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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国防建设和

军队军事工作的杰出领导人，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梁光烈同志，

因病于 2024 年 11 月 12 日 2 时 43 分在北京逝世，享年 84 岁。

梁光烈同志 1940 年 12 月 9 日出生于四川省三台县新生镇太建村一个贫苦农民

家庭，童年饱受战争磨难，从小向往革命，立志报效国家。1957 年 11 月，他毅然报名

参军，次年 1 月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 1 军 1 师 2 团一名战士，一入伍就来到战

火虽停、危机未除的朝鲜战场，在艰苦训练中迅速成长。当兵入朝的宝贵经历，使他

树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形成了艰苦奋斗的作风。1959年 11月，他光荣加入中国

共产党。

1960 年 4 月，梁光烈同志任陆军第 1 军 1 师 2 团工兵连副排长，次年 3 月任排长。

1963 年 7 月任团作训股参谋，分管军事训练，他刻苦钻研，很快成为独当一面的优秀

参谋。1966 年 2 月任 1 师工兵科参谋，同年 11 月任 1 师作训科参谋，他长期深入一

线，指导部队创造出许多灵活有效的训法战法。1970 年 2 月，梁光烈同志任武汉军

区作战部作战科参谋，1974 年 12 月任作战部副部长。他在武汉军区作战部工作近

10 年，全面锻炼成长，先后参与组织部队调防、徐海地区战役勘察、冬季千里野营拉

练等重大任务，为军区军事斗争准备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79 年 2 月我国边

防部队实施对越自卫反击战，他作为武汉军区作战部副部长与 43 军 127 师前指一起

行动、亲历战场，在血与火的考验中思考战争、研究战争，为日后成为卓越的高级军

事指挥员奠定了坚实基础。

1979 年 7 月，梁光烈同志任陆军第 20 军 58 师副师长，1981 年 2 月任 58 师师长，

1983 年 5 月任 20 军副军长，1985 年 8 月任 20 集团军军长，1990 年 6 月任 54 集团军军

长。在 20 军和 20 集团军工作期间，他狠抓军事训练，大力推行新兵训练体制改革试

点，进行“先训后补”体制改革，把集团军打造成全军训练改革“试验田”。在 54 集团

军工作期间，他探索开展新纲目训练试点和夜训试点，抓好应急机动作战部队建设，

各项工作成绩突出。在 15 年军师职领导岗位实践中，他坚持实战实训、开拓创新，

推动部队战斗力大幅提升。

1993 年 12 月，梁光烈同志任北京军区参谋长，1995 年 7 月任北京军区副司令

员，1997 年 11 月任沈阳军区司令员，1999 年 12 月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在北京军区

工作期间，他贯彻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组织重大战役演习训练，大胆尝试新的作战

形式和战法，为作战指挥体制改革作了重要探索。在沈阳军区工作期间，他响应

中央军委科技强军号召，带领部队圆满完成了总参谋部赋予的“辽阳集训”任务，为

全军开展群众性科技大练兵活动起到了示范作用；1998 年嫩江、松花江流域出现历

史上罕见的特大洪灾，他在一线带领军区 10 余万官兵抗洪抢险，为抗洪抢险胜利作

出重大贡献。在南京军区工作期间，面对台海紧张局势，他组织加紧进行军事斗争

准备，开展大规模海上练兵，构建攻防一体战场体系，推动反“台独”军事斗争准备和

部队全面建设迈上新台阶。

2002 年 10 月，梁光烈同志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2002 年 11 月任中央

