书写“人心齐，泰山移”的动人篇章。

我们坚信，“14亿多中国人心往一处想、劲

往一处使，同舟共济、众志成城，就没有干

不成的事、迈不过的坎。”

中国力量来之不易。在积贫积弱、

民不聊生的旧中国，有着四亿人口的国

家，一盘散沙，失去了国家尊严，失去了

民族自信，哪还谈得上中国力量？

中国力量源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梦想。“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环

顾世界，很少有哪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

样，历经苦难与辉煌；也很少有哪个国家，

像中国这样，在持续奋斗中，始终坚持着

同一个梦想。75年来，亿万个体与国家民

族的前途命运交织交融、交相辉映，描绘

出一个时代最为壮阔的梦想图景，更汇聚

起一个国家最为持久的追梦力量。

中国力量源自民族精神的凝聚与弘

扬。从“两弹一星”扬眉吐气到“太空之

家”守望星河，展现的是中国人民开拓创

新的精神力量；从迎战长江特大洪水到抗

击新冠疫情，展现的是中国人民万众一心

的坚强意志；从“一个都不能少”的价值追

求到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愿景，展现的是

中国人民攻坚克难的宝贵品质……75年

来，56个民族团结和睦，14亿多人民自信

自强，书写下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让全

世界都真切地感受到中国力量。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抬望眼，扬帆但

信风。新征程上，我们的前途一片光明，但

脚下的路不会是一马平川。当此船到中流

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之际，越需要凝聚

中国力量、壮大中国力量，坚定不移朝着强

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凝聚壮大中国力量，必须坚持党的

领导。中国力量本质上是一种合力，是

全体中国人民团结力、向心力、凝聚力的

集中体现。形成这样一种合力，需要一

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这个领导核心就是

中 国 共 产 党 。 100 多 年 的 实 践 充 分 证

明，中国共产党能够锚定奋斗目标、掌握

历史主动，全面客观地分析研究形势，有

预见性地把握时代大势，充分发挥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动党和国家

事业在正确路线指引下有条不紊地开

展，进而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

形成无坚不摧的强大力量。

凝聚壮大中国力量，必须始终坚持高

质量发展。今天，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力量，

这不仅是我们应对一切艰难险阻、风险挑

战的坚强后盾，也是催生激发中国力量的

“发动机”。回首一次次风高浪急、逆风逆

水之时，不难看出，我们的应急反应更快

了、支持力度更大了、投入标准更高了、考

量范围更全面了、方式方法更多样了。一

次次中国力量凸显的背后，正是我国 75

年发展成果的集中展示。因此，只有以

“硬道理”的清醒认识自觉推动高质量发

展，实现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提升，

才能拥有托举中国梦的强大力量。

凝聚壮大中国力量，必须团结一切

可以团结的力量。“大鹏之动，非一羽之

轻也；骐骥之速，非一足之力也。”中国力

量来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各个领

域、各条战线、各行各业，归根到底是全

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只有始终坚

持走群众路线，权为民所系、利为民所

谋，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才能赢得

人民最广泛的支持，才能把无数个“我”

凝聚为休戚与共、息息相关的“我们”，让

点点星火汇聚成炬、涓涓细流积成江河，

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乘风

破浪、扬帆远航的强大中国力量。

军事实力是中国力量的重要组成部

分。自古以来，大国雄风的底气在于强

大的军队。越接近复兴梦想，越需要强

军兴军。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

化，面对强国强军的时代要求，全军官兵

要充分认清国家安全形势的复杂性和严

峻性，增强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和使命意

识，坚定不移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努

力建设同我国国际地位相称、同国家安

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

军队，为实现中国梦提供重要力量支撑

和坚强安全保证。

凝聚起不可战胜的中国力量，完成

民族复兴征程上的接力，是我们这一代

人的使命，更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光荣。

再过几天，我们将迎来新中国成立 75 周

年。眺望前方的奋进路，让我们增强做

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百折不挠、一往

无前，信心百倍地书写新时代中国发展

的崭新篇章。

（作者单位：92212部队）

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
—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⑥

