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极不平凡的2020，行至年末。
这一年，世界疫乱交织，荆棘丛生，

但天行有常，正道致远。
这一年，面对严峻艰苦的历史大考，

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担当令世界瞩
目，让国人自豪。中华大地，唱响英雄赞
歌，厚植家国情怀。

“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
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
耸立。”

考验有多大，精神的力量就有多大。
中国有多大，国防教育的阵地就有多大。

时间已铭记奉献者的足迹，历史将
镌刻奋斗者的功勋。

这一年，国防教育继续为中华民族
精神的大厦添砖加瓦。

培塑情怀

国防教育，一头连着国，一头连着家。
今年，国庆和中秋是同一天，这样的

“重叠”让人们格外欣喜，也格外激发家
国情怀。

“2020的中国，自豪，必须自豪！”
“国与家拧成了一股绳，幸运，幸福。”
“一场疫情，让我们更懂得作为中国人是
多么自豪！”某门户网站论坛里发起的话
题讨论，引发众多跟帖。

2020年，中国人共同经历了一个惊
心动魄的春节、一场众志成城的抗疫和
一份遍地英雄的感动。

生于华夏，何其荣幸。“我和我的祖
国，一刻也不能分割”，在这场没有硝烟
的战斗中，歌声飞扬，希望凝聚，个人与
国家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今年的
国庆、中秋，人们载歌载舞欢度节日的同
时，不忘接受红色洗礼、国防教育。有的
加入升国旗、唱国歌的行列，用“快闪”歌
颂伟大祖国；有的到革命圣地追寻红色
历史，汲取不断前行的力量；有的来到边
防哨所和边防官兵一同巡逻，一同描红
界碑……人们在享受岁月静好的同时，
自觉厚植家国情怀、强化国防观念、履行

国防义务。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

本在身。”全社会日益形成的国防共识，
画出了个人、家庭、国家的同心圆。

2020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也是中国
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两场伟大战
争，两场伟大胜利，国家举行的两场隆重
纪念活动，在全社会汇聚起爱我中华、心
系国防的巨大精神力量。

9月 19日，我国第 20个全民国防教
育日。前一天，是“九一八事变”爆发89
周年。两个日期前后相连，仿佛是历史
在警示世人，忘战必危。

卢沟桥的枪声虽已远去，但宛平城
的弹痕依然刺目。历经硝烟战火，回望
铁血征程，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强国必
先强军，军强才能国安。所有珍惜和平
与幸福生活的人们，都应担负起公民的
责任，支持和参与国防教育，为国防和军
队建设添砖加瓦。

9月 30日，烈士纪念日。习近平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
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以国之名，致敬英魂，致敬那些为
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捐躯的
烈士！

12月 13日，国家公祭日。中共中
央、国务院在南京隆重举行2020年南京
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

以国之名，举行公祭，是向世界宣
示，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反对篡改历
史的立场坚定不移，中国人民团结一心
实现民族复兴的决心坚定不移，中国人
民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平的意志
坚定不移。

这是如此隆重庄严、直抵人心的国
防教育。

崇尚英雄

国防教育，可以写在课堂的黑板上，
也可以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1月 23日上午 10时，武汉关闭了
离汉通道，这座英雄的城市，经历了整整
76天的坚守，换来了让中国至少减少感
染70万人。这就是我们的国家，首先抓
住人的生命是第一宝贵的。”9月1日晚8
时，《开学第一课》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院士开讲，
“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张伯
礼、张定宇、陈薇等抗疫专家分享了疫情
期间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及所见所
闻，让屏幕前的学生和家长读懂了家国

情怀。
2020年的国防教育写在抗击疫情

的战场上。庚子之春，遍地英雄。他们
是女儿、妻子、母亲，是儿子、丈夫、父亲，
然而，抗疫的冲锋号吹响后，他们化身为
无畏的战士，义无反顾地冲上抗疫一线，
凝聚起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强大精神
力量。

2020年的国防教育写在抗洪抢险
的大堤上。今年入汛以来，受连续强降
雨影响，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哪里
灾情最严重，哪里人民最需要，哪里就有
人民子弟兵的身影。在长江、淮河、赣
江、嘉陵江，鄱阳湖、巢湖、太湖、洞庭湖
的千里堤坝上，他们化身为堤，筑起冲不
垮的铜墙铁壁。

2020年的国防教育写在抗美援朝
的历史里。10月19日，纪念中国人民志
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周年主题展
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开幕。48
天时间里，军博共收到纸质留言 13936
份，视频留言1615份。

“中华民族能够经历无数灾厄仍不
断发展壮大，从来都不是因为有救世主，
而是因为在大灾大难前有千千万万个普
通人挺身而出、慷慨前行！”

