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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社会主义

建 设 离 不 了 。 不 管 是 一 寸 钢 ，还 是 一

粒米，咱们都要用得巧……”这是被国

防部授予“勤俭创业修理连”荣誉称号

的东部战区陆军某海防旅修理连的连

歌，这支连队也是全军唯一一个以“勤

俭创业”命名的英模单位。20 世纪 60

年代，连队官兵依靠两台旧车床、几把

铁榔头，设备没有自己造、材料缺少到

处找、技术薄弱干中学，创造了“大修

不出岛、中修不下山”的修理传奇，孕

育形成了勤俭建连、勤劳干事、勤巧创

新的“三勤”精神。60 多年来，连队始

终 秉 承 勤 俭 创 业 传 统 ，锚 定 使 命 任 务

建 连 兴 连 ，实 现 战 斗 力 保 障 力 全 面 跃

升 ，2016 年 被 中 央 军 委 国 防 动 员 部 记

集 体 一 等 功 。 进 入 新 时 代 ，国 家 经 济

实力强大了、部队条件变好了，但艰苦

奋 斗 、勤 俭 建 军 的 好 传 统 依 然 需 要 发

扬光大。

为什么要坚持勤俭
办一切事业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

奢。”这是唐代诗人李商隐《咏史》中的

名句，意思是遍观历代前贤治国治家的

经验教训，成功多由勤俭，败亡皆因奢

侈，指出了政权成败的关键所在。1851

年初，太平军发动金田起义，短短两年

多时间就从广西一隅，跨两湖、过三江、

下江南，定都天京。但进城后，起义军

领袖们就开始攀比奢华、醉生梦死，大

小官员也无不以争奢赛富、铺张排场为

能事。天王洪秀全所用金冠足有八斤

重，每次用膳都是金碗玉箸，建造的天

王府门窗皆用绸缎裱糊、墙壁皆用泥金

彩画。忠王李秀成驻守苏州，府邸之豪

华令人叹止，直到苏州城被破前夕还在

施工，连李鸿章看了都惊叹“真如神仙

窟”“平生所未见之境也”。一场轰轰烈

烈的农民运动，最终“楚歌声里霸图空，

血染胡天烂漫红”。以史为鉴可以知兴

替。勤俭节约立业兴国，奢侈浪费国败

家亡。

节俭朴素，力戒奢靡，是我党我军

的传家法宝。延安，原本是块贫瘠的土

地，红军的到来使其焕发出勃勃生机。

是什么力量如此神奇？1936 年，美国记

者埃德加·斯诺带着满脑子的疑问，到

陕甘宁边区采访。他看到毛泽东同志

住着简陋窑洞，周恩来同志和士兵一样

睡着草席土炕，朱德同志用着马尾制作

的牙刷，彭德怀同志穿着降落伞改制成

的 背 心 ，被 中 国 共 产 党 人 这 种 艰 苦 奋

斗、勤俭节约的精神深深震撼，断言这

是可贵的“东方魔力”、是中国人的“兴

国之光”。90 多年来，人民军队在党的

坚强领导下，始终把勤俭节约作为一条

原则要求，革命战争年代，“节省每一个

铜板为着战争与革命事业”；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时期，坚持“把勤俭建军作

为我军长期的经常的政治任务”；改革

开放新时期，服从党和国家建设大局、

树立“忍耐”思想。进入新时代，全军部

队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军

委十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大力纠

治“四风”，坚持以俭修身、以俭兴业，坚

持勤俭办一切事情，厉行节约、反对浪

费成为广大官兵的一种价值取向、一种

精神状态。实践表明，艰苦奋斗、勤俭

建军，蕴藏着人民军队发展壮大、屡克

强敌的制胜密码，是我军官兵代代传承

的红色基因。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党我军

的 根 本 宗 旨 ，带 头 过 紧 日 子 ，目 的 就

是 为 老 百 姓 过 好 日 子 。 现 在 ，我 们 国

家的“钱袋子”鼓起来了，国防预算的

“ 总 盘 子 ”也 大 起 来 了 。 但 同 时 还 要

看 到 ，我 军 正 在 向 着 实 现 建 军 一 百 年

奋 斗 目 标 聚 力 攻 坚 ，军 事 斗 争 准 备 任

务 艰 巨 、部 队 转 型 建 设 发 展 工 作 繁

重 ，需 要 花 钱 的 地 方 很 多 。 我 们 必 须

发 扬 勤 俭 建 军 优 良 传 统 ，树 牢“ 过 紧

日 子 ”思 想 ，坚 决 抵 制 把 勤 俭 节 约 看

作“ 寒 酸 ”、把 艰 苦 奋 斗 视 为“ 土 气 ”、

