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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剛參加完北
京冬奧會，還在隔
離，所以我是雲參會
方式出席這次全國政
協會議。總理政府工
作報告專門提到 「用
好北京冬奧遺產」 ，
我聽後很受鼓舞。我
今年提交的三份提案
也是與冬奧遺產轉化
有關。

北京冬奧會為世界奉獻了一屆
無與倫比的奧運盛會。作為北京冬
奧組委運動員委員會主席，我認為
它還是一屆以運動員為中心的冬
奧，這也是我最感欣慰的地方。近
些年體育被政治化，並受到疫情嚴
重影響，最後用以運動員為中心這
一理念來破題，得到世界各國運動
員盛讚，我相信這是成功非常重要
的一個標誌。

中國實現了三億人參與冰雪運動的宏偉目
標。但數據顯示，全國冰雪運動參與人數達到
3.46億人，其中18歲以下居民的冰雪運動參與
率為15.62%，並不是冰雪運動的 「主力
軍」 。青少年學生持續參與是冰雪運動可持續
發展的基石。主要依靠政策推動並由政府部門
主導推進的青少年冰雪運動，勢必會在冬奧後
受到一定影響。因此我建議，從政策的延續
性，到探索家庭、學校及俱樂部等多方參與，
多措並舉，鞏固並擴大冬奧會取得的成果，持
續推動青少年參與冰雪運動。

志願服務是北京冬奧一大亮點。我希望以
此為契機，推動北京冬奧會志願服務成果轉
化，實現可持續發展，將賽會志願服務專業性
制度性成果轉化應用到各領域志願服務，推動
志願服務專業化制度化。

此外，無障礙建設作為冬殘奧會的基礎配
套，體現了中國無障礙建設的最高標準和水
平，更是寶貴的奧運遺產之一。設施的無障
礙、服務的無障礙、信息化的無障礙，這些標
準是硬性的，其實是指無死角的概念。無障礙
本身是一種意識。中國已進入老齡社會，建設
無障礙的設施，提供便利生活方式，讓整個社
會向更加包容的方向去發展，希望冬奧會的成
果能夠做出積極推動。
（楊揚，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冬奧首金獲得
者、2022年北京冬奧組委運動員委員會主席）

張志軍：強化精準施策 粉碎分裂圖謀

據新華社報道：吳謙在介紹今年
國防費預算安排情況時表示，中國政
府堅持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協調發展
方針，根據國防需求和國民經濟發展
水平，合理確定國防支出規模。近年
來，中國政府在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
展的同時，總體保持國防支出合理穩
定增長，促進國防實力和經濟實力同
步提升。

增加國防費 用於四方面
吳謙說，2022年全國財政安排

國防支出預算14760.81億元（其
中 ， 中 央 本 級 安 排 14504.50 億
元），比上年預算執行數增長
7.1%。增加的國防費主要用於：按
照軍隊建設 「十四五」 規劃安排，全

力保障規劃任務推進落實，加快武器
裝備現代化建設；實施新時代人才強
軍戰略，推動軍事人員能力素質、結
構布局、開發管理全面轉型升級；深
化國防和軍隊改革，保障軍事政策制
度等重大改革；與國家經濟社會發展
水平相適應，持續改善部隊工作、訓
練和生活保障條件，提高官兵生活福
利待遇。

吳謙表示，中國政府按照國防
法、預算法等法律法規要求，每年的
國防支出預算都納入政府預算草案，
由人民代表大會審查和批准，依法管
理和使用，並對外公布國防支出預算
總額。中國積極參加聯合國軍費透明
制度，從2008年起每年向聯合國提
交上一財政年度軍事開支報告。

「有些外部勢力炒作所謂 『隱形
軍費』 ，不過是毫無根據的天方夜
譚。」 吳謙說。

吳謙表示，與美國等軍事大國相
比，中國國防費仍處於較低水平。中
國的國防支出不論是佔國內生產總值
（GDP）的比重、佔國家財政支出的
比重，還是國民人均國防費、軍人人
均國防費等都是比較低的。

「中國增加國防費，既是應對複
雜安全挑戰的需要，也是履行大國責
任的需要。歷史已經並將繼續證明，
中國軍隊始終是捍衛國家利益和維護
世界和平的堅定力量。」 吳謙說。

國防部：軍費增7.1% 應對安全挑戰
與美相比仍較低 外力炒作隱形軍費無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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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合理確定國防支出規模。圖為
中國航展上進行的地面裝備動態展
示。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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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頭就打 解放軍絕不姑息台獨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

十三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解放軍和
武警部隊代表團新聞發言人吳謙9
日接受媒體採訪時指出，世界上只
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兩岸同胞是命運與
共的骨肉兄弟，是血濃於水的一家
人。我們一貫堅持「和平統一、一國
兩制」方針，願以最大誠意，盡最大
努力爭取兩岸和平統一的前景，但
絕不容忍「台獨」分裂勢力分裂祖
國。

