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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连连看

近年来，社会上不时出现诋毁英雄的杂
音。对此，既要通过加强宣传营造崇尚英雄
的浓厚氛围，使以英雄文化为代表的主流价
值观更加深入人心，还要推进相关立法，用法
律武器打响捍卫英雄之战。

许胜寒

近年来，军人荣誉制度体系不断发展
完善，但尚缺乏国家层面的专门立法。建
议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军人荣誉法规制度，
以立法的形式确立军人荣誉的神圣性，推
动全社会共同维护军人荣誉，真正让军人
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王栋栋

微观两会

金句频出，有理有据。听

完外交部部长王毅在全国两

会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会上

自信睿智的回答，端端和网友

们给出六个字的评价：有底

气，很提气！

近年来，南海问题成为记

者会上必问的话题，大多围绕

着所谓“航行自由”等打转转，

今年也不例外。王毅外长回应

说：“中国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

决心不可动摇，诚意始终如

一。我们处理南海问题的立足

点，是对中国人民负责，对历史

事实负责，对地区和平负责，对

国际法治负责。这一立场坚如

磐石，一以贯之。”大气的回应，

让端端感受到了负责任的大国

风范。

应该说，南海本是风平浪

静的，但一些外部势力兴风作

浪，大肆搅局，南海问题被人为

炒作成了“热点”。然而，他们忘

记了一点——中国不惹事，但

也绝不怕事，维护国家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与地区和平稳定的

决心不容置疑。更何况，随着综

合国力的提升，中国维护南海和

平的实力在不断壮大，手段也在

不断完善。尤其是我军主战装

备迎来大发展，实战化演训普遍

推开，舰机战巡南海已经常态

化，这一代中国军人和他们的先

辈一样，绝不会给强权国家予取

予夺的机会。

有实力，自然就会说话有

底气，处事更大气。网友们被

外长“圈粉”，其实是被我们强

大的祖国“圈了粉”！

（执笔：马啸宇）

网友被外长“圈了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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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
让一些人变得数典忘祖，变得对英雄
也不以为然，甚至还有人对英雄无知
戏谑、浅薄诋毁、盲目质疑……”三位
委员不约而同地谈到，必须坚决捍卫
历史、捍卫英雄。
“这是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一场

看不见的战争，关系重大。”三位委员
一致表示，必须要理直气壮弘扬英雄

精神，搞好红色基因传承，特别是要大
力加强文化阵地建设，绝不允许篡改
历史、亵渎英雄。
“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新时代全社

会更要崇尚英雄……”作为新一届政
协委员，韦昌进带来了他的首份提案
“努力培育提振英雄文化”。

“我想告诫那些污蔑黄继光、邱少
云等英雄的人，不要用自己的胆怯去

质疑英雄的勇敢。你们上过战场吗？
知道人类的生理极限和意志极限在哪
里吗？”驳斥这些主观臆断的贸然亵
渎，韦昌进说，要像 30多年前的那场激
战那样，牢牢守住英雄文化的“阵地”。
“我们缺的不是英雄，而是对英雄

的认识和尊重。”三位委员建议加强对
英雄精神的培育和弘扬，着力营造宣
扬英雄尊崇英雄的氛围。同时，要加

强英雄保护立法，对捏造事实肆意诋
毁、诽谤英雄的行为依法予以严惩，在
全社会形成崇尚英雄捍卫英雄的良好
氛围。

如今带兵，冷杰松仍是那句铁骨
铮铮的话：“看我的！跟我上！”在实战
化训练场上打第一枪、投第一弹，老英
雄仍然是当年那样的风骨。
“我们赶上了伟大的新时代，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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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而不懈奋斗！”这是三位委员共同
的心声。

