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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关注
连日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军队人大代表关于

修改完善《刑法》、制定国家边界法、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
法》、制定非战争军事行动法的建议和议案引起热议，并获得 154
人次联合署名支持。

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军队人大代表议案概览

■本报记者 邹维荣 柴 华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姜勇
代表在调研中发现，目前，我国还没有
关于网络谣言治理的专门法规，对网
络谣言的立法规则分散在法律法规和
相关政策中。

姜勇代表认为，随着互联网的快
速发展，这些法律法规在支撑惩治打
击网络谣言中越发显现出一些不相适
应之处，会使诉讼制度不科学，受害者
的合法权益难以保障。

为此，姜勇等代表建议，要对现
行《刑法》有关法规条文进行三个方
面修改完善：一是对法律用语的具

体含义作出明确规定，对《刑法》第
二百九十一条之一第二款修改为
“编造和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让

法律的指向性更清晰；二是在《刑
法》第七章“危害国防利益罪”中增
加“编造虚假信息损害国防利益
罪”，并加大惩戒力度，形成震慑效
果；三是修改《刑法》侮辱诽谤罪有
关规定，网络谣言受害者提供证据
有困难的，人民法院应当要求公安
机关提供协助，而不能简单地以治
安事件处置，以充分保证网络谣言
受害者的诉讼权利。

北京卫戍区政委姜勇等37名代表提出—

修改完善《刑法》遏制涉军网络谣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强
大稳固的现代边海空防”的战略目标。
这次人大一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再
一次部署要“建设强大稳固的现代边海
空防”。

对此，侯胜亮代表说：“对外捍卫
国家领土主权，维护国家利益，必须
以法律形式规定国家边海防的新空
间、新资源、新领域、新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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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内管理控制边

境，维护边境生产生活秩序，促进边
疆经济社会发展，迫切需要依法统筹

边海防工作。”
长期以来，我国边海防防卫管控

存在力量多元、条块分割、政出多门、
不相协调等问题，没有形成统一的边
海防法律体系。侯胜亮建议：尽快将
边海防法律法规建设纳入国家立法
规划，积极推进边海防母法——国家
边界法的制定，尽早为边海防工作提
供根本法律遵循。

陆军边海防学院某研究室主任侯胜亮等31名代表提出—

制定国家边界法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
法》自 1997 年 3 月 14 日起施行，至
今已有 20 多年。”王玄玉代表说，当
前我们国家面临的军事威胁已经发
生很大变化，需要与时俱进对现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进行必要
修改。

王玄玉建议，保持基本内容和
法律框架不变，按照新颁布或施行
的法律条文进行统一，结合武装力
量规模结构调整、指挥体制变化，

落实和反映习近平强军思想，适应
人民军队改革建设成果，使 《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防法》 更加适应我国
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

略要求。
王玄玉等代表围绕我国武装力量

的使命任务、领导和指挥体制、国防
科研生产、国防教育、军人义务和权

益以及对外军事关系等方面，对现行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提出了
多条修改建议：在第一章“总则”中
应增加“保护国家和国民重大利益”
等等。王玄玉说：“军民融合发展、
军人依法优先、崇尚英雄和网络媒介
的责任担当等内容，都要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防法》 中有所体现。总
之，要更有利于爱国意识培养、国防
设施保护、国家意志维护和国家安全
保障。”

陆军防化学院教授王玄玉等43名代表提出—

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

作为连任的人大代表，崔玉玲代
表曾多次随部队执行非战争军事行
动，通过深入调研起草并提交过《关于
制定“非战争军事行动法”的立法议
案》。今年参会期间，她对这个议案进
行补充完善又一次递交，表示仍将为
完善议案推动立法不懈努力。
“目前，我国针对非战争军事行动

先后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突
发事件应对法》《军队参加抢险救灾条
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然而随着我
军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数量增多、

范围拓展，现有的法律法规已难以适
应需求，主要体现在立法分散、缺乏
系统；界定抽象，涵盖不广；责任不
明、运行不畅等方面。”崔玉玲说。
“制定非战争军事行动法，要以

