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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心声

3月 8日上午，解放军和武警

部队代表团举行小组会议。图

为军队人大代表在会议间隙讨

论交流。

本报记者 穆瑞林摄

张升民代表参加分组讨论。刘振立代表参加分组讨论。李尚福代表参加分组讨论。 苗华代表参加分组讨论。

春意盎然的京西宾馆，又迎来激动

人心的重要时刻。

3 月 8 日 下 午 ，中 共 中 央 总 书 记 、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出席

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

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要统一思

想认识，强化使命担当，狠抓工作落实，

努力开创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建

设新局面。

巨大关怀鼓舞军心，深情嘱托砥砺

士气。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委员真切

感受到习主席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高度

重视和关心，倍感振奋、备受鼓舞，一致

表示：习主席重要讲话，为实现建军一百

年奋斗目标、加快把我军建成世界一流

军队，作出了新的战略部署，具有十分重

大的意义。

安全与发展是两大基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统一富国和强军两大目

标，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就构建一

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作出一系列重

大决策，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取得一系

列重大成果。谈起统筹发展与安全、统

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等话题，代表委

员感触颇深。

“安全与发展是国家建设的两大基

石 ，是 体 现 国 家 根 本 利 益 的‘ 一 块 整

钢’。历史证明，在国家战略全局中，安

全与发展不是主次从属的关系，也不是

轻重先后的关系，而是共生共亡、枯荣与

共的关系，是相互保障、相互促进的关

系。”长期从事政治理论研究的刘杨代表

告诉记者，对于一个大国而言，国防实力

和经济实力在发展时序上没有主次先

后，必须保持同步。

“统筹发展与安全，明确了新时代经

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

和重大任务，立起了强国兴军大方略，为

锻造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的战略能力提供了遵循。”满开宏委员

说，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并

非简单的“同时提升”。同步提升，集中

体现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规

律的内在要求，是国防和经济两个系统

在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目标的引导下，通

过相互协作、相互促进所形成的共生互

动过程和状态。

在杜长余代表看来，构建一体化国

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内在要求优化国家

安全和发展战略目标，实现国家发展和

安全统筹谋划、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整

体推进。“实践证明，构建一体化国家战

略体系和能力，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发

展，有利于增强国家战争潜力和国防实

力，必须深入持久抓下去、抓出更大成

效。”

提高战略竞争力、社会
生产力、军队战斗力耦合度

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

力是复杂系统工程。代表委员在讨论中

表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

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我国现代

化建设实践越来越丰富和复杂，突出表

现在空间范围越来越大、速度变化越来

越快、层次结构越来越复杂、结果和影响

越来越广泛和深远。

“新形势下，统筹安全和发展的任务

格外繁重。”张凡迪代表告诉记者，从发

展上看，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仍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

国家。从安全上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安全环境日趋复

杂，来自少数西方国家对我遏制、封堵、

脱 钩 、打 压 和 军 事 威 胁 的 压 强 越 来 越

大。“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高质量发

展新阶段，发挥好国防建设对经济建设

的溢出效应和拉动作用，有利于增强国

家战略能力。”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

世者，不足以谋一时。刘宗成代表谈道，

只有通过国家战略层面的体系整合，“攥

指成拳”，才能有效提升国家政治、经济、

军事、外交、文化等多种实力的综合运

用，努力开创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

力建设新局面。

战略竞争力、社会生产力、军队战斗

力的耦合度，对国家综合国力具有重要

影响。“一个大国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和

格局变动中赢得主动，实现经济系统和

军事系统相生相长和良性互动十分关

键。这是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满开宏

委员说。

对于前进道路上面临的各种风险挑

战，代表委员有着清醒的认识。邱志明

委员认为：“要正确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

践探索、战略与策略、守正与创新、效率

与公平、活力与秩序、自立自强与对外开

放等一系列重大关系，做到前瞻性思考、

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

才能创造出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

于时代的新业绩。”

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体系

强大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

国力，是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把人民军队建成世

界一流军队的重要物质基础。很多代表

委员表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只有

同国家现代化发展相协调，融入经济社

会发展体系，植根于国家日益雄厚的物

质技术基础，才能高质量发展、如期实现

既定目标。

“从战争的维度看，战场上的对抗不

仅是军事体系间的较量，而且集中表现

为以国家整体实力为基础的体系对抗，

谁能够最大限度实现国家整体实力系统

整合，谁就能够赢得军事竞争优势。”李

勇代表认为，只有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

战略体系和能力，打通国家综合实力向

先进战斗力、体系对抗力的转化路径，保

障人民军队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

展利益的战略能力，才能有效履行新时

代使命任务。

“当今世界，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

迫切需要国家经济、科技、人才实力的支

撑。纵观世界各军事强国的实践，都不

是在军队自己的‘小圈圈’里搞建设，而

是聚合国家整体资源打造军事力量体

系。”李鹏程代表认为，要把国防和军队

现代化纳入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全局，纳

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整体进程，

才能如期完成我军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

融合发展的历史任务。

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

力，关键是要在一体化上下功夫，实现国

家战略能力最大化。吕运成代表谈道，

我军是党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党的

使命任务决定了人民军队的使命任务。

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各领

域战略布局一体融合、战略资源一体整

合、战略力量一体运用，系统提升我国应

对战略风险、维护战略利益、实现战略目

的的整体实力。

军地“一盘棋”，画好“同心圆”。代

表委员一致表示，要坚持把军队建设发

展融入强国复兴大局，在全局中“谋全

域”、在长远中“谋一程”，引领国防和军

队现代化以更优策略、更高效益、更快速

度向前推进，更好地以强军支撑强国，努

力开创强国强军新局面。

（本报北京3月 8日电）

实现富国与强军相统一
—代表委员学习习主席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重要讲话述评之一

