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6287期

●●●●● ● ●●●●●● ● ● ●●

长 征 副 刊２０２４年１１月１４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袁丽萍 12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查询电话：（010）66720114 发行电话：（010）68586350 定价每月20.80元 零售每份0.80元 承印单位：解放军报社印刷厂

创新，是集责任、勇气、方法、态度、

精神于一体的实践。如果说，文化是孕

育人之灵性的胞衣，那么，创新文化则

是激发创新精神、激扬创新活力、推动

创新实践的重要土壤。

巍巍华夏，壮丽山河。翻开历史长

卷，典籍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的创新激励，“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的创新引导，都是中华民族崇尚创新的

生动注脚。博大精深的创新文化在时

间长河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成为心灵

深处的文化基因。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习 主 席 高 瞻 远

瞩、运筹帷幄，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要求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强调创新是

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创新置于五大

发展理念之首，把“坚持开拓创新”列为

我 们 党 百 年 奋 斗 的 十 条 历 史 经 验 之

一。习主席关于创新的系列重要论述，

为进一步繁荣发展创新文化提供了根

本遵循，指明了实践路径。

理论创新与时俱进，制度创新稳步

推进，科技创新成果丰硕，文化创新精

彩纷呈……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日新

月异，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创新文化深入

人心，推动各领域建设充满蓬勃生机。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培育创新

文 化 ，弘 扬 科 学 家 精 神 ，涵 养 优 良 学

风，营造创新氛围。”当前，国际竞争日

趋激烈。非新无以为进，非新无以图

强。我们必须不断培育和弘扬创新文

化，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推动各项事

业再攀新高。

有 人 说 ，我 们 从 不 缺 少 创 新 的 能

力，关键是要激活创新的动力。培育创

新文化，既需要涵养崇尚创新的价值追

求，也需要健全鼓励创新的制度机制，

更需要打造支撑创新的环境氛围。

钱学森曾说：“没有大量错误作台

阶，也就登不上最后正确结果的高座。”

创新是一种探索性的实践，充满艰难和

风险。在这里，失败不是结果，而是过

程和财富。对创新中失败的每一次宽

容，都可能孕育下一次的成功。培育创

新文化，最需要的是宽容和争鸣，最可

怕的是求全责备、逆向淘汰。重视试错

的价值，树立容错的导向，将在一定程

度上激发创新的力量，让创新的文化氛

围更加浓郁。

没有人才队伍作支撑，一切创新活

动都是无源之水，培育创新文化就是无

本之木。不断加大对创新人才培养力

度，用创新文化激励他们推陈出新、勇

于奋斗，才能使创新人才成为强军建

设、民族复兴的重要引擎，成为我们干

事创业的强力支撑。

为创新图强提供“文化沃土”
■姜学昌

“世界军事科技发展滚滚向前，创

新永无止境，我们要不断向‘新高地’冲

锋……”讲台上，一位研究员正在讲述

其团队多年艰苦创新的故事。讲台下，

师生们聚精会神，为该团队数次在技术

“前沿区”勇往直前的故事所触动。这

是前不久国防科技大学空天科学学院

举行强军故事会的一幕。

数十年来，该院师生深耕空天领域

尖端科研，取得一批自主创新成果，并

不断建设培育创新文化，激励师生争当

创新的推动者和实践者，使创新文化成

为该院为战育人的重要支撑。

2013 年，习主席视察该校时强调，

要牢牢扭住国防科技自主创新这个战

略 基 点 ，大 力 推 进 科 技 进 步 和 创 新 ，

努 力在前瞻性、战略性领域占有一席

之地。

“那年，我们学院有两个团队的代

表在现场聆听习主席讲话，倍感荣幸、

深受鼓舞。我们始终牢记习主席嘱托，

持之以恒抓好尖端科技攻关，坚持用创

新文化推进强军实践。”该院领导说：

“如何让师生在创新文化熏陶下汲取向

‘新高地’冲锋的力量，是我们一直在思

考的问题。”

