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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历史的逻辑，往往从时针永不停歇

的跳动中展开。

让我们回拨人民军队的历史时针，

从西柏坡的几间土房，到延河边的简陋

窑洞，从长征路上的“马背指挥部”，到南

昌起义时的“江西大旅社”，人民军队始

终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攻坚克

难，战无不胜，为国家和民族建立了不朽

的功勋。

应中国革命而生，谋国家强盛而来，

向民族复兴而去。

91年风雨兼程，91年铁血荣光。人

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背后蕴含着哪

些奥秘？

一段段风云激荡的革命历史，一场

场惊心动魄的经典战役，一个个感人至

深的红色故事，不仅蕴藏着我们“从哪里

来”的精神密码，更标定了我们“走向何

方”的精神路标。

“把理想信念的火种、红色传统的基

因一代代传下去，让革命事业薪火相传、

血脉永续”“优良传统不能丢，丢了就丢

了魂；红色基因不能变，变了就变了

质”……习主席对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

色基因，念兹在兹，反复强调。

2018，八一。

当历史的时针指向这个神圣光荣的

日子，让我们回望那光耀千秋的伟大征

程，铭记历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懈

奋斗，确保人民军队血脉永续、根基永

固、优势永存，不断书写强国强军更为辉

煌的篇章！

（二）

生于七一，有人名叫“建党”；生于八

一，有人名叫“建军”；生于十一，有人名

叫“建国”。

看似寻常的人名之中，隐含着对历

史的敬意、对传统的仰望。

七一，八一，十一。历史昭示一个真

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人民的军

队；“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

的一切”。

三个重大节日，联系在一起，使人不

禁感到，没有哪一支军队能够与一个政

党、一个民族，如此紧密地血脉相连、命

运相依！

血脉，来自于基因的传承；命运，往

往取决于关键时刻的抉择。

在我军建立之初，就有这样的“关键

时刻”。历史笔触记录下来那些时刻的

关键话语，意味深长。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前夕，

贺龙对跟着自己出生入死的部属说：“愿

跟着我的，我们一起革命；不愿跟我走

的，可以离开部队。我们今后要听从共

产党的领导，绝对服从共产党的命令。”

——1927年10月，三湾改编不到20

天，毛泽东主持了我军历史上首次连队

建党活动。他对战士们说：“一个人活着

要有心脏，党支部就是连队的心脏。把

连队党支部建好，让连队的心脏坚强地

跳动起来，才能使党的血液流贯我们这

支部队的全身。”

——1929年，寒冬。面对红军中种

种问题和矛盾，我们党在古田的纷飞风

雪中，点燃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篝

火，塑造了人民军队独有的政治品格。

罗荣桓说，古田会议后，“我军要建立一

支什么样的军队，就定型了”。

“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

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南昌起义、三湾

改编、古田会议，如同三个巨大的路标，

将中国革命导向了光明的未来，引向了

胜利的彼岸。

习主席深刻指出：“党对军队绝对领

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

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是人

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

质和根本优势。”

