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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当使命 矢志强军

两会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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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天 ，追 梦 的 季 节 ，万 物 生 长 的

季节。

这个春天，对于全国政协委员、解

放军总医院医学创新研究部创伤修复

与 组 织 再 生 研 究 中 心 主 任 付 小 兵 来

说，又是一个奋进的春天。春节刚过，

乍 暖 还 寒 ，他 就 带 领 团 队 赶 赴 基 层 部

队 ，拉 开 新 年 度 战 创 伤 救 治 体 系 研 究

的序幕。

“强国必强军，强军必改革。改革

创新对一个国家、一支军队的发展太重

要了，我们要有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

和紧迫感……”付小兵的话语，道出了

军队代表委员共同的心声。

军队代表委员表示，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以前所

未有的决心和力度，全面实施改革强军

战略，深入破解长期制约国防和军队建

设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

问题，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取得历史性

成就，人民军队体制一新、结构一新、格

局一新、面貌一新。

必由之路 关键一招

“这是我们回避不了的一场大考，

我 们 一 定 要 向 党 和 人 民 、向 历 史 交 出

一份合格答卷。”军队代表委员表示，

强军兴军动力在改革，出路在改革，前

途也在改革。习主席把国防和军队改

革 作 为 强 国 强 军 的 战 略 抉 择 ，上 升 为

党的意志和国家行为，亲自掌舵、强力

推 动 ，以 基 于 强 军 目 标 设 计 和 塑 造 人

民 军 队 未 来 的 大 手 笔 大 战 略 ，坚 定 推

进改革强军大业。

人民军队发展史，就是一部改革创

新史。“在党的领导下，我军从小到大、

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一路走来，

改革创新步伐从来没有停止过。”王秋

菊委员表示，我军之所以始终充满蓬勃

朝气，同与时俱进不断推进自身改革是

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中央军

委和习主席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

军目标，统筹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

化建设，统筹军事力量建设和运用，统

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制定新形势下

军事战略方针，提出一系列重大方针原

则，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军队代

表委员表示，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军

委和习主席的重大战略谋划和战略设

计，必须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全面实

施改革强军战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

强军之路。

中流击水，勇进者胜。“面对千帆竞

发的世界新军事革命，面对强国强军事

业的时代呼唤，我们必须有赶上潮流、

赶上时代，力争走在时代前列的雄心壮

志。”来自联勤保障部队的唐林辉代表

说，联勤保障部队成立 6 年多来，按照打

仗要求建后勤、用后勤，在联合作战、联

合训练、联合保障的制胜之路上迈出关

键性步伐，积极构建适应打赢信息化战

争需求的新型联勤保障体制。

效能释放 越改越好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问题是改革的

向导。军队代表委员表示，习主席领导

推 开 的 这 一 轮 改 革 ，就 是 坚 持 问 题 倒

逼，实施标本兼治，着力攻克长期积累

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

题，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战斗力，进一步

解放和增强军队活力。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全面实施改

革强军战略以来，人民军队在“新体制

时间”加速破茧蝶变：指挥体制精干高

效、规模结构不断优化、联战联训开启

新局、政策制度更趋完善……“改革强

军的生动实践，让我们越发体悟到深化

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时代意蕴和战略考

量。”高锐代表说，随着改革强军深入推

进，文职人员制度也在不断完善，新修

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人员条例》

为建设高素质新型文职人员队伍提供

了 制 度 保 障 ，坚 定 了 文 职 人 员 扎 根 部

队、建功军营的信心，“我们必须以更加

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参与到国防和军

队建设中去。”

回顾新时代人民海军向海图强、逐

梦深蓝的壮阔航迹，来自海军的张洪星

代表深有感触。“强军十年，人民军队战

斗力建设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努力

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海军取得丰硕

成果。”张洪星代表说，按照深入推进实

战化军事训练，深化联合训练、对抗训

练、科技练兵的要求，他所在舰艇完成

了 从“ 孤 胆 闯 大 洋 ”到 体 系 练 兵 的 蜕

变。“我们要在一次次深海潜行中标定

战斗力新刻度，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

的任务，时刻准备听从祖国的号令。”张

洪星说。

深化完善 未有穷期

改革是不断深化完善的过程，未有

穷期。

军队代表委员表示，变革重塑后的

人民军队，正昂首阔步向着世界一流军

队的目标加速迈进。然而，改革不可能

一蹴而就、一劳永逸。新的征程上，要

始 终 坚 持 向 深 化 改 革 要 创 造 力 、凝 聚

力、战斗力，始终坚持方向不变、道路不

偏、力度不减，依靠改革应变局、育新

机、开新局，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

标提供强大动力。

改革创新是我军发展的强大动力，

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用改革创新的办

法研究解决问题。来自陆军的党增龙

代表说，近几年，陆军各部队兵行千里、

纵横九州，按照“机动作战、立体攻防”

