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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日记

今天风清气爽。政协会胜利闭
幕，人大会期长，代表迎来休息日。

连续 3年，全国人大代表、来自海
军工程大学的马伟明院士，在分组会
发言中 3次谈起他的“驱动”论，大意
如下：科技人才，最好是兴趣驱动；其
次是事业驱动；然后，是把自己的工作
当职业干。

作为顶尖科技专家，一般不会轻
易重复自己，既然马院士对“驱动”念
兹在兹，肯定有自己的道理。休息日，
我想挖根究底一下“驱动”。
“很简单啊！”马院士眼镜片后投

射出直率的眼神，回应了我的“懵懂”。
“科技创新，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推动部队战斗力跃升，这个好理解
吧？人同样需要‘驱动’，来激发潜
力。所谓兴趣驱动，就是对这个事儿
是真爱，甚至是痴迷，虽千难万险绝不
放弃，板凳坐穿也不回头，外面诱惑再
大我心岿然不动……有这股劲儿什么
事儿干不好？”
“兴趣驱动，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

比例更高，超过百分之二十吧，因为搞
基础科学更寂寞。”接着，这位自称喜
欢做菜却没有时间下厨的院士，举了
个极为“自信”的例子，“我跟我的学生
讲，如果我不干这行当大厨，也能搞出
国宴水平的菜肴。”

听了这话，我乐了。
谈到事业驱动，马院士说：“有事

业心的人也不会轻易放弃，尤其是把
个人的价值实现与团队的价值实现
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更是这样。所
以，这类人才也是好的。至于职业驱
动，我也不是说它一定不好，我只是
认为，持这种立场的人，可以向更高
层次看齐……”

为了让“取经”的气氛轻松些，我
没带纸笔也不录音。所以，对于自己

后面问的一个问题，我的记忆并不完
整，因为他讲起了哲学和方法论——

如果说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
原创重大科学发现则是第一动力的源
泉。马院士认为，科技领军人才首先
要“通”。所谓“通”，是对某一科技领
域研究抵达“峰顶”，从而在这个领域
的多个应用层面可以“一览众山”。而
“通”取决于“敏锐的洞察力”和“执着
的精神”，这又回到上面所说的“兴趣
驱动”。

这位看多了学生论文的院士，用
中国古代的科举举例。他说，有时候，
“一篇文章定乾坤”的科举也不是全无
是处，“从一篇文章中，往往能看到一
个人的格局、胸怀和视野”。

我也是写文章的，马院士的话，让
我不由得暗自对照，手心流汗……

午后的代表住地，还有许多代表
留在房间忙碌，我继续向他们请教“驱
动”的事。
“老一辈科学家，放弃国外那么好

的条件归国艰苦创业，也是因为兴趣
驱动加理想信念驱动，这才有了‘两弹
一星’大国重器。”海军指挥学院教授
陈黎明代表说。
“任何改革都有一段过渡期或者

说是阵痛期，从单位到个人，都会碰到
一些实实在在的难题。”谈军队改革，
说人才成长，海军某部司令员王再杰
代表和我聊了很久。

这位从最基层岗位一步步干到司
令员的“老潜艇”说：“改革攻坚期，也
是体制制度理顺期，越是这个时候，越
考验一名军人对党的忠诚、对理想信
念的坚守、对事业的热爱。要坚守、坚
信，无论个人还是我们这支军队，未来
会更好！”

从代表们的话语中，你是否和我
一样，受到非常多的启迪呢？

马院士谈“驱动”
■本报记者 刘化迪

3月15日 晴

“当前，一些远离军队医院的军人
面临就医较难的现实问题。”解放军第
306医院院长顾建文委员经过调研，感
到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是部
队卫生实力配置与实际保障需求有一
定差距，二是当前军人跨体系跨地域
就医看病情况日渐增多。

顾建文表示，随着国防和军队改革
的全面推开和纵深推进，部队官兵交流
任职、调动学习、参训参考、外出执行任务
等日益增多，官兵流动性、分散性、机动性
增加，跨体系跨地域就医需求不断增长。