近年来，该院结合师生特点，体系

化开展创新文化活动，通过编排主题晚

会、情景剧，把老一辈的创新故事鲜活

展现给新一代师生，引导他们坚定科技

自立自强信念；加强文化环境布置，多

渠道、全方位展现创新事例，使师生在

耳濡目染中受到教育。

舞台上，该院某团队几名科研人员

身着实验服、手拿卷尺，复现团队研制

“天拓一号”卫星的故事。当年，团队为

节省空间、提升有效功能密度，夜以继

日地钻研攻关。当卫星发射升空正常

运转时，很多专家对这颗只有笔记本电

脑大小的卫星赞不绝口。

“一次就成功的背后，是千辛万苦

的付出。”观看节目后，该团队一位教

授说。

这次成功，成为该院向科研“新高

地”冲锋的一个标志性成果。走进“空

天楼”，只见大厅一侧集中展示了建院

以来他们取得的一大批自主创新成果，

研制“天拓”卫星事迹赫然在列。

记者在这里感受到浓浓的创新文

化氛围。办公区域大厅的电子显示屏

上，循环播放展示着近期取得的重要

成果；走廊里的一块块展板上，记载了

名 师 和 创 新 大 事 记 ；院 徽 和“ 厚 德 笃

行 、聚 智 拓 天 ”的 院 训 呈 现 在 醒 目 位

置；“千生一院士”人才森林现象馆、重

大工程创新成果馆、材料学科科技展

室内，一行行文字和一件件展品记载

着该院走过的创新路……

在该院组织的系列创新文化活动

中，空天科技文化节是“招牌节目”。文

化节包括了“拓天”名家讲堂、“拓天”文

化大讲堂、空天知识汇竞赛、航天主题

设计作品展、“天文夜”等活动，很受大

家欢迎。

“只要建立平台，处处都是创新之

地，天天都是创新之时，人人都是创新

之人。”该院领导说，在推进创新文化建

设的过程中，他们越来越感到，基层官

兵创新精神很强，关键是给平台、压担

子、教方法。这几年，该院建设了智慧

火箭俱乐部、无人飞行器创新实践基

地、航模俱乐部等一系列实践平台，极

大激发学员创新动力。

夜幕之下，智慧火箭俱乐部内灯火

通明。2024 年中国国际飞行器设计挑

战赛刚刚结束，学员们结合赛场上的经

验正在进行新的设计尝试。翻看该俱

乐部的记录，可谓“战绩”辉煌。他们一

年试飞 50 多次，在各类大赛中摘金夺

银，学员们还参与设计长征模型火箭、

多级简控火箭、模型制导火箭等。

创新火花点亮强军梦想，闪耀在向

“新高地”冲锋的路上。前不久，第七届

中国航空科学技术大会发布 2024 年度

航空领域 4 项重大科技进展，该院某团

队的技术成果成功入选……

向“新高地”冲锋
■顾 莹 本报特约记者 张照星

在“南昌之星”摩天轮下，游客人来

人往。近旁闹中取静的一所建筑里，坐

落着“可爱的中国”光荣之家展示馆。

深秋的一天，我走进展示馆。那些动

人的场景，仿佛穿越历史，直抵人心。

主展厅里陈列着方志敏烈士的著

作 。 展 厅 墙 壁 上 ，展 示 着 他 的 事 迹 。

1928年 1月，方志敏与邵式平、黄道等领

导弋横起义，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领

导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 10 军。1934 年

11月，方志敏奉命率领红军北上抗日先

遣队北上，任红 10 军团军政委员会主

席。1935年 1月，方志敏不幸被捕，同年

8月在南昌英勇就义。

方志敏就义的那一天，距他 37岁生

日，只有半个月。在狱中，方志敏不仅表