军委委员。在世界战略格局发生重要变化、国家安全发展面临威胁的时代背景下，

他敢于担当、富有创见，组织研究提出一系列重要军事方略，谋划实施一系列重大军

事活动。他带领总参谋部，组织完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拟制军队建设发展中长

期规划，筹划并指导全军进行反“台独”军事斗争准备，牵引带动了军队建设和军事

斗争准备全局。他推动实施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主持研究拟制调整改革总体方

案和配套文件，在解决军队体制编制结构性矛盾方面取得重要突破。他组织力量深

入研究信息化战争特点规律，拟制军队信息化建设规划纲要和加强军事斗争准备中

信息化工作的意见，深入展开综合集成建设试点，开拓了全军信息化建设新局面。

他大力推动一体化训练试点，组织召开全军军事训练会议，有力促进了机械化条件

下军事训练向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的战略转变。他领导实施一系列全军性重大

实兵实弹演习，以及“和平使命—2005”、“和平使命—2007”等中外联合演习，为提高

我军实战能力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2008 年 3 月，梁光烈同志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参加国务院党组工作，任国

家国防动员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边海防委员会主任，分管国防动员、边海防和军事外

交工作。他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策指示，积极推进国防动员建设，

向党中央提出新形势下国防动员发展思路建议，推动出台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防动员法》，拟制国防动员建设发展“十二五”规划，深化军民融合式发展，大力提

升国防动员应急能力，赢得军内外广泛称赞。他作为首位兼任国家边海防委员会主

任的军队领导，开展为期 56 天的边海防大调研，推动出台加强边海防工作的意见，

完善边海防基础设施，全面巩固我国边海防安全稳定。他在对外工作中讲政治、讲

原则、讲方法、讲效果，积极推动我军与各国军队友好交往，成功主办上海合作组织

成员国国防部长会议，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会、东盟防长扩大会等，推动书写了军事外

交新篇章。

2013年 3月梁光烈同志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坚决拥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关心党、国家和军队建设，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梁光烈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五届、十六届、

十七届中央委员。2002 年 5 月被授予上将军衔。

梁光烈同志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坚强的党性，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为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人民军队建设奉献了毕生精力。他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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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他深刻领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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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坚定政治立场和高度政治

敏锐性，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经受住了各种大风大浪的考验。他有勇有

谋，在重大军事行动和抢险救灾中，不怕牺牲、顽强斗争，敢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充

分展现了非凡胆略和大无畏革命精神。他担当作为、锐意进取，在我军改革创新中

勇当开路先锋，实践探索并总结推广了许多具有深远影响的治军带兵经验。他勤于

学习、善纳群言，注重调查研究，工作严谨细致，一贯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他待

人宽厚、严于律己、清正廉洁，在生活上从不搞特殊，严格要求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

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

梁光烈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无私奉献的一

生。他的逝世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重大损失。他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事业所建立

的卓著功绩将永载史册！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优良作风将永远铭刻在人民

心中！

梁光烈同志永垂不朽！ （新华社北京 11月 18日电）  

梁 光 烈 同 志 生 平

2012 年 10 月 15 日，习近平同志在八一大楼与梁光烈同志合影留念。 新华社发   
1999 年 8 月，江泽民同志在辽宁考察时与梁光烈同志在一起。

新华社发   
2007 年 8 月 1 日，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80 周年暨全军英雄模范代表大会在

人民大会堂举行。胡锦涛同志与梁光烈同志合影留念。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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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2012 年 4 月 24 日，

梁光烈同志在北京出席上海

合 作 组 织 成 员 国 国 防 部 长

会议。 新华社发   

左图：2003 年 11 月 ，梁

光 烈 同 志 在 北 京 参 加 军 事

演习。

新华社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

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

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

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伟大的时代孕育伟大的故事，精彩的中国期待

精彩的讲述。作为互联网时代富有活力和影响力

的新文学样式，网络文学正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生

动范本，为文明交流互鉴开拓新航道。

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发布的报告显示：

2023 年，中国网络文学出海作品约 69.58 万部（含

网络文学平台海外原创作品），海外市场营收 43.5
亿元。

坚定文

化 自 信 ，讲

好 文 明 传

承 、创 新 发

展的新时代

中国故事。

悠久的中华文化，赋予网络文学宏阔的历史纵

深和底蕴。网文改编剧《庆余年》中 4 分多钟的吟

诗场面，海外播放量 150 万次，外国网友赞叹：“中

华诗词太美了！”