吳謙說，解放軍有關演訓活
動，針對的是「台獨」分裂活動和外
部勢力干涉，絕非針對台灣同胞。

吳謙表示，民進黨當局上台以
來，拒不承認 「九二共識」 ，加緊
進行 「台獨」 分裂活動，同時勾連
外部勢力進行謀 「獨」 挑釁。這種
行徑嚴重損害台灣同胞福祉，嚴重

損害中華民族根本利益，是造成當
前台海地區緊張動盪的根源。 「歷
史證明，多行不義必自斃，搞 『台
獨』 不過是蚍蜉撼樹，到最後只能
是自取滅亡。」 吳謙說。

吳謙說，台灣問題純屬中國內
政，不容任何外來干涉。美日試圖
通過打 「台灣牌」 來實現其 「以台

制華」 的政治圖謀，注定是難以成
真的黃粱一夢。

「美日在台灣問題上鬧得越
歡，我們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的行動就會出手越硬。」 吳謙說，
「必須指出，對於 『台獨』 分裂行
徑和外部勢力干涉，中國人民解放
軍絕不姑息，露頭就打。」

A10 2022全國兩會
2022年3月11日 星期五

❶按照軍隊建設 「十四五」 規劃
安排，全力保障規劃任務推進
落實，加快武器裝備現代化建
設。

❷實施新時代人才強軍戰略，推
動軍事人員能力素質、結構布
局、開發管理全面轉型升級。

❸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保障軍
事政策制度等重大改革。

❹與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
應，持續改善部隊工作、訓練
和生活保障條件，提高官兵生
活福利待遇。

增加國防費主要用途

來源：新華社

中國軍費增長合理
軍事專家宋忠平：

• 今年中國國防費增速達到
7.1%，中國軍費開支也不算
高，在當前情況下，國防部發
言人提及的四部分都需要增加
軍費預算投入，一個都不能
少，而且不能夠厚此薄彼，無
論是重大項目實施還是官兵待
遇都需要有更多投入，因此中
國國防預算需要維持相對比較
高的增長。

國際問題專家卓華：

•中國的軍費增長用於軍事現代
化和軍隊改革，這是因為中國
的軍事人員、裝備、訓練水平
長期與自身防禦性國防政策需
要，與世界多數大國軍事水
平，與國際地位和維和等國際
責任要求之間存在巨大差距，
是一種 「補償式」 的增長，是
為了能夠在維護國家安全上達
標。

來源：環球時報

中美軍費對比

來源：新華社、環球網、美國國防部

中國：約2090億美元

2021年

美國：7405億美元

中國：約2336億美元

2022年

美國：7530億美元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
「當前，台海方向風險挑戰和不確
定不穩定性因素增多。」 全國人大
代表、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張志
軍10日表示，時和勢始終在主張祖
國統一的力量這一邊，解決台灣問
題的主導權、主動權始終掌握在祖
國大陸這一邊。

張志軍說，這次政府工作報告
清晰闡明了對台工作的大政方針、
基本原則、目標任務以及對廣大台
灣同胞的殷切期望和號召。

今年， 「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
的總體方略」 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張
志軍指出，這一方略是習近平新時
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
成部分，是中國共產黨人在解決台
灣問題、推進祖國統一實踐中形成

的最新理論結晶，為做好新時代對
台工作、推動祖國完全統一提供了
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

民進黨把台灣推向險境
張志軍指出，民進黨當局極力

「倚美謀獨」 ，拋出謀 「獨」 新論
述，強化 「整軍備戰」 「以武拒
統」 ；煽動 「反中抗中」 民粹，大
搞 「綠色恐怖」 ，處心積慮推行
「去中國化」 「文化台獨」 ，阻撓

破壞兩岸交流合作，恐嚇參與兩岸
交流人士，製造 「寒蟬效應」 ，操
弄兩岸 「脫鈎斷鏈」 ；插手香港事
務，勾結支持 「港獨」 勢力，惡毒
攻擊 「一國兩制」 ；用 「民主自
由」 包裝 「台獨」 主張，操弄兩面
手法，欺騙島內民眾和國際輿論。

「民進黨當局所作所為違逆歷史大
勢，違背同胞意志，嚴重損害中華
民族根本利益和兩岸同胞切身利
益，日益把台灣推向險境。」

對於未來兩岸關係的發展，張
志軍認為，祖國必然統一， 「台
獨」 必然覆滅，這是兩岸關係發展
大勢和民族復興歷史進程所決定
的，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

展望2022年，張志軍表示，將
增強歷史自信，樹牢底線思維，發
揚鬥爭精神，強化精準施策，堅決
粉碎 「台獨」 分裂圖謀，堅決遏制
外部勢力干涉；完善同台灣同胞分
享發展機遇和落實同等待遇的政
策，為台灣基層民眾、青年群體參
與兩岸交流合作提供更多便利條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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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約1782億美元

2020年

美國：7500億美元

▲3月6日，中國軍工企業展品亮相沙
特阿拉伯首屆世界防務展。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