战略要求，广泛开展大考核、大比武、大

拉动活动，背后是练兵格局、层次的跃

升，是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

加速，前进的每一步都留下改革创新的

足迹。

“军事力量的较量说到底是创新能

力的较量，作战能力的落差实质是创新

能力的落差。”张潇代表说，新时代革命

军人作为改革强军的见证者、参与者，

要把个人奋斗目标与实现党在新时代

的强军目标有机统一起来，将个人价值

追求与国家和军队的发展需要紧密结

合起来，立足岗位、苦练本领，刻苦学

习、锐意创新，方能做到关键时刻站得

出、顶得上、打得赢。

“改革越到深处，难题越多、难度越

大。新的赶考路上，我们只有保持永远

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持续推进改革，

敢于啃硬骨头、涉险滩，不断扫清前进

路上的障碍，才能奋力开创新时代强军

兴军新局面。”陈威巍代表说，推进实现

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必须加强创新突

破，转变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模式、增强

发展动能，确保高质量发展。作为军队

科研人员，要敢于挑战一切“不可能”，

勇闯科技领域“无人区”，发扬开拓创

新、奋发有为、追求卓越的精神，跑出创

新发展的加速度。

（本报北京3月 7日电）

惟改革者进 惟创新者强
—军队代表委员畅谈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

■本报记者 孙兴维

创新是一个国家发展进步的灵

魂 ，也 是 一 支 军 队 发 展 进 步 的 灵

魂。改革创新、与时俱进，是人民军

队不断发展的康庄大道。人民军队

的力量来自改革创新，人民军队的

胜利来自改革创新。

抓 创 新 就 是 抓 发 展 ，谋 创 新 就

是谋未来。军事领域是竞争和对抗

最为激烈的领域，也是最具创新活

力、最需创新精神的领域。纵观世

界军事变革的历史，每一步变革都

是靠创新驱动的。

国 防 和 军 队 建 设 的 重 大 跨 越 ，

从来离不开创新的强力支撑。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主席着眼设计和塑

造我军未来，提出改革强军战略，领

导开展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

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重构

领导指挥体制、现代军事力量体系、

军事政策制度，标定了大国军队、强

国军队的样子。习主席强调：“要认

真总结运用改革成功经验，把握新

的形势和任务要求，聚焦备战打仗，

勇于开拓创新，扎实抓好既定改革

任务落实，加强后续改革筹划，奋力

开创改革强军新局面，为实现建军

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强大动力。”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

革创新者胜。当前，改革强军处在承

前启后的关键节点上，发展中的问题

和发展后的问题、一般矛盾和深层次

矛盾、有待完成的任务和新提出的任

务交织叠加、错综复杂，都需要我们用

改革的办法来解决。只要我们秉持敢

为人先的志气、迎难而上的勇气、革故

鼎新的锐气，聚焦改革目标大胆创新、

不懈奋斗，人民军队必将在中国特色

强军之路上实现新的跨越。

向开拓创新要战斗力
■孙兴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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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强军人

军属荣誉激励和权益保障。”西西玛委

员表示，党和国家历来重视军人军属

荣誉激励制度建设，逐步构建了系统

规范的军队功勋荣誉表彰体系，对增

加 军 事 职 业 吸 引 力 和 军 人 军 属 使 命

感、荣誉感发挥了显著作用。他建议，

进一步加强军人军属荣誉激励，增强

军事职业吸引力和军人使命感、荣誉

感，激励官兵积极投身强军伟业。

西西玛委员建议，强化军人军属

荣誉激励的价值导向，聚焦备战打仗，

加大战功奖励力度，把对战斗力贡献

率与平时的立功受奖结合起来，形成

冲锋在前、敢于牺牲的价值导向。同

时，构建中央和国家机关部门、地方政

府、企事业单位与军队荣誉激励协调

机制，形成各方紧密协同配合的工作

格局，确保各项工作有效落实。

“加强军人军属荣誉激励需要军

地形成合力。”西西玛委员说，应加大

对烈士子女、伤残军人、生活困难军属

的帮扶力度，持续宣传人民军队的辉

煌战史、英雄模范的典型事迹、当代军

人的牺牲奉献，适时邀请军人家属和

地方有关人员参加部队组织的勋章奖

章颁授、军衔授予、军人退役等仪式，

不断增强军人军属的社会认同感，营

造拥军优属的浓厚社会氛围。

（本报北京3月 7日电）

西西玛委员—

进一步加强军人军属荣誉激励
■本报记者 张 蕾

第 74集团军某旅组织驾驶训练。 曾庆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