■贾钧廷

企业管理学研究表明：来自领导层

的信息，只有 20%至 25%被下级知道并

正确理解，从下到上反馈的有效信息不

超过 10%，而平行交流的效率却能达到

90%以上。这种理解效率差异化现象，

被称为沟通中的“位差效应”。

现实中，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之间的

上下级别、思维层次、信息视野、阅历经

历等“位差”客观存在，如果对其不能正

确认识、科学应对，必将导致教育过程中

出现理解偏差和沟通阻塞，让教育效果

大打折扣。因此，教育者应注重平行交

流、平等沟通，把“位差效应”最小化，努

力实现高效沟通，进而提升教育质效。

有意识地“级别降位”。带着级别、

端着架子搞教育，就会变成指点式、说教

式、命令式教育，这样的居高临下自然不

受欢迎。教育者要端正根本态度，始终

用信任的眼光、欣赏的眼光、发展的眼光

看待基层官兵，自觉走近官兵，主动平等

交流，变“居高临下”为“居中平行”，化

“你要做好”为“你会做好”，这样讲话官

兵 自 然 爱 听 ，道 理 要 求 官 兵 也 更 易 接

受。当年，许世友同志下连当兵时，官兵

对他的称谓从“首长”到“许同志”，再到

“老许同志”，可见官兵与他已然“零距

离”。这种距离的拉近，极大消除了“位

差效应”，无论是“台上讲”，还是“台下

唠”，教育效果都会更好。

经常性地“思考换位”。有些教育不

受官兵欢迎，很大程度是因为教育者存

在“思考本位”，没有对接官兵理解水平

和接受能力，存在“供给”与“需求”的思

考“位差”，总是“飘着”讲道理，“空着”讲

理论，语言不接地气，情感缺少温度，必

然难以“叫好”“叫座”。毛泽东同志讲话

之所以让工人农民听了“不以为深”，让

教授文人听了“不以为浅”，正是因为他

始终坚持从教育对象实际出发，既用雅

俗共赏的语言阐释理论，又以贴近群众

的道理给人启发，讲话做事总是设身处

地、感同身受，自然能聚人气。教育者要

有针对性地“思考换位”，多用官兵听得

懂的语言、吃得透的道理开展教育。以

语言“同频”达到思想“共振”，以感受“共

情”实现情感“共鸣”，才能让教育富有亲

和力感染力。

注重做到“实践同位”。“以身教者

从，以言教者讼。”坚持言传和身教相统

一始终是教育的重要原则。“官兵干、领

导看”的实践“位差”与“说一套做一套”

的教育一样，不仅培育不出合格的官兵，

还会损害政治工作的威信威力。“实践同

位”就是要求教育者要做到学思用贯通、

知信行合一，始终与广大官兵学在一起、

干在一起，用“课下”的行动回应“课上”

的理论，以自身的表率践行“所传之道”，

切实以真理力量和人格力量感召官兵。

教育谨防“位差效应”
■文/于 磊 图/周 洁

80 年前，毛泽东同志的一篇《为人

民服务》，让亿万人民记住了一个普通战

士的名字——张思德。人们都知道他是

一位好战士，打过仗、站过岗、烧过木炭，

后因炭窑坍塌不幸以身殉职。然而，鲜

有人知道，张思德生前在每个岗位都任

劳任怨、踏实工作，被中央警备团评为

“即知即行的模范”。

习主席指出，向先进典型学习，可学

者多矣！最关键的是要学精神、学品质、

学方法。作为全军挂像英模之一的张思

德，同许多那个时代的战士一样，投身革

命后，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懂得了“为谁

扛枪、为谁打仗”的道理，就义无反顾地

将自己的一切献给党和人民的事业。从

战士到班长，再从班长到战士，张思德干

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从无任何怨言，在

平凡岗位上创造出了不平凡的业绩。我

们既要学习张思德“完全”“彻底”为人民

服务的高尚品格，更要像他那样做到知

行合一、即知即行。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一个观

点很宝贵，就是强调知行合一，认为知中

有行、行中有知，知与行互为表里，不可

分割。从“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

躬行”，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从“知

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到“一语不能

践，万卷徒空虚”……都告诉我们，知之

必然行之，不行不能算真知，反对知行脱

节或知而不行。深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注重言行一致、知

行合一，而且做到即知即行，在知与行的

统一中践行初心使命，推动党和人民的

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雷锋懂得“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

