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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微”视角

观 澜

军 民 同 心 ，其 利 断 金 ；军 政 团

结，无往不胜。

“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

系和能力，是党中央、习主席着眼于

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更好统筹经

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作出的战略部

署，必须军地协同、军民齐心，推动

落地生根、落实见效。”这是解放军

和武警部队代表委员的心声，也是

实践的总结、历史的必然。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

敌。”我们党和军队的奋斗史就是一部

军民团结、共克时艰的历史。正是军

民血脉相通、生死与共，“陷敌于灭顶

之灾的汪洋大海”才“淹没”了日本侵

略者，“潮涌般的小推车和担架队”才

推出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举国上下愿

倾其物力财力”才打败了武装到牙齿

的“联合国军”。无论过去、现在还是

将来，鱼水情深、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

团结，永远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

兵者，国之柱石；民者，国之根

基。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

的国防是全民国防。巩固提高一体

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需要统一

富国和强军两大目标，统筹发展和

安全两件大事，统合经济和国防两

种实力，具有跨军地、跨领域、跨职

能的鲜明特点。这不仅是全军的大

事，也是全党全国的要事，是军地共

同的任务，是军民共同的责任。惟

有坚持军地“一盘棋”、画好“同心

圆”，携手前进、并肩奋斗，方能汇聚

起强军兴军的磅礴力量。

“群力谁能御，齐心石可穿。”巩

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涉及方方面面、不同领域、多个环节，

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工程，也是一项长

期的艰巨任务。无论是深化科技协

同创新、加快提升新兴领域战略能

力，还是优化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布

局、加强重大基础设施统筹建设、加

快构建大国储备体系，都需要地方政

府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拥护、大力支

持，都需要全体军民同心同德、同向

同力。这是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

略体系和能力的力量源泉。

最伟大的力量是同心合力。面

对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

能力的繁重任务和严峻形势，只有军

地一体整体联动、深远经略，军政一

体主动进取、多向发力，军民一体广

域布势、形成合力，才能系统提升我

国应对战略风险、维护战略利益、实

现战略目的的整体实力，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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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

和能力，关键是要在一体化上下功夫，

实现国家战略能力最大化。要坚持党

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各领域战略

布局一体融合、战略资源一体整合、战

略力量一体运用，系统提升我国应对

战略风险、维护战略利益、实现战略目

的的整体实力。”

习主席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

团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在代表委

员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一致感到：

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是应对复杂安全威胁、赢得国家战略

优势的重大举措，是如期实现建军一

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我军建成世界

一流军队的重要保证。只有坚持党中

央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实现全党全军

全国一条心、一盘棋、一股劲，合奏出

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的新乐章。

在统一领导中实现
一体化

万人同奏看指挥。一体化国家战

略体系和能力建设，是全党全军全国

各 族 人 民 共 同 的 事 业 。 古 清 月 代 表

说 ，一 个 交 响 乐 团 ，要 奏 出 雄 壮 的 乐

章，指挥是灵魂。同样，巩固提高一体

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涉及领域宽、

范围广、内容多，是复杂系统工程，必

须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确定大

的方略、方向和路径，汇聚同心同向的

力量、形成同心同向的局面。

没有“统一”，何来“一体”？巩固提

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作为一

项重大战略任务，客观上要求各种力量

的集中统一。一些代表委员感慨：我们

长期以来的优势就在于党的集中统一

领导，在于能够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

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使党始

终成为风雨来袭时全体人民最可靠的

主心骨，确保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正确方向，确保拥有团结奋斗的强大凝

聚力、发展自信心，集聚起万众一心、共

克时艰的磅礴力量。

“两弹一星”事业的成功，是我们

跻身世界大国、强国的“入场券”，也是

一体化国家战略的范例。刘洋代表谈

道，从“两弹一星”事业起步到中国空

间站建成，充分体现了党中央集中统

一领导、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的最大优势。韩晓东代表说，在

世所罕见、史所罕见的严峻复杂形势面

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

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战胜一个

又一个艰难险阻，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两个确立”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

