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81-0001/（ J） 邮发代号 1-26

中国军网 http: //www.81.cn 第 号 解放军报社出版2023年 4月 20日 星期四

癸卯年三月初一 今日12版

23841

新华社北京 4月 19日电 （记者郑

明达）4 月 19 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加蓬

总统邦戈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决定将中

加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

习 近 平 对 邦 戈 访 华 表 示 欢 迎 。

习近平指出，明年我们将迎来中加建交

50 周年。半个世纪来，在两国几代领导

人 关 心 引 领 下 ，中 加 友 好 始 终 坚 如 磐

石。双方相互坚定支持，维护了两国共

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中国是加蓬

的真诚朋友。你此次访华，再次充分体

现了中加关系的重要性和高水平。深

入、持续推进中加关系，符合两国共同

和长远利益，也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有重要示范作用。中方愿同加方

一道，推动中加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行稳致远。

习近平强调，中国正在全面推进高

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加蓬也在积

极致力于早日实现建成“新兴加蓬”战

略目标。中方愿同加方加强治国理政

经验交流，深化战略互信，在涉及彼此

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

支持。中方坚定支持加方走符合本国

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加方加强战略对

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林业、渔业、数

字经济和产业园建设等领域合作，支持

加蓬实现经济多元发展和产业升级，推

动共建绿色“一带一路”，打造应对气候

变化南南合作样板。双方要深化人文

交流，加强旅游、乡村振兴、减贫惠农等

方面合作。双方还要在联合国等多边

平台加强战略合作，维护世界和平发展

和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

利益。中方愿同加方共同努力，在即将

迎来两国建交 50 周年之际，使双方友好

合作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多重挑战

和各种危机交织叠加。中国和非洲国

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加强团结

合作。双方要继承弘扬“中非友好合作

精神”，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国际

关系基本准则，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

权 主 义 和 强 权 政 治 ，反 对 干 涉 别 国 内

政，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方坚

定支持非洲走独具特色、独立自主的发

展道路，坚定支持非洲推进粮食安全、

工业化进程、绿色发展，坚定支持非洲

成为世界政治、经济、文明发展的重要

一极，愿以自身新发展为非方提供新机

遇，将中非务实合作打造成南南合作和

国际对非合作典范。

邦戈表示，很荣幸在习近平主席再

次当选连任后不久应邀访华，我愿再次

祝贺中共二十大和中国全国两会成功

召开，这两次盛会不仅充分体现了中国

人民对习近平主席的高度信任，也使我

们更加坚信中国将继续在繁荣发展的

道路上取得更多成就。加方坚定奉行

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共建“一带一路”、全球发展倡议、全球

安全倡议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

重要理念。加中双方有着高度政治互

信，始终相互尊重、相互支持。感谢中

方长期以来为加蓬提供宝贵帮助，为促

进加蓬经济多元化发展和工业化进程

发挥了重要作用，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

基础设施、农业和旅游等领域合作，欢

迎中方企业赴加参加工业园建设，愿为

中方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加方期待同

中方共同隆重庆祝明年建交 50 周年，巩

固深化友好合作，推进两国全面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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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某部组织领导和机关

干部到基层当兵蹲连，以普通一兵的

身份开展体验式调研，不仅掌握了第

一手资料，还赢得了基层官兵的信任

和支持。

毛 泽 东 同 志 指 出 ：“ 要 在 人 民 群

众 那 里 学 得 知 识 ，制 定 政 策 ，然 后 再

去 教 育 人 民 群 众 。 所 以 要 当 先 生 ，

就 得 先 当 学 生 ，没 有 一 个 教 师 不 是

先 当 过 学 生 的 。”基 层 官 兵 身 处 部 队

一 线 ，对 基 层 建 设 的 优 势 短 板 感 受

最 直 接 最 真 切 ，有 很 多 真 知 灼 见 。

领 导 干 部 走 进 基 层 课 堂 ，拜 官 兵 为

师 ，以“ 角 色 代 入 ”方 式 了 解 官 兵 急

难 愁 盼 ，有 利 于 摸 到 实 情 、取 到 真

经 ，找 到 推 动 工 作 的 切 入 点 和 着 力

点。

当前，基层发展日新月异，很多新

情况新问题需要破解攻关。要想作出

科学决策，领导干部必须深入一线、贴

近官兵，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倘若高

高在上，放不下身架，搞“打卡式”“走

秀式”调研，不接地气、沉不下去，就很

难听到真话、摸清实情。

离兵近一寸，感情深一层。领导

干部只有从思想上转变认识，在身份

上转换角色，俯下身子深入基层，才能

真 正 走 近 官 兵 、融 入 官 兵 ，在 真 知 基

层、真懂官兵中察实情、出实招、办实

事、求实效。

在转换角色中融入官兵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系列谈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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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李高健、记者钱晓虎报道：

仲春时节，渤海湾畔某机场。一架教练

机起飞离地、冲向云霄，驾机的是海军航

空大学与清华大学联合培养的“双学籍”

