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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上午

● 代表小组会议，审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
“十三五”规划纲要、年度计划、年度预算的四个决
议草案，召开主席团第三次会议。

下午

● 举行代表团全体会议，审议各项决议草案、
慈善法草案建议表决稿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接
受黄润秋辞去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
的请求的决定，召开主席团第四次会议

15

今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攻坚之年，也是国防和军队改革向纵深推进的关键一
年。广大干部群众对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高度关注、积
极支持。

走改革强军路，筑和平崛起梦。今年全国两会上，
军队代表委员们对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满怀信心和期
待，围绕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积极建言献策。

改革是强军必由之路

国防和军队改革是一场回避不了的大考。“改革进入
了攻坚期和深水区，涉及国防和军队深层次利益关系和
体制结构，深刻性、复杂性前所未有，难度也前所未
有。”全国人大代表、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国防大学
校长张仕波表示，思想的禁锢是改革的最大障碍，能打
仗、打胜仗方面存在的问题是最大的短板、最大的弱
项，不改革是打不了仗、打不了胜仗的。这是我们回避
不了的一场大考，军队一定要向党和人民、向历史交出
一份合格答卷。

张仕波分析说，从全世界看，近代以来的大国崛
起，几乎都贯穿着通过变革强军推动国家强盛的历史脉
络；当今世界主要国家军队的改革，都蕴含着以变革强
军支撑强国兴邦的政治意蕴。从中国看，人民军队的建
设发展史，就是一部改革创新史。我军历史上的每一次
重大改革，都为军队发展增添强大动力、注入新的活力。

“随着科技的发展，战争形态、武器装备、作战样式都
在迅速发生变化，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跟上世界新军事革命
的潮流，赢得未来战争的胜利。当前军委管总、战区主战、
军种主建的领导指挥体制改革，正是瞄准了这种变化。”全
国人大代表、南部战区海军副政委杜本印告诉本报记者。

“改革是一艘历史巨轮，每名官兵都是这艘历史巨轮
的推动者。”全国人大代表、原兰州军区某部高级工程师王
明孝动情地说，“广大官兵面对改革有着笃定信念和实干
行动。大家都有一种共同的信念，那就是改革必成、强军
可期；都有一种共同的心情，那就是感恩思为、知责思进；
都有一种共同的担当，那就是攻坚克难、创造伟业。”

国防费处于合理区间

每年两会上，中国的国防费问题都受到高度关注。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不是借机炒作“中国威胁论”，就是
指责“中国军费不透明”。“这种说法毫无根据，居心叵
测。”全国人大代表、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舟对本报记者

表示，我国的军事透明度不断增加，中国
国防费是客观、透明的，
根本不存在“隐性军费”。

1978年以来，中国政府每年向全国人大提交财政预算
报告，并对外公布年度国防费预算总额。自 2007 年起，
中国开始参加联合国军费透明制度，向联合国提交上一财
政年度的军事开支基本数据。

2016年，中国国防预算增幅在7%—8%之间。“这样的
国防费增幅，与我国国防建设的需求相适应，与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相适应。”全国政协委员、海军信息化专家委员
会主任尹卓表示，“在过去连续多年两位数增长后，今年
回落到一位数增长，是稳健的、适度的。”

中国政府依照国防法，贯彻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相协
调的方针，适应国防需求和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合理确定
国防费的规模，依法管理和使用国防费。尹卓说：“在国
民经济和综合国力快速发展的今天，我们仍然要充分考虑
国家核心安全需求，关注国防需求和国防费的投向投量，
为国家发展提供更加坚强的安全保障。”

不走西方“国强必霸”老路

“一个国家是不是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不在于其国
力军力是否强大，而在于奉行什么样的内外政策。”陈舟
认为，中国的国家性质、根本利益、外交政策和发展道
路，决定了我们不可能走历史上西方列强“国强必霸”的
老路，而只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仅从我国国防预算来看，陈舟表示，面对多元复杂的
安全威胁，中国 2016 年国防预算依然保持适度稳健增
长，增幅略有下调，这不仅与经济增长水平相协调，更彰
显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