现出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还

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等文稿。蕴

含其中的信仰、信念、才情、激情，使得这

些作品成了影响几代人的红色经典。

“共产党员——这是一个极尊贵的

名词，我加入了共产党，做了共产党员，

我是如何地引以为荣呵！从此，我的一

切，直至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了。”这是

方志敏对党的深情告白。

“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

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

进步……”这是方志敏对新中国的美

好憧憬。

“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

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这

是方志敏清贫品格的真情流露。

在展示馆里，我凝视方志敏戴着镣

铐英勇就义的照片，吟读方志敏留下的

那些滚烫文字，不禁为他“以身殉志，不

亦伟乎”的形象所折服，为他的革命精

神所感染，内心涌起一股力量。

展示馆由方志敏烈士之子方英的

子女倾力创办，除了以主要篇幅陈列、

展示方志敏烈士的生平事迹外，还兼顾

了方志敏的家人继承烈士遗志、弘扬烈

士精神的相关内容。

方志敏的夫人缪敏，是他革命事

业的坚定支持者，与方志敏同是弋阳

人。婚后的缪敏坚定追随丈夫从事革

命活动，协助做了许多宣传革命、发动

群众的工作。在方志敏被捕不久后，

缪敏也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抓捕，在狱

中坚贞不屈。被关押 3 年后，缪敏与儿

子方英、方明被党组织营救出狱，后辗

转来到延安，受到毛泽东同志的亲切

接见与关怀。

展示馆展出了缪敏所著的《方志敏

战斗的一生》《回忆方志敏同志》等著

述。1973 年，缪敏将撰书所得稿费捐

献给了家乡，用以修建圩堤和校舍，造

福家乡百姓。缪敏就是这样循着方志

敏的足迹，坚守清贫家风，为革命、为儿

女奉献一生。

“可爱的中国”光荣之家展示馆建

筑不大，但因其多方位展示方志敏烈士

的生平事迹，讲述这个红色家庭继承先

烈遗志、传承红色家风的故事，在我心

目中变得恢弘壮观起来。我带着敬仰

而来，满载收获而归。今天的幸福生活

来之不易，我们要让英烈精神融入血

脉，让红色家风代代相传，把“可爱的中

国”建设得更加可爱。

直抵人心的精神洗礼
■向贤彪

坚持培育创新文化坚持培育创新文化

培育创新文化培育创新文化，，弘弘
扬科学家精神扬科学家精神，，涵养优涵养优
良学风良学风，，营造创新氛围营造创新氛围

尊 重 官 兵 主 体 地尊 重 官 兵 主 体 地
位位，，发挥官兵首创精神发挥官兵首创精神，，
大力弘扬创新文化大力弘扬创新文化

把创新摆在我军建把创新摆在我军建
设发展全局的重要位置设发展全局的重要位置，，
靠改革创新推动国防和靠改革创新推动国防和
军队建设实现新跨越军队建设实现新跨越

惟改革者进惟改革者进，，惟创新惟创新
者强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惟改革创新者胜