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

决定性因素，也是巩固提高一体化国

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的底气和保证。马

宝川代表说，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

略体系和能力，必须加强党的全面领

导，把党的领导落实到一体化国家战

略体系和能力建设的各领域各方面各

环节，确保战略布局一体融合、战略资

源一体整合、战略力量一体运用，实现

国家战略能力最大化。

在统一思想中强化
战略引领

构建完整、一体、有效的国家战略

体系，目的在于形成强大的国家战略

能力，实现国家战略目的。

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

能力是应对复杂安全威胁、赢得国家

战 略 优 势 的 重 大 举 措 。 付 国 强 代 表

说，融合国家各领域战略布局，整合各

方面战略资源，综合运用各种战略力

量，才能最大限度汇聚国家战略优势，

在激烈竞争中掌握战略主动。

赵忠代表说，巩固提高一体化国

家战略体系和能力，能够进一步提高

国家战略竞争力、社会生产力、军队战

斗力的耦合度，打通国家综合实力向

先进战斗力、体系对抗力的转化路径，

保障人民军队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战略能力，有效履行新时

代使命任务。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一

些代表委员谈道，巩固提高一体化国

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党员干部必须心

怀“国之大者”，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

想问题、办事情，在党、国家和军队大

局上勇担当、善作为。

董立代表说，我们必须提高政治

站位，自觉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发展

战略和安全战略需要，坚持军事服从

政 治 、战 略 服 从 政 略 ，做 到 军 事 与 政

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紧密配合，系统

提升我国应对战略风险、维护战略利

益、实现战略目的的整体实力。

来自陆军的一些代表谈道，如果

全局意识和战略格局不够，只考虑本

单位利益，不考虑全局利益；只考虑分

管的事，不考虑大局需要，都将制约一

体 化 国 家 战 略 体 系 和 能 力 的 巩 固 提

高。陈澄代表说，只有心怀大格局，坚

持局部服从全局、主动自觉担当，才能

凝聚力量、携手攻坚。

善谋党之大计、国之大计。一些

代表委员谈道，要从大处着眼，立足战

略高度观大势、谋全局、抓大事，算长

远账、整体账、综合账，这是广大党员

干部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内在要

求。

在统一行动中狠抓
工作落实

统一领导，统一思想，统一行动。

代表委员表示：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

战略体系和能力，不能空喊口号，更不

能各自为战，要在军地“一盘棋”中协

同发力、密切配合，在统一行动中狠抓

工作落实。

一名代表谈道：在规划建设铁路隧

道时，如果一开始没有考虑驻军部队铁

路输送需求，铁路隧道设计的宽度不

够，就可能导致部队特种装备无法通过

铁路装载输送，影响快速机动能力。

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

能力，部队要服从服务国家建设发展

大局，地方也要对接国防和军队建设

需求。赵贤福代表说，我们的军队是

人 民 军 队 ，我 们 的 国 防 是 全 民 国 防 。

只要军地同心同德、协同发力，就能下

好“一盘棋”、画好“同心圆”，形成万众

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

强化责任担当。郝井文代表说，

军 地 各 级 要 把 思 想 和 行 动 统 一 到 党

中 央 决 策 部 署 上 来 ，敢 于 涉 险 滩 、动

奶酪，敢于破难题、闯难关，敢于趟路

子 、辟 新 径 ，加 大 组 织 管 理 、政 策 规

划、重大改革、基础建设、试点示范等

方 面 的 统 筹 力 度 ，协 调 解 决 跨 部 门 、

跨 领 域 、跨 区 域 重 大 问 题 ，推 动 工 作

取得实效。

抓好工作落实。事关战略全局的

大事，仅靠一地、一家是干不成的。“加

强统一行动中的任务落实，需要军地

顺畅沟通。”来自科研一线的代表委员

谈道，目前军地在相关方面的合作，还

存在需求对接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的问

题，需要整合资源，建立有制度保障、

有平台支撑的对接机制。

“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

和能力，必须强化贯彻落实。”韩胜延

代 表 说 ，我 们 要 增 强 紧 迫 感 ，只 争 朝

夕、紧抓快干，找准自身定位，按照职

责分工，以钉钉子精神一件一件抓，加

快推进重点任务、重大工程、重要工作

落地见效，努力开创一体化国家战略

体系和能力建设新局面。

（本报北京3月 9日电）

上图：南部战区海军某部开展实战

化训练。图为舰艇编队在航行途中。

武 航摄

坚持集中统一领导，开创“一体化”新局面
——代表委员学习习主席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重要讲话述评之二