实际上，随着解放军执行远海训练、战备巡逻、远洋
护航和联合军演等重大任务的逐年增多，海军的远海能力
不断加强，为完成重大人道主义任务、促进世界和平与发
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比如，中国海军护航编队赴
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
务，维护国际航道安全。7 年来，
可以说不论是在人员救灾、抢险还
是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方面，我们
都充分展示了中国海军的力量。”
全国人大代表、海军副参谋长王维
明表示，中国海军远海能力的增强，
能更好维护海洋安全和海洋权益，
对维护世界
和平起到积
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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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香港能做
什么？要做什么？香港要担当起“超级
联系人”角色，为内地、香港、海外企
业搭建市场化的交流平台。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指出：“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港澳在国
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和功能。
深化内地与港澳合作，促进港澳提升自身
竞争力。”香港怎样发挥独特优势？香港贸
发局愿意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切入点，帮
助企业开拓“一带一路”带来的商机。

2016 年，中国政府将扎实推进“一
带一路”建设，统筹国内区域开发开放
与国际经济合作，共同打造陆上经济走
廊和海上合作支点，推动互联互通、经
贸合作、人文交流；构建沿线大通关合
作机制，建设国际物流大通道。“一带一
路”沿线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覆盖东南
亚、南亚、中西亚、中东及欧洲，人口
占全球人口的63%，贸易占全球贸易额的
35%，生产总值占全球生产总值的 29%。

“一带一路”建设是一个划时代、富有远
见的长期合作计划。它以共建“一带一
路”为契机，推动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
发展、贸易往来及人文交流。

香港是国际贸易中心，在“一带一路”
建设推进过程中，可以扮演 6个“中心”的
角色——调解仲裁中心、基建服务整合中
心、物流及航运服务中心、环球投资中心、
区域贸易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值得一提
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地对外投资
60%是投向香港或是经过香港去海外。香
港一直在扮演窗口角色，今后可以继续扮
演。“一带一路”建设对香港来说是一个千
载难逢的机遇，香港要担当领航、推动的
角色，寻找新的市场和发现新的机遇，这
无疑也会推动香港经济再次腾飞。

“一带一路”需要市场化运作。例如，
单单亚洲的基建投资，每年就需要8000亿

美元，“一带一路”要全面落实，相关数字
将非常庞大，任何一个国家都承担不了，
更不应由一个国家承担。因此“一带一
路”要成功推进，就一定需要全球资源、资
金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可靠的、中
立的国际化平台，支持各国政府和企业的
投资和商务活动。香港可利用自身优势，
搭建“一带一路”的市场化平台。

（作者罗康瑞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
贸易发展局主席）

（本报记者 王丕屹、申孟哲整理）

“一带一路”中的
香港角色

乡村中小学教师队伍不稳定是我
国教育体制一大短板，具体表现为教
师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应尽快
调整基础教育教师工资结构，并在省
市县不同层次建立荣誉制度，多措齐
发，使教师获得尊严感，获得价值
感，增强其长期从教、终身从教的内
驱力。

——全国人大代表、民进中央常
委、国家督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庞
丽娟

带病演出是戏曲演员的家常便
饭，因为没有多余的演员，所以我们
每个人都必须坚守在岗位上。目前，
地方剧团的人才培养面临青黄不接的
困境。有关部门应对艺术人才培养工
作给予重视和扶持，加强文化艺术人
才队伍建设，促进文化艺术向市场
化、规模化、产业化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石家庄市青
年评剧团外联部部长靳灵展

微商的独特优势带来了无限商
机，但必须清醒看到，微商火爆的背
后隐藏着诸多隐患，如有的微商通过
朋友圈晒虚假商品销量、晒做过手脚
的银行账单等。应该出台微商从业者
管理办法，明确在微商经营过程中平
台运营方、商品提供方及微商代理人
各自的法律责任。

——全国人大代表、石家庄精英
集团董事长翟志海

“一带一路”建设对台湾经济和台
商是重大机遇，参与其中将助力台湾
经济再次起飞。两岸企业应作为一个
合作整体，突破以往两岸产业合作集
中在传统制造业领域的范畴，结合

“一带一路”战略、“十三五”规划
等，发展现代农业和服务业，提升制
造业的技术水平。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建
国会中央委员吴志明

（本报记者 卢泽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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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怀信心满怀信心

3月14日，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会。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决议
和报告。图为会后委员们面带微笑走出会场。 本报记者 刘 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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