宪法修正案、《军队参加抢险救灾
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
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
法》 为依据，以现有法规政策为基
础，充分借鉴我军和外军执行此类

任务的有益经验。”崔玉玲等代表
的具体方案包含立法的指导思想、
立法的主要原则、立法的主要内容
等三个部分。
“立法内容要明确职能任务、指

挥关系、相关保障……”崔玉玲举例
说，如“相关保障”，是指法律中要
明确保障关系、保障主体和保障标
准。崔玉玲表示，制定非战争军事行
动法，还要注意把握好立法的紧迫
性、兼容性等问题。

（本报北京3月19日电）

陆军防化学院教授崔玉玲等43名代表提出—

制定非战争军事行动法

两会融媒体，今年不一般。今年两
会期间，“解放军报融媒体”创造了新的
标高：首次出现了点击量过亿的现象级
产品，千万+、百万+、十万+产品不断涌
现……

紧跟大势，踏准节拍，军报融媒体
策划编辑组聚焦习主席重要活动、围绕
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谋划作品。
《习近平出席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
全体会议》《这五年，与习主席“同框”的
明星兵器》《这五年，习主席“点赞”过的
重大科技成果》等备受网友好评。

策划编辑组积极协调各方力量共
同完成好融媒体报道任务，相继推出
“强军这五年·集团军主官话强军”“强

军大片助燃两会”“科技是核心战斗力”
“来自军队院校的报告·独家连线院校
主官”“今日点兵台”等具有浓郁军味的
系列专栏。这些产品紧跟热点话题、内
容丰富多彩，一经推出便成为一个个
“圈粉”利器。

与此同时，军报融媒体针对热词热点
及时刊发网评，让“两会评论团”这个老专
栏焕发新光彩，《国防不是“钱防”，并非给
钱给物就行了》等评论引发关注；“两会兵
声”“雪山与首都的两会连线”等专栏，架
起了代表委员与基层官兵交流的桥梁。

策划编辑组还与今日头条、腾讯新闻
等传播平台紧密合作，网页置顶、热门推
送等让“解放军报融媒体”品牌更加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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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两会期间，解放军报社
网络和新媒体报道强势出击，多
点开花。3月 2日，中国军网即上
线大型网络专题《奋进新时代 迈
向新征程》，中国军网手机端为网
友奉上了一款精美、流畅的手机
专题产品。解放军报客户端以多
个分类小专题打造“模块式”专题
报道新形式，将两会“悦读”进行
到底。

两会召开后，各平台紧贴会议
日程，制作发布了《一图读懂：2018

政府工作报告》等图解作品，《军网
盘点｜今日两会现场，这些精彩瞬
间不容错过》等系列综合稿，成为
两会“新闻大剧”。

在强军目标提出 5周年之际，
中国军网重磅发布《强军这五年》大
型网络专题、微场景《向主席报告
请祖国检阅》、视频《厉害了，我的
军》等多个作品。中国军网八一电
视在会场开设的“八一通道”，为网
友铺设了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
表委员近距离接触的“直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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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两会，解放军报微博@军报记者主
动设置议题，精心主持“军微观两会”微博话
题，在今年“两会时间”里阅读量超过 1.57
亿。习主席“两会声音”的相关发布、十三届全
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的“微直播”、会议程序报
道等内容，融八面来风，有效借力军报军网采
编资源优势，自 2 月下旬以来发布微博稿件
410多篇（组），不少稿件创造千万级阅读量，网
友跟帖评论积极正面。

每逢大事，微博的首发效应、微信的权威解
读更为凸显。军报记者微博“两会时间”权威发
布，广泛凝聚正能量；军报记者微信高效用好每
天5次可发布40条内容的权限，在第二落点上做
文章，推出《新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不让军人既
流血又流泪》《两会闻思录：习主席再提消除“和
平病”，给人警示》等，反响热烈。

两会微传播

强军正能量

供稿：张 旗、李景璇、张华婧、任 旭、庄 彦、周 详 本版美术设计：张 锐

数据来源：解放军报融媒体 图表制作：于美玉 张 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