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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使命牢记使命 奋斗强军奋斗强军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

进步之魂。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水平，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经济社会发

展的基本面貌。

在党的领导下，军事科研工作与国

家科技事业同频共振，“科技”与“强军”

两个词，关联性日益增强，耦合度不断提

升。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站

在全局的战略高度，为人民军队擘画科

技创新的宏伟蓝图，强军伟业的强劲引

擎全速发动。

使命如山，号角催征。军队代表委

员纷纷表示，要牢牢扭住国防科技自主

创新这个战略基点，大力推进科技进步

和创新，努力在前瞻性、战略性领域占有

一席之地。

谋创新就是谋未来

当前，我们正处在世界科技革命和

军事革命迅猛发展、强军兴军事业深入

推进的历史交汇期。科技从来没有像今

天这样深刻影响国家安全和军事战略全

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我军

建设发展。

军队代表委员在讨论中表示，只有

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推动科技创新

整体能力和水平实现质的跃升，才能在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抢占制高

点，有效解决事关国家全局的现实迫切

需求和长远战略需求，引领和带动经济

社会更多依靠创新驱动发展。

近 年 来 ，国 防 科 技 有 力 支 撑 重 大

武 器 装 备 研 制 发 展 ，首 艘 国 产 航 母 下

水 ，新 一 代 战 斗 机 歼 -20 正 式 服 役 。

我国科技实力正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

的 飞 跃 、从 点 的 突 破 迈 向 系 统 能 力 提

升 ，科 技 创 新 取 得 新 的 历 史 性 成 就 。

实 践 证 明 ，我 国 自 主 创 新 事 业 是 大 有

可 为 的 ，我 国 广 大 科 技 工 作 者 是 大 有

作为的。

“军事力量的较量，深层次的是军事

科技创新能力的较量，尤其是自主创新

能力的较量。”刘石磊代表认为，“谁牵住

科技创新的牛鼻子，谁走好科技创新这

步先手棋，谁就能占领先机、赢得优势。

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

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军事关键核心

技术更是如此。”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

未来。军队代表委员一致认为，只有坚

持科技自立自强，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

术自主可控，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

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把国家安全和发

展的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才能从

根本上保障国家和国防安全。

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当

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

心技术，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一个关键

问题。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高

志标委员说，我们必须重视基础研究，加

大国防基础研究投入，科学布局、稳定支

持、久久为功，努力实现前瞻性基础研

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为加快国

防科技创新发展积累后劲。

近年来，以人工智能、生物交叉、网

络信息、微纳米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发

展很快。“很多新兴技术都可能在军事上

产生重大影响甚至颠覆性作用，给国防

科技自立自强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

战。”贾俊明代表说，抓前沿、布新局，是

国防科技创新的战略重点。谁能下好先

手棋、打好主动仗，不断加强原创性、引

领性科技攻关，谁就能在激烈的国际军

事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面 对 激 烈 角 逐 ，如 何 选 准 前 进 路

径？习主席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从国

情出发确定跟进和突破策略，按照主动

跟进、精心选择、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

针，明确我国科技创新主攻方向和突破

口。对看准的方向，要超前规划布局，加

大投入力度，着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

术，加速赶超甚至引领步伐。“这为广大

科研人员指明了前进方向，指引并鼓舞

着大家投身到火热的创新实践中。”钱立

志委员说。

军队代表委员表示，要围绕国家亟

需突破的关键核心技术，坚持不懈做下

去，提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成效，为实现

中国梦强军梦提供强大科技支撑。

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

人才强则事业强，人才兴则军队兴。

实 施 科 技 强 军 战 略 ，赢 得 军 事 竞

争 主 动 ，根 本 上 要 靠 提 升 各 类 人 才 创

新活力。军队代表委员在讨论中一致

感 到 ，世 界 军 事 领 域 围 绕 人 才 和 科 技