无往不胜因有“魂”，无所畏惧因有

“根”。这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在血

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水打山崖，风过林海。新时代的斗

争考验、大变革的风云际会，投射在我们

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时代坐标之上，激荡

着中国梦、强军梦，也给全军将士提出新

的时代考题。

面对固根与拔根的较量、铸魂与蛀

魂的拉锯、扛旗与改旗的掰腕，面对与敌

对势力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上的交锋，我们必须始终遵循那条革命

先辈传下来的“比天还大的真理”——坚

定跟党走，做到坚决维护权威、维护核

心、维护和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更加坚

定地在党的旗帜之下行动和战斗。

只要有党的核心掌舵，只要军权牢

牢掌握在党的手中，不管遇到什么挫折，

不管面对什么挑战，党和国家就稳如磐

石；我军就永远保持本色不变，始终做人

民的子弟兵。

军魂所在，就是血脉所在；信念所

在，就是力量所在。

（三）

撑起一支军队的脊梁，既需要精良

先进的钢铁之器，更需要顶天立地的信

仰之柱。

北京，国家博物馆，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主题展览。

成百上千本不同时期、不同语言、不

同版本的《共产党宣言》，立起了一面巨大

书墙，真理的力量扑面而来，震撼人心。

源于德国小镇特里尔的真理火种，

在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心中孕育生长，

已经成为人民军队全体将士心中熊熊燃

烧的火炬。

“八一勋章”，中国军人的至高荣

誉。习主席亲自为首次获此殊荣的10

位英模佩挂勋章、颁发证书。

心系强军、锐意创新的科研专家马

伟明，视死如归、血战到底的战斗英雄韦

昌进，挑战极限、勇争一流的试飞英雄李

中华，爱岗敬业、追求卓越的优秀士官王

忠心……

不同时代的老兵，不同战位的军人，

支撑他们创造辉煌的，是一个共同的内

核——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这

是人民军队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

理想信念可以塑造出伟大的战士。

解放战争中，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中

不勇敢，投奔光明后在我军中却大无畏。

从国民党军士兵转变为人民战斗英雄的

王克勤，牺牲前留下遗言：“替我给毛主席

写封信，告诉他老人家，党教育我成为一

个革命战士，可是我为党、为人民做的事

太少……”