■本报记者 李建文 张笑语

3月9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举行小组会议，图为代表在会上发言。

本报记者 穆瑞林摄

今年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

雷锋同志题词 60周年。习主席对深入

开展学雷锋活动作出重要指示指出，

60 年来，学雷锋活动在全国持续深入

开展，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

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滋养着一代代

中华儿女的心灵。实践证明，无论时

代如何变迁，雷锋精神永不过时。

“我来自北部战区陆军，雷锋就出

自我们部队。”吕运成代表表示，新征

程上，要深刻把握雷锋精神的时代内

涵，运用新理念、新载体、新平台，将学

雷锋活动不断引向深入，让雷锋精神

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吕运成代表建议，学雷锋首先要

“知雷锋”，由相关主管部门牵头，组织

创作贴近时代、贴近群众的宣传作品，

持续开展雷锋精神进学校、进企业、进

社区、进乡村、进军营活动，在宣传规

模上形成声势，推动新时代学雷锋活

动不断拓展内容、创新形式、丰富载

体，引导全社会从雷锋精神中汲取营

养。同时，深入研究雷锋精神的时代

意义，大力营造学雷锋光荣、当雷锋光

荣的良好氛围，使学雷锋活动更有时

代感、吸引力，做到常态化、长效化。

吕运成代表——

将学雷锋活动不断引向深入
■本报记者 宋 歆

“20”——一个数字，载着国人的

骄傲，划过强军的航迹，镌刻时代的印

记，跻身今年全国两会的热词。

作为歼-20“金头盔”飞行员，来自

空军的高中强代表带来“20 时代”的中

国故事。

去年 9 月 16 日，高中强执行了一

项 特 殊 任 务 —— 和 战 友 一 起 驾 驶

歼 -20 战机，接迎第九批在韩志愿军

烈士遗骸回国。运载 88 位英烈遗骸的

专机，是“大国鲲鹏”运-20。

温暖的归途，铺展强国强军的画

卷。我国自主设计、自主研发、自主生

产的“双 20”列阵长空，以最高礼仪向

英烈致敬。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高中强代表

和运-20 机长陈金兰代表、直-20 飞行

员 徐 枫 灿 代 表 共 聚 一 堂 。 他 们 的 身

后，是“20 时代”的自主之路、创新航

迹。

近 10 年 来 ，大 型 运 输 机 运 -20、

隐身战斗机歼-20、战术通用直升机

直 -20 等机型相继列装，我国自主研

发的“20 家族”不断壮大，为强军兴军

插上奋飞的翅膀。

大 国 重 器 ，不 止 于 此 。 东 风 -41

核 导 弹 、055 型 万 吨 级 驱 逐 舰 、运

油 -20……强军十年，越来越多的“中

国制造”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星装备”。

3 月 8 日，习主席在出席十四届全

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

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聚力加强自主

创新、原始创新，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

自立自强。

道 阻 且 长 ，行 则 将 至 。 在 全 国

两 会 现 场 接 受 记 者 采 访 时 ，曾 参 与

歼-10、歼-20 研制的全国人大代表王

海峰说：“核心技术是等不来、买不来、

要不来的，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极端重要。”

不惧山高路远，不畏风高浪急。在

强国强军的新征程上，自主创新的参与

者、见证者们，正以加速度砥砺奋进。

展望未来，新时代的自主之路必

将愈来愈宽广，新时代的新航迹必将

愈来愈壮美。

（本报北京3月 9日电）

“ 20 时代”的新航迹
■本报记者 王 钰 两会心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