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这个道理，于是“把

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

中去”，赢得“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

火车”的赞誉；焦裕禄懂得“吃别人嚼过的

馍没味道”的道理，坚持通过调查研究掌握

第一手资料，带领兰考人民治理“三害”、改

变面貌……他们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对

道理、原则的深刻领悟和把握，更在于有很

高的行动力，将其付诸实践、取得实效。正

所谓“信仰不是一种学问。信仰是一种行

为，它只在被实践的时候才有意义。”

习主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开辟的是人类

迈向现代化的新道路，开创的是人类文明

新形态。”越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越是

光荣的历史使命，越需要付出艰辛努力。

面对错综复杂形势、艰巨繁重任务、严峻风

险挑战，实现党的二十大确定的战略目标，

迫切需要我们做“即知即行的模范”。

要深谙其理、知之透彻。“学所以益

才也，砺所以致刃也。”认识深刻，才有更

自觉的行动。党员干部只有深入学习党

的创新理论，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坚定

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

心，才能在行动上敢于担当、奋勇搏击。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必须深入学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坚持系统学、跟进学、联系实际学，悟原

理、求真理、明事理。

要注重实干、行得笃定。用行动说

话，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和鲜明

品格。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每一次重大

改革，之所以能转化为推动党和人民事

业前进的强大动力，靠的都是果决勇毅

的实干行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党要一

再强调“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不干，

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新征程上，提

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还须以奋斗让

目标实现；畅谈民族复兴伟大梦想，还要

用实干让梦想成真。对于党员干部而

言，注重实干、永远奋斗，是始终不变的

主题词，更是不断升华的精神气质。

回首来时路，正是对科学理论、“国

之大者”之“知”，让我们目光如炬、志存

高 远 ；正 是 对 使 命 任 务 、责 任 担 当 之

“行”，让我们脚踏实地、勇毅前行。今

天，我们离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前所未

有的接近。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

不为不成。新征程上，继续打牢“知”之

基础、抓住“行”之关键，争做“即知即行

的模范”，我们必能拼出一片新天地、干

成一番新事业。

做“即知即行的模范”
■向贤彪

我们常说：“成绩不讲跑不了，问题

不讲不得了。”但以辩证的观点来看，对

取得的成绩同样不可忽视。有的时候，

成绩不讲也会“跑”——因为重视不够、

总结不够，导致辛辛苦苦取得的成绩无

法体现出应有的价值，成功的经验无法

融入并促进工作。

对好的方面、突出成绩予以肯定，

对个人而言是鼓励，于单位而言则代表

工作中所倡导的方向。讲清成绩，官兵

就能清楚集体建设追求怎样的目标，自

身工作应达到什么标准，从而有了可知

可感、跳一跳够得着的目标。

讲成绩是固化经验的过程。讲评

工作中取得的成绩，不但要阐述和总结

事实，更要固化经验、提炼规律。这是

分析归纳、复盘总结的关键步骤，是为

下一步工作夯实基础。讲评工作中，只

讲问题而忽视了成绩，不利于官兵学习

借鉴、进步提高。

讲成绩是鼓舞士气的手段。一个

人为集体付出了努力、作出了贡献，被

“看到”、被肯定非常重要。通过讲评

成绩，官兵能够产生荣誉感、成就感，

有助于激发工作动力，进一步凝聚军

心士气。从这个意义上讲，讲成绩既

是一种领导艺术，也是一种以人为本

的管理理念。

想要真正把成绩讲好，就不能单纯

停留于成绩表面，停留在一时一事一

隅，而是要向履行使命、团队建设和官

兵成长等维度发力，把成绩的价值意义

讲深讲透讲实。如此，成绩才算扎下根

来，真正“跑不了”。

成绩不讲也会“跑”
■曹福剑

近日，全国各大媒体陆续刊发了国

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的先进

事迹，一篇篇报道令人感怀不已，一个

个英雄模范再次激励亿万国人。

对英雄模范的表彰奖励，从来都是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激动人心的礼

赞。这些受到表彰的英雄模范中，有矢

志创新筑牢国基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总设计师，有冲锋在前、屡立战功的战

斗英雄，有笃信“成功就是再坚持一下”