■本报记者 钱晓虎

“兵不强，不可以摧敌；国不富，

不可以养兵。”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

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

正确认识和处理的重大课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统一富国和强军两

大目标，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

就构建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采取一系列重

大举措，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有力

促进了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

升。3 月 8 日，习主席在出席十四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

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巩固提高

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关键是

要在一体化上下功夫，实现国家战略

能力最大化。

谈起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

体系和能力，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

委员一致认为，这是兴国之举，也是

强军之策，更是党中央把握强国强军

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着眼于

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更好统筹经济

建设和国防建设作出的战略部署。

这样的认识，来自历史的昭示。

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是一个国家整

体国力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告诉我们：强国往往是经济和军

事共同作用的结果，“犁”不行就有被

“开除球籍”的危险，“剑”无锋就有可

能亡国灭种。

这 样 的 认 识 ，来 自 强 军 的 召

唤。现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各种

新技术广泛渗透到几乎所有领域，

也为军事领域的创新创造带来更多

新的可能性。我军要全面建成世界

一流军队，就必须把国防和军队建

设植根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体系，

充分利用全社会优质资源和先进成

果。如此，我军现代化建设才有基

本依托和可靠保障。

这 样 的 认 识 ，必 须 落 实 到 行 动

上。“要坚持全党全国一盘棋，军地合

力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我们的

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

国防。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

系和能力，必须全国一盘棋、规划一

张图、军民一条心，以“一起”促“一

体”，通过军民两大体系资源配置一

体化实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综合

效益最大化。

党的二十大明确把巩固提高一

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作为一项重

大战略任务。最伟大的力量是同心合

力。我们坚信，有党中央和习主席的

坚强领导，有全体军民的砥砺奋进，只

要我们统一思想认识，强化使命担当，

狠抓工作落实，坚持以重点突破带动

整体推进，坚持向改革创新要动力，坚

持各领域战略布局一体融合、战略资

源一体整合、战略力量一体运用，就一

定能够激发出蕴含在军民之中的强国

强军磅礴伟力，开创一体化国家战略

体系和能力建设新局面。

以
﹃
一
体
化
﹄
实
现
﹃
最
大
化
﹄

■
李
秦
卫

观 澜

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人

员条例》明确，文职人员是军队人员的组

成部分，根据需要，参加军事训练和战备

值勤，在作战和有作战背景的军事行动

中承担支援保障任务，以及参加非战争

军事行动。

“聚焦备战打仗，文职人员要不断

提升综合素质，提高服务军队建设和作

战支援保障能力。”来自联勤保障部队

的高锐代表说，她在调研中发现，不论

是参加演训还是执行非战争军事行动

任务，文职医护人员已成为军队医疗系

统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部分文职人员

的综合素质与遂行使命任务能力要求

还有差距。

高 锐 代 表 建 议 ，强 化 姓 军 为 战 鲜

明 导 向 ，将 使 命 任 务 教 育 作 为 文 职 人

员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重 要 内 容 ，引 导 大 家

学理论铸忠诚，强化勇挑重担、敢打硬

仗的使命担当，锻造过硬的思想素质，

培 育 良 好 的 心 理 素 质 。 同 时 ，着 力 提

升 文 职 人 员 军 事 素 养 和 专 业 素 质 ，明

确 训 练 考 核 标 准 ，在 急 难 险 重 任 务 中

检 验 文 职 人 员 战 斗 精 神 ，锤 炼 令 行 禁

止、纪律严明的良好作风，全面提升文

职人员遂行使命任务的能力。

高锐代表—

不 断 提 升 文 职 人 员 综 合 素 质
■本报特约记者 汪学潮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国防

动 员 和 后 备 力 量 建 设 。”陈 澄 代 表 提

出，当前，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正

处 在 提 质 增 效 的 关 键 阶 段 ，应 深 刻 把

握 未 来 战 争 发 展 ，积 极 适 应 信 息 化 智

能化战争特点规律，转变动员理念，优

化动员模式，提升动员能力，创新动员

手 段 ，推 动 国 防 动 员 和 后 备 力 量 建 设

高质量发展。

“科学把握加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

量建设的着力点，不断提升对打赢战争

的支撑度和贡献率。”陈澄代表建议，在

编建转型上，加大高新技术领域军地协

作力度，综合集成高新尖端技术，培塑转

化优质动员能力；在保障转型上，着力完

善机制、理顺关系，将先进科技力量转化

为支援保障打赢的战斗力。

陈澄代表建议，要准确把握未来战

争对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提出的新

需求新要求，做好实案化准备、实战化训

练，整体构设典型训练“场景集”、丰富实

战动员方案“课题库”、细化关键动员能

力“课目群”，进一步提升平战结合、全域

遂行、精确高效的国防动员能力，为巩固

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作出更

大贡献。

陈澄代表—

推动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邹 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