2016年 3月，习主席在出席十

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解放军代

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把创新摆在

我军建设发展全局的重要位置，靠

改革创新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实

现新跨越，是决定我军前途命运的

一个关键，必须全面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坚持战斗力标准，下大

气力抓理论创新、抓科技创新、抓

科学管理、抓人才集聚、抓实践创

新，以重点突破带动和推进全面创

新，不断开创强军兴军新局面。

2014 年 11 月 9 日，2014 年亚

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在北

京举行，习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

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我们要拿

出敢为天下先的勇气，锐意改革，

激励创新，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发

展需要的新道路新模式，不断寻

求新增长点和驱动力。

2022 年 10 月，党的二十大报

告强调，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

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

2016 年 3 月，习主席在出席

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解放军

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各级要

尊重官兵主体地位，发挥官兵首

创精神，大力弘扬创新文化，激发

官兵锐意创新的勇气、敢为人先

的锐气、蓬勃向上的朝气，激励大

家争当创新的推动者和实践者，

使谋划创新、推动创新、落实创新

成为全军的自觉行动。

2024 年 6 月 24 日，全国科技

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和

中 国 科 学 院 第 二 十 一 次 院 士 大

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七次院士大

会 在 人 民 大 会 堂 隆 重 召 开 。

习 主 席 出 席 大 会 并 发 表 重 要 讲

话。他强调，在新时代科技事业

发展实践中，我们不断深化规律

性认识，积累了许多重要经验，主

要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走

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坚持创

新引领发展，坚持“四个面向”的

战略导向，坚持以深化改革激发

创新活力，坚持推动教育科技人

才良性循环，坚持培育创新文化，

坚持科技开放合作造福人类。

（袁丽萍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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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0 月，党的十九大报

告指出，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

变化，中国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

变化，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

代，不断认识规律，不断推进理论

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

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

近日，第 73 集团军某旅“强军精武

红四连”官兵自编自演的文艺情景剧

《强军精武新征程》在该旅精彩上演。

“从战争年代的浴血奋战到新时

代的精武强能，这其中的每一段战斗

故事都是四连文化精神的生动注脚。

这部文艺情景剧向观众传递着来自不

同时代四连官兵的血性胆气。”该旅领

导看完情景剧后说。

该连诞生于 1927 年黄麻起义，是

一支战功卓著、英模辈出的红军连队。

10 年前，习主席曾亲临这支连队视察

并勉励官兵。情景剧以该连 97 年奋斗

事迹作为创作素材，将连队战斗英雄和

先进典型的事迹艺术呈现在舞台上，以

兵言兵语展现兵情兵志，激荡人心。

演出伊始，歌曲《强军先锋》率先登

场，点燃现场氛围。伴随歌声，舞台屏

幕中闪现连队 10 年来矢志强军精武的

热血画面。荣立集体一等功 1 次、被中

央军委授予“强军精武红四连”荣誉称

号、连队党支部被中共中央表彰为“全

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屏幕中最后定

格的这些荣誉，是历史的记忆，也是精

神的承载。

创作者之一、指导员戴研杰介绍，

在情景剧创排中，他们以“红四连”传承

红色基因、聚力练兵备战为主题，从不

同视角回答“红四连”为什么一直红、一

直过硬的问题。

第一篇章《铸魂》，以 3 个小故事从

不同角度展现连队官兵以实际行动赓

续传承光荣传统的坚定信念。

“我们作为红军传人，要熟知自己

连队的优良传统，并为之感到光荣骄

傲。”谈及创作初衷，戴研杰回忆起自己

上任之初、走进连史馆的经历：“我深刻

感受到什么是英雄连队的风采、什么是

精神的高地，内心涌起强烈的自豪感与

责任感。”

“想想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荣誉，我们一定不能放弃！”舞台上，一级

上士唐公建带领连队炮长们发出誓言。

第二篇章《重塑》将时间指针拨回那年初

夏，“红四连”正式转型。面对新装备，唐

公建与战友们发扬战斗精神，顶着高温

酷暑，苦练专业技能。新装备列装不到

百天，该连参加全旅实弹射击考核，取得

合格率、优良率双第一的成绩。

情景剧最后一个篇章《制胜》将场

景聚焦到当下，生动展现官兵训练中的

情景。一次对抗训练中，“红四连”担任

红方尖刀连。“战斗”打响了，全连官兵

战风沙、斗酷暑，一路边破障边突击。

最终，他们以优异成绩获得上级认可。

演出最后，该连官兵取得胜利、激情摇

旗呐喊，“强军精武红四连”的战旗在灯

光照射下格外鲜艳。

下图：文艺情景剧现场。

刘志勇摄

精彩动人的情景再现
■本报特约通讯员 池俊成

国防科技大学空天科学学院学员在讨论飞行器模型设计细节。 罗世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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