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有践行“振兴中华，

乃我辈之责”的人民教师……他们是千

千万万为党和人民事业作出突出贡献

的杰出人士的代表，他们的先进事迹和

突出贡献光耀史册，树立起励人心志、

催人奋进的光辉榜样。

英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高地、一个

社会的价值底座。古往今来，发挥英雄

模范的带头表率作用，是促进形成良好

社会风尚，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方

法。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慰问老革命、

老红军和各方面先进模范人物，到号召

全党全国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

雄、关爱英雄，再到建立健全党和国家

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英模人物褒奖工

作，强调要充分发挥党和国家功勋荣誉

表彰的精神引领、典型示范作用，在全

社会汇聚起见贤思齐、崇尚英雄、争做

先锋的强大正能量。

“同英雄伟大动机相伴随的，往往

是伟大的社会效果”。一代代英雄模范

不仅以实际行动推动了历史进步，更以

其坚定信念、无畏气概和高尚人格，充

实了民族的精神殿堂，培厚了民族的精

神家园。只有崇尚英雄，争做先锋，国

家才有凝聚力，民族才有认同感，社会

才有支撑力。从某种意义上讲，崇尚英

雄，争做先锋，就是弘扬我们的主流价

值，捍卫我们的精神高地，掌握我们的

前途命运。

“但立直标，终无曲影”。英雄的精

神可追可及，英雄的事迹可学可做。我

们要以英雄模范为镜子，找参照、找差

距，要像他们那样牢记宗旨、心系群众，

始终保持在思想上行动上对党忠诚、信

念坚定；像他们那样苦干实干、担当奉

献，越是艰险越向前；像他们那样严于

律己、坦荡无私，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

本色。学习英雄模范还要在知行合一

上下功夫，把他们的崇高精神和优良作

风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真正像他们那

样脚踏实地把每件平凡的事做好，在生

活中、岗位上不断散发光和热。

我军是一支崇尚英雄的军队，是一

块孕育英模的热土。今天，广大官兵对

英雄模范最好的致敬，就是接过英雄模

范传递的精神火炬，奋力走好新的长征

路。当前，我军正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

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无论是做好

军事斗争准备，还是推动国防和军队建

设高质量发展，我们肩上的担子都很

重，都要像英雄模范那样去闯、去拼、去

干，去履行我们应尽的责任，去完成我

们必须完成的使命。

民族复兴关键一程迫切需要英气

浩荡，新的使命任务召唤真心英雄。见

贤思齐、崇尚英雄、争做先锋，这是奋进

新时代的号角。我们每个人都像英雄

模范那样坚守、像英雄模范那样奋斗，

定能书写出更多新时代的英雄故事。

崇
尚
英
雄

争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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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朋好友之间，常有正常的礼尚

往来，在领受对方的盛情或好意时，往

往会萌生这样一种心态：“盛情难却，

却之不恭。”这里的盛情属人之常情，

处置得体，会增进友情。但“盛情”相

邀者，如果是看中你手中的权力，性质

就不一样了。国庆长假临近，形式多

样的“盛情”也会接踵而来，党员干部

对此应高度警惕。

“盛情”是否难却？这要看是真情，

还是假情。那些“金钱朋友”，一旦瞄准

了你手中的权力，千方百计给你送钱、

送物，所产生的“盛情”，是虚伪的，是假

情 ，是“ 有 所 求 ”“ 有 所 图 ”的 ，要 必 须

“却”、严肃“却”，否则，就要上大当、就

要违反纪律。不少在廉洁问题上犯错

误、栽跟头的党员干部，刚开始往往都

是因“盛情难却”而迈出错误的第一步

的。正所谓：“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

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党员干

部千万不可麻痹大意，谨防在不知不觉

中掉入陷阱。

如何对待“盛情”，往往反映党员干

部的思想和作风。当年毛泽东同志面对

一些好友乡亲的请托谋职，一一婉拒。

周恩来同志对送来的礼一概拒收，一次

有位老部下给他捎来一筐橘子，难以退

回时，他让秘书加倍付款，秘书不解，他

说：“就是要让他今后不再送。”这类佳

话，无不显示出共产党人在私情面前不

可易移的廉洁之风。说到底，对于有悖

党风廉政、违反党性原则的“盛情”，是一

定要坚拒不受的。当然，多数“盛情”未

必包藏恶意，但从防微杜渐的角度看，无

论是“真盛情”还是“假盛情”，都必须

“却”之为好。

盛情难却必须“却”
■曹 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