（本报北京3月9日电）

英雄气是捍卫正义的风骨

受访委员

军队政协委员、内蒙古军区司
令员 冷杰松

军队政协委员、航天员大队航
天员 张晓光

军队政协委员、山东省枣庄军
分区政委 韦昌进

右图：本报记者邹维荣（右一）、

柴华（左一）采访军队政协委员张晓

光、冷杰松、韦昌进（右二至右四）。

中国军网记者 康 哲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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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尚英雄 捍卫英雄
—与三位军队政协委员畅谈英雄文化
■本报记者 邹维荣 柴 华 中国军网记者 毛志文 牛晨斐

住在相邻房间的三位委员同在全
国政协军队特邀 55组，聊起天来，骨子
里都透着一股英雄气。
“敌人的炸弹落到猫耳洞口，我突

然感觉左眼像被一根针猛扎了一下。
我随手一捂，再一摸像是摸到了一个
小肉团子。这时我才意识到，是自己
的眼球被弹片打出来了……”

对曾经在战场上发生的惊心一幕，
韦昌进委员仍能回忆起每个细节：“当
时我拿着报话机对着排长喊：排长，敌
人已经登上了我们高地。为了祖国，为
了胜利，向我开炮！向我开炮！”
“我就一个念头，必须完成上级赋

予的任务！”说这话的冷杰松委员，曾
是威震南疆的“冷大胆”。一次他带领

捕俘组在距敌仅 80米的地方潜伏四天
三夜，出色完成了任务。
“舍我其谁！”这是张晓光委员的

胆气。有一次，上级领导来看望航天
员时，正是“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失
事后的第二天。面对即将到来的任
务，面对不可预知的危险，张晓光的请
缨掷地有声。

何为英雄气？三位英雄有着自己
的精彩诠释。

英雄气是胆气。冷杰松说：“英雄
如剑，英雄气则是剑刃上逼人的剑气，
剑气如虹令敌胆寒，剑锋所指所向披
靡。”他举例说，朝鲜战场上，志愿军之
所以能打败“联合国军”，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志愿军尽管“钢”少，但是“气”足。

英雄气是感恩。“许多战友把生命
留在了阵地上，我必须更加珍惜这份
荣誉。”去年，韦昌进获得“八一勋章”
后，发出这样感慨。
“英雄气是革命军人对党对祖国

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张晓光说。

英雄气是舍我其谁的胆魄

危难时刻，求生是人的本能，有些
人为何能舍生忘死？

聊起各自的经历，三位委员都说，
最初没有想过多，只是凭着信仰埋头
苦干。
“我当时就是想去当兵，想当杨子

荣式的侦察兵，没想到能成为英雄。”
冷杰松的思绪一下子回到数十年前，
“任侦察连连长时，当时每天想的就是

如何带领全连战士完成好作战任务，
把他们怎么带上战场再怎么完完整整
带回来。”

听着黄继光、邱少云等英雄故事
长大的韦昌进，从小就有英雄情结，可
身材瘦弱的他入伍后受到战友“打
击”。有战友开玩笑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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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昌进想到的是坚决守住阵地。
“直到初中毕业，我连县城都没出

过。是飞行给了我观察这个世界的高
度。”张晓光清晰记得，“1998 年 1月 8
日，我们首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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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满腔豪情。成功属于奋斗的人，属
于从不放弃的人。”

英雄的初心是什么？

冷杰松说，是带领战士完成作战
任务时，想着如果完不成任务，怎么向
党和人民交待？如果不能带领大家顺
利完成任务返回，怎么向战士们的父
母交待？

韦昌进说，是喊出“向我开炮”前，
那句“为了祖国，为了胜利”中展现的
忠诚与信仰。

张晓光说，是“人间万事出艰辛”
中蕴含的执著与奋进。
“英雄的业绩靠实干。”还是三位

英雄自己总结得好：壮举突发于瞬间，
行为产生于必然。中国军人，就是要
坚决听党指挥，召之即来、来之能战、
战之必胜。

英雄气是坚守信仰的初心

海南省军区政委叶青代表建议，
要不断创新方法手段，既要用好电
视、广播、报刊等传统新闻媒体，又要
用好“两微一端”等新媒体，将国防知
识的普及融入受众日常生活之中，真
正使国防教育进入小区、进入家庭；
以民兵训练基地、“青年民兵之家”等
爱军习武教育基地为平台，对广大群

