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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3月 6日电 记者费士廷报道：全国人大代表、

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在参加十四届

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分组审议时说，

政府工作报告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全面贯彻党中央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是一个求真务实、

守正创新、提振信心的好报告。

刘振立代表说，过去一年，面对外部压力加大、内部困难增

多的复杂严峻形势，党中央、习主席统揽全局、沉着应变、综合

施策，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顺利完成经济社会发展

主要目标任务，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承压前

行成绩非凡，敢于斗争赢得主动，这一年很不平凡的发展历程

使我们进一步深刻体悟到，风浪越大“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就愈加凸显，只要我们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砥砺奋进、勇毅前行，就

一定能够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在世界变局中续写“风景这边独

好”的新篇章，在强国复兴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刘振立代表指出，要结合实际抓好大会精神贯彻落实，深

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锚定

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不断纯正政治

生态、铸牢政治忠诚，推动政治建军走深走实；聚力提高攻坚

质效，狠抓规划执行、强化练兵备战，不断增强打赢能力；坚定

灵活开展军事斗争，主动塑造于我有利战略态势，为维护国家

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提供有力支撑，坚决完成党中央、中央

军委和习主席赋予的各项任务。

本报北京 3月 6日电 记者费士廷报道：全国人大代表、

中央军委委员、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张升民在参加十四

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分组审议时

说，政府工作报告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秉持人民立场，锐意开拓创新，是一个高举旗帜、应变开

新、坚定信心的好报告。

张升民代表说，去年以来，面对外部压力加大、内部困难

增多的复杂严峻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筹决

断、沉着应变，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战风浪、化危机、开新

局，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透过一年来党、

国家和军队事业顶压前行、攻坚奋进的不平凡历程，我们更加

深刻体悟到习主席驾驭复杂局面、应对风险考验的高超政治

智慧和非凡魄力担当，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

义，进一步增强了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的高

度政治自觉。

张升民代表指出，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聚力

强化政治监督、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不断夯实忠诚维护核心、

坚决听从习主席指挥的政治根基。贯彻严于高于地方、走在

全党前列标准要求，跟进练兵备战狠抓战斗力治虚打假，持续

加压加力惩贪肃腐，突出风腐同查同治严纠作风顽疾，深化重

点行业领域和军地交叉地带整肃治理，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

腐、不想腐，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为打好实现建

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提供坚强作风和纪律保障。

刘振立张升民分别参加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本报讯 近日，全国三八红旗手

标兵、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三八红旗

集 体 、全 国 巾 帼 文 明 岗 评 选 结 果 揭

晓。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1 名个人被表

彰为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24 名个人

被表彰为全国三八红旗手、10 个集体

被表彰为全国三八红旗集体、8 个集体

被表彰为全国巾帼文明岗。

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全国三八

红旗手、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全国巾帼

文明岗，是全国妇联授予我国优秀女

性、优秀女性群体的最高荣誉。解放

军和武警部队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

是新时代军队女性群体的杰出代表，

她们把个人理想抱负融入奋战军事斗

争一线、勇攀军事科研高峰、争当实战

实训先锋等强军实践，在战备训练、教

育管理、国防科技等领域作出了突出

贡献，用实际行动践行了铁心向党、矢

志强军的铮铮誓言，彰显了甘于奉献、

岗位建功的情怀担当，展示了敢于创

新、奋斗奋进的昂扬风貌。她们是各条

战线、各自领域、各个岗位上的模范标

杆，是新时代立功创模活动中涌现出的

先进典型，是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

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巾帼楷模。

（相关报道见第九版）

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
三八红旗集体、全国巾帼文明岗评选结果揭晓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25 名个人、18 个集体受到表彰

