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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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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日记

3月16日 晴

3月16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举行小组会议，代表们审议监察法草案、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选举和决定任命的办法

草案。图为蔡红霞代表（右）在发言。 本报记者 周朝荣摄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
创新者胜。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习主席
领导推动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大开大
合、大破大立、蹄疾步稳，实现了我军组
织架构和力量体系的整体性改革性重
塑，人民军队的体制、结构、格局、面貌
由此焕然一新。

学习习主席重要讲话，总结过去、
展望明天，连日来代表委员们愈加深刻
感到，改革是决定军队未来的关键一
招，必须用改革的思路和办法解决练兵
备战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把我军战
斗力建设提升到更高水平。

最大限度释放新体制

效能

在代表委员们眼里，这是波澜壮阔
的改革画卷：撤总部、建战区、立军种、
调结构、优编成……经过领导指挥体制
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两大
战役”，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体制性
障碍、结构性矛盾得到了有效解决。
“我军战斗力建设取得长足进步。”

一位来自战区的全国政协委员如是评
价，但他马上话锋一转，语带警醒，“我
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新体制确立了，
但一些相关机制还没有健全；新结构成
型了，但配套制度还没有完全跟上。”

有类似感受的，还有中部战区副
司令员张义瑚代表。“这是改革中出
现的问题，必须用改革的办法加以解
决。”他认为，目前当务之急就是按照
“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总
原则，抓住指挥编成、权责界定、流程
再造等关键环节，加快理顺战区和军
种关系，抓紧推进军种指挥融入战区
联合指挥，基于联战联训实践，精准
提报军事需求，牵引战场建设、人才
建设、后勤建设和装备建设等各领域
统筹发展。

来自军委装备发展部的王力代表，
格外关注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尤其对着
眼提高各级政府办事效率的“只进一次
门”“最多跑一次”的探索深有感触。“现
在有些利于备战打仗的重大项目，还存
在论证慢、审批慢、执行慢等问题。”他
说，从一切不合时宜的思维定式、固有
模式、路径依赖中解放出来，既要主动
来一场“思想革命”，还需要发起一场
“制度革命”，惟有如此，才能把新体制
效能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
“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

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南部战区
副参谋长陈道祥代表，对即将开启的全
面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第三大战役”
充满期待：“政策制度改革的目的，就是
发挥其润滑剂作用和杠杆功能，充分彰
显新体制生机活力。”

为实战化训练解困

松绑

“大抓实战化军事训练，加快提高
我军战斗力。”习主席向全军发出的时
代号令，引发代表委员们强烈共鸣。大
家在讨论发言中，直抒谋战之思，建言
务实之策。

“开展实战化训练，必须依托实战
化的环境条件。”来自训练部门的代
表介绍，目前，全军正按照“一体化设
计、集约化建设、开放式使用”的思
路，统筹推进大型训练基地建设。这
就要求我们，必须对现有的军事训练
资源管理制度进行改革，使其更加精
准、集约、高效地向练兵备战领域倾
斜和投放。

危不施训、险不练兵，训练中消
极保安全，是长期困扰实战化训练
深入推进的“思想枷锁”。空军某部
营长朱正友代表谈到，打开这个枷
锁，单纯靠教育引导端正训练指导
和政绩观很难奏效，必须尽快完善
相关制度机制。比如，改进部队训
练考评和干部任用考评机制，不以
事故定乾坤；科学界定安全事故类
别和责任归属……

发生在演兵场上的一些问题，引
起代表委员们高度关注。来自海军的
代表谈到，随着养殖、商贸、旅游等海
上经济活动渐趋频繁，一些军用港口
码头和出航通道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
和挤占，严重影响海军实战化训练的
深入开展。
“国防和军队建设是全党全军全国

各族人民的共同事业。”海军某基地政
委孙健代表说，学习贯彻习主席这一重
要指示，必须加强军地协同。他的建议
是，通过构建常态化制度机制，协调有
关地方政府和部门设立海上训练区、试
验区等，切实保障部队开展训练。

坚持用强军目标引领

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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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员们从习主席的重要
论述里，探寻我军新质战斗力和战斗力
新的增长点。

东部沿海经济社会发达、科技实
力雄厚。自战区成立以来，东部战区
副司令员顾祥兵代表一直在思考：如
何将这些优质资源转化为现实战斗
力。在他看来，目前“民参军”“军转
民”需要跨越的“门槛”仍然很高。“必
须打破壁垒，推动军队创新融入国家
创新体系，尽快建立军地成果共享机
制，使各类优质资源更好地助推战斗
力提升、满足部队作战准备需要。”顾
祥兵代表说。
“将国防潜力变成国防实力，是练

兵备战工作急需解决的难题。”这些天，
通过学习习主席重要讲话，国防动员系
统的代表们感受很深。

兵民乃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
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四川省
军区政委冷志义代表说，这句话在今
天仍然适用，而且更具时代性。“军队
打胜仗，人民是靠山。”在他看来，目前
军地二元结构仍泾渭分明，需要健全
完善现有的国家动员体系，通过拆坝、
疏堵、清淤，把“涓涓细流”汇成“汪洋
大海”。
“改革从来就不是一曲诗情画意的

田园牧歌，也不是一条笔直平坦的通衢
大道，尽管我们已经啃下了许多难啃的
‘硬骨头’，涉过了很多‘险滩’，但还有
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我们去
闯。”西部战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戎贵
卿代表的一番话，道出了大家的心声：
改革务必成，强军方可期，我们必须坚
定不移把改革进行到底！