“通过用户分析发现，拥有鲜明的中国文化基

因、价值内核的中国故事在国际传播中比较受欢

迎。”阅文集团首席执行官兼总裁侯晓楠说。目前，

《庆余年》第一季已登陆 27 个国家和地区，第二季

也已全球同步发行并实现热播。

中国网络文学所呈现的独特韵味和哲学思索，

受到不同文化背景读者的喜爱。中国作协网络文

学中心主任何弘说，“中国网络文学，以其瑰丽的想

象、精彩的故事、强烈的代入感，将中华文化的精髓

传递给世界各地的人们。”

数字技术赋能，讲好开拓进取、创新创造的新

时代中国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

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

网络文学与生俱来带有创新基因。日均翻译

从 10 余章节到上千章节，效率提升近百倍。曾经

受制于作品海量而翻译人才不足的网络文学，在

人工智能的助力下实现“一键出海”“全球追更”。

以网络文学出海头部平台之一“起点国际”为

例 ，今 年 上 半 年 ，在 人 工 智 能 助 力 下 ，新 增 超 过

1200 本翻译作品，覆盖英语、西班牙语、印尼语等

多语言版本；畅销榜前 100 的作品中，人工智能翻

译作品占比约 40%。

紧扣时代脉搏，讲好与时俱进、气象万千的新

时代中国故事。

2022 年，16 部网文作品入藏大英图书馆。前不

久 ，又 有 20
部中国网络

文学作品入

藏欧洲各文

化 机 构 。

200 多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

数以亿计的海外读者，在充满时代感的文艺律动中感

知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了解当代中国的深刻变革。

业内专家认为，只有真正走出去，被海外受众

所感知，民族的才能成为世界的。

网络世界的多姿多彩，吸引数十万名海外年轻

人从事网文写作，带动网剧、网游成为文化出海生

力军。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第一副理事长张

毅君表示，新时代的中国网络文学由新模式构建了

新业态，“从作品出海到模式出海，中国网络文学迈

入‘全球共创 IP’新阶段，有助于加快构建中国话

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打开世界读懂中国的一扇“时代之窗”，搭建文

明交流互鉴的一座“数字桥梁”。乘国潮之风、新潮

之势、弄潮之态，扬帆出海的中国网文，正为世界读

懂中国书写新的篇章。

网络文学出海，让世界更好读懂中国
本报记者   陈圆圆

（上接第一版）

秘鲁之行，见微知著。那是利马街头，很

多秘鲁民众自发聚集道路两旁，向习近平主席

挥手致意；是在钱凯，中国建设者的“义利观”

结下的中国情；是博鲁阿尔特总统动情的“中国

万岁！秘中友谊万岁！”

从秘鲁望向世界。这 10 年，在中国同世界

关系历史性变迁里，世界感知一个日新月异的

中国：

这里有拨云破雾的思想力、行稳致远的领

导力、言出必践的行动力，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胸

怀和担当。钱凯港的建设一路风雨兼程，自签

约到开港只在数年间，累土不辍，丘山崇成，其

间克服多少困难！它也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再添砖。而“一带一路”是一个多么生动的

历史变迁注脚啊，“中国发展将为亚太和世界发

展提供更多新机遇”已然被世界所看见、所 向

往 。 当 2013 年 习 近 平 主 席 提 出“ 一 带 一 路”

