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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25日电 7月 25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二届中非和平安全

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强调，中非是风雨同舟、守望

相助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当前，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冠

肺炎疫情仍在蔓延，各类安全挑战层出

不穷，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实现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是中非人民的

共同心愿。中国始终秉持正确义利观和

真实亲诚理念发展对非关系，愿同非洲

朋友一道，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

的安全观，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

体系，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落实全球

安全倡议，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

第二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当日以视

频方式召开，主题为“加强团结协作，实

现共同安全”，由国防部主办。

习近平向第二届 中非
和平安全 论坛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 7月 25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7 月 25 日致电

德劳帕迪·穆尔穆，祝贺她就任印度共和国总统。

习近平指出，中印两国互为重要邻国。一个健康稳定

的 中 印 关 系 符 合 中 印 两 国 和 两 国 人 民 根 本 利 益 ， 也 有 利

于 本 地 区 和 世 界 和 平 、 稳 定 、 发 展 。 我 高 度 重 视 中 印 关

系，愿同穆尔穆总统一道努力，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

合 作 ， 妥 善 处 理 分 歧 ， 推 动 中 印 关 系 沿 着 正 确 轨 道 向 前

发展。

习近平向印度新任总统德劳帕迪·穆尔穆致贺电

本报北京 7月 25 日电 记者张笑

语报道：第二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部长

会议今天以视频方式召开。国务委员兼

国防部长魏凤和出席会议。

魏凤和首先宣读了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向本届论坛发来的贺信并表示，

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非和平安全合

作，提出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的

重大倡议，为中非加强团结协作、实现共

同安全指明了方向。

魏凤和说，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

情叠加影响，中非双方应秉持中非友好

合作精神，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朝着共筑

安全共同体的美好愿景迈进。双方应密

切战略沟通、加强装备技术合作、深化海

上联演联训、拓展专业领域交流，推动中

非和平安全合作走深走实。

与 会 非 洲 国 家 代 表 表 示 ，习 近 平

主 席发来贺信体现了对非中关系的高

度重视。中国是非洲值得信赖的好朋

友、好伙伴、好兄弟，感谢中方对非洲和

平安全的支持帮助，期待与中方加强团

结协作，为构建非中命运共同体作出积

极贡献。

本届论坛主题为“加强团结协作，实

现共同安全”。来自非盟和非洲的 50 个

部长级领导和高级代表出席。

第二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部长会议召开
魏凤和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作主旨发言

本报北京 7月 25日电 记者安普

忠、王凌硕报道：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办公室消息，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于

7 月 25 日 10 时 03 分成功开启问天实验

舱舱门，顺利进入问天实验舱。这是中

国航天员首次在轨进入科学实验舱。

后续，将按计划开展组合体姿态融

合控制、小机械臂爬行和大小臂组合测

试等在轨工作，并利用问天舱气闸舱和

小机械臂进行航天员出舱活动。

本报北京 7月 25日电 记者安普

忠、王凌硕报道：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办公室消息，问天实验舱入轨后，顺利

完成状态设置，于北京时间 7 月 25 日 3

时 13分，成功对接于天和核心舱前向端

口，整个交会对接过程历时约 13小时。

这是我国两个20吨级航天器首次在

轨实现交会对接，也是空间站有航天员

在轨驻留期间首次进行空间交会对接。

按任务计划，神舟十四号航天员

乘组随后将进入问天实验舱。

下图：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顺利

进入问天实验舱。

新华社记者 郭中正摄

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入问天实验舱
问天实验舱与天和核心舱组合体在轨完成交会对接