为保障远离军队医院的军人健
康，深化军民医疗卫生资源融合，顾建
文建议加快推动军队医疗保障社会化
改革，加大对远离军队医院的军人的
医疗保障力度，深入推进军民融合医
教研联合体建设，努力形成“小病就地
在部队卫生所，中病、急诊就近到地方
医院，重病、住院去部队体系医院”的
新型军民融合医疗保障方式，为远离
军队医院的军人提供优质医疗服务、
共享社会化医疗保障。

（本报北京3月15日电）

顾建文委员—

让军人共享社会化医疗保障
■本报记者 邹维荣

陆军纪委书记吴刚委员介绍，近
年来，我国在稀土资源保护、产业结构
调整、应用产业发展、创新能力提升、
管理体系建设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
取得了积极进展，但还面临一些现实
挑战。

因此，他建议：建立国家稀土资源
战略储备制度，完善稀土资源储备的
管理机构，建立稀土资源封存储备基
地，构建全国稀土资源储备动态信息
数据库，调整优化稀土资源储备的布

局、结构和质量；科学调控稀土对外出
口；出台《稀有资源保护法》，将稀土资
源列为保护性开采矿种，研究制定稀
土管理保护细则，完善配套规章制度，
明确地方政府和部门责任，形成完善
的稀土行业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加强
国家对稀土资源勘查、开发、利用的统
一规划和宏观调控，科学开发、控制总
量、调整结构，减少环境污染，促进可
持续发展。

（本报北京3月15日电）

吴刚委员—

加紧制定稀土资源保护战略
■本报记者 邹维荣

如何用权？如何履职？何事可

为？何事不可为？习主席在重庆代表

团参加审议时强调，严格依照法定权

限、规则、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在

出席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

议时，习主席要求加大依法治军工作力

度，强化法治信仰和法治思维。对军队

领导干部来说，就是要做到心中高悬法

纪明镜、手中紧握法纪戒尺，知晓为官

做事尺度。

“万事皆归于一，百度皆准于法。”

法治方式是治军的最高境界，遵纪守法

是领导干部的必备素质，厉行法治是领

导干部的重要能力。毛主席曾多次在

党和军队高级领导干部会议上亲自领

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求大家：“你

们不仅要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

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领导干部只

有心中高悬法纪明镜，才能自觉以法纪

为标尺，言行合法度、办事守法规，不偏

不倚、不枉不纵。

领导干部作为“关键少数”，在法

治建设上既可以起到关键推动作用，

也可能起到致命破坏作用。正所谓，

“月映万川，万川映月”，领导干部心

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一个单

位的清风正气就能积聚，政治生态就

能纯正；领导干部不守法、不检点、不

公道，一个单位的歪风邪气就会滋

长，政治生态就会恶化。所以，依法

治军的关键，就在于依法治官、依法

治权。

军队越是现代化，越是信息化，越

要法治化。推进新时代强军事业，须臾

离不开法治。一支能打仗、打胜仗的部

队，必然是军令如山、军法如刀的部队，

也必然是领导干部带头尊法学法守法

用法的部队。如果把依法治军当“依法

治兵”、把“五多”当政绩，如果把搞定当

稳定、把摆平当水平，如果把分管工作

当“自留地”、把“土政策”当“铁规矩”，

就会极大损害领导干部的形象，严重迟

滞部队建设的进程。

“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

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领导

干部只有把对法治的尊崇、对法律的敬

畏转化成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办事依

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

靠法，才能让法治运行于心灵轨道，外

化为行为习惯。

心中高悬法纪明镜
■辛士红

3月15日上午，全国政协

十三届一次会议闭幕会在北京

人民大会堂举行。图为会议结

束后，军队政协委员走出会场。

本报记者 穆可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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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出席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
表团全体会议时的重要讲话，如和煦
春风，温暖着每一位代表的心。

殷殷深情，浸润军营。代表们说，
亲切质朴的话语，显示出统帅的厚重情
怀、深切关爱，必将进一步激发子弟兵
的自豪感和使命感，为实现中国梦强军
梦而不懈奋斗。

厚植强军根基的战略

考量

著名作家魏巍的纪实报告文学《谁
是最可爱的人》，曾引起全国广泛关
注。自那时起，人民军队的光辉形象影
响和感染了数代人。
“最可爱的人、来自老百姓、向解放

军学习……”在军委国防动员部政委刘
家国代表看来，党和政府以及广大人民
群众，历来有拥军优属的传统，这些饱
蘸深情的词句，构成了军民鱼水深情最
具象征意义的标识。

