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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三中全会精神，按照
党中央批准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和《武警部队改
革实施方案》决策部署，海警队伍整体划归中国人民武装警察
部队领导指挥，调整组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海警总队，称
中国海警局，中国海警局统一履行海上维权执法职责。现就
中国海警局相关职权作出如下决定：

一、中国海警局履行海上维权执法职责，包括执行打击海
上违法犯罪活动、维护海上治安和安全保卫、海洋资源开发利
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洋渔业管理、海上缉私等方面的执
法任务，以及协调指导地方海上执法工作。

二、中国海警局执行打击海上违法犯罪活动、维护海上治
安和安全保卫等任务，行使法律规定的公安机关相应执法职
权；执行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洋渔业管
理、海上缉私等方面的执法任务，行使法律规定的有关行政机
关相应执法职权。中国海警局与公安机关、有关行政机关建
立执法协作机制。

三、条件成熟时，有关方面应当及时提出制定、修改有关
法律的议案，依照法定程序提请审议。

四、本决定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国
海警局行使海上维权执法职权的决定
（2018年6月22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东海之滨，鹭岛厦门。这里千年浪涌，潮涨风起。
当中国改革开放的航船扬帆出港，历史的坐标就将其

定位为中国最早设立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这个曾经偏
僻的海防小城，在 40年改革开放中破浪前行，昭示出中国
城市蝶变的密码。
“如今，海风海浪依旧，厦门却已旧貌换新颜。”习近平

总书记对这座城市充满感情。就在一年前，金砖国家领导
人厦门会晤时，他回首厦门经济特区的发展历程，盛赞这
座城市的“高素质、高颜值”，“勇敢坚毅、吃苦耐劳的当地
人民，乘着改革开放的浪潮，用自己的双手把厦门变成了
一座经济蓬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对外交流密切的现代
化、国际化城市”。

当鹭岛儿女聆听习近平总书记这满怀深情的声音，回
想当年他在厦门工作的日日夜夜，感触尤深。

作为厦门经济特区初创时期的领导者、拓荒者、建设
者，习近平同志在这片充满激情的热土，与广大经济特区
建设者并肩奋斗，开启了一系列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环境
保护、文化遗产保护等生动实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凝
结其中的科学理念、宝贵经验和优良作风，至今仍指引着
这座城市破浪前行的航程。

勇于先行先试

探索推动一系列开创性改革举措

“不搞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就不能进步。”

——1987年6月8日，习近平在厦门

市委常委会会议上的发言

1985 年，国务院批准将厦门经济特区范围扩大到全
岛。这年夏天，习近平风尘仆仆从河北南下赴厦履新，担
任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时任厦门市体改委副主任朱丽水回忆，习近平到厦门
后分管体制机制改革，直接领导推动了一系列棘手的改革
探索。“放水养鱼”就是其中之一，激活了厦门港，也激活许
多身处困境的国企。

到厦门不久，习近平高大的身影出现在东渡码头，迎
海风极目远眺。他踱步走到桥吊旁，抬头望着这几十米高
的大家伙，询问工作人员它们能吊多少货。这是厦门港仅
有的两台桥吊，一个吊一年仅完成 3.5万个标箱，香港同样
的吊每年却能完成12万个。通过数次到现场调研，仔细听
取企业干部员工意见，习近平把问题搞清楚了——运输能
力不够，设施不完善，流程环节不配套，而政府没有更多的
钱给企业完善设施。

微利或微亏，这不仅是厦门港务局的窘境，也是当时
厦门绝大多数国企的难题。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说，政府不要你们利润，你们赚来

的钱，财政一分都不要，利润留给你们，但你们必须答应一
条，赚了钱首先用来完善设施。”一位老港务人回忆当时一
次会议的情景。

改革，因问题倒逼。厦门在全国率先出台税利分流措
施，全市 66家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实行税利分流、税后还
贷，针对不同企业，采取不同上交比例。其核心目的是，除
交税外，尽可能把红利留给企业发展生产。改革第一年，
厦门港务局就赚了2000多万元，没几年赚了七亿多。

时任厦门市财政局党组书记沈丹回忆，习近平非常重
视这项支持企业发展的利改税政策，事实也证明这项改革
非常有效，国企得到迅速发展。

那时的厦门，怎么建经济特区，尚无经验可循。习近平
此番到厦门来，“就是想尝试对改革的实践、对开放的实
践”。他曾深情回忆说，“到经济特区工作，是我第一次走
上市一级的领导岗位，第一次直接参与沿海发达地区的改
革开放，第一次亲历城市的建设和管理。”“这三年是全面
学习的过程，是一个非常艰苦、刻苦的学习过程，从中得到

