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会期间，多名解放军和武警部
队代表委员就构建军人荣誉体系提出
意见建议，希望通过国家层面立法、完
善有关制度等措施，让军人真正成为
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荣誉是军人的第二生命。古今中
外，任何一支军队无不把军人荣誉作
为建军治军、统兵率将的重要内容。
朱德元帅曾经说：“部队中人人精神振
奋，你也想立功，我也想立功，这样就
会打胜仗。”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认
为，荣誉是“战争中使军队获得灵魂的
真正生命力”。军人重视荣誉，不是贪
图虚名，而是源于对自身职业的价值
认同。

徐向前在谈论战斗精神时说：“战
斗中谁能坚持最后五分钟，谁就能取
得最后胜利。”军人视荣誉高于一切，
军人在荣誉的感召下，可以战胜一切
困难，打败一切敌人。抗美援朝时志
愿军 116师参谋长薛剑强烈士，在日
记中这样写道：“谁都不愿意死，谁都
希望活，然而荣誉却有时推翻了这个
规律，荣誉使人勇于和死（神）接近。”正
是国家和社会赋予军人的神圣荣誉，让
军人始终充满斗志，始终勇往直前。

近几年来，网络上时不时冒出一
些违逆社会潮流的不和谐声音，抹黑
英烈、亵渎英雄、歪曲历史等挑战人类
良知的言论让英雄流血又流泪。全国
政协委员、“八一勋章”获得者韦昌进
在边境自卫反击战中全身 22处负伤
没有流泪，当他在网络上看到邱少云、
雷锋、狼牙山五壮士遭到污蔑时却流
泪了。军人为了保卫国家主权安全，
却反遭后人肆意伤害，这不仅让长眠
地下的烈士蒙羞，也让正在服役的人
民子弟兵寒心。

“军人是最可爱的人，让军人受
到尊崇是最基本的。必须做好退役
军人管理保障工作。该保障的要保
障好，该落实的政策必须落实，不能让
英雄流血又流泪。”3月 12日，习主席
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饱含深情
的讲话，犹如鼙鼓之声，骤然荡开三军
将士心畔的暖流泉涌，引起强烈反
响。瞻顾当下，国家组建退役军人事
务部，各地成立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各
类交通运输枢纽全面落实军人依法优
先，启动退役军人安置“清零行动”，多
地统一发放悬挂光荣军属牌匾，把军
嫂、军娃纳入一些地方优待范围……
这些实实在在的举措让所有现役和退
役军人获得了幸福感、荣誉感，尊崇军
人的社会氛围正在形成。

作为现役军人，在履行能打仗、打
胜仗的使命中赢得尊崇资格；作为退
役军人，在地方的经济社会建设中建
功立业，用业绩擦亮军人徽章；作为军
属，克服家庭困难，在支持爱人、子女
卫国戍边中展现大局风范。赋予军人
应有的荣誉，这必将让军人职业倍加
绚丽多姿，也必将会让广大官兵在实
现新时代强军目标的征程中更加意气
风发、斗志昂扬、信心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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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是最可爱的人，让军人受到尊崇是最基本的。
必须做好退役军人管理保障工作。该保障的要保障好，
该落实的政策必须落实，不能让英雄流血又流泪。”提起
习主席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的讲话，湖南省军区
政委冯毅代表依然心潮澎湃。他认为，让军人成为全社
会尊崇的职业，需进一步提高军人荣誉的社会认可度，增
强军事职业吸引力。

冯毅认为，完善军人荣誉体系既需要法规制度作保
障，又需要全社会的支持。他建议，第一，完善军人荣誉
法规。出台相应法律，统一、规范、引领推动军人荣誉体
系建设，提高军人荣誉制度的立法层次、社会认可度和规
范性。第二，应全方位展现军人荣誉。规范各类涉及国
防和军事仪式庆典和纪念活动。在国家设立“八一勋章”
的基础上，可根据官兵参加作战行动和军地重
大活动的实绩贡献，给予不同级别
的勋章。第三，可探索建立