倡议后即应者云集，纵是再有想象力的历史学

家也无法预判古丝绸之路今日的蔚为大观。

“大国更应该有大的样子，要提供更多全

球公共产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关键时

刻、十字路口，有踯躅彷徨，有逆流而动，也有

勇毅前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三大全球倡议

“如冬日暖阳”，为变乱交织的时代和充满不确

定性的世界提供了宝贵的确定性。思想之光

照亮前行之路。

古语说，执大象，天下往。当中国的发展

成为公认的“21 世纪标志性事件”，这个新兴大

国如何同世界相处？中国选择的是蕴含东方

智慧的相处之道。在利马 APEC 会议期间，人

们能看到“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的气度，可以

看到“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襟怀。古老文明

的智慧、苦难辉煌的历史，纵横捭阖的外交也

是不同文明辉光日新的赓续。

习近平主席曾在外交场合讲过一个朴素

而深刻的道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放眼

亚太，三次主办 APEC 会议的成员屈指可数。

在“经济全球化动力和阻力胶着”的今天，中国

在各方支持下将第三次担任东道主，也深刻佐

证了中国之于世界的分量。

第三个时间标尺，改革开放走过 46 年。

年中访华，从深圳一路北上看中国，博鲁

阿尔特总统感叹“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的

勃勃生机。谈及秘鲁发展，她哽咽了：“希望我

们也可以成为像中国这样的国家”。

“欢迎成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的同行

者。”面对发展中国家渴望实现现代化的共同

梦想，中国的态度是“独行快，众行远”的立己

达人。

在秘鲁，习近平主席数次提及中共二十届

三中全会绘就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蓝图，它成

为 2013 年拉开帷幕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

续篇”，也是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

新篇”。再向前追溯，1978 年的改革开放，开启

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长征”。46 年时光，世界

更深刻读懂了“划时代的”波澜壮阔。

开放与改革相伴而生、相互促进。

何为开放？不同时代，不同内涵。不变

的是，中国对开放的深切领悟：因闭关锁国而

式微，由开放国门而复兴。开放，“中国式现

代化的鲜明标识”。这些年的多边舞台，倡导

构 建 开 放 型 世 界 经 济 ，中 国 主 张 一 以 贯 之 。

“经济全球化或许遭遇逆风，但历史大势不会

改变，‘脱钩断链’没有出路，开放合作是唯一

选择。”御逆风，顺大势，今天的中国已被认为

是世界上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最

大旗手。

再看钱凯港，载着秘鲁蓝莓、葡萄、牛油果

的货轮驶向中国上海。而漂洋过海的中国“新

三样”也从这里进入秘鲁市场。这是中国开放

的新故事。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会不会收缩开放？

持这一疑虑者或许忘记了，“新发展格局”就酝

酿于冒雨考察浙江宁波舟山港时，那里正是一

个开放枢纽。数据最有力：“新发展格局”提出

以来，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连年增长，当

下 中 国 是 150 多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的 主 要 贸 易

伙伴。

中国强调自立自强，会不会限制国际科技

交流合作？强调自立自强，绝不是要闭门创

新。一些人或许无法感同身受，被坚船利炮轰

开家门的古老国度，在被迫卷入全球化时历经

多少艰辛与酸楚。“中国要发展，最终要靠自

己。”纵观人类历史，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

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亦步亦趋着实现

民族振兴。

何以改革？破藩篱、优机制、激活力、添动

力，大胆地试、勇敢地闯，将“中华民族积蓄的

能量”喷薄而出。46 年实践表明，大开放促进

大改革。新时代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

钱凯港迎来的第一批中国产品中，中国新能源

汽车占比颇重。就在习近平主席落地秘鲁当天，

它的年产量首破 1000 万辆，相比 2012 年增长

近千倍。中国参与建设的钱凯港，更是南美首

个智慧港口和绿色港口。

现代化的车、现代化的港，量与质的跃升，

蕴含的是新质生产力，标注的是依靠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天地转、光阴

迫，从昔日追求高速发展到今日谋求高质量发

展，从叩开世界大门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深刻融汇于全球治理方案，

改革路上，多少条条框框被重塑，多少创新活

力被释放！

这样的中国为世界带来的，绝不仅仅是丰

富全球供给、缓解全球通胀压力，也绝不仅仅

是为世界走出经济泥潭提供中国范例，而是一

条通向现代化的崭新道路。

“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这是时间写

就的浩荡之势。如大江大河或遇逆流、或涉险

滩，然归海之势，不可阻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