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遵义，红军山烈士陵园，“突破

乌江天险”浮雕。

2015年6月16日，习主席到遵义

考察时，在这里驻足感叹：“当时要

是过不去就危险了……”

“能不能过去？”这似乎是一个巨

大的隐喻。雄关漫道，山重水复。人

民军队走过的道路，恰如习主席在

《之江新语》里引用过的一句诗：“一

山放出一山拦。”

改革强军，决定军队未来的关键

一招。那一年，统帅的心中酝酿着一

张蓝图。

短短三年过去，人民军队发生了

一场前所未有的整体性、革命性变

革。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

旋。透视改革开放 40年来、特别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防和军队改革发展

的进程，我们感悟到人民军队波浪式

发展的脉动、螺旋式上升的轨迹、跨

越式迈进的步伐。

新韬略·大手笔

潮起东方，举世瞩目。外电评

价：这是中国 60年来最大一次军事

改革。

此轮军改，一声令下，运行了几

十年的总部制一夜之间走入历史。15

个军委机关部门全新成立，正师级以

上机构减少200多个，人员精简三分

之一。

军委机关调整组建，是对人民军

队战略领导、战略指挥、战略管理体

系的一次全新设计，是这轮改革中最

具革命性的改革举措。

2016年1月16日零时，一个划时

代的瞬间。沈阳、北京、兰州、济

南、南京、广州、成都，七大军区停

止行使指挥权。东部、南部、西部、

北部、中部，五大战区开始运转。

起床号和熄灯号，以往用来分隔

日夜。如今，成了划分一个时代的号

角。

构建“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

种主建”的领导指挥体制，打破总部

体制、大军区体制和大陆军体制，许

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

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成为

这轮军改刀锋所向的第一手重棋。

兵者，国之大事。国防和军队改

革，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勇气的写

照、力度的象征。

1978年5月，邓小平就曾形象地

指出：“我们军队的状况，还是1975

年讲的，就是三种状况：软、懒、

散 ； 五 个 字 ： 肿 、 散 、 骄 、 奢 、

惰。”他语重心长地说：“这么庞大的

指挥机构，指挥战争是要打败仗的。”

国防和军队改革，从一开始就凸显

了刀口向内、除弊布新的勇毅和魄力。

上世纪 80年代初，冷战阴云雷

霆隐然在耳。1985年6月的一天，人

民大会堂东大厅。邓小平伸出一个指

头，惊动世界：中国军队裁减员额

100万！

百万大裁军，有减法有加法，追

求的是精兵、合成、高效的乘法。裁

并各级机关重叠机构，铁道兵和基建

工程兵集体转业；成立陆军航空兵部

队、海军舰载机部队、电子对抗部

队、预备役部队；组建陆军集团军，

实行新的军衔制，部队 70余种职务

由军官改为士官担任……人民军队在

中国特色精兵之路上大步迈进。

“必须把提高战斗力作为军队改革

和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检验

各项工作的根本标准。”那次改革确定

的路标，至今高高矗立，熠熠生辉。

新浪潮·大跨越

2017年4月27日，国防部例行记

者会披露，陆军 18个集团军番号撤

销，调整组建后的 13个集团军番号

同时公布。

这次改革，陆军占全军总员额比

例下降到50%以下，这在我军历史上

还是第一次。海军陆战队、空军空降

兵军以及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中的

诸多新型作战力量应运而生。人民军

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发生了历史

性的变化。

时间是可以触摸的。审视重大历

史事件，离不开时间的沉淀。里程碑

式的跨越，吸引我们回望革故鼎新的

起航。

“虚胖子能打仗？”当年，邓小平

曾经这样反问。他坚定地说：“即使

战争要爆发，我们也要消肿。肿，就

是表现我们指导战争的能力不高。”

他还指出，我军过去“只讲数量，不

讲质量。现在改变了，讲质量，讲真

正的战斗力。搞少而精的、真正顶用

的”。

跨越历史的栈桥，迎着时代的浪

潮。40年来，国防和军队改革，经历

了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

识”的过程，是承前启后一脉相承

的，是继承中的发展，前进中的创

新，顺应了国际安全环境变化和世界

新军事变革的潮流。

世界历史表明，每一次重大的军

事革命，都是先进者对于后进者的无

情超越，带来世界政治版图的剧烈改

变。

上世纪 90年代，国际战略格局

发生重大变化。党中央、中央军委审

时度势，与时俱进，奋力推进中国特

色军事变革，提出建设信息化军队、

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

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中央军

委继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推动人

民军队又好又快发展。

1997年 9月，在百万大裁军的

基础上，我军裁减员额 50万；6年

之后的 2003年 9月，再次裁减员额

20万……

沧海横流，大浪淘沙。一种开新

图强的磅礴力量穿越历史，在这支军

队的骨子里萌发、生长。

新路径·大棋局

物有甘苦，尝之者识；道有夷

险，履之者知。

大 军 区 体 制 的 弊 端 ， 人 尽 皆

知，但迟迟难以动大手术。早在上

世纪 80年代，我军就开始了联合作

战指挥体制的探索。20多年过去，

“联不起来”的问题依然没有从根本

上解决。

此次改革，一锤定音：建立健全

军委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和战区联合作

战指挥体制。“军委—战区—部队”