理想信念可以甄选出忠贞的党员。

抗战老战士张瑞麟在开展地下工作期间

光荣入党。冒着生命危险举行的入党宣

誓仪式，使他终生难忘：面对一个纸烟盒

上用铅笔画着镰刀铁锤的小党旗，他举

起右手，紧握成拳……

“怀中一寸心，千载永不易。”为崇高

理想信念而斗争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

我们可以看到，朱德“不爱金钱不惜

命，愿为民主作长城”的坚守，陈毅“取义

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的坚决，

叶剑英“笃信力行依真理，不移不屈不苟

同”的坚贞，粟裕“炼成钢铁如保尔，莫做

浮草似罗亭”的坚韧……

我们还能发现，有这样一群平凡而

伟大的战士，张思德、董存瑞、黄继光、邱

少云、雷锋、李向群……他们置身的时代

不同、岗位各异，却都将人生的轨迹与民

族的复兴相融合，把个人的生命与历史

的潮流相交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绽

放出绚烂的芳华。

在新时代的强军征程上，我们身边

依然有这样一群人，令人仰望、催人奋

进。航母舰载机飞行员张超，用年轻的

生命把对党忠诚写在了浩瀚海空；维和

战士申亮亮、李磊、杨树朋，用鲜血捍卫

了国旗军旗的荣誉；抗洪勇士刘景泰，为

了人民的利益战斗到最后一刻……

在他们身上，蕴涵着共产党人的心

灵密码，传承着革命军人共同的精神基

因——为崇高理想信念而奋不顾身。

如果说信仰是一种选择，他们选择

成为无私的爱国者、无畏的革命者、无悔

的牺牲者。

一代代革命军人就是这样，视实现

理想为使命，以坚守信念而荣耀。

（四）

人民军队成长发展史，就是一部改

革创新史。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立一整套建军

原则制度，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精兵简政，

解放战争时期组建五大野战军，新中国

成立后多次调整体制编制，人民军队边

战边改、边建边改，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从胜利走向胜利，改革创新的步伐从未

停歇。

“越己者，恒越。”党的十八大以来，

如何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

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

大军队，是习主席和中央军委始终高度

关注的重大战略问题。

改革，是审时谋势的棋局，是事关国

运的博弈。因其波澜壮阔，惟其恢宏深

刻，需要大视野、大气魄、大担当。

“我们必须到中流击水！”习主席、中

央军委一声令下，三军将士义无反顾，人

民军队实现了政治生态重塑、组织形态

重塑、力量体系重塑、作风形象重塑的沧

桑巨变——

新的战区组建，形成平战一体、专司

主营、精干高效的战略战役指挥链条。

新的军种组建，优化编成结构、调整

力量布局，着力实现整体性转型重塑。

新的集团军组建，锻造召之即来、来

之能战、战之必胜的新时代精兵劲旅。

历史把艰巨的改革重担交给了这一

代中国军人。我们必须从一切不合时宜

的思维定势、固有模式、路径依赖中解放

出来，推动人民军队从领导体制到工作

机制、从战斗力到精气神发生脱胎换骨

式的变化。

兵之胜负，不在众寡，而在分合——

空军某部自35个不同单位抽组，专

业对口率仅有 7%，却勇登战斗力“高

原”，导弹实射22发22中；

陆军某部在新的力量编成中锐意进

取，上百名转岗换岗官兵在上级比武中

摘金夺银，刷新13项训练纪录……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

夜深千帐灯。”改革之时，朝暮之间，多少

热血军人奔赴千里之外，走向陌生远方，

跨越地域、跨越建制、跨越专业，走上新的

岗位，组建新的单位，担负新的使命。

这是一次迎难而上的跋涉，这是一

次革故鼎新的起航。

每一次远征，都不能没有目标；所有

的航程，都不能迷失方向。

习主席曾经打过一个比方：小帆船

可以在水里打转，绕几个弯又起来了，泰

坦尼克号要是沉了，它就真是沉了。我

们这样一个大国，这样一支军队，在改什

么、不改什么问题上要有战略定力，决不

能在根本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

深化改革创新，关键是抓住强军目

标这个“牛鼻子”，坚持用强军目标审视

改革、以强军目标引领改革、围绕强军目

标推进改革。

改革如登山、似闯关、像大考，归根

结底是一场自我革命。“只要全军统一意

志，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就没有

过不去的火焰山。”

改革未有穷期，创新还在路上。

（五）

2018年4月12日，中央军委在南海

海域隆重举行海上阅兵。

这是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上

阅兵。艨艟云集，舳舻相接，行进在习主席

的检阅目光中。

航母编队精彩亮相，新型潜艇、新型

舰艇、新型战机集中展示，党的十八大后

列装的新型舰艇占到受阅舰艇一半以上。

此时此刻，回望我军“小米加步枪”

的峥嵘岁月、“木船打军舰”的无畏壮举，

多少人热泪盈眶……

在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面对气焰

嚣张的强大敌人，人民军队曾经发出了

“三个不相信”的英雄宣言：不相信有完

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革命先辈英

勇顽强，血战到底，用大无畏的气概赢得

了党的信任、人民赞誉，也赢得了世界的

尊敬。

松骨峰，朝鲜北部的一座普通山

峰。当年，志愿军一个连的官兵在这里

挡住了敌人几个师的轮番进攻。毛主席

说，“美军不行，钢多气少”，而我们是“钢

少气多”。

今天，我们的“钢”多了，多少梦寐以

求的大国重器，就在眼前，就在手中。

然而，我们掌握了现代化的武器装

备，拥有了现代化的军事形态，是否具备

了完成新时代使命任务的能力？是否依

然保持前赴后继、舍生忘死的战斗精

神？是否能创造新时代的战争奇迹？

胜战之问，统帅之忧。

党的十九大闭幕仅仅十日，习主席带

领新一届军委走进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

心，强调：“从我做起，从军委做起，强化备

战打仗导向，提高打赢本领，抓实备战工

作，带领我军真正做到能打仗、打胜仗，担

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推进新时代练兵备战，历史的石阶

上镌刻着这样一些闪光细节：

2018年 1月 3日，习主席视察中部

战区陆军某师，登上新型主战坦克；

2018年6月11日，习主席视察北部

战区海军某潜艇部队，登上新型潜艇……

统帅的足迹印刻在战斗力建设的最

前端，传递着强军兴军的如山使命，唤起

练兵备战的似海激情——

陆军首次组织5类新型作战力量比

武；空军歼-20战机首次开展海上方向实

战化训练；海军航母编队穿越岛链，在西

太平洋海域开展远海作战演练；火箭军常

态开展“天剑”系列演训，组织全型号连续

发射、整旅火力突击、联合火力打击……

古罗马军事思想家威吉修斯说：勇

气很少与生俱来，多数情况下要通过严

苛的训练和铁一般的纪律约束铸就。

1964年，一场规模空前、高潮迭起

的大比武迅速席卷全军，成为一代军人

记忆里军事训练的“黄金时代”。

2018年5月，全军部署展开新时代

群众性练兵比武，着力提高训练与实战

一体化水平。

正如培根所言：“黄金时代在我们面

前，而不是身后。”在练兵场上挥洒汗水、

跃进拼杀的中国军人，正在拥抱属于自

己的“黄金时代”。

（六）

“第一军规”90岁了。

1928年春的一天，毛泽东站在湖南

桂东县沙田村一个土堆上，郑重宣布“三

大纪律六项注意”。这短短44个字的军

规，奠定了红军统一纪律的基础。

恐怕全世界也难找到这样一份军

规，细到“一针一线”，实到“一张门板”，

都严肃以待。自此以后，无论出身工农，

还是来自旧军队，大家都坚定自觉地集

合在铁的军规前。

85年前的八一，中国工农红军编写

和颁发了《纪律暂行条令》。这部仅有4

章18条的条令，深刻指出：军纪是军队

的命脉。

“命脉”二字，重如千钧。人民军队

用铁的纪律来约束自己，为的是行动一

致，从而能走得更远。

今年5月1日，新修订的《纪律条令》

正式施行。这已是《纪律条令》的第17

次修订，在我军共同条令中，属“修订次

数之最”。

一部关于纪律的规定，被一次又一

次修订，从最初的寥寥几百字，拓展到现

在的洋洋数万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

“我们就是靠纪律吃饭的”。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里，有

一句醒目的诗：“没有纪律，我们会像散

沙一般，被敌人一粒一粒，很快地踩碎。”