刘家国也注意到，因长时间远离
战争，有些人国防意识淡化，加上受经
济社会发展转型期的影响，一些人对
于优待军人军属、礼遇尊崇军人产生
了偏见，出现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情
况。

兵者，国之大事。党的十九大提
出，组建退役军人管理保障机构，维护
军人军属合法权益，让军人成为全社会
尊崇的职业。
“这是党中央厚植国防建设基础的

战略考量。”陆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党
增龙代表说，军人用生命捍卫国家与民

族，如果得不到基本认同，甚至遭遇揶
揄调侃、恶意侮辱，又怎能激发起“执干
戈以卫社稷”的强大力量？

党增龙的话，引起代表们的共鸣。
大家认为，军人职业社会声望高低不仅
关乎个体荣誉感，更关系到军队形象和
国防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出台惠军举措、设立烈士纪念日、
颁发“八一勋章”……党的十八大以来，
一系列务实之举汇聚起崇军尚武的正
能量，促进关心国防、关爱军人渐成社
会新风尚。

夯实制度保障的重大

部署

“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作为国务
院组成部门。”3 月 13 日上午，当听到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说明中有关退役
军人事务部的内容时，代表们热烈鼓
掌。

掌声代表心声！“尊崇军人，迈出了
最为坚实的一步。”河北省军区政委韩
晓东代表如此评价这一举措。他说，在
改革的大形势下，成立统管退役军人事

务的部门，是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重要
决策，利于健全集中统一、职责清晰的
退役军人管理体制，夯实让军人成为全
社会尊崇的职业的制度保障。

今年年初，河北省专门成立了退
役军人管理服务中心，统筹服务保
障、政策宣传、沟通联系、规范管理等
各项工作，为退役军人排忧解难办实
事。
“出口连着入口，解决好退役军人

后顾之忧，有助于吸引更多优秀青年应
征入伍，建设强大国防。”驻澳门部队政
委周吴刚代表认为，国家组建退役军人
事务部，是退役军人管理保障领域一项
非常重大的战略部署，对于加强国防和
军队建设、提升军人地位、维护军人权
益意义重大。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从体制制
度上处理好退役军人的安置、服务、管
理等问题，是国防建设不可忽视的组成
部分，不仅惠及退役军人，也温暖着现
役军人和军人亲属的心。
“这些新气象新变化，提升了广大官

兵的荣誉感、获得感、自豪感，有利于稳定
军心、鼓舞士气。”来自陆军的习朝峰代表
说，这必将激励更多的战友砥砺前行。

重在立信服人的暖心

行动

今年年初，国家民政部表示，将采取
“清零行动”，重新梳理 1978年以来符合
政府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信息，并
按已有政策一一对应，凡是没有落实的
都坚决要求落实。此举，赢得一片叫好。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落实。好的制

度只有落到实处，才能立信服人。”武警
北京市总队政委刘振所代表说，让军人
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关键是要把相
关举措落到实处，化为各级各部门的行
动自觉，这样才能切实激发出强国强军
的强大力量。

在来自陆军的王全理代表看来，人
民的礼遇、社会的尊崇，是军人分量最
重的勋章。
“尊崇军人，从来都不仅仅是部队

和党政机关的事。”王全理说，这还应
该由国家、社会、家庭、个人共同构筑
“精神长城”，做好工程化设计、项目
化推动，并找准切入点，真正让尊崇
军人成为覆盖全社会的共同认知和自
觉行动。

暖心行动正在凝聚更多正能量。公
祭先烈成为隆重的“国家纪念”，“军人依
法优先”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向军旗
告别”让退伍老兵充满荣誉感……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统筹强国强军建设，采取一系列提
高军人地位、尊崇军人职业的措施，全社
会礼遇尊崇军人的氛围越发浓厚。

代表们表示，这些尊崇军人的暖心
之举，必将激励广大官兵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本报北京3月15日电）

上图：3月14日上午，解放军和武

警部队代表团举行小组会议，军队人大

代表围绕有关话题积极建言献策。

本报记者 冯凯旋摄

汇聚崇军尚武正能量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热议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本报记者 侯 磊

肩负新使命
踏上新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