了历练。”
1986 年，厦门被确定为全国第一批机构改革试点城

市。习近平担任市金融体制改革、经济特区管理建设等领
导机构负责人，牵头研究制定了推动经济特区政府管理体
制改革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机构改革是一场刀刃向内的
自我革命，牵扯许多利益，难度与阻力巨大。”厦门市委党
校常务副校长林朝晖说。

人们很快发现，平时谦逊随和的习近平，在改革问题
上果断干脆、态度坚决。他在不同场合提出，“经济特区的
任务就是改革，经济特区应改革而生，我们要承担起这个
责任”。

一次市委常委会会议上，习近平说，“改革，先走一步
有风险，但国家需要有人去趟路子，搞好了，为国家以后的
改革提供经验，起纲举目张的作用”。

朱丽水回忆，“当时的改革，只说是社会主义体制的自我
完善，以什么为目标，要改到什么程度，没有明确答案。习近平
同志明确提出，改革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行政
机构改革是拆庙并庙，要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搞好对
外商、基层、企事业的服务工作。所以，当时的方案力度很
大，直接动刀，砍掉很多政府机构”。

1987年，厦门工业系统的8个专业局全部砍掉，在全国
率先实行大部委制，简化企业审批、放权给企业。“这一刀
下去，很多人哇哇叫，但就是要逼着大家解放思想尽快上
路，融入市场经济。”市体改委同志回忆道。

推动厦门实现计划单列，为厦门长远发展争取有利条
件；在全国首次提出“小政府、大社会”原则，建立精简、高
效、廉洁、团结的政府；推动金融机构企业化经营，成立华
侨投资公司和地方保险机构，建立厦门外汇调剂中心……
习近平在厦门推动的一系列大胆改革，许多思路和举措在
全国具有开创性和前瞻性，为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注入磅礴
活力。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同志推动厦门经济特区
建 设 发 展 的 探 索 与 实 践

■新华社特约记者

尘土飞扬的大漠，某型武器实弹
效能检验蓄势待发。

恶劣天气骤然而至，发射阵地和
落弹区的风速都超出了该型武器的设
计范围。关键时刻，凭借对该型武器
性能和试验场地的充分了解，陆军某
炮兵防空兵研究所研究员韩珺礼坚定
建议：试验按计划进行。

嗖、嗖、嗖……一枚枚火箭弹呼啸
而出，像一条条火龙，划破天际，直扑
目标区域。“中了！中了！”当落弹区观
测点传来首发命中、首群覆盖的报告
时，现场观战的专家领导、部队官兵激
动地呐喊起来。

那一刻，韩珺礼心潮澎湃。该型
武器研制凝结了无数科研工作者的心
血，一度在技术上受制于人的陆军“长
剑”，“我们自己搞出来了，而且比他们

的还好！”
多年以后，当记者在陆军某炮兵

防空兵研究所见到已成为我军野战火
箭领域领军人物和陆军装备知名专家
的韩珺礼时，他依旧对十多年前的这
一幕记忆犹新。
“每一步前进都荆棘丛生。”这是

韩珺礼对自己长期从事武器系统与应
用工程研究的总结，也是他多年来不
断奋进的真实写照。

在韩珺礼的积极推动下，我军首
个专门研究射击精度问题的弹道专项
组成立。一些经验丰富的装备科研专
家对弹道专项组心存质疑，项目进展
不顺利，但韩珺礼一再坚持，屡挫屡
试，潜心探索精度分析技术，最终改变
了传统炮兵只求密集度而精确射击依
赖前观修正的射击方式。

该武器系统第一次试飞，意外出
现故障。韩珺礼白天只身一人到故障
现场调查，晚上进行仿真分析，经过近
1个月的挑灯夜战，终于找出原因并提
出解决方案，一举解决了火箭武器系
统的致命难题。

在韩珺礼的带领和不懈努力下，
武器作战效能获得极大提高，总体性
能处于世界同类装备领先水平的某
新型武器系统诞生了。2007 年，该武
器系统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

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

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韩珺礼对马
克思这句名言深有感受。

当年，某新型智能化灵巧弹药是
世界各军事强国竞相发展的高效弹
药，在我军尚处空白。韩珺礼将目光
瞄准了这一领域，刚开始，他带领团队
实验了几个月都没什么进展，但他和
团队成员咬牙坚持。

针对课题关键技术难题，他和团
队通过多次试验，获取大量数据，优化
试验方案，为我军首个智能化灵巧弹
药研制奠定了坚实基础。2个月时间
里，他编写了 5万多条程序，建立起仿
真模型，实施方案逐步成型。

科学顶峰的风景虽然壮丽，但攀
登的道路却充满崎岖。那一年，某
型弹药进行攻击真实坦克目标试
验。落弹区里，几辆坦克被新型弹
药击毁后燃起大火，韩珺礼和同事
们迅速爬上去采集数据。在一辆燃
烧的坦克上，他的作训鞋底被烤软
了，发出刺鼻的焦糊味。起火的坦
克存在爆炸危险，为收集第一手资
料，韩珺礼坚持完成数据采集工作
后才离开现场。