一、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1名）

崔玉芳

二、全国三八红旗手（24名）

杨晓玲 张倩倩 雷丽军 唐小凤 万翔燕 刘 瑾

吴 珂 徐立玲 李 贺 其曼古力·艾尼瓦尔

边别·奥云毕丽格 何晓莉 王 瑛 陈东森 张润红

齐 萍 贺天宏 苏 洵 杜 辉 白晓颖 吴艳梅

唐小妹 谢海燕 宋晓鸥

三、全国三八红旗集体（10个）

78133 部队

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血液内科

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烧伤科

95857 部队 53 分队

96763 部队 51 分队

61046 部队某科

61623 部队 12 分队

北部战区总医院和平医疗区生殖医学科

63661 部队 2 分站 1 分队

武警部队辽宁省总队某部通信分队

四、全国巾帼文明岗（8个）

31056 部队 43 分队 4 班

安徽省军区某中队 1 分队 2 班

71282 部队 93 分队 2 班

91197 部队某中心话务班

96724 部队 51 分队 1 排 1 班

63620 部队 2 室某组

中部战区总医院护理部

武警部队云南省总队某部通信分队报话班

光 荣 榜

牢 记 习 主 席 嘱 托牢 记 习 主 席 嘱 托

政府工作报告 5 日提请第十四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投资

于人”首次写入报告，引发代表委员和社

会广泛关注和热议。

“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 3000 亿元支

持消费品以旧换新”“居民医保和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分别

再提高 30 元和 5 元”“城乡居民基础养老

金最低标准再提高 20 元”“逐步推行免

费学前教育”“发放育儿补贴”……

报告里一系列可感可触的民生福

祉，是“投资于人”的最好注解。

报告提出，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

于人”、服务于民生，支持扩大就业、促进

居民增收减负、加强消费激励，形成经济

发展和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代表委员表示，提出“投资于人”，有

利于提升资金资源利用效益，更是中国

式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报告

将“投资于人”落脚在就业、增收减负、消

费等民生关切上。

——“投资于人”，如何支持扩大就业？

报告特别提出加大各类资金资源统筹

支持力度，促进充分就业、提高就业质量。

“统筹好新技术应用和岗位转换，创

造新的就业机会”“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推进扩大职业

伤害保障试点”“增加制造业、服务业紧

缺技能人才供给”……报告中多项目标

任务强化就业优先，支持扩大就业。

一些代表委员表示，科技创新、产业

升级、绿色转型，“人”是关键要素。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党委书记赵长禄说，教育是对未来的“先

期投资”。“既要培养未来产业的拔尖创

新人才，也要培育一流产业技工队伍。”

“通过提供税收减免、补贴或资金支

持，鼓励企业投资员工培训和职业发展，

缓解企业技能人才短缺。”全国政协委

员、成都理工大学校长许强说。

——“投资于人”，如何促进居民增

收减负？

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 30 元、

养老金最低标准再提高 20 元，今年又涨

了，这是增收；“发放育儿补贴，大力发展

托幼一体服务”“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说

到心坎里了，这是减负。这样的减就是

实实在在的增。

会场内外，代表委员与群众对话，为

“让每一分钱都用于增进人民健康福祉”

点赞。

“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

口服务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一老一小’