众进行开放式国防教育；在重大纪念
日，组织党政机关干部、青年学生、干
部职工到烈士陵园扫墓，增强他们特
别是青少年学生建设祖国、保卫祖国
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逐步建立起
适应现代社会特点的全方位、多层次
教育机制。
（本组稿件由记者费士廷采写）

叶青代表—

创新国防教育方法手段

江苏省军区政委孟中康代表调
研认为，确保国防教育有质有序高
效，既要有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各
地区也要制订具体落实措施；既要有
长期规划，也要有实施计划；既要明
确指导思想、任务、目标、形式内容，
也要量化标准要求。要以实现教育
对象、地域、时间、要素和手段的全覆

盖为目标，搞好体系设计，要突出国
防基础理论、国防法律法规、国防形
势任务和国防知识技能等内容，坚持
学校、社会、家庭相结合，学习教材、
实践场所、宣传阵地相配套，形成全
方位、立体式国防教育格局。特别要
抓好青少年学生的国防教育，推动国
防教育落地生根。

孟中康代表—

搞好国防教育战略筹划

现有国防教育法对各级人民政府
和驻地军事机关在国防教育中担负的
责任进行了明确规定，但实际工作中，
还存在机构设置不统一、责任难落实、
主动作为积极性不高等问题。为此，安
徽省军区司令员杨征代表建议，适时修
改完善国防教育法，对国防教育办公室
机构怎么设置、设在哪里、人员如何编

配等进行明确，把国防教育纳入经济社
会发展规划，纳入党政军领导职责，纳
入大中小学教育课程，纳入干部政绩考
评范围，依据法律法规进一步规范国防
教育工作。要针对不同教育对象，由国
家层面统一编印国防教育教材，构建具
有中国特色现代教材体系，增强国防教
育针对性。

杨征代表—

强化国防教育法律支撑

两会已经持续多日，许多人突然
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各媒体关于今年
两会会风的报道不多。昔日“热点”
话题，如今乏人问津。

会风连着作风。大家在交流时普
遍感到，随着驰而不息抓作风建设，
好的会风现在已成为常态。

当会风不再成为“热点”，代表和
工作人员有什么感受？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代表们自

我要求更严了、标准更高了。”一位
大会工作人员介绍，把纪律挺在前
面，才会有好会风。以解放军和武
警部队代表团为例，近年来严抓会
风的脚步一直没有停歇，今年在遵
守保密纪律、一日生活制度、请销
假制度等方面，都有比往年更严格
的要求。
“好会风带来的益处显而易见。我

最大的感受，就是更加充实了！”中部
战区某团教导员王方代表说，今年两

会会期时间长、日程安排紧，尤其是
增加了审议宪法修正案草案、审议监
察法草案、审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等内容。会风严、干扰少，每名代表
都可以集中精力研读相关资料，力争
提出质量更高的建议，切实履行好使
命职责。

参会路上，代表们步履匆匆；宿
舍内，各种文件摆满案头，代表们加
班阅读研究；小组讨论时，代表们踊
跃发言、讨论热烈，记录本上写满了
真知灼见……会场内外，处处可见代
表们繁忙的履职身影。

3 月 9 日 22 时许，记者采访途
中，看到宋善玉代表抱着一摞资料从
房间出来。

作为联络员，他正准备给其他几
位来自中部战区陆军的代表发放资
料。“大家这会儿肯定都在加班！”他
这样告诉记者。

（本报北京3月9日电）

当会风不再成为“热点”
■本报记者 周 远

上图：3月8日，新疆

军区某团官兵通过解放军

报客户端了解两会新闻，

组织学习讨论。

李仁锡摄

左图：北部战区陆军

某直属旅通过信息平台及

时推送两会信息。3月8

日，该旅指挥通信连指导

员阮军凯正为战友讲解两

会热点。

马 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