全民族抗战的同仇敌忾、抗美援朝
的英勇无畏、抗疫斗争的逆行出征、抗洪

抢险的向险而行……在中华民族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写满
气壮山河的英雄诗行。

风云浩荡起，英雄美名扬。礼赞英
雄的热潮，迅速在大江南北铺展开来。
一颗颗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
种子，也在无数人心里生根发芽。

这些新时代的英雄们，既有白发苍
苍的“前浪”，也有青春洋溢的“后浪”，
他们与全国人民一道，共同汇成了奔涌
向前的中国力量。他们共同铸就的伟
大抗疫精神，与伟大抗战精神、伟大抗
美援朝精神、伟大抗洪精神一脉相承，
又与时俱进。

70年前一场大战，70年后一场大
疫，沧海横流，尽显英雄本色。

山河无恙，英雄不老。10月 23日，
讲述抗美援朝战争的动画电影《最可爱
的人》上映。电影将英雄战士化身动画
形象，以超燃的画风，再现他们生命中最
闪耀的时刻，为青少年上了一堂动人的
国防教育课。

“为祖国，跟着心的抉择，只愿担起
这山河无恙的重责。”片尾曲《为祖国》的
歌词，字字炽热，悲壮的战争画面搭配天
籁童声让人动容。

这是如此充满温情、充满力量的国
防教育。

凝聚力量

国防并不遥远，就在你我身边。
今年征兵季，《参军报国 不负韶华》和

《逐梦青春》两部征兵公益宣传片通过多种
渠道广泛传播，掀起适龄青年应征入伍的
热潮，成为深化全民国防教育的生动载体。

今年，海军综合补给舰洪泽湖舰退
出人民海军战斗序列，移交给江苏省泰
州市，在人民海军诞生地纪念馆永久停
泊和收藏，作为国防教育基地对公众开
放。河南省开展红色教育培训，建设红
色教育研学基地，让青少年在实地感悟
中传承红色基因。宁夏回族自治区建设
国防教育主题公园，打造群众家门口的
国防教育课堂……

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
国防教育强心铸魂，交出一份亮丽的成绩
单：全国3000多所党校和行政学院开设
国防教育课，5812所国防教育特色学校
和1932所国防教育示范学校命名挂牌，
全军730个单位向社会开放，征兵宣传片
在全国6800多家影院滚动播出……

“十三五”圆满收官，“十四五”拉开
序幕。11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发布，明确

“强化全民国防教育”。
今天，全球疫情发展走向依然令人

堪忧，因为疫情而引发的深层次问题还
在蔓延。

我们清醒地看到，在实现第一个百
年奋斗目标的关键当口，我们守护的国
防前线，已由传统意义上的界河、界碑，
拓展到更广域的空间。

今天的中国已不是百年前的中国，
今天的世界也不是百年前的世界。我们
必须以奋斗者的姿态，通过扎实有效的
国防教育，不断强化全民忧患意识，为实
现中国梦强军梦凝聚强大力量。

历尽千般苦，走过万重难，阳光总在
风雨后。2020年，即将过去；2021年，我
们奋力前行！

遍地英雄
■本报记者 张军胜 潘 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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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建设和巩固国防，保
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
利进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根据宪
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国家为防备和抵抗侵略，
制止武装颠覆和分裂，保卫国家主权、统
一、领土完整、安全和发展利益所进行的
军事活动，以及与军事有关的政治、经
济、外交、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活动，适用
本法。

第三条 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
安全保障。

国家加强武装力量建设，加强边
防、海防、空防和其他重大安全领域防卫
建设，发展国防科研生产，普及全民国
防教育，完善国防动员体系，实现国防
现代化。

第四条 国防活动坚持以马克思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
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
观，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建设与我
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
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武装力量。

第五条 国家对国防活动实行统一
的领导。

第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奉行防御
性国防政策，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建设和
巩固国防，实行积极防御，坚持全民国防。

国家坚持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
调、平衡、兼容发展，依法开展国防活动，
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实现富国和强
军相统一。

第七条 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应当依法履行
国防义务。

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
和各人民团体、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
和其他组织，都应当支持和依法参与国
防建设，履行国防职责，完成国防任务。

第八条 国家和社会尊重、优待军
人，保障军人的地位和合法权益，开展各
种形式的拥军优属活动，让军人成为全
社会尊崇的职业。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
察部队开展拥政爱民活动，巩固军政军
民团结。

第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积极推进
国际军事交流与合作，维护世界和平，反
对侵略扩张行为。