（本报北京3月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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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在出席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要大力纠治

“和平病”，坚持仗怎么打、兵就怎么

练，要瞄着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可

能的作战对手，有针对性地去练。

“和平病”是战斗力致命的腐蚀剂，

是练兵备战的头号大敌。提高新时代

的练兵备战能力，就必须把纠治“和

平病”作为当务之急。

“英雄雨打风吹去，太平岁月最

蹉跎。”和平最容易麻痹军人的神

经，如果贪图享乐就会染上“和平

病”，精神懈怠、意志衰退，滋生这

样那样的问题。一支摧枯拉朽的军队

可能被这样那样的“和平病”销骨蚀

魂。一支胜利之师不仅要经得起腥风

血雨、枪林弹雨的锤炼，还要经得起

和平时期的各种考验。

军不思战，国之大难。“和平

病”是一种思想麻痹病，就像温水煮

青蛙一样，让军人丧失对战争的警

惕、对练兵的热情，面临敌情而毫不

觉察，能力不足而高枕无忧，以不打

仗的心态做着打仗的准备。根治“和

平病”，首先要唤醒官兵的忧患意

识、危机意识、打仗意识，真正绷紧

打仗这根弦。

根治“和平病”，要用好练兵备

战这服药。言武备者，练为最要。练

兵备战具有很强的牵引功能，一个单

位练兵备战抓得紧，官兵就会心思向

打仗聚焦、工作向打仗用劲，“和平

积弊”就会减少。反之，则百弊丛

生，武备废弛。只有真想打仗的事

情，真练打仗的本领，真谋打仗的问

题，我们才能用胜券在握回答习主席

提出的“胜战之问”。

存亡之道，命在于将。根治“和

平病”，领导干部既是重点，又是难

点。这本事那本事，能打胜仗才是真

本事。面对习主席多次点到“两个差

距很大”“两个能力不够”“五个不

会”等问题，领导干部应带头来一场

大学习，集中精力研究军事、研究战

争、研究打仗，在重大军事斗争实践

和军事演训活动中磨砺自己，厚植带

兵打仗、指挥打仗的底气和资本。下

决心把当“和平官”的错误观念扳过

来，把领兵打仗的如山重任扛起来，

当好练兵备战的带头人。

“和平病”，战斗力致命的腐蚀剂
■辛士红

今天一早，国防大学政委吴杰
明代表接到一封盖有公章的反馈
函。

事出有因。10日，解放军和武
警部队代表团分组审议“两高”工作
报告，来自高法和高检的同志列
席。吴杰明代表就工作报告的附录
中同一案件表述事实不一致的问题
提出建议。

反馈函中说，最高人民检察院
办公厅将相关建议及时报告曹建明
检察长，核实统一了附录中这一条
目的数字和表述方式，并向提出修
改建议的吴杰明代表表示感谢。

建言有回声，说了不白说。吴
杰明代表在分组会上提及此事：
“‘代表’两个字，责任重千钧。我们
要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提升履职能
力，才能不负人民群众和全军官兵
的期待。”

巧了！今天中午，陆军某部工程
师陈雪礼代表也收到一封反馈函，是
最高人民法院一位法官专程送来的。

函件大意是：根据您的建议，在
高法报告的相关部分加入了“为解
放军和武警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
提供司法保障”“服务和支持军队改
革和建设”两句话；您关于充实维护
宪法权威相关表述的建议也得到了
采纳。同时，感谢陈雪礼代表对人
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接到来函，心里还是非常受触

动，要对相关部门务实、担当、高效
的工作作风点赞。”陈雪礼代表说，
“这也是一种激励，作为代表，以后
会进一步提高履职能力，使自己的
发言和建议更有质量。”

代表审议报告有回声；宪法、监
察法的修改与制定，认真吸收代表
的意见、建议。这些天，不管是小组
讨论还是代表团全体会议，无论来
自基层还是机关，每位代表都能毫
无保留地将自己调查掌握的情况、
问题、建议在会上畅所欲言，充分表
达官兵的诉求和期盼……

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
人商量，这正是人民民主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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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6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举行小组会议，代表们审议监察法草案、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选举和决定任命的办法

草案。图为陈香美代表（左二）在发言。 本报记者 周朝荣摄

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
侯胜亮代表，向大会提交了一份《关
于制定国家边界法的议案》。议案
中，侯胜亮代表建议，积极推进边海
防母法——国家边界法的制定，同时
梳理整合有关规章和地方性法规，作
为国家边界法的下位子法，形成上下
衔接、完善配套、与国际接轨、有中
国特色的边海防法律体系，为加强边

海防防卫管控和海上维权行动提供有
力的法律支撑。

议案中，侯胜亮代表认为制定国
家边界法，应该明确边海防的领导体
制、边海防的力量构成、边海防行动
的指挥机制、边境控制管理和防卫、
边海防维权、边海防法律法规等相关
内容。

同时，侯胜亮代表还建议，立法

前必须深入调研、摸清现状、掌握
底 数 、 了 解 需 求 ， 为 立 法 奠 定 基
础；立法过程中，要把握我国边海
防建设主要矛盾变化，严格按程序
组织实施；还要组建国家边界法研
究编撰专家小组，加强组织领导和
立法保障，以确保立法工作顺利进
行。

（本报北京3月16日电）

侯胜亮代表——

建议制定国家边界法
■本报记者 侯 磊

3月16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举行小组会议，代表们审议监察法草案、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选举和决定任命的办法

草案。图为代表们认真听取发言。 本报记者 周朝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