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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两会期间，习主席就实施军民
融合发展战略提出一系列要求，这让军
队人大代表、陆军军医大学原第三附属
医院某研究室主任蒋建新看到了战创
伤研究新的历史机遇。

战创伤是战争、自然灾害、恐怖袭

击等灾难中最主要的伤害，已成为人
类健康的主要威胁之一。因此，战创
伤研究成果的军民两用空间极其广
阔。蒋建新潜心战创伤研究 30 余年，
取得丰硕成果，先后多次获得国家科
技进步奖。

“在军事医学领域中，战创伤救治可
以说是我军最早进行军民融合的领域。”
蒋建新介绍说，改革开放后，随着以交通
事故伤为代表的创伤急剧增多，军队战伤
救治理论和技术不断转化并应用到平时
的创伤救治，为全国急救系统的建设发挥

了重要作用。在唐山地震、汶川地震等历
次重大自然灾害救援中，军队战创伤救治
体系都发挥了核心骨干的作用。

去年两会期间，蒋建新提出设立
国家战创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的建
议。他感到，设立这一中心是促进战
创伤研究“军转民”和“民参军”的有力
举措，而军队和地方医疗救治系统的
深度融合，将推动国家战创伤救治能
力大幅提升。

要实现这个设想，还有一些问题亟
待解决。今年上会，蒋建新准备就此提
出建议。

陆军军医大学原第三附属医院某研究室主任蒋建新代表——

战创伤研究迎来历史机遇
■本报记者 钱晓虎 通讯员 胡红升

军民融合发展是世界大势，也是强国强军的必由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以强烈的责任担当和深邃的战略远见，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
为国家战略，精心擘画军民融合发展宏伟蓝图，一个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已初具雏形。盛会开幕之际，本报记者采访
了6位代表委员，让我们通过他们的讲述，感受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铿锵脚步。 —编 者

习主席的嘱托激励我们奋勇担当

“当前，我国军民融合发展正跃上
新台阶、迈入新时代。”军队政协委员、
原国防大学副校长毕京京说，党的十八
大以来，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
略，军民融合发展的组织管理体系、工
作运行体系和政策法规体系建设不断
完善，军民融合发展呈现出全面提速的

良好态势。
近年来，《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

设融合发展的意见》《军民融合发展战
略纲要》《关于加强军民融合发展法治
建设的意见》等党和国家一系列关于军
民融合顶层设计的文件相继出台。在
毕京京看来，这些纲领性文件不仅进一

步明确了军民融合发展的战略目标和
战略任务，也使军民融合发展呈现出更
加蓬勃的生命力。

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实施，离不开
一大批懂融合、会融合的管理和专业人
才。去年参会，毕京京带来了《加快构建
军民融合发展人才培训体系》的提案，建

议尽快构建相应人才培训体系。如今，
他提出的建议已经被相关部门采纳。

不久前，毕京京赴深圳一些高新技
术民营企业调研，一路的所见所闻令他
印象深刻。深圳把军工、航空航天、机
器人、智能设备等产业作为未来重点产
业进行培育，基本形成了以民营企业为
主体、自主创新能力强、军民融合程度
高的高新技术产业体系，有力促进了区
域发展。

毕京京认为，在强军兴军征程中，
必须把国防和军队建设根植于经济社
会发展的深厚沃土之中，推动快速增长
的经济科技实力有效转化为国防实力。

原国防大学副校长毕京京委员——

军民融合发展迈入新时代
■本报记者 邹维荣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后勤工作会
议上深刻指出，要着力推进后勤军民
融合，这为我们联勤保障部队的各项
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来自联勤保障
部队的李士生代表深有感触地说，联
勤保障部队成立以来，坚决贯彻军民
融合发展战略，在军需能源、医疗卫
生、运输投送等领域进行探索实践，取

得了一定成效。
去年，一则运用地方物流发放被装

的新闻引起广泛关注，这只是联勤保障
部队积极推进军民融合工作的一个缩
影。李士生向记者介绍，除了军地物流
军民融合探索，他们还积极推行军民融
合军粮供应管理，借力地方政府实现军
粮联供联管；联勤保障部队所属医院全

部纳入驻地医疗保障体系，为驻地百姓
提供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深入推进军
人交通出行依法优先政策落实，构建铁
水公空全方位多领域的军人出行依法
优先格局。
“现代后勤建设军地通用性、互补性

强，军民融合资源丰富、潜力巨大，联勤
保障有着军民融合的天然属性和特有优

势，但在实际工作中也要防止三个错误
倾向。”李士生告诉记者，一要力戒“利字
当头”，坚持战斗力标准，杜绝利大大融、
利小小融、无利不融；二要避免“画地为
牢”，坚决破除自成体系、自我设计、自我
封闭；三要拒绝“零打碎敲”，坚持加强顶
层设计、制度建设、系统推进。