国家公墓制度，对为国牺牲、为民牺牲的英雄烈士进行怀
念，树立崇尚英雄、缅怀先烈的良好风尚。

同时，冯毅认为，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必须
要解决官兵普遍关注的后路、后院、后代问题。因此，他建
议，坚持“入伍光荣”与“退伍优惠”、“军人优待”与“军属优
待”并重。他建议全方位拓展军人优先项目，加大军属
优待力度。比如，在子女入学问题上，建议推行
现役军人子女在驻地所属地级市优
先选择优质幼儿园、小学和初
级 中 学 就 读 等 优
待措施。

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冯毅——

提高军人荣誉社会认可度
■本报记者 周 仁

荣誉是军人的第二生命，作为贡献的象征
和功绩的标志，荣誉一直被军人赞美和向往。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让军人成为全
社会尊崇的职业”。如今承平日久加之社会
利益关系深刻调整，军事职业吸引力和对军
人的认同感有所下降的现实背景下，“尊崇”
二字的提出，适时且可贵。这次全国两会
上，“尊崇”也成为许多军队代表委员热议的
话题。

培植：夯实赢得全社
会尊崇的根基

“谁都不愿死，谁都希望活，然而荣誉却有
时推翻了这个规律，荣誉使人勇于和死（神）接
近。”牺牲时年仅28岁的志愿军116师参谋长
薛剑强，在他的战地日记中留下这样一句话。
是什么支撑他用生命去换取这份军人的荣
誉？是军人神圣的使命感，是忠诚于党、热爱
人民、报效国家、勇于献身的责任与担当。

“荣誉不是靠别人给的，而是要自己去赢
得的。”谈及维护军人荣誉，很多代表都首先
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必须立起“四有”新
一代革命军人的好样子，才能让人尊之有基、
崇之有据。

“战争年代抵抗侵略、抛洒热血，和平年
代保家卫国、默默奉献，军人一直是用自己的
牺牲奉献来获得百姓的认同。由于我国经济
社会正处在发展转型期，再加上身处和平的
人们远离了战火的警示，导致当前一些人在
优待军人、崇尚军人上产生了偏见。除了客
观原因，我们有没有反躬自省：是不是‘和平
积习’渐渐消磨了一些军人的血性？是不是
没有把更多精力放到军事训练上来？”韦昌进
委员的反问一针见血。

来自空军的余海龙代表表示，军人的荣
誉感既是国家、社会对军人所做贡献的肯定，

也是军人对自身人生价值的确认。没有对为
国家和人民牺牲奉献的正确认知，没有老一
辈军人那种刺刀见红、敢于亮剑的血性勇气，
没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有什
么资格去要求人民的尊崇，去维护自己的荣
誉？因此，对每名军人而言，荣誉，也是看得
见的责任；尊崇，也是感受得到的鞭策。必须
要以思想灵魂的纯洁、备战打仗的实力、英勇
无畏的胆魄和情趣高尚的品行，夯实赢得荣
誉的自我根基。

推进：荣誉内化于心
也要外化于行

拿破仑曾说过：“只要有足够的勋章，我
就能征服世界。”勋章所代表的荣誉历来是激
发军人责任感、使命感和振奋军心士气的重
要途径。荣誉虽然是军人内心追求的自我认
同与自我尊重，但并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需
要以勋章或军功章等令人羡慕的形式进行

“外化”展示，让其他人心向往之。
作为第一位站上“爱尔纳?突击”国际侦

察兵比武领奖台上的藏族军官，西藏军区某
旅旅长江勇西绕委员就谈到自己参加国际
军事比武时的经历，他发现不少国家军人的
军服上都会佩戴各种勋章，所获荣誉一目了
然，让人肃然起敬。对此，江勇西绕委员表
示，健全完善军队奖励法规，在增加军事奖
章、勋章、纪念章类型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
证章授予和佩戴制度，提升官兵的荣誉感和
自豪感。

“随着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的出
台，应加快构建完善军人荣誉法规体系建
设。”张辉委员说，目前关于军人荣誉的法规
制度大多散落在不同法规之中，尚未形成权
威规范、完整系统的制度体系，分类不清、效
力不强、认可度不高等问题还显著存在。