的 竞 争 日 趋 激 烈 ，我 军 信 息 化 建 设 进

入 加 速 发 展 新 阶 段 ，对 发 挥 人 才 资 源

在科技强军中的能动作用提出了新的

更高要求。

“人才用起来才有战斗力，用活了

才有创造力。要用好用活各方面人才，

坚持以用为本，精准高效配置军事人力

资源，确保人才得到最佳配置、发挥最

大效能。”高步明代表说，要坚持分类施

策，抓好联合作战指挥人才、新型作战

力量人才、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高水

平战略管理人才培养使用，发挥好军士

和文职人员作用，做到人尽其才、才尽

其用。

“ 保 证 科 技 人 员 直 接 从 事 科 技 工

作 的 时 间 每 周 平 均 不 少 于 4.5 个 工 作

日；保证科技人员的等级津贴、绩效津

贴 等 按 照 规 定 足 额 及 时 发 放 ，不 得 随

意降低标准，甚至取消或者截留；保证

科技人员把主要精力投入科技创新和

研 发 活 动 ……”谈 起 如 何 激 发 人 才 创

新活力，王方代表坦言，一个个措施正

逐 步 打 通 政 策 制 度 落 实 落 地 的“ 最 后

一公里”。

“要进一步完善科技奖励制度。”梁

剑涛代表说，要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

的创新氛围，加快形成有利于人才成长

的培养机制、有利于人尽其才的使用机

制、有利于竞相成长各展其能的激励机

制、有利于各类人才脱颖而出的竞争机

制，形成各类人才创新活力竞相迸发的

生动局面。

推进强军事业，基层大有可为。古

清月代表建议，要把提高基层官兵科技

素养作为全面实施科技强军战略的一项

基础性工作来抓，大力开展专业技术能

手比武活动，催生更多信息尖兵、技术专

家、革新能手。

讨论越深入，认识越深刻。军队代

表委员纷纷表示，只要我们持续加强战

略谋划，创新思路理念，拿出务实举措，

就能吸引和聚集更多优秀人才，切实以

高素质专业化人才方阵托举新时代强军

伟业。

（本报北京3月 6日电）

全速发动创新引擎
—军队代表委员畅谈科技强军

■本报记者 王凌硕

3月 6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进行分组讨论，图为王海斗代表发言。

本报记者 范显海摄

两会心声两会心声

“天问”探火、“羲和”探日、“神舟”

“天和”遨游星河；“祖冲之二号”和“九章

二号”实现“量子优越性”，“海斗一号”成

功实现万米下潜和科考应用……

潜心深耕，中国作答。得益于经济

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过去一年，我

国的科研团队向着星辰大海，演绎特有

的“中国式创新”风采。

“自力更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

民族之林的奋斗基点，自主创新是我们

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回首我

国的科技创新之路，就是一条自立自强、

顽强拼搏的道路。新中国成立之初，一

穷二白、百废待兴，发展尖端科技面临重

重困难。在内外交困中，我们举全国之

力集中攻克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一

系列尖端技术，为维护国家战略安全提

供了重要保障。

创新能力是一支军队的核心竞争

力，也是生成和提高战斗力的加速器。

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

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必须坚持自主

创新，横下一条心，闯出一条路。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主席深刻把握世界军事

发展大势和我军所处历史方位，以宏阔

的战略视野和强烈的使命忧患，强调要

下更大气力推动科技兴军，坚持向科技

创新要战斗力。我军牢牢扭住创新发

展这个战略基点，按照主动跟进、精心

选择、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加大投

入力度，加快赶超步伐，攻克了许多关

键技术难题，在一些领域已接近或达到

世界先进水平，为科技强军提供了坚实

基础。

当今科技竞争就像速度竞赛，我们

在加速，别人也在加速。逆水行舟、滚石

上山，进则海阔天空，退则前功尽弃。要

着力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实现自主可控，

坚持自主创新、自立自强，集中优势力量

加快攻关，尽快掌握一批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核心关键技术，才能不受制于人，

不断推进科技强军事业。

惟 自 胜 者 强
■王凌硕 易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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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在今年开训动员令中提

出‘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

变’，为国防动员系统深化练兵备战

提供了基本遵循。”高步明代表说，要

进 一 步 摸 清 科 技 底 数 、精 确 潜 力 评

估、科学运用资源，推动国防动员效

能提升。

“我国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科研能

力突飞猛进，为深化练兵备战提供了

科技支撑。”高步明代表说，不少高新

科技企业的产品能适应战场极端环

境，具备军用价值。他建议，健全完善

科技潜力目录清单，并采取荣誉激励、

技术扶持等措施，引导高新科技企业

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加强国防动员

储备“厚度”。

高步明代表认为，未来战争要求

国防动员更快更精准。目前，一些预

征资源并不能拿来即用，还需要改装

重组，影响了征集调用效率。他建议，

从战略层面看待动员标准体系问题，

区分不同需求，按标储备、按标改装、

按标供给，以实现保障精确化、响应快

速化。

（本报北京3月 6日电）

高步明代表——

进一步提升

国防动员效能
■左庆莹 本报记者 安普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