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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记者梅世雄、刘济美） 全
军院校长集训27日上午在国防大学开班。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
讲话，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军院校长和军事教
育战线的同志们致以诚挚问候。他强调，强军之道，要
在得人。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全面实施人
才强军战略，全面深化军事院校改革创新，把培养人才
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
新型军事人才。

上午10时30分许，习近平来到国防大学。在热烈的
掌声中，习近平亲切接见集训班全体学员，同大家合影
留念。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发展军事教育，必须有一个
管总的方针，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

养人这个根本问题。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就是坚持党
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强国兴军服务，立德树人，为战
育人，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
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是做好军事教育工作的基本遵循，
要全面准确学习领会，毫不动摇贯彻落实。

习近平强调，要全面实施人才强军战略，全面深化我
军院校改革创新，推动院校建设加快转型升级。要在全军
院校教育和人才培养体系中审视办学定位，加强院校建设
顶层设计和长远谋划，形成职能清晰、有机衔接的办学育
人格局。要加强学科专业建设，聚焦强军目标要求，坚持战
斗力标准，健全动态调整机制，加强以课程和教材为重点
的教学体系建设，加强院校科研同教学的结合。要打造高
水平师资队伍，教育引导广大教员坚定理想信念、加强理
论武装、立德修身、潜心治学，加大领军拔尖人才、中青年

骨干人才培养力度，培养一批知晓现代战争的名师，走开
高中级优秀指挥员到院校讲课的路子，用好用足外部优质
教育力量和资源。要在军事政策制度改革框架下谋划和推
进院校建设配套制度，在人才素质标准、人才培养模式、教
学质量管控、教育管理运行等方面加强实践探索，从制度
机制上解决院校建设矛盾和问题。

习近平指出，院校长要讲政治、懂教育、钻打仗、
善管理、严自律，做办学治校的行家里手。要具备同岗
位要求相匹配的政治素质和政治能力，坚持从思想上政
治上建校治校。要热爱军事教育工作，更新教育理念，
把握教育规律，强化专业素养，推动军事教育与时俱
进。要带头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在院校大
兴研战、教战、学战之风，把为战育人落实到位。要从
严治教、从严治学、从严治研、从严治考，满腔热忱解

决教学科研实际困难，保持院校高度集中统一和安全稳
定，保持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良好局面。要加强
党性修养，加强作风纪律养成，加强学习实践，时时处
处严格要求自己，以自身的好形象带出院校的好风气。

习近平最后强调，全军要关心院校、支持院校，把
院校建设摆在优先发展位置，健全指导机制，形成工作
合力，共同把我军院校教育和人才培养工作提高到一个
新水平。

许其亮主持开班式，张又侠、魏凤和、李作成、苗
华、张升民出席开班式。

开班式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全军院校设分会
场。各战区、各军兵种、军委机关各部门、军事科学
院、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和武警部队主要领导参加
开班式。

出席全军院校长集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强军之道 要在得人

本报北京11月27日电（记者王迪） 国家主席习近平
27日在人民大会堂同苏里南总统鲍特瑟会谈。两国元首
共同宣布，中苏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习近平指出，苏里南是首批同新中国建交的加勒比国
家，建交43年来，始终相互支持、相互理解、相互信赖，中苏
关系长期处于中国同加勒比国家关系前列，堪称大小国家
友好相处、平等相待的典范。中苏关系发展正处于重要历
史阶段，中方愿同苏方一道努力，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契
机，推动中苏关系迈向更高水平。

习近平强调，中苏要坚持并发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理解和
支持。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实现国家
统一的决心坚定不移，感谢苏里南给予的有力支持。中方
也将一如既往支持苏方维护国家主权、加快经济社会发展
的努力。双方要深化基础设施建设、农林渔业、通信、能源
等传统领域合作，开拓新能源、数字经济、旅游、蓝色经济
等新领域合作。中方鼓励更多有实力的中资企业赴苏里南
投资兴业。苏里南是加勒比地区华侨华人最多的国家之
一，要促进人文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加强在教育、执法等
领域合作。中方将向苏里南派遣医疗专家组。双方要就全
球性问题保持沟通协调，践行多边主义，构建开放型世界
经济，维护两国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中方愿继
续在多边场合为苏方仗义执言，同包括苏方在内的国际社
会携手合作，建设性参与全球气候多边进程。

习近平指出，中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都是发展中国
家和国际新兴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一贯尊重拉美人
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支持拉美一体化进程和通过
对话协商处理地区问题。中拉关系近年来大步向前发展，
给双方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也有助于促进地区繁荣稳
定。中方愿同拉方一道，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本着平等相
待、互利共赢的原则，推动中拉合作走深走实。

鲍特瑟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相信在
习近平主席领导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将取得成
功，造福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鲍特瑟表示，我这次访华
具有重要历史和政治意义。苏中友谊源远流长，苏方坚定
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实现国家统一大业。香港事
务完全属于中国内政，苏方坚决反对任何干预中国内政的
行为。中国政府有权采取反恐措施，维护国家特别是新疆

地区的安全稳定。苏方感谢中方为苏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
帮助，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各层级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扩大
经贸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提升
两国关系的战略水平。单边主义破坏国家主权平等，对拉
美等地区和国际形势带来严重后果，苏方愿同中方一道，
坚持维护多边主义，维护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苏
方愿为推动拉中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中苏关于共同推进“一
带一路”建设合作规划、全面互免签证等多项合作文件的
签署。

两国共同发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里南共和国联
合新闻公报》。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鲍特瑟举行
欢迎仪式。彭丽媛、杨洁篪、沈跃跃、王毅、何立峰、
邵鸿等参加。

本报北京11月27日电（记者王迪）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2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苏里南
总统鲍特瑟。

李克强表示，中国和苏里南虽然相隔万里，但两国
人民之间友好情谊深厚。建交40多年来，双边关系始终
健康稳定发展。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推
动中苏关系迈上新台阶。我们愿继续在相互尊重、平等
相待的基础上，同苏方增进政治互信，对接发展战略，
促进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更好实现互利共赢。

李克强指出，中方理解加勒比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
问题上的关切。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环境持续改善是中
国自身发展的需求。中国将在保持经济增长处于合理区
间的同时，推动环境持续改善。经过不懈努力，我们能
够实现今年全年节能减排任务，也有把握如期完成“十
三五”规划确定的减排目标。中方愿同各方共同努力，
推动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有效实施。

鲍特瑟表示，苏中两国人民友谊源远流长。过去 70
年，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并为其他国家发展
作出贡献。苏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给予
苏方的无私帮助。苏方愿同中方在平等互利基础上推进
各领域合作，加强在应对气候变化等国际问题上的沟通
协调，开启双边关系的新时代。

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见。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鲍特瑟会谈

中苏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李克强同日会见鲍特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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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苏里南总统鲍特瑟会谈。图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鲍特瑟总
统夫妇合影。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11月2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苏里南总统鲍特瑟会谈。图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鲍特瑟总
统夫妇合影。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