把挥霍浪费当成“大方”等错误思想，

永 葆 我 军 艰 苦 奋 斗 、勤 俭 建 军 的 政 治

本色。

勤俭节约，要在人人，贵在点滴，重

在行动。每一名官兵都要做勤俭节约

的身体力行者，以个人小节约汇聚形成

全军上下大能量。追求美好生活与倡

导勤俭节约并不是一对矛盾。对于青

年官兵来说，讲艰苦奋斗，并不是要大

家过清心寡欲、“苦行僧”式的生活，而

是要反对奢侈浪费，保持艰苦奋斗的作

风、勤俭节约的精神，倡导简约适度的

生活方式，多一份内心坚守、少一些物

欲追求，多一份见贤思齐、少一些横攀

竖比，让自己的精神更富有、品德更清

纯、生命更充盈，在强军实践中书写人

生的精彩篇章。

为什么要树立成本
控制和经济可承受的理念

搞国防和军队建设，需要大量的人

力、物力、财力投入。有投入，就应该讲

效益。企业经营不讲效益、成本过高，

就可能会破产。国防投入不计成本甚

至 透 支 国 力 ，不 仅 会 造 成 巨 大 资 源 浪

费，严重的还可能导致经济衰退、社会

危机。我们要注重把成本控制和经济

可承受的理念贯彻到军队建设各领域

和全过程，决不能做不计成本、不考虑

经济承受能力的事。

人 们 常 说 ，打 仗 就 是 打 钱 。 近 期

世 界 局 部 冲 突 与 战 争 实 践 证 明 ，“ 低

成 本 、可 消 耗 ”的 无 人 机 能 够 使 实 力

强大的对手陷入“防得住，成本极高 ；

防 不 住 ，损 失 极 大 ”的 两 难 境 地 。 现

代 战 争 强 对 抗 、高 消 耗 特 征 更 加 明

显 ，交 战 双 方 在 资 源 动 员 方 面 的 竞 争

空 前 激 烈 ，特 别 是 高 新 技 术 的 发 展 使

武 器 装 备 成 本 大 幅 上 涨 ，谁 最 能 从 其

资 源 的 耗 费 中 获 得 最 大 效 果 ，善 于 选

择 最 经 济 的 武 器 ，谁 就 可 能 占 据 主

动、更具韧性。

面对提高备战打仗能力的紧迫要

求 ，面 对 保 障 资 源 相 对 不 足 的 现 实 矛

盾 ，我 们 必 须 树 牢 资 源 约 束 和 成 本 控

制 理 念 ，坚 决 破 除 用 兵 倾 向“ 多 多 益

善”、用装片面追求高性能高价值，以

及“花不完的钱、打不完的弹”等认识

误 区 ；必 须 统 筹 作 战 能 力 和 建 设 发 展

需求，强化战建两端、供需两侧协调对

接，切实把非作战功能、非急用项目的

事项减下来，集中资源办大事办难事；

必 须 以 作 战 需 求 为 根 本 牵 引 ，发 挥 规

划 在 资 源 配 置 中 的 主 导 作 用 ，把 军 费

投 向 投 量 搞 得 更 加 科 学 ，千 万 不 能 让

国家投入的钱打了水漂。

为什么要坚持花钱
必问效、低效必问责

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国防支出安

排历来备受关注。2024年 3月，十四届全

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2024年全国一

般公共预算，安排国防支出 1.69万亿元，

比上年执行数增长 7.2%。这些年军费不

断增加，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国防和军队建

设的高度重视，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建设强

大军队的热切期盼。国防支出每一笔钱

都铆钉相扣、有特定用途，必须按章法办

事、按规矩花钱，努力把每一笔钱都花出

效益来，推动军队建设有一个大发展。

军队打胜仗，财力是保障。强化问

责问效，才能确保好钢用在刀刃上，把

财 力 资 源 转 化 为 实 实 在 在 的 战 斗 力 。

坚持严格问效问责，就是要倒逼标准制

度、预算管理、审批制度和决策机制等

贯彻落实和改革创新，确保“钱袋子”更

好服务“枪杆子”。

2022年 1月，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

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印发《关于表彰全

军军费管理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通

报》，对 29 个全军军费管理先进单位和

50 名全军军费管理先进个人予以表彰，

展示了在管好用好军费、提高质量效益、

规范财经秩序上取得的显著成效。党的

