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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3日，黑龙江省漠河市民兵在巡逻途中为中俄边境 139号界碑描红。

曹修武摄

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专访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何雷

■本报记者 潘 娣

党的二十大报告多次提到“国家安全”，并作为“推进国

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单独成章。报告对国家安全单列章节的背后体现了怎样的

战略判断与统筹考量？近年来，我国国家安全工作取得了哪

些成就与进展？军队在国家安全防护体系构建中应当发挥

怎样的作用？本报记者就相关问题专访军事科学院原副院

长何雷。

对

话

背

景

记者：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家

安全工作取得巨大成就。在您看来，最

突出的工作有哪些？

何雷：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做了

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有效地维护了国

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把

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强国家安全战略

谋划和顶层设计，有力推进国家安全理

论、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和实践活动创

新发展，国家安全工作取得令人瞩目的

可喜成绩，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不断增

强，为继续推进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工

作奠定坚实基础。

我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国家

安全建设方面最突出的工作有以下四

个方面。一是成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

会，作为党中央关于国家安全工作的决

策和议事协调机构，负责统筹协调解决

涉 及 国 家 安 全 的 重 大 事 项 和 重 要 工

作。这对于加强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

集中统一领导，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

家安全战略意义深远。二是创立总体

国家安全观，习主席在中央国家安全委

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首次提出总体

国 家 安 全 观 重 大 战 略 思 想 。 这 是 以

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国家安

全理论的重大创新，是新形势下维护和

塑造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的行动指南，具

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时代意义、实践意

义。三是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纲要》，这

是我国第一部国家安全战略文本，为新

时代加强国家安全提供了战略指导方

针。四是通过并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安全法》，这是我国首部全面规范

和保障国家安全的基础性法律，表明把

党关于国家安全的政策主张转化为国

家意志，固化为法律规范，把国家安全

工作纳入国家法治轨道上积极推进。

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可喜成绩

维 护 国 家 安 全 能 力 不 断 增 强

记者：相比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国

家安全的表述，党的二十大报告有哪些

不同之处？为什么会做这样的调整？

何雷：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坚持总体

国家安全观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的 基 本 方 略 ，强 调 指

出，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

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

益所在。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过去五年的工

作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新时代新

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两个章节

中对国家安全进行论述的基础上，又把

国家安全作为一个独立章节进行专门

论述，全面、系统和深入地予以强调。

一是对党的十九大以来五年乃至党

的十八大以来十年国家安全工作进行科

学总结，给予充分肯定。报告指出：五年

来，我们“坚决维护国家安全，防范化解

重大风险，保持社会大局稳定”“在斗争

中维护国家尊严和核心利益，牢牢掌握

了我国发展和安全主动权”。十年来，

“我们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领

导体制和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

不断完善，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以坚

定的意志品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

利益，国家安全得到全面加强”“平安中

国建设迈向更高水平”。

二是把对国家安全的地位作用和

理论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推进

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

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作为党的二十大

报告论述的十五个章节之一单列出来，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

是第一次，既突出了国家安全和社会稳

定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上的重要性，又表明

我们党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理论

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国家安，社

会稳；社会稳，百姓安。党的二十大报

告把国家安全作为“民族复兴的根基”，

把社会稳定视为“国家强盛的前提”，是

我们党对国家安全理论认识的进一步

深化和发展。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

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和国家生存发展

的可靠保障，是治国理政的“国之大者”

和重大原则，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

愿望和根本利益。国家安全是社会稳

定的前提和条件，社会稳定是国家安全

的基础和结果。二者相辅相成，相互支

撑，缺一不可。

三是明确提出国家安全工作的目

标任务和基本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

把“国家安全更为巩固，建军一百年奋

斗目标如期实现，平安中国建设扎实推

进”，作为今后五年国家安全工作的主

要目标任务，明确提出“必须坚定不移

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

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

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要“建设更高水

平的平安中国，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

展格局”等，并提出健全国家安全体系，

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提高公共安全

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等。推进

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是以新安

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也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家安全工作

的总体目标任务，必须为之努力奋斗。

国家安全理论认识进一步深化发展

以 新 安 全 格 局 保 障 新 发 展 格 局

记者：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当前国际

形势作出哪些判断？如何在国际视野

下认识和把握中国的国家安全观？

何雷：谋大事者必先观大势。党的

二十大报告对国际国内安全形势进行

深刻分析，做出科学判断。报告提出，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

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

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

面临新的战略机遇。同时，世纪疫情影

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

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

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报告

指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

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

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

可能发生。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

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

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

大考验。

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面临着对外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