飞行学员白云横，这是他的首次单飞考

核。不远处的塔台指挥室内，由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高校

教师组成的“双学籍”飞行学员培养质量

回访团，共同见证这一时刻。

2013 年，海军首次招收“双学籍”飞

行学员，拓宽高素质飞行人才培养选拔

渠道。10 年来，海军与地方高校携手培

养飞行人才步履铿锵。首批学员、海军

航空兵某部飞行员朱家岐驾驶歼-15 战

机多次执行重大任务，舰载直升机飞行

员张玉豪、刘陆豪随航母编队跨海远征，

留教成为飞行教官的牛津、张洹海培养

多名学员通过着舰资质认证……数百名

“双学籍”飞行员成为叱咤海天的“海空

雄鹰”。

这 些 年 ，海 军 某 基 地 飞 行 员 刘 浩

功 随 航 母 编 队 赴 远 海 、出 岛 链 遂 行 战

训 任 务 ，表 现 出 色 。 听 说 北 京 航 空 航

天 大 学 的 恩 师 来 回 访 ，他 激 动 地 说 ：

“ 联 合 培 养 夯 实 了 飞 行 学 员 的 成 长 根

基，我将立足岗位精武强能，练就打赢

制胜的过硬本领！”

海军与地方高校10年联合培养数百名飞行人才

“双学籍”飞行员叱咤海空

如何创新作战指挥模式、怎样加强

打仗型党委班子建设……连日来，在深

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中，中部战区空

军某基地党委深学深悟习近平强军思

想，自上而下开展解剖式调研和课题攻

关，在学用转化中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

发展。

实践中，该基地党委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锚定建军一

百年奋斗目标，修订部队作战能力建设

中长期规划，把握工作任务内在特点规

律，探索运用系统观念合并“同类项”，围

绕体系作战能力生成，加速部队战斗力

建设换挡升级。

“只有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

一，才能使主题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

效。”该基地领导说，他们把理论学习、调

查研究、推动发展、检视整改等贯通起

来，将深研笃学与练兵备战结合起来、与

工作任务对接起来，引导官兵做到联系

岗位思考、紧贴任务运用、融入工作深

化，确保学习一项内容、立起一个课题、

推动一项工作。

创新是第一动力，科技是核心战斗

力。该基地领导说，打仗型党委班子需

要具备对科技知识的感知力、理解力和

运用力。为此，他们为党委理论学习中

心组成员推荐一批军事类书籍，加大军

事高科技知识的学习比重，鼓励大家以

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为背景设

计主攻课题。

专 题 集 训 中 ，一 件 往 事 被 多 次 提

及。在该基地组织的一次对抗演练中，

面对强大对手，配属红方的电子对抗部

队一改过去作战模式，主动出击、成功制

“敌”。经过深入讨论，各级指挥员更加

清醒地认识到：体系之中无配角，每个要

素 都 是 制 胜 的 重 要 一 环 。“ 如 今 ，在

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联合训练、对抗

训 练 、科 技 练 兵 已 成 为 官 兵 常 态 化 实

践。”该基地领导说。

坚持学用结合，提高谋战能力。通

过研究式学习，该基地党委运用科学思

维方法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不断提高。前不久，他们结合常态

化战备值班组织全要素体系对抗演习，

各级指挥员坚持问题导向，围绕新型作

战力量运用、新质战斗力建设等课题集

智攻关，取得多项研究成果。

中部战区空军某基地党委在学用转化中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

知行合一，加速战斗力建设换挡升级
■李华兴 刘锦洋 本报记者 李建文

本报讯 记者陈典宏、特约记者郑

烨报道：“命令你部立即前往预定地域，

完成战斗准备。”南国春日，第 74 集团军

某旅官兵正在进行专业训练。接到命令

后，部队从紧急集合、机动至指定地域到

完成战斗准备，全程紧张有序、迅速高

效。这是该旅完善机制提升快速反应能

力的一个缩影。

“常态组织部队开展随机拉动，旨在

强 化 官 兵 打 仗 意 识 ，锤 炼 随 时 能 战 本

领。”该旅领导介绍，他们结合部队实际，

制订完善“日单元月单位”拉动机制，每

日由旅作战值班室随机对一个班（站）组

织一次临机拉动；每月至少对营连进行

一次战备拉动考核，有效提高官兵遂行

任务能力。

同时，该旅还结合各级指挥员职责

任务，探索构建各层级衔接配套的战备

方案体系，区分战斗携行物资、生活携行

物资，为每名官兵定制“一人一卡”，为每

台车辆制作“一表一图”，并建立装备技

术性能“一日一查一报”制度，确保部队

随时拉得出、打得赢。

随机拉动锤炼快反硬功。前不久，

该旅逐营组织战备拉动考核，全员全装

迅速出动、装载物资、集结机动，各专业

号手密切协同，等级转进时间明显缩短。

第74集团军某旅完善机制提升战备质效

随机拉动锤炼快反硬功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和 加 蓬 共 和 国 关 于
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