十八大以来，全军健全完善新时代军费

管理体制机制，大力加强管理监督，促进

有限资源向备战打仗聚焦转化。但也要

看到，工作运行中会花钱、花好钱方面还

有一定差距，管理粗放、不计成本等问题

还不同程度存在。必须综合施策、系统

治理，瞄准军费管理提质增效总方向，以

对战斗力的贡献率为标尺，不仅监督钱

由谁花、花了多少、是否按规矩花，还要

监督钱是否用于保障战备急需、建设急

用、促进战斗力提升上。对资源使用率

高、节约成效明显的，按照规定实施奖励

表彰；对资源使用低效无效、造成损失浪

费的，依规依纪依法予以处理。

（执笔：俞红、徐学文、张伟）

树牢过紧日子思想
—怎么看“勤俭建军这一条什么时候都不能丢”

理论纵横

群 言 集

衡量干部业绩好不好，关键要看老

百姓口碑好不好。近日，习主席在福建

考察时来到谷文昌纪念馆，明确要求：“各

级领导干部要向谷文昌同志学习，树牢

正确政绩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真抓

实干、久久为功，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

心中。”对广大党员干部来说，能不能把

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体现党性修

养、宗旨意识，检验政治能力、担当精

神。只有坚持心中有党不迷航、心中有

民不忘本、心中有责不懈怠，才能创造

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始终赢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

丰碑是精神的凝聚、基因的承载，镌

刻着人民群众心中永不褪色的记忆。20

世纪 50年代，谷文昌来到满目黄沙的东

山，他以“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

掉”的决心意志，团结带领干部群众把一

件件兴县利民的好事干到群众心坎上，

赢得了东山人民的衷心爱戴。回顾我们

党的历史，像谷文昌这样的优秀党员干

部还有很多，从“拼上老命大干一场，决

心改变兰考面貌”的焦裕禄，到“冰山愈

冷情愈热，耿耿忠心照雪山”的孔繁森；

从“只要生命不结束，服务人民不停止”

的杨善洲，到“认准的事，背着石头上山

也要干”的廖俊波……在为党尽忠、为

国尽职、为民尽责的漫漫征途上，一批

又一批优秀党员干部勇往直前以赴之、

鞠躬尽瘁以从之、殚精竭虑以成之，奏

响了一曲曲激昂雄浑的人生壮歌，立起

了一座座深入民心的时代丰碑。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

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把丰碑立

在人民群众心中，有着鲜明的衡量标准

和检验标尺。具体到工作层面，就是要

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

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谋事担事、干

事成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用这一

标准问“心”，切实站稳人民立场，坚持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做到情为民

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始终用

这一标准问“需”，牢固树立群众观点，

积极践行群众路线，善于面对面听呼

声、实打实察民情、心贴心办实事，在走

进群众中找准破解难题的突破口和推

动工作的发力点；始终用这一标准问

“计”，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

神，主动拜人民为师、向群众学习，充分

挖掘人民群众中蕴藏的无穷智慧，凝聚

起万众一心的磅礴力量；始终用这一标

准问“效”，干每项工作都要看人民群众

有没有真受益，切实用人民群众的满意

度和获得感检验成效、改进工作。

时代发展永向前，为民服务敢担

当。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就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