护政治安全、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的多

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

险因素明显增多，对我国国家安全和社

会稳定带来更为严峻的挑战，提出新的

更高要求。在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

的国际国内安全形势面前，关键是要保

持战略定力，站稳脚跟立场，掌握战略

主动，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必须保

持清醒头脑，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新

变化新趋势，继续坚持共同、综合、合

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和全球安全倡议不

动摇，统筹外部安全与内部安全、自身

安全和共同安全，为确保国家安全和社

会稳定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新变化新趋势

营 造 发 展 良 好 外 部 环 境

记者：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增

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您认为应当如

何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增强全民国家安

全意识和素养？

何雷：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是国

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党的二

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加强国家安全教育，

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统筹发展和安全能

力，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和素养，筑牢

国家安全人民防线。这是增强维护国家

安全能力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涉及每一个公

民的切身利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

定，是全民的共同责任。广大干部群众

应当增强国家安全意识，提高维护国家

安全素养，以人人有责、人人担责、人人尽

责的主人翁姿态，积极投身到维护国家

安全的“人民战争”之中，扎实奠定国家安

全的群众基础，筑牢坚固的人民防线。

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增强全民国家

安全意识，首先，要把总体国家安全观

作为根本指导。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国

家安全教育的核心内容，必须深刻领会

精神实质和基本要求，切实提高维护国

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自觉性、主动性和

积极性。

其次，要把学习贯彻国家安全法作

为重点内容。国家安全法是我国第一

部关于国家安全的专项法律，对国家安

全的概念、国家安全工作的指导思想、

领导体制、基本要求，维护国家安全的

任务、职责、制度、保障等，做了全面规

范，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基本

法律依据，也是国家安全教育的重点内

容。在学习理解国家安全法的基础上，

还应当结合学习国防法、网络安全法、

反间谍法、军事设施保护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更深入、更全面地理解国家安全

法的基本内容和精神实质。

再次，要把公职人员特别是各级领

导干部作为国家安全教育的关键少数。

国家公职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在国

家安全教育方面负有双重责任，不仅要

组织好本单位国家安全教育，而且要带

头接受国家安全教育，站在前列、作出表

率、当好榜样，以实际行动推动国家安全

教育真正落到实处。国家机关、社会团

体和各类学校在组织开展国家安全教育

中负有重要责任，应当各司其职、各尽其

责，充分发挥组织领导作用。

第四，要把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

和素养作为基本要求。开展国家安全教

育重在“全民”，难在“全民”，也成在“全

民”。必须在“全民”上下功夫、用气力，

增强全民国家安全观念和忧患意识，提

高全民维护国家安全的自觉性和主动

性。应当把国家安全教育纳入国民教育

体系，结合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全民国

防教育日、国庆节、烈士纪念日等，开展

严肃认真、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国家安

全教育，探索运用信息化、智能化等现代

高科技手段的新路子，改进国家安全教

育形式和方法，切实提高全民国家安全

教育的吸引力、感召力。

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意识和素养

筑 牢 国 家 安 全 人 民 防 线

记者：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完善

国家安全力量布局，构建全域联动、立

体高效的国家安全防护体系。军队在

国家安全防护体系构建中应当发挥怎

样的积极作用？

何雷：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

安。国家安全由多个领域安全共同构

成，其中军事安全是国家不受外部军

事入侵和战争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

这一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没有军事

安全，其他领域的安全就无从谈起，军

事安全是其他领域安全的重要保障。

构建国家安全防护体系，是确保国家

安全的基础性工程，也是涉及各种安

全领域的系统工程，军事力量体系是

其中的支柱体系，发挥着战略支撑的

重要作用。

多 年 来 ，经 过 改 革 重 塑 的 人 民 军

队，在保卫国家领土主权、海洋权益和

海外利益，加强现代边海空防和其他重

大安全领域防卫建设，遂行反恐维稳、

安保警戒、抢险救灾、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以及参加国际维和、国际救援、海上

护航等非战争军事行动中，出色地完成

了任务，作出了突出贡献。

新时代新征程上，全军官兵要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作出的战略部署，

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学习

习主席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

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

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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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军官兵要充分认清新时代新征

程国家安全面临的复杂形势和严峻挑

战，深刻理解人民军队在维护国家安全

方面的重要地位和使命担当，紧紧围绕

未来五年我军建设的中心任务，聚焦确

保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贯彻

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固树立战备观

念、打仗观念，深入推进实战化训练，深

化联合训练、对抗训练、科技练兵，提高

能打仗、打胜仗的能力，把现代军事力

量体系建好建强，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

战略体系和能力，为构建“全域联动、立

体高效的国家安全防护体系”作出应有

的积极贡献，有效履行新时代人民军队

使命任务。

建强现代军事力量体系

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能力

11月 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颁布实施八周年，安徽省安庆市商业街区电子屏幕循环播放国家安全宣传

标语。 韩 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