多个代表委员表示，应当将我军的荣誉
法规纳入国家奖励法规之中，彰显军人荣誉
的崇高和严肃，扩大军人荣誉制度的影响力；
制定荣誉监察和处罚法规，对各种诋毁英雄、
混淆是非等有损军队荣誉和英模形象的人和
事严肃问责追究，全面维护军人荣誉的权威

性；规范军人晋职、立功受奖、转业、喜报送
达和烈士祭奠、光荣军(烈)属挂匾等程序和
仪式。

维护：涵养崇军尚武
的社会氛围

3月 13日，关于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的
新闻甫一发出，就在微信朋友圈刷屏，现役军
人、退役军人以及广大军属等纷纷转发点
赞。军队代表们也纷纷表示，这充分体现了
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对广大退役军人
的关心厚爱，是落实“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
的职业”的实际举措。

“社会认同度越高，越能增添军事职业吸
引力，越能激发军人荣誉感。”纪晓飞委员认
为，军人出没于苦寒之地，决胜于战火之中，
其职业属性承载着社会一般行业无法比拟的
艰苦和风险。但不可否认，相较于革命战争
年代形成的崇军尚武的社会自觉，长期和平
环境造成社会对军人的价值认同有所弱化，
公民的国防意识有些消磨淡化。

“要从思想教育、政策引导、制度保障等层
面同时发力。”苏保成代表表示，要创新手段加
大国防教育力度，同时建立健全有利于官兵成
长成才、安心尽职的职业发展机制，推动军人
和军属身份地位、权益保障、优待抚恤立法，深
化医疗、住房、工资、保险等制度调整改革，完
善体现军事职业特点的待遇保障体系。

对此深表赞同的江勇西绕委员表示，国
家和军队立法机构应制定更为具体、便于操
作的条款，对随军家属就业、子女入托入学等
军人广泛关注的问题出台刚性法规，加大执
行问责和监督落实力度，确保各项政策法规
扎实落地、发挥效用，营造“一人当兵，全家光
荣”的良好社会风尚，让官兵心无旁骛地走上
训练场。

“瑞士军事家若米尼说过，假如在一个国
家里面，那些牺牲生命、健康、幸福去保卫国
家的勇士们，其社会地位反而不如大腹便便
的商贾，那么这个国家的亡国就一点不冤
枉。所以，对军人的尊崇，有时代性，但永远
不能过时。”西西玛委员的话语，引人深思。

让全社会看到战旗上的铁血荣光
——军队代表委员热议增强军人荣誉感

■本报记者 柴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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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量不可低估的国家战略

陆军防化学院教授崔玉玲代表清晰地记得：过去5年，习主席多次谈及“军民融合”这
一话题。12日，习主席在参加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再次强调：“实施军民
融合发展战略是构建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
军目标的必然选择。”

原成都军区副司令员石香元代表说：“现场聆听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我认识到，以
往的思想站位还不够高，认识还比较模糊。军民融合是一个分量不可低估的发展战略，
绝不是‘你给我办点事，我给你办点事’那么简单。在未来的实践中，我们要防止忙于贴
标签的表面化融合、戴帽式融合、搭车式融合，牢牢把握强军兴军这一军民融合的正确
方向。”

“我感到，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是军政军民团结优势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和运用。”
王文全代表说，“扎实推进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强军之策、兴
国之举，将切实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强大动力和战略支撑。”

“军民融合的重点是科技融合。当今世界，各主要国家越来越多地利用国家资源和
社会力量实现军队战斗力的整体跃升。”军事科学院某研究所所长陈薇委员说，“我国曾
经存在军是军、民是民的状况，暴露出发展不协调、需求不对接、资源不共享等问题。如
今，部门、单位、学科的界限壁垒正在打破，协同创新发展的跨领域、跨行业、跨军地科研
组织模式正在形成。”

“军队要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对于地方的创新发展成果和高精尖人才，不求为我所
有，但求为我所用。”崔玉玲代表说，“推进新时代军民融合深度发展，需要更高站位、更
广范围、更深程度，真正抢占制高点、把握主动权。”

（本报北京3月15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