大漠戈壁，陆军某部组织多兵种跨

域机动、立体攻防；东海上空，歼-20 战

机编队雷霆前出，开展海上方向实战化

演练；西太平洋，辽宁舰航母编队劈波

斩浪，锤炼远海作战能力……在人民军

队迎来 95 岁华诞之际，透过三军演训场

上一个个风云激荡的画面，可以真切感

受到改革强军给这支军队带来的深刻

变化。

强 国 必 强 军 ，强 军 必 改 革 。 2015

年 11 月，京城瑞雪初霁，中央军委改革

工 作 会 议 举 行 ，习 主 席 向 全 军 发 出 深

化 国 防 和 军 队 改 革 动 员 令 ：全 面 实 施

改 革 强 军 战 略 ，坚 定 不 移 走 中 国 特 色

强军之路。我军历史上力度、深度、广

度 空 前 的 整 体 性 、革 命 性 变 革 由 此 拉

开大幕。

大潮奔涌，激流勇进。我军组织架

构实现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精兵之路

迈出历史性步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

事政策制度体系日趋完备……今天，浴

火重生的人民军队，正以突飞猛进之势

向着世界一流军队的目标加速迈进。

战略擘画，“关键
一招”制胜未来

撬动历史的，往往是敏锐而有力的

思想杠杆。

站在新的时间坐标点上，再次回望

国防和军队改革历程，回望此轮改革给

人民军队带来的整体性、革命性重构重

塑，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军队统帅深

邃的历史眼光、宏阔的战略考量、强烈

的使命担当。

时间回拨至 2012 年 11 月 15 日，党

的十八大刚刚闭幕，习主席主持召开新

一届军委班子第一次常务会议，就鲜明

指 出 ：要 始 终 以 改 革 创 新 精 神 开 拓 前

进，努力夺取军事竞争主动权。20 多天

后，习主席来到中国改革开放前沿——

广东，在深圳蛇口港视察海口舰并随舰

航行 4 个小时。

“习主席对改革强军、建强海军寄

予厚望。”时隔 10 年，习主席视察时远眺

大海的场景，海口舰舰长单东晖仍历历

在目；统帅的殷切嘱托，时时萦绕在海

军官兵心头。如今，习主席与水兵在舰

艏的合影，陈列在海口舰所在支队军史

馆内，时刻激励官兵向海图强。

不能制海，必为海制。100 多年前

的 甲 午 战 争 ，是 近 代 中 国 历 史 上 极 为

惨 痛 的“ 国 殇 ”，被 习 主 席 称 为“ 剜 心

之痛”。

凝望历史，观照现实。进入 21 世

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然而，由大向强之路，注

定不会平坦。

环视全球，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正

在发生深刻调整，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发

生深刻变革，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

变化。在这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以争夺战略主动权为本

质的世界新军事革命深入发展，各主要国家纷纷调整安全战

略、军事战略，调整军队组织形态，其速度之快、范围之广、程

度之深、影响之大，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所罕见。

“军事上的落后一旦形成，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将是致命

的。我经常看中国近代的一些史料，一看到落后挨打的悲

惨场景就痛彻肺腑！”习主席告诫全军，新军事革命为我们

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我们必须到中流击水，不改不行，

改慢了也不行。这是我们回避不了的一场大考，军队一定

要向党和人民、向历史交出一份合格答卷。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着眼历史与现实、国际与国内、

战争与和平的多重考量，一幅深刻改变人民军队未来的变

革蓝图，已经在统帅心中酝酿。

“我想的最多的就是，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我们这

支军队能不能始终坚持住党的绝对领导，能不能拉得上去、

打胜仗，各级指挥员能不能带兵打仗、指挥打仗。”在军队一

次重要会议上，习主席的一番话振聋发聩。这是时代的考

问，也是使命的追问。

考 问 与 追 问 ，来 自 对 前 进 道 路 上 风 险 挑 战 的 深 刻 洞

察，更来自对我军能力与不足的清醒认识——“我军现代

化水平与国家安全需求相比差距还很大，与世界先进军事

水平相比差距还很大”“我军打现代化战争能力不够，各级

干部指挥现代化战争能力不够”“不改革是打不了仗、打不

了胜仗的”……

民族复兴，念兹在兹；强军兴军，夙夜萦怀。习主席深

刻指出：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智慧和勇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

革。这是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时代要求，是强军兴军的必

由之路，也是决定军队未来的关键一招。

谋篇布局，落子有声。2014 年 3 月 15 日，新华社一条电

讯备受国内外瞩目：习近平担任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

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党的总书记亲自担任深化国防和军队

改革领导小组组长，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

这一年，是中日甲午战争 120 周年。两个甲子后，中国

军队走上了变革图强的崭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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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国防和军队改革攻

坚战，习主席激励全军官兵：越是难度大，越要坚定意志、勇

往直前，决不能瞻前顾后、畏首畏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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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时刻，最高统帅的战略远见和

政治决心，是改革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围绕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习主席两次