的作战指挥体系和“军委—军种—部

队”的领导管理体系，立起人民军队

新体制的“四梁八柱”。

如果说，领导指挥体制改革是

“改棋盘”，那么“脖子以下”的改革

就是“动棋子”，而且同样是全局性

的动、大范围的动。

改革，归根到底是自我革命，是

壮士断腕，是换羽新生。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重点在一

个“深”字上。习主席曾这样比喻全

面深化改革：“容易的、皆大欢喜的

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

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军

改何尝不是如此？

如果说，人民军队之前的历次改

革，更多是一种压减规模体量的物理

变化，那么这次改革实质是一次由内

到外的化学反应，是一次体系性的重

塑重构重建。

我军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期以来陆

战型的力量结构，改变了国土防御

型的兵力布势，改变了重兵集团、

以量取胜的制胜模式，迈出由数量

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人力密集型

向科技密集型转变的一大步。以战

略预警、远海防卫、远程打击、战

略投送、信息支援等新型精锐作战

力量为主体的联合作战力量体系正

在形成。

改革之难，难在冲破传统思维的

禁锢，难在突破既得利益的羁绊。

此轮军改，势如破竹。政治工

作、作战训练、联勤保障、装备管

理、国防科技、国防动员、院校教

育、条令法规、纪检司法、审计监

督、新闻出版、文艺团体……没有一

个领域不触及，没有一支部队无变

化。

此轮军改，力度空前。全军团

以上建制单位机关减少 1000多个，

非战斗机构现役员额压减近一半，

军官数量减少 30%；几十支部队移

防部署，三天之内开拔；数百名将

军调整岗位，接到命令当天报到；

无数热血军人离开繁华都市来到边

陲小城，告别父母妻儿走向陌生远

方。

有些痛，必须忍；有些关，必须

闯。改革像一个始终在颠簸、摇撼的

筛子，筛落附着在官兵身上的麻痹、

疲沓和惰性，赋予他们军人应有的警

觉、血性和战斗的本色。

新时代·大宏图

2015年9月3日，中国北京，抗

战胜利日大阅兵。

习主席向世界宣布，中国裁减军

队员额30万。

至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

裁军200多万！这相当于一个大国常

备军的总员额。

环视全球，这是一个变革图强的

时代。

如果有一双天眼俯瞰神州，看营

盘，看机场，看军港，中国军队的变

化或许波澜不惊。然而，时间的分

量，很多时候不是以长度来计算的。

时间，积攒着开新图强的能量，

也蕴含着历史演进的逻辑。

——陆军领导机构和火箭军成

立，崭新的战略支援部队和中央军委

联勤保障部队亮相。部队的新构成，

意味着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加速发展、

一体发展。

——战区和军区一字之差，性质

却是天壤之别。这次改革，把联合作

战指挥的重心放在战区，把部队建设

管理的重心放在军兵种。战区专司打

仗、主营联合，军种以战领建、抓建

为战。

——建立健全军委、战区两级联

合作战机构，构建平战一体、常态运

行、专司主营、精干高效的战略战役

指挥体系，重塑了人民军队指挥架

构，使人民军队联合作战指挥体制迈

出了关键一步。

——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

也不是单纯的撤降并改，而是以结构

功能优化牵引规模调整，推动部队编

成向充实、合成、多能、灵活方向发

展。

恩格斯说：“许多力量融合为一

个总的力量，就造成一个新的力

量。”

犹如碳原子重新排列组合可以让

石墨变成金刚石，这支军队也在聚合

与裂变中重塑再造。我军实现了政治

生态重塑、组织形态重塑、力量体系

重塑、作风形象重塑，体制和结构焕

然一新，发展格局焕然一新，部队面

貌焕然一新。

漫山红遍，层林尽染。人民军队

曾经的许多“积重难返”，变成了如

今的“善作善成”。实现党在新时代

的强军目标，正召唤着我们披荆斩

棘，奔向新的时代。

温故知新，追根溯源。改革，是

一次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的长征。

■本报记者 武天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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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者，国之大事。国防和军队改革，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勇气的写照、力度的象征。
☆沧海横流，大浪淘沙。一种开新图强的磅礴力量穿越历史，在这支军队的骨子里萌发、生长。
☆改革之难，难在冲破传统思维的禁锢，难在突破既得利益的羁绊。有些痛，必须忍；有些关，必须闯。
☆改革，归根到底是自我革命，是刀口向内、除弊布新，是壮士断腕、换羽新生，是在聚合裂变中的重塑再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