这个道理，我们从战争中学会，也一再被

战争验证。

锦州之战，战士不吃老乡一个苹果，

人民军队的纪律享誉黑土地；解放上海，

官兵露宿街头不住民房，人民军队的纪

律传遍黄浦江畔；朝鲜战场，邱少云烈火

烧身纹丝不动，人民军队的纪律感动全

中国。

走过91年的光辉历程，令行禁止、

执纪如铁已经融入人民军队的血脉和灵

魂。但不可否认，远离了战争年代的枪

林弹雨，沐浴着和平岁月的杏花春雨，纪

律意识淡化弱化的现象，若隐若现，时有

发生。

这是一项值得警醒的对比：当年，红

军把军规写在包袱皮上、床头上、门板

上，为的是方便记诵，严格遵行；今天，有

的人把纪律写在纸上、贴在墙上，实际却

在违背纪律另搞一套。

“纪纲一废，何事不生？”无论何时，

庸、懒、松、散都是战斗力致命的腐蚀

剂。行进在强军征程上，须臾离不开纪

律这种“光荣的束缚”。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把“坚持实

行自觉的严格的纪律”作为我军优良传

统的一项重要内容加以强调，并指出，要

提高制度执行力，让制度、纪律成为带电

的“高压线”。

从颁布《严格军队党员领导干部纪

律约束的若干规定》，到持续开展作风建

设监督检查；从军事训练监察的利剑高

悬，到大力纠治官兵身边的“微腐败”和

不正之风……密集出台的举措，彰显着

正风肃纪的坚定决心，传递出越来越严

的强烈信号。随着依法治军、从严治军

方针的落实，我军治军理念、治军方式正

在发生深刻转变。

挽住云河洗天青。一支律令如铁的

威武之师，正昂首阔步走向未来。

（七）

90年前，“黄洋界上炮声隆”，老百

姓拿着大刀梭镖支援红军打胜仗。

70年前，淮海战场，老百姓用小推

车推出了“60万胜80万”的战争奇迹。

是什么让我军总能以小搏大、以弱

胜强，“推翻了正统军事公式的因素”？

答案就在军民一心。

20年前，长江流域洪水肆虐，人民

子弟兵舍生忘死，保卫人民群众的家园。

10年前，汶川山崩地裂，人民子弟

兵不畏艰险，挽救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是什么让我们一次次共克时艰、负

重前行，在灾难中挺起不屈的脊梁？答

案就在军民一心。

人民军队，名字中有一个永远不变

的定语——“人民”；人民军队，还有一个

辨识度极高的称谓——“子弟兵”。我军

发展壮大的历程，始终闪耀着人民与子

弟兵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熠熠光芒。

放眼世界，或许没有哪一支军队像

我军这样，把军民关系比作“鱼水”，喻为

“血肉”。在丰都一役中失去右眼的刘伯

承曾说：“战争夺去你一只眼睛，群众会

给你千万只眼睛。”

1943年，陕甘宁边区开展了拥军运

动月、拥政爱民月活动，标志着双拥运动

正式诞生。此后，各根据地“普遍地、无

例外地”开展了这一运动，极大地密切了

军民关系。

2016年，晋江市第6次蝉联“全国双

拥模范城”。军地共建“平时民用，战时

军用”的渔港码头，设立军民融合创新研

究院……双拥创模的“晋江经验”不断焕

发新光彩。

“难得举城作一庆，爱我人民爱我

军。”双拥的生动实践证明，不论战争年

代还是和平时期，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

关系，都是我们必须倍加珍惜、精心呵护

的血脉和纽带。

历史的一页翻到今天，军队建设发

生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变化。但无论

走多远，“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的定

律始终不会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永

远是我军的根本宗旨。

抗洪大堤上的“最美睡姿”、火灾现场

中的“最美逆行”、长江浊流里的“最美潜

游”……这一个个“最美”昭示着，在祖国

和人民最需要的时候，只要党一声令下，

人民军队不仅敢于担当，而且能够担当。

打开中国地图，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

困地区中，红军长征沿线地区占相当比

重。在革命老区、民族地区、特困地区……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积极参与打赢脱贫攻坚