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3 次主持召

开军委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多次当面听

取有关大单位改革意见建议，亲自组织

研究改革重大问题。

体制性障碍在哪里？结构性矛盾

是什么？政策性问题有多少？多个改

革专项小组和专家咨询组广泛调研，集

中智慧，反复论证——

690 余个军地单位，800 余个座谈

会、论证会，900 多名在职和退休军地

领导、专家，2000 多名军以上单位班子

成员和师旅级部队主官，3400 余条部

队官兵意见，改革方案前后历经 150 多

次调整、修改、完善……

国 防 和 军 队 改 革 ，事 关 全 局 、举

国关注。从军内到军外、从中央到地

方，各地区各部门对深化国防和军队

改 革 调 研 论 证 和 方 案 拟 制 工 作 给 予

大 力 支 持 ，形 成 了 党 政 军 民 齐 心 协

力、共襄改革的动人局面。国家发展

和 改 革 委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部 、国 防 科

技 工 业 局 积 极 参 与 改 革 论 证 ；中 组

部 、民 政 部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部

就 退 役 军 人 管 理 保 障 改 革 展 开 深 入

研究……

夜以继日、连续奋战，军委改革办

展开高强度、高密度、大范围的调研。

来自各方面的意见建议，如同一股股清

泉，给方案注入鲜活的生机。

2015 年 7 月，习主席主持召开军委

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全体会议，审议并

原则通过《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总体方

案建议》。随后，习主席分别主持召开中

央军委常务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议，审议和审定《总体方案》。一整套解

决深层次矛盾问题、有重大创新突破、体

现人民军队特色的改革设计破茧而出。

蹄疾步稳，“三大
战役”气势如虹

有些瞬间注定刻骨铭心，有些事件

注定载入史册。

雪域盛夏，天高云淡，刺耳的警报

划破第 76 集团军某旅营区的宁静。人

员收拢、启封装备、装载编队……一场

全员全装拉动演练拉开序幕。望着眼

前集指挥、训练、生活、保障等功能于一

体的新营房，邱少云生前所在连连长顿

智巴丁真切感到了改革的力度：5 年前，

连队从河西走廊千里移防时，这里还是

一片荒凉的戈壁。

改革牵动着每名官兵的心。“什么叫

守纪如铁，就是党叫干啥就干啥。”作为

亲历者、见证者，顿智巴丁深知移防之难、改革之痛，“但再难、

再痛，也要雷厉风行、闻令而动”。

这是历史性的时刻：2016 年 1 月 16 日零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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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势如破竹、迅如雷电，前后不到 1 个月，调整组建 15 个

军委机关职能部门，成立陆军领导机构、火箭军、战略支援

部队，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跨出了石破天惊的一大步。

着眼于贯彻新形势下政治建军的要求，推进领导掌握

部队和高效指挥部队有机统一，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第

一大战役”从打破总部体制、大军区体制和大陆军体制入

手，下的第一手重棋，就是构建“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

主建”的领导指挥体制。

一 声 令 下 ，运 行 了 几 十 年 的 总 部 制 一 夜 之 间 成 为 历

史。其中，正师级以上机构减少 200 多个，人员精简三分之

一。军委—战区—部队的作战指挥体系和军委—军种—部

队的领导管理体系开启运行，军队长期以来的体制性障碍

得到有效解决。

专家评价，新格局对于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

军委高效指挥军队、确保军委科学谋划和加强部队建设管

理，意义重大。

首战奠基，乘势而上。2016 年 12 月，中央军委军队规模

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习主席亲自部

署，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第二大战役”打响。

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不是简单做“加减法”，而是

以结构功能优化牵引规模调整，重在破解结构性矛盾，实现

我军力量体系革命性重塑，是“瘦身”更是“强体”。纵观世

界军事发展史，军队的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不能固定不变，

必须随着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变化而变化，随着国家战略

需求和军队使命任务变化而变化。否则，再强大的军队也

会落伍，甚至不堪一击。

2017 年 4 月 18 日，习主席接见全军新调整组建的 84 个

军级单位主官。10 天之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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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那次改革中，邱少云生前所在部队和很多移防部署

部队一样，离开驻守 40 多年的老营盘，来到陌生的新驻地、

来到离军事斗争一线更近的地方，安营扎寨、整训备战。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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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香港部队某旅装步一连坚持把

“实力就是最硬的名片”化为练兵备战的

铿锵誓言，处处叫响“一连横竖都是一，

必须勇夺第一”口号，锻造出“百发百中、

威震敌胆”的过硬本领，磨砺成驻军防卫

力量的尖刀。

“实力是最有力的语言。”自古战场

无亚军。战争从不怜悯弱者，战胜对手

要靠实力说话。实力强则底气足，敢打

必胜，所向披靡。没有实力支撑的信心

和勇气，是夜郎自大的盲目自信，经不起

硝烟战火的考验。

实力不会凭空而来。铁肩膀是压出

来、磨出来的，硬本领是练出来、拼出来

的。打仗硬碰硬，训练必须实打实。战

争从来不会容忍一支训练“注水”的军

队，如果训练“花拳绣腿”，打仗就会“折

臂断腿”。只有平时千锤百炼，战时才能

无往不胜。

战 场 上 虽 有 偶 然 ，但 实 力 是 最 终

的 必 然 。 面 对 波 谲 云 诡 的 国 际 形 势 、

现 实 存 在 的 战 争 风 险 ，我 们 一 定 要 真

训 实 练 、真 打 实 备 ，练 就 克 敌 制 胜 的

硬 功 夫 、当 好 强 军 打 赢 的 刀 尖 子 ，全

时 待 战 、随 时 能 战 ，以 过 硬 实 力 、充 足

底 气 ，确 保 召 之 即 来 、来 之 能 战 、战 之

必胜。

实力是最硬的名片
■王 广 周永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