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强军发声 为时代建言
—军队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部分议案提案追踪

■本报记者 柴 华 宫玉聪

肩负神圣使命，心系国防民生。2017年两会期间，军队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围绕实现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履行职责，参政
议政，在广泛倾听民心、集中民智、反映民愿的基础上形成一批有质量、有价值的议案和提案。军地有关部门针对这些议案提案，分专业、
有重点地调研论证、认真研究，做到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注入了勃勃生机。这些议案或提案是如何办复落实的，
反响如何？请看本报记者的追踪调查。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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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会手记

【领衔代表】梁晓婧
【内容回眸】过去5年来，梁晓婧等军队人大代表

连续提交数份议案，聚焦于制定军人权益保障法和军
人军属权益保障法。议案建议，明确军人权益保障的
对象、原则和责任；明确现役军人的荣誉权、人格权、
工资待遇、住房保障等；明确退役军人的就业安置、社
会保险、生活救助等；明确军人军烈家属在工作安排、
社会保险、子女教育等方面的优待；明确权益保障途
径和渠道等。

【反馈情况】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
会表示，将会同有关方面积极推进立法进程，适时纳
入立法规划或立法工作计划。

【背景链接】长期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军人权
益保障工作，制定了一系列维护军人权益的政策法规，

军人权益保障体制机制不断完善并逐步纳入社会保障
体系。然而，随着社会发展和价值多元，以及长期的和
平环境，军人的政治荣誉和社会地位受到各种侵蚀，军
人军属的合法权益也常常遭受不法侵害，军人权益保
障滞后于社会发展，权益保障政策不够统一，权益保障
法规不够完备，权益保障机制不够健全，权益保护难以
全面有效落实。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十分关
心军人权益保障问题，要求抓紧制定完善“军人法律地
位和权益保障等方面的法规制度”。近年来一些地区
先后制定了军人军属权益保障的地方性专门法规。

【心语】梁晓婧：加快推进军人权益保障方面的立
法，从根本上保障军人正当利益和合法权益，对于顺
利推进改革、全面落实改革、持续深化改革，让军人没
有后顾之忧地投身强军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军人权益保障法律制度进一步完善

【领衔委员】于海
【内容回眸】连续10年，于海委员在参加两会时都

呼吁为国歌立法。他建议国歌法中应当明确5个内
容：一是规范国歌奏唱场合和奏唱礼仪；二是明确国歌
乐谱和歌词的标准要求和标准版本；三是对在公开场
合恶意侮辱或破坏国歌形象的行为，列出细化的可操
作性的惩治标准；四是明确个人、部门、政府对国歌奏
唱的具体法律责任；五是把记住国歌、唱好国歌、热爱
国歌作为全民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

【反馈情况】2017年 9月 1日举行的第十二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歌法》，就国歌的地位、奏唱国歌的场合、国
歌奏唱的形式和礼仪、国歌标准曲谱和官方录音版

本、国歌的宣传教育、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等做了具
体规定，于10月1日起实施。

【背景链接】国歌与国旗、国徽是国家统一和民
族团结的象征，代表着国家形象。近年来国歌的使
用出现了奏唱不规范、参与者举止不得体等问题。
我国分别于 1990年和 1991年制定了国旗法和国徽
法。国歌法的制定，以国家立法的形式落实了宪法
规定的国家标志制度，意义重大。

【心语】于海：在奏唱国歌的近50年中，它的每一
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我的生命。我认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的实施是对国家形象的一个保
护，坚信能立法，所以这10年我根本不松动，直至给
国歌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实施

【领衔代表】崔玉玲
【内容回眸】2017年，崔玉玲等军队人大代表提

出修改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相关
条款，建议明确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职责，地方人民
政府编制规范时，应当兼顾军事设施保护的需要，对
于近年来核心要害军事设施安全环境恶化、军用机
场净空环境受损严重、军用电磁环境破坏严重等问
题，要进一步明确规定，强化法律责任。

【反馈情况】议案提交后，全国人大组织专家
研究论证议案内容，对相关意见建议进行审定，法
律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会同有关方面认真研
究。国务院、中央军委及相关部门正在研究本法

修改问题。
【背景链接】我国军事设施保护法自 2014年颁

布实施以来，为有效保护各类军事设施安全、保障军
事设施使用效能和军事活动正常进行，提供了重要
法律依据。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各类基
础设施建设快速发展，在军事设施保护立法上还有
不少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心语】崔玉玲：建设和保护军事设施，是巩固国
防、维护国家安全的应有之义。保护军事设施，除了
统筹协调好军事设施保护和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
关系，关键还在于严格执行法律。同时，还要加强法
律宣传，让全社会都来重视军事设施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修改完善
全国两会驻地华北宾馆，