进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作 出 战 略 部 署 。

习主席指出：“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

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

的日子。”面向未来，世界之变、时代之

变、历史之变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延展，

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迫切需要

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造福人民的

政绩观，紧盯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聚力攻

坚，在担当作为、真抓实干、廉洁奉公中

不断把美好蓝图变为现实图景。

天地之间有杆秤，人民心中有本

账。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既是

一 个 思 想 问 题 ，更 是 一 个 实 践 课 题 。

作为新时代的党员干部，必须处理好

有我与无我的关系，涵养“功成不必在

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

激发行动派、实干家的干劲，既要做让

老 百 姓 看 得 见 、摸 得 着 、得 实 惠 的 实

事，也要做为后人作铺垫、打基础、利

长远的好事；必须处理好做事与做官

的关系，坚守干大事而不是当大官的

价值追求，树立崇高理想，厚植为民情

怀，甘当人民公仆，不计个人得失，在

进 退 取 舍 中 彰 显 共 产 党 人 的 政 治 本

色；必须处理好当下与长远的关系，既

鼓足只争朝夕的干劲，也磨砺久久为

功的韧性，既有一年干成几件事的决

心，也有几年干成一件事的毅力，不见

成效不撒手，不获全胜不收兵，做到实

干为要、常长并举。

丰碑巍峨，全赖一砖一石；为民建

功，要看一事一行。把丰碑立在人民群

众心中，体现在工作中才能释放价值，

落实到行动上才能彰显成效。生逢伟

大时代，广大党员干部无论身处什么岗

位、从事哪项工作，都应常怀对党忠诚

一辈子、为民奉献一辈子的赤子之心，

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牢固树

立“党把我们放在什么岗位上，就在什

么岗位上建功立业，党安排我们在哪里

工作，就在哪里为民兴利造福”的理念，

真正干出有益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

实事，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

的实绩。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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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向思维，是一种对司空见惯

的、似乎已成定论的事物或观点反向

思考的思维方式。辩证法告诉我们，

世上任何事物都是一个矛盾的对立

统一体，而人们通常总习惯于关注事

物的某一面，忽视其另一面。逆向思

维的关键就是打破这种传统思维定

式，反其道而行，从问题的对立面着

手解决问题。面对科技之变、战争之

变、对手之变，在现代战争的作战指

挥中，我们需要善用逆向思维寻找奇

胜之道。

善用逆向思维，对于拓展作战

思路、创新作战方法大有裨益。一

般而言，我们在研究解决作战问题

的时候，正向、传统的思维方式是

占多数的。解题思路若一成不变，

形成的方案容易千篇一律，这无疑

会 给 对 手 留 下 有 迹 可 循 的 漏 洞 。

逆 向 思 维 往 往 能 够 在 双 方 势 均 力

敌 甚 至 自 己 处 于 逆 境 时 起 到 关 键

作 用 ，真 正 找 到 解 决 作 战 难 题 的

“新钥匙”。所谓“逆”，即非常规而

谋 之 ，反 其 道 而 行 之 。 纵 观 战 争

史，不乏运用逆向思维出奇制胜的

经典战例。井陉之战，韩信故意冒

兵法之大忌而背水列阵，以此激发

士卒人人死战、个个拼命，最终以

少胜多；抗日战争时期的七亘村伏

击战，刘伯承一反“兵不重伏”的用

兵原则，采取“重叠设伏”策略，连

续打击日军。古往今来，杰出的指

挥员都善于运用逆向思维，不限于

既有经验、不囿于陈旧套路，最终

在变局困局中实现破局转局。

逆向思维，基于常理又区别于

常理，基于普遍规律又特殊于普遍

规律，对指挥员的能力素质提出了

更 高 的 要 求 。 首 先 ，要 培 养 应 变

力。面对现代战争作战理念、作战

形态、作战样式的深刻变化，指挥

员必须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

求变，开展作战研究时要对过去形

成的经验多打一些问号，效果不理

想的就要大胆辟蹊径、走新路。其

次 ，要 激 发 创 造 力 。 遇 到 这 也 不

行、那也不行的两难困境，陷入攻

而有险、退而无路的十字岔口，不

能总在同一个思维模式中“山重水

复”，要跳出来看、放开来想、反其

道而行。第三，要磨炼意志力。一

般 而 言 ，开 顺 风 船 易 ，行 逆 水 舟

难。因此，善用逆向思维还要坚定

志在必得、务期必成的信念，锤炼

无所畏惧、无往不胜的胆识，砥砺

敢打硬仗、敢于攻坚的气魄，厚植

敢于求新、勇于突破的勇气。

值得注意的是，运用逆向思维

达到奇胜效果，是基于对作战客观

情况进行理性判断之后，经深思熟

虑而产生的奇思妙想，绝非天马行

空般胡思乱想。作战指挥是极其严

肃的军事活动，如果脱离实际并不

经缜密思考而盲目追求剑走偏锋，

不但无法实现作战目的，还恐将带

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逆向思维中的奇胜之道
■张发红

教 育 兴 则 国 家 兴 ，教 育 强 则 国 家

强 。 建 设 教 育 强 国 ，是 全 面 建 成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强 国 的 战 略 先 导 ，是 实 现

高 水 平 科 技 自 立 自 强 的 重 要 支 撑 ，是

促 进 全 体 人 民 共 同 富 裕 的 有 效 途 径 ，

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习近平总书记

强 调 ，“ 我 们 要 建 成 的 教 育 强 国 ，是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教 育 强 国 ，应 当 具 有