据李士生介绍，下一步他们将深入
拓展融合领域范围，探索构建军民一体
的运输投送体系、军地统筹的军事设施
建设体系、军民共享的医疗卫生体系、
军地联保的军事能源体系、军地一体的
军事物流体系、寓军于民的海外保障体
系、军地协同的应急动员体系，不断提
升联勤保障部队保障能力。

联勤保障部队李士生代表——

推进融合锻造强大保障力
■本报记者 赖瑜鸿

“人才强则事业强，人才兴则军队
兴。在强军兴军征程中，只有努力培
养、造就和储备一大批高素质的新型军
事人才，才能不断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
迈出坚实步伐。”说到人才培养，军队人
大代表、原军事交通学院汽车指挥系某

训练中心工程师王娜深有感触。
“当前，我军人才培养体制机制整

体与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还不相匹配，
与我军新的组织形态还不相匹配，院校
教育面向战场、面向部队、面向未来尚
有差距。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打破传统

思维定势，树立军民融合式人才培养的
观念。”王娜说。

王娜告诉记者，近年来，她所在单
位在军民融合培育人才方面投入大量
精力。“学院坚持以资源共享为依托激
发内生动力、以交叉融合为核心催生

队伍活力、以协同攻关为纽带增强创
新能力、以优势互补为牵引提升办学
实力，‘国家应急交通运输装备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等 7 个高层次科研学术
平台先后落户学院。同时，学院还与
南大、北汽等高校企业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
“习主席强调，强军之道，要在得

人。对于军事人才队伍建设，我有三点
建议：拓宽渠道，注重依托国民教育培
养军队人才；借才引智，吸引更多优秀
人才为部队服务；共育共用，军地人才
队伍建设共享互补。”王娜说。

原军事交通学院汽车指挥系某训练中心工程师王娜代表——

联通军地造就高素质人才
■王在宇 本报记者 钱晓虎

目前，军队人大代表、空军某试验
训练基地政委朱富海所在单位，正在紧
张筹备一场转型建设发展推进会。研
究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正是这次会
议的重要内容。
“2018 年 3 月 12 日，习主席出席十

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

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努力开创
新时代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新局面，为实
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强大动力和战略
支撑……”谈起去年参会的情况，朱富
海代表滔滔不绝。

朱富海说，去年两会闭幕后，他和基
地党委一班人迅速就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

讲话精神进行研究。大家一致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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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武器装备的‘检验
场’、提高部队实战能力的‘磨刀石’，
基地将军民融合战略贯穿于演训任

务的筹划设计、组织实施和效果评
估，将为提升实战化训练水平提供强
劲动力。”

说干就干，去年 6月，一场“科技兴
军院士顾问军营行”活动在该基地举
行，10名院士顾问前往演训任务一线，
为空军战斗力建设发展建言献策、集智
助力，推动地方先进科技成果和新理念
在演训任务中的应用。

据朱富海介绍，他们还与多家军地
高校、科研院所签订合作协议，建立了
联合培训、联合攻关等机制，并与工业
部门联合研发空战评估系统，推动训练
“实战化指数”冲上新高度。

空军某试验训练基地政委朱富海代表——

借力提升实战化训练水平
■本报记者 李建文

“要加强国防科技创新，加快建设军
民融合创新体系，大力提高国防科技自
主创新能力，加大先进科技成果转化运
用力度……”军队人大代表、海军研究院
某研究室主任曹京宜说，去年两会期间，
习主席发表的重要讲话为我们开展科研

工作指明了方向。
装备腐蚀问题事关战斗力的生

成。海洋装备腐蚀控制是一项系统工
程，加强军民通用材料、技术、试验、数
据等体系建设，是解决装备腐蚀问题的
关键。去年底，曹京宜所在单位牵头举

办了第一届海军装备腐蚀控制及新材
料发展论坛。

论坛期间，包括 6名中国工程院院
士在内的 250 余名专家畅所欲言，共同
探讨如何以军民融合方式加强军事需
求与新技术、新材料研发相结合，从而

解决装备腐蚀控制的急难现实问题，提
升海军装备完好性和在航率。

这些年，曹京宜围绕如何提升装备
可靠性进行了大量研究，先后解决诸多
技术难题，取得多项重大科技创新成
果。目前，曹京宜加入了一个由军地顶
尖专家组成的联合攻关团队，正在探索
一条装备腐蚀防控的新路。
“作为新时代的军队科技工作者，

我们要成为军民融合创新的桥梁纽带，
推动重大科技项目一体论证和实施，努
力抢占科技创新战略制高点，为实现中
国梦强军梦作出应有贡献。”曹京宜说。

海军研究院某研究室主任曹京宜代表——

将先进科技转化为战斗力
■本报记者 王凌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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