第十条 对在国防活动中作出贡献
的组织和个人，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十一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违反本
法和有关法律，拒绝履行国防义务或者
危害国防利益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公职人员在国防活动中，滥用职权、玩
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二章 国家机构的
国防职权

第十二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依照
宪法规定，决定战争和和平的问题，并行
使宪法规定的国防方面的其他职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照
宪法规定，决定战争状态的宣布，决定全
国总动员或者局部动员，并行使宪法规
定的国防方面的其他职权。

第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
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宣布战争
状态，发布动员令，并行使宪法规定的国
防方面的其他职权。

第十四条 国务院领导和管理国防
建设事业，行使下列职权：

（一）编制国防建设的有关发展规划
和计划；

（二）制定国防建设方面的有关政策
和行政法规；

（三）领导和管理国防科研生产；
（四）管理国防经费和国防资产；
（五）领导和管理国民经济动员工作

和人民防空、国防交通等方面的建设和
组织实施工作；

（六）领导和管理拥军优属工作和退
役军人保障工作；

（七）与中央军事委员会共同领导民
兵的建设，征兵工作，边防、海防、空防和
其他重大安全领域防卫的管理工作；

（八）法律规定的与国防建设事业有
关的其他职权。

第十五条 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
国武装力量，行使下列职权：

（一）统一指挥全国武装力量；

（二）决定军事战略和武装力量的作
战方针；

（三）领导和管理中国人民解放军、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建设，制定规
划、计划并组织实施；

（四）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议案；

（五）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军事法
规，发布决定和命令；

（六）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
武装警察部队的体制和编制，规定中央军
事委员会机关部门、战区、军兵种和中国
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等单位的任务和职责；

（七）依照法律、军事法规的规定，任
免、培训、考核和奖惩武装力量成员；

（八）决定武装力量的武器装备体
制，制定武器装备发展规划、计划，协同
国务院领导和管理国防科研生产；

（九）会同国务院管理国防经费和国
防资产；

（十）领导和管理人民武装动员、预
备役工作；

（十一）组织开展国际军事交流与合作；
（十二）法律规定的其他职权。
第十六条 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

席负责制。
第十七条 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

会建立协调机制，解决国防事务的重大
问题。

中央国家机关与中央军事委员会机
关有关部门可以根据情况召开会议，协
调解决有关国防事务的问题。

第十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有关国防
事务的法律、法规的遵守和执行。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
权限，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征兵、民兵、
国民经济动员、人民防空、国防交通、国

防设施保护，以及退役军人保障和拥军
优属等工作。

第十九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驻
地军事机关根据需要召开军地联席会
议，协调解决本行政区域内有关国防事
务的问题。

军地联席会议由地方人民政府的负
责人和驻地军事机关的负责人共同召
集。军地联席会议的参加人员由会议召
集人确定。

军地联席会议议定的事项，由地方
人民政府和驻地军事机关根据各自职责
和任务分工办理，重大事项应当分别向
上级报告。

第三章 武装力量

第二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
力量属于人民。它的任务是巩固国防，
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和平劳
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

第二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
装力量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力量中
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依照中国共产党章程
进行活动。

第二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
装力量，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
装警察部队、民兵组成。

中国人民解放军由现役部队和预备
役部队组成，在新时代的使命任务是为
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为捍卫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为维
护国家海外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
展，提供战略支撑。现役部队是国家的
常备军，主要担负防卫作战任务，按照规
定执行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预备役部
队按照规定进行军事训练、执行防卫作
战任务和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根据国

家发布的动员令，由中央军事委员会下
达命令转为现役部队。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担负执勤、处
置突发社会安全事件、防范和处置恐怖活
动、海上维权执法、抢险救援和防卫作战
以及中央军事委员会赋予的其他任务。

民兵在军事机关的指挥下，担负战
备勤务、执行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和防
卫作战任务。

第二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
装力量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第二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
力量建设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坚
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
强军、依法治军，加强军事训练，开展政
治工作，提高保障水平，全面推进军事理
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和武器装备
现代化，构建中国特色现代作战体系，全
面提高战斗力，努力实现党在新时代的
强军目标。

第二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
力量的规模应当与保卫国家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的需要相适应。

第二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兵
役分为现役和预备役。军人和预备役人
员的服役制度由法律规定。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
察部队依照法律规定实行衔级制度。

第二十七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
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在规定岗位实行文
职人员制度。

第二十八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
旗、军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象征和标
志。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旗、徽是中
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象征和标志。

公民和组织应当尊重中国人民解放
军军旗、军徽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旗、徽。

（下转第二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
（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9年8月27日第

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修正 2020年
12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六十七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20年 12月 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
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0年12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