冷杰松、韦昌进和张晓光 3位
军队政协委员住在相邻的房
间。参会之余，彼此相熟的三
人会互相串串门、聊聊天，张
晓光尤其喜欢听两位英雄“前
辈”讲讲当年的战斗事迹。

这三位都是当之无愧的
英雄。参加过边境自卫反击
作战的冷杰松和韦昌进曾分
别被中央军委授予“侦察英
雄”和“战斗英雄”荣誉称号，
韦昌进还是首批“八一勋章”
获得者，“英雄航天员”张晓光
曾在 2013年驾乘神舟十号载
人飞船遨游了太空。

英雄相见，惺惺相惜。不
过，聊起各自的经历，他们最
初似乎都没想过自己会成为
一名英雄。

“我当时就是想去当兵。”
冷杰松的思绪一下子回到 30
多年前，“没想着能成为英雄。
我是侦察连连长，当时每天想
的就是如何带领全连战士完
成好作战任务，把他们怎么带
过去怎么完完整整带回来。”

听着黄继光和邱少云的
故事长大的韦昌进，从小有着
一股英雄情结。可身材瘦弱
的他一直被战友们“打击”，开

玩笑说“等我们立了功，你就在后面喝点汤”。然而，那句“向
我开炮”的呐喊声毅然响起时，韦昌进想的是坚决守住阵
地。“英雄”二字，那一刻并不曾浮现在他的脑海里。

张晓光，原本已经是一名英勇的战斗机飞行员，但他清
楚记得：“1998年1月8日，我们首批14名航天员面向国旗庄
严宣誓要为祖国的航天事业奋斗终生时，一腔豪情的我才在
心里种下成为航天英雄的梦想种子。”只是，他成为一名英雄
航天员已经是15年以后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用15年的
努力换来15天的太空飞行”。

也许他们的“英雄梦”起初并不明晰，但他们略显动情的
讲述间，分明充盈着一股股浩然坦荡的“英雄气”。那是冷杰
松带领战士完成作战任务时心怀“要不怎么向党和人民交待？
怎么向战士们的父母交待？”中体现的责任与担当，是韦昌进喊
出“向我开炮”前那句“为了祖国，为了胜利”中展现的忠诚与信
仰，是张晓光直抒“人间万事出艰辛”中深藏的不懈与奋进。

“英雄不是梦想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张晓光不由地
感叹了一句。这一个“干”字，似乎一语道出了军人的“英雄
梦”转化为“英雄气”的真谛：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军营练就英雄胆，军人当有英雄气。”韦昌进激动地说，
“我们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十九大指明了我们这支英
雄军队前进的方向，每一名军人都应该坚定信念、苦练本领，
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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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图为代表们起立欢迎大会主席团成员。
本报记者 冯凯旋摄

5年前，在神舟十号飞船返回地面
后，成功出舱的王亚平接受采访时表示，
那一次飞行任务让她圆了两个儿时的梦
想，一个是飞天梦，一个是教师梦，而且
是在太空上的课。

今天，站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开幕前举行的首场“代表通道”上，谈及当
年太空授课时和地面6000多万名中小学
生共同度过的难忘的40分钟，航天员王亚
平代表记忆犹新：“那种亲手为他们播种航
天梦想、开启追梦旅程的感觉真是太棒了。”

“能够从事载人航天事业是我的荣
幸，能够让航天服务于社会是我的梦想。”

王亚平是神舟十号飞船3名航天员之一。
2013年6月20日上午，她在远离地面300
多千米的天宫一号为全国广大青少年带
来神奇的太空一课，一时间“圈粉”无数。

“在我飞行回来之后，我也收到了许
多孩子的来信，其中有很多孩子都会在
信的末尾说，也要当一名航天员，去探索
美丽的太空，做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有用
的人。每当看到这些，我都由衷地感到
幸福和欣慰。”王亚平表示，她也先后去
过几十所学校，通过与孩子们面对面的
交流，能更加直观地感受到孩子们对太
空的向往和对探索未知世界的渴望。

“我没有想到一堂短短的太空授课
会给他们带来如此大的影响，会
给他们带来梦想和快
乐 。”王 亚 平

说，这也让她更加深刻体会到自己所从
事的职业的意义，更加庆幸自己能够身
处这样一个伟大的新时代，孩子们能够
赶上这样一个伟大的新时代。

王亚平表示，太空探索永无止境，
载人航天事业需要一代一代人的接续
奋斗。“我希望能尽我所能，用我在太空
授课的特殊经历，为祖国的载人航天事
业和科普教育事业作出自己最大
的贡献，永远做孩子心中的
太空老师。”

（（本报北京本报北京33月月55日电日电））

航天员王亚平亮相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首场“代表通道”——

愿永远做孩子心中的太空老师
■本报记者 柴 华 邹维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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