是重点关切。”全国人大代表、首都医科大

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内分泌科首席专家

阮祥燕说，要创新“医疗+养老”“医疗+托

育”“医疗+康养”等，在融合上发力。

增的文章怎么做？代表委员提出，

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特别是推动中低

收入群体增收减负，完善劳动者工资正

常增长机制等，稳定预期、提振信心。

——“投资于人”，如何加强消费激励？

内需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

定锚。全方位扩大内需，要补短板，特别

是消费短板，加大“投资于人”力度，有利

于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打造新的经济增

长点。

今年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 3000 亿

元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这一资金规模

是去年的两倍。代表委员表示，“投资于

人”，聚焦民生有利于扩大内需，提升资

金资源利用效益。

如何更好释放消费潜力？代表委员

建议，通过技术赋能、业态融合、体验优

化等重构新的消费生态，全面提升教育、

医疗、文化、体育、旅游、养老、家政服务

等领域的供给水平。

“投资于人”，也是民生小事改革的

探索。从一枚印章的消失，到一根管线

的改造；从一项制度的变革，到一碗热汤

的温度，实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良

性循环，“投资于人”要把每一分钱都花

在刀刃上，投放在心坎中。

“推进群众身边的运动场地设施建

设”“持续推进城市更新和城镇老旧小区

改造”……代表委员认为，这些“投资于

人”的举措，以增进民生福祉为出发点和

落脚点，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

天的“投资于人”，必将转化为明天的生产

力、创新力，带来全体人民的幸福生活。

（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 记者丁静）

打开民生新空间！“投资于人”成报告热词

“国势之强由于人，人材之成出于

学。”教育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

3 月 6 日，习主席在看望参加全国

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的民盟、民进、教

育界委员时强调，新时代新征程，必须

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对教育、科技、

人才的需求，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

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形成人才辈出、人

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生动局面。贯彻

落实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更好地为

党育人、为国育才，培养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对于服务国家战略需要，加快建设教

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至关重要。

当今时代，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

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科

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教

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有的放矢培

养国家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以

教育之强成就人才之强，才能够为科

技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撑，才

能走出一条从人才强、科技强到产业

强、经济强、国家强的发展道路，形成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

当前，我国正处在加快转型升级

步伐、奋力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

段，正处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强 国 建 设 、民 族 复 兴 伟 业 的 关 键 时

期 。 党 和 国 家 事 业 发 展 对 科 学 知 识

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 更 为 迫 切 。 实 现 第 二 个 百 年 奋 斗

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需要更加重视强化教育对科技和

人才的支撑作用，努力培养出更多更

好能够满足党、国家、人民、时代需要

的人才。

军事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培养军事人才、提高官兵

素质的重要渠道，是军队建设发展的

基石，在军队现代化建设和军事斗争

准备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

世界军事领域围绕人才和科技的竞争

日趋激烈，我国安全形势正在发生新

的深刻变化，我军正按照国防和军队

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全力以

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

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

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

撑。当此关键之时，离不开高质量的

军事教育，离不开高素质专业化新型

军事人才。

培养人才是最重要的战争准备，

军事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发

展军事教育，必须解决好培养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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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贯

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确保军事教育的

正确方向。要毫不动摇贯彻落实新时

代军事教育方针，全面实施人才强军

战略，着力建强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

系，全面深化军事院校改革创新，加快

推进军事教育高质量发展，为推进教

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

力量。

功 以 才 成 ，业 由 才 广 。 今 年 是

“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是我军打好

实 现 建 军 一 百 年 奋 斗 目 标 攻 坚 战 的

关 键 一 年 。 新 时 代 新 征 程 ，“ 国 之 大

者 ”“ 军 之 要 事 ”，呼 唤 教 育 科 技 人 才

事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 全 面 提 高 人 才 自

主 培 养 质 量 ，着 力 造 就 拔 尖 创 新 人

才 ，聚 天 下 英 才 而 用 之 ，我 们 就 一 定

能 为 推 进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提 供 坚 实 支

撑、注入不竭动能。

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
■孙 阳

“要坚持思政课建设和党的创新

理论武装同步推进、思政课程和课程

思政同向同行，把思政教育‘小课堂’

和社会‘大课堂’有效融合起来，把德

育 工 作 做 得 更 到 位 、更 有 效 。”3 月 6

日，习主席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四

届三次会议的民盟、民进、教育界委员

时的重要讲话，让现场聆听的吴德伟

委员深受鼓舞。

作为一名军校教员，来自空军工

程大学的吴德伟委员见证了思政课程

和课程思政同向同行，在军校落地开

花的生动实践。吴德伟委员介绍，学

校思政课教员积极推进党的创新理论

“三进入”，在有深度、有力度、有热度

的课堂中教育引导学员成长成才。专

业课教员深度挖掘各自课程的思政元

素，集体研讨思政元素有机嵌入专业

课堂的方法路径，让融入感、沉浸感、

体验感更强，有效构建“大思政”格局。

“‘大思政’格局落地生根，要凝聚

最大共识，让思想政治教育从‘专人之

事’变成‘人人之事’，使铸魂育人工程

从‘专课之责’变成‘课课之责’。”吴德

伟委员说，学校坚持用好课堂教学主

渠道，在提升课堂育人质效上下功夫，

同时拓宽社会实践大课堂，组织学员

赴红色教育基地开展综合实践活动，

让 学 员 在 亲 历 亲 悟 中 自 我 教 育 。 近

年来，该校优秀人才竞相涌现，学员人

才队伍建设水平不断提升。

（本报北京3月 6日电）

吴德伟委员—

构建“大思政”格局
■本报记者 李建文

“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

强国，必须坚持正确办学方向，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3 月 6 日，现场聆听习主席