韩珺礼从事武器系统与应用工程
研究 22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2
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军队科
技进步一等奖5项。

左上图：韩珺礼近影。

陈海强摄

为了锻铸陆军“长剑”
—记陆军某炮兵防空兵研究所研究员韩珺礼

■本报记者 钱晓虎 武元晋 通讯员 陈海强

本报讯 宋志强、特约记者海洋报
道：6月 11 日上午，第 79 集团军某旅演
练现场，官兵们刚冲进“敌”占据独立
房，就遭遇惨不忍睹的景象：硝烟味混
杂“血腥味”，“鲜血”浸染弹痕……担任
现场指挥的该旅作训科长王玉岩说，只
有经过“逼真战场”的考验，方能拿到战
场的通行证。

由“配菜”变为“主菜”、由“幕后”走
向“台前”，心理抗压训练从选训的心理
行为训练升级为必训的战场心理调控训
练，是这次新大纲带来的新变化。新大
纲不单强调有形力量生成，更强调有形
无形并举；不单强调硬实力，更强调软硬
实力并重，“心”课目地位的凸显成为新
大纲一大亮点。王科长感慨：“只有内心
强大的官兵，才能最大限度释放装备技
战术性能。”

记者跟随王科长来到装步四连，体
验战场心理抗压模拟训练。刚戴上模
拟器，一架“战机”就迎面飞来，向记者
俯冲轰炸，爆炸声、轰鸣声震耳欲聋；紧
接着，又有“炮弹”呼啸而来，把脚下的
“阵地”炸为“焦土”，爆炸声、厮杀声此
起彼伏……
“这就是集多媒体技术、视频拼接技

术、环绕立体声技术和 3D合成技术于一
体的战场心理训练模拟器。”在隆隆“炮
声”中，四连连长王宏志向记者介绍，“它
能使受训者融入硝烟弥漫等真实战场环
境中，破坏受训者的心理平衡，使其产生
惧怕和紧张情绪……”记者仿佛置身于
激烈的“战场”，各种音响画面冲击着心
理承受极限，屏幕上发射出的耀眼强光
使人头晕目眩。突然，一辆“坦克”迎面
碾了过来，记者顺势卧倒……

十几分钟转眼过去，记者退出“战斗
模式”。教练员李明达告诉记者：“经过
长期反复训练后，大部分官兵对战场的
残酷环境都有了一定适应力。”
“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该旅官兵们正逐渐适应持续的

高强度、高风险严酷作战环境导致的心理压力。据该旅领导介绍，今年开
训以来，他们已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中围绕战场心理调控这一新课目进行
了多项训法、战法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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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胡金华、特约记者康克报
道：“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只有奋斗
才能成功……”6月 21 日，第 83 集团军
某炮兵旅野外机动途中，四级军士长张
伟佩戴党徽，向大家讲述自己由一名传
统火炮炮长转变为新型火炮驾驭者的转
型之路，车厢内不时响起阵阵热烈掌声。
“充分发挥好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

用，官兵干事创业就有力量。”该旅副旅
长向仁强介绍说，6月初，他们从驻地机
动上千公里，组织跨战区实弹射击演习，

针对任务繁重、党员分散、组织生活难落
实等实际，通过车厢党小组会、帐篷支委
会等形式，见缝插针抓好党组织生活制
度落实，让每个支部都成为演练场上的
坚强战斗堡垒，靠坚强的一线党组织凝
聚兵心士气。此外，还通过组织“党员故
事会”，让“首席兵教头”颜玉超、“全能驾
驶员”赵于晓、“铁血炮长”张波等优秀党
员代表走上讲台，讲述瞄准转型、矢志打
赢的奋斗事迹，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
动官兵成长成才。

堡垒建得牢，官兵士气高。记者在
发射阵地现场看到，该旅通过设立“党
员模范先锋岗”，叫响“我的岗位我负
责、我的岗位请放心”口号，引导广大党
员在本职岗位上发挥标杆作用，面对大
漠黄沙，多变“敌”情，官兵们士气高昂、
信心百倍。

日前，西北大漠传来捷报。该旅官兵
在恶劣天气下，打出了“炮群精准覆盖、目
标尽数摧毁”的优异成绩，梳理总结出多
种复杂条件下实弹射击的实用招数。

第83集团军某炮兵旅因地制宜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

“流动战斗堡垒”显威演训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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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 阳

曾火伦

6月21日，第76集团军某旅组织自行榴弹

炮实弹射击训练，锤炼官兵的指挥协同和精确打

击能力。 李忠元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