战，到处都有八一军旗在高高飘扬。

人民军队来自人民的历史血脉割不

断，人民军队为人民的红色基因代代传。

有了民心所向、民意所归、民力所聚，人民

军队就能无往而不胜、无敌于天下。

（八）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但每一个

老兵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老营盘。

井冈山上红军驻扎过的茅屋，尽是

苍色；太行山里八路军驻扎过的瓦房，

长满青苔；干打垒，地窝子，猫耳洞，高

脚屋……这些营盘虽然被岁月刻下深

深的印痕，却是老兵心中魂牵梦萦的精

神家园。

今天，昆仑雪山，新一代戍边战士驻

守在与天比高的“恒温哨所”；南沙礁盘，

新一代守岛官兵巡逻在繁花似锦的“花园

营区”；红海之滨、非洲大地，人民军队驻

海外部队的现代化营房在异域矗立……

物华又与岁华新。“铁打的营盘”在

时光流转之中新旧更替，永恒的精神、不

变的初心始终在一代代“流水的兵”身上

传承赓续。

这精神，这初心，是南昌城头弹孔中

蕴含的力量；这精神，这初心，是古田会

议篝火中跃动的思想；这精神，这初心，

是长津湖畔冰雕中凝结的血性……

让我们拥抱这伟大的新时代，以永

恒的精神。“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革

命精神的凝聚，转化为强军路上砥砺前

行的强劲动能，将永远激励我们成为坚

定者、奋进者、搏击者。

让我们投身这伟大的新时代，以不

变的初心。初心代表奋斗的方向；不变

的初心，意味着朝着强军目标不断积蓄

力量，一往无前，百折不挠，终将登顶胜

利的巅峰。

光阴似水，雄关如铁。

2018，八一，再出发！

奋斗，为了我们的新时代！

在赓续血脉中走向新的胜利
—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1周年之际

■本报记者 黄昆仑 魏 兵 魏 寅

新华社北京 7月 31日电 日
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为烈属、军
属和退役军人等家庭悬挂光荣牌工
作实施办法》的通知，对进一步做好
光荣牌悬挂工作作出规范和安排部
署。

通知指出，悬挂光荣牌是落实中
央决策部署、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
统、推进军人荣誉体系建设的重要举
措。各地区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充分认识做好悬挂光荣牌工作的重
要意义，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工
作机制，列支相关经费，周密安排部
署，精心组织实施，确保悬挂光荣牌
对象准确、档案齐全，于 2019年 5月 1
日前完成为既有全部对象悬挂光荣
牌的任务。

实施办法立足扎实推进新时代
军人荣誉体系建设、营造全社会尊崇
军人职业浓厚氛围，将光荣牌悬挂范

围扩大至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
属、病故军人遗属家庭和现役军人家
庭、退役军人家庭；规范了光荣牌的
样式、悬挂方式和管理机制，完善了
惩戒措施和建档立卡制度；明确各地
区应结合悬挂光荣牌工作和本地实
际，视情开展送年画春联、走访慰问
和为立功现役军人家庭送立功喜报
等活动，形成多种优待活动相结合的
工作新模式。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为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等家庭悬挂光荣牌工作实施办法》
（上接第一版）

魏凤和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
下，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
变革。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发展作出战略安排，国防和军队建设
开启了新征程。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牢固
树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根本指导地位，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
想，加快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把人民
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提供战略支撑。要毫不动摇坚持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决维护习近平
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
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
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维护和贯彻军委主
席负责制，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

习主席指挥。要坚定不移坚持政治建军、
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全面提高
新时代备战打仗能力，确保召之即来、来之
能战、战之必胜。

魏凤和强调，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
路，坚定不移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与各国
一道携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构建新型
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始终
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军队愿与各国军
队一道，深化军事交流与合作，为维护世界
和平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魏凤和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
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人
民解放军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和足
够的能力，坚决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
裂图谋和行径，坚决挫败任何形式的外来

干涉，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
维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

魏凤和最后强调，全军部队要紧密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
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团结一心，艰苦奋
斗，努力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
队，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

解放军驻京各大单位、军委机关各部
门、武警部队负责人出席招待会。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中共中央、国务院
有关部门，北京市、对外友协负责人；军队
离退休老干部代表，部队英模、首都民兵、
军烈属和全国双拥模范、原国民党起义人
员代表以及外国驻华使馆武官和夫人等中
外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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