强大的思政引领力、人才竞争力、科技

支 撑 力 、民 生 保 障 力 、社 会 协 同 力 、国

际影响力”。其中，思政引领力居于首

位 ，是 推 进 教 育 强 国 建 设 的 重 中 之

重 。 新 时 代 新 征 程 ，各 级 各 类 院 校 必

须 紧 紧 围 绕 立 德 树 人 根 本 任 务 ，进 一

步强化理论武装、完善育人格局、建强

专 门 力 量 ，在 全 面 加 强 院 校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建 设 中 不 断 提 升 思 政 引 领 力 ，朝

着建设教育强国战略目标扎实迈进。

强化理论武装，擦亮思想政治教育

底色。育才造士，为国之本。院校思想

政治教育肩负着确保党的事业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后继有人的历史重

任，必须首先想清楚、弄明白培养什么

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这

既是新时代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扎实推动教育强国

建设的根本前提。找准根本方向。要坚

持马克思主义在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中的指导地位，突出思想政治教育政治

属性，确保教育坚定不移沿着社会主义

方向前进，确保院校成为马克思主义学

习、研究、传播的坚强阵地。办好关键课

程。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思

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

进，构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的课程教材体系，

确保培养更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

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紧跟时代步

伐。要及时将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

国家重大战略部署、社会热点难点问题

等融入教学内容，使思想政治教育更加

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学生，不断增

强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性、针对性

和吸引力。坚持守正创新。要在建好建

强传统载体的同时，扎实做好互联网时

代的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意识形态

工作，运用微信公众号、微博等线上载体

深入阐释党的创新理论的科学内涵和实

践要求，推动网络育人系统化创新发展，

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互动性、体验性，使

教育抓住学生、深入内心。

完善育人格局，增添思想政治教育

亮色。新形势新使命新任务，呼唤院校

紧跟时代步伐、紧贴学生思想，探索并实

践全新的教育模式，不断拓宽教育的路

径与方法，积极打造“大思政课”育人新

格局。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

堂”协同育人。要坚持学理论和强实践

相统一，调整教学内容、充实教案讲义，

扭住教学主课堂、抓住实践大课堂，打破

传统思政课的课堂局限，加快教学基地

建设，将生动的社会实践转化为鲜活的

教学素材，充分发挥实践活动中蕴藏的

教育价值，探索理论学习和社会实践的

有机融合，力求形成理论课主导、实践课

深化的多维教学模式，推动学习成果持

续深化、有效转化。推进大中小学思想

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要立足新时代新

要求，结合学生身心特点，明确各学段思

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和任务，系统完善各

学段思政课课程标准，整体优化设计各

学段思政课课程方案，避免出现重复和

脱节，提高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的系

统性与连贯性，确保各学段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之间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形成相

互 衔 接 、层 层 递 进 的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格

局。推进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同向同

行。要深入挖掘各门专业课程所蕴含的

思政元素与育人功能，将思想政治教育

融入专业课程教学的全过程和各环节，

避免出现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两张皮”

的问题，实现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程的有

机融合，在思政课程的淙淙灌输与课程

思政的涓涓浸润中，把新时代党的创新

理论注入心田。

建强专门力量，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成

色。强教必先强师，全面加强院校思想政

治教育的关键在教师。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要着力建设一支政治强、情怀深、

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的思政

课教师队伍。”到 2035 年建成教育强国，

任务艰巨、时不我待，尤其需要高度重视

并着力加强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专门力

量建设，为提升思政引领力提供关键支

撑。强化政治素质培养。要将政治能力

作为衡量施教者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准，

在教师招聘、培育、选拔、使用等各环节

各方面突出政治标准，着力培育思政课

教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意识，教

育引导思政课教师带头真学真懂真信真

用马克思主义，始终把旗帜鲜明讲政治

放在教书育人的第一位，不断提高思政

课教师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

执行力。强化专业能力提升。要做好岗

前培训和日常培训工作，积极引导思政

课教师担负起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

责任与使命，通过专业培训、基层实践、

职业能力竞赛等方式锤炼本领，提升教

师讲好思政课的意识和创新教学理念、

内 容 、方 法 的 能 力 。 强 化 师 德 师 风 建

设。要抓牢师德师风建设，引导广大教

师坚定理想信念、陶冶道德情操、涵养扎

实学识、勤修仁爱之心，树立“躬耕教坛、

强国有我”的志向和抱负，坚守三尺讲

台，潜心教书育人，做到言传身教、以身

作则，成为有效塑造学生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的“大先生”，当好学生健康成

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

（作者单位：大连理工大学）

以强大思政引领力推进院校思政教育
■朱思洁 王 嘉

学有所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