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的

民 盟 、民 进 、教 育 界 委 员 时 的 重 要 讲

话，满开宏委员倍感振奋。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

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满开宏委员从事

思政课教学已有几十年。结合多年教学

实践经历，满开宏委员认为，思政课是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在理

想信念和人生观培塑方面的意义不言而

喻。同时，还应充分重视思政课的实践

性，坚持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

思政课是军队院校进行思想政治

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承担着培养德

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

的职能任务。对于如何不断提高思政

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满开宏委员表

示，如今军校学员多是“网络一代”，思

政课程也需创新形式。“军队院校必须

紧跟时代步伐、紧贴学员思想，探索实

践全新的德育模式，始终坚持以德立

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以德育人，使

学员更深刻地理解党的创新理论，坚定

理想信念。这样他们将来走向部队，心

中才会有‘定盘星’。”满开宏委员说。

（本报北京3月 6日电）

满开宏委员—

坚 持 德 育 为 先
■本报记者 张培瑶

“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

培养良性互动，教育要进一步发挥先

导性、基础性支撑作用。要实施好基

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突破计划，打造校

企地联合创新平台，提高科技成果转

化效能。”3 月 6 日，现场聆听习主席看

望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的民

盟、民进、教育界委员时的重要讲话，

张敏情委员深感重任在肩。

来 自 武 警 工 程 大 学 的 张 敏 情 委

员，从事科研教学工作 30 多年。“军队

的科技领军人才和学科拔尖人才，是

人才群体中的‘黄金资源’，其创新思

维和创新成果对部队建设发挥着重要

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育人才就

是育根本，抓创新就是抓发展。”学习

习主席重要讲话，张敏情委员对强化

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有了新

思考。

“战场是军人接受教育最直接的

课堂，搞教学做科研要坚持需要从部

队中来，成果到部队中去。”对于如何

更好打造院校部队联合创新平台、提

高科技成果转化效能，张敏情委员表

示，“军校科研要紧贴部队实战需求，

坚持研战结合，发挥部队实践创新平

台作用，紧贴部队建设转型和军事斗

争 准 备 需 要 ，围 绕 实 战 搞 教 学 、着 眼

打赢育人才，打造高素质新型军事人

才 方 阵 ，让 更 多‘ 千 里 马 ’竞 相 奔 腾 ，

使科技强军活力迸发涌流。”

（本报北京3月 6日电）

张敏情委员—

打造高素质人才方阵
■本报记者 严 珊

3 月 5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

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科技创新和产

业 创 新 ，是 发 展 新 质 生 产 力 的 基 本 路

径。这是对以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

能、更好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的规律性认识，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必

须遵循的重要方法论。

翻开政府工作报告，2024 年我国高

技 术 制 造 业 增 加 值 增 长 8.9%，集 成 电

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领域取得新成

果……这些成就让人振奋，更坚定了我

们走好科技创新产业创新融合发展路的

决心信心。

抓科技创新，要着眼建设现代化产

业体系，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起抓，既

多出科技成果，又把科技成果转化为实

实在在的生产力。

科 技 创 新 成 果 不 能 仅“ 躺 在 论 文

里”，而应在工厂车间里转化为产品；科

技发明不应只“趴在实验室”，而应走向

广阔市场。将新理念、新技术与我们齐

备完善的制造优势、规模庞大的市场优

势更好地结合起来。

抓 产 业 创 新 ，要 守 牢 实 体 经 济 这

个 根 基 ，坚 持 推 动 传 统 产 业 改 造 升 级

和 开 辟 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 、未 来 产 业 新

赛道并重。

中国经济靠实体经济起家，也要靠

实体经济走向未来。产业创新，就是要

跑好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融合接力赛，

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鼓励支持

传统产业研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满足

新需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持续推进

“人工智能+”行动。代表委员认为，人

工智能是中国企业的时代机会，必须锚

定创新基点，不断“寻尖”“拔尖”，进而成

为“顶尖”。

抓 科 技 创 新 和 产 业 创 新 融 合 ，要

搭建平台、健全体制机制，强化企业创

新 主 体 地 位 ，让 创 新 链 和 产 业 链 无 缝

对接。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进一步融

合，离不开优化创新生态。政府应下大

力气培育壮大耐心资本、完善创新创业

环境、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不断提升科技

创新组织效能。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

聚，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

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企业

就能大胆闯、放手拼。

（新华社北京 3月 6 日电 记者刘

阳、段续）

跑好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融合接力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