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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加快發展新質戰鬥力
出席解放軍和武警部隊代表團全體會議 強調堅定信心直面挑戰

2025全國兩會

聚
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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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
習近平7日下午在出席十四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
解放軍和武警部隊代表團全體會議時強調，實現
我軍建設 「十四五」 規劃圓滿收官，對如期實現
建軍一百年奮鬥目標，對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
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都具有重要意義。
要堅定信心、直面挑戰，落實高質量發展要求，
如期完成既定目標任務。要抓住我國新質生產力
蓬勃發展機遇，創新戰鬥力建設和運用模式，
健全先進技術敏捷響應和快速轉化機制，加快發
展新質戰鬥力。

確保建設成果經得起歷史和實戰檢驗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
會上，周剛、李東、豐艷、鄭元林、崔
道虎、劉樹偉等6位代表先後發言，分
別就統籌武器裝備試驗鑒定資源、創新
規劃執行管理、提高經費使用管理效
益、加強軍工產能保障、推進國防陣地
工程建設、用好新興領域資源等提出意
見建議。

在認真聽取代表發言後，習近平發
表重要講話。他指出，我軍建設 「十四
五」 規劃實施4年多來，取得一系列重
大成果，同時也面臨不少矛盾和問題。
要處理好進度和質量、成本和效益、全
局和重點、發展和監管、規劃執行和能
力形成的關係，走高質量、高效益、低

成本、可持續發展路子，確保建設成果
經得起歷史和實戰檢驗。

健全先進技術快速轉化機制
習近平指出，要加緊解決規劃執行

中的堵點卡點問題，強化跨部門跨領域
跨軍地統籌，強化政策運用和供給，增
強政策取向和工作指向一致性，全力暢
通規劃執行鏈路。要善於運用現代管理
理念和方法手段，持續完善戰略管理制
度機制，增強規劃執行的系統性、整體
性、協同性。要堅持勤儉建軍，科學配
置國防資源投向投量，提高經費使用精
準度和效費比。

習近平指出，完成我軍建設 「十四

五」 規劃目標任務，離不開國家經濟社
會發展大體系支撐。要強化軍地合力，
用好地方優勢力量和資源，提高我軍建
設質量和效益。要抓住我國新質生產力
蓬勃發展機遇，創新戰鬥力建設和運用
模式，健全先進技術敏捷響應和快速轉
化機制，加快發展新質戰鬥力。

加強融合監督 深入查處腐敗
習近平強調，要開展規劃執行全過

程專業化評估，評出發展質量、評出建
設效益、評出體系作戰能力。要把監管
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構建完備有效的
監管體系，加強融合監督、聯合審計，

深入查處腐敗問題。要更好發揮監管對
規劃執行的服務和促進功能，確保規劃
收官質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潔托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
主席張又俠主持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何衛東，中央軍
委委員劉振立、張升民參加會議。

讓台灣同胞共享中國式現代化機遇和成果
王滬寧參加台灣代表團審議 強調推動兩岸融合發展走深走實

十四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

上午

下午

全國政協十四屆三次會議

上午

下午

•第2場 「代表通道」 集中採訪活動
•十四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第二次
全體會議
一、聽取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趙樂際關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
務委員會工作的報告
二、聽取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張軍
關於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報告
三、聽取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應勇關於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的
報告

•第2場 「部長通道」 集中採訪活
動

•代表小組會議審議全國人大常委
會工作報告

•列席十四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第
二次全體會議

•小組會議（討論 「兩高」 工作報
告，審議各項決議和報告草案）

3月8日 兩會看點

大公報記者李暢整理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
席王滬寧7日下午參加十四屆全國人
大三次會議台灣代表團審議。

在聽取顏珂、鄒振球、陳雲英等
代表發言後，王滬寧表示，過去一
年，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
堅強領導下，我們有力引領兩岸關係
發展方向，扎實推動祖國統一進程。
要深入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對
台工作的重要論述和新時代黨解決台
灣問題的總體方略，牢牢把握兩岸關
係主導權和主動權，塑造祖國必然統
一大勢，堅定不移推進祖國統一大
業。要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 「九二共
識」 ，堅決反對 「台獨」 分裂和外部
勢力干涉。要致力擴大兩岸交流合
作，推動兩岸融合發展走深走實，讓
台灣同胞共享中國式現代化機遇和成
果。

另據新華社報道：今年全國兩會
上， 「融合發展」 再度成為台灣省籍
代表討論的熱詞。他們圍繞 「兩岸一
家親」 的深厚情感紐帶，聚焦兩岸經
貿、文化、社會等各領域融合發展，
為增進兩岸同胞福祉建言獻策，共話
兩岸融合發展新願景。

「我們要不斷深化兩岸融合發
展，增進兩岸同胞共識，增強台灣同
胞信心，讓他們參與到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的實踐中來，成為民族復興的參
與者和推動者，與國家共成長、共發
展。」 全國人大代表、全國台聯副會
長鄒振球說。

全國人大代表、浙江省台聯副會
長陶駿說，祖國大陸高度重視、積極
推動兩岸交流合作和融合發展。 「兩
岸同胞同根同源，融合發展是順應時
代潮流、符合兩岸同胞共同利益的必
然選擇。」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 「含
新量」 十足，出現很多新提
法、新表述。在 「維護國家安
全和社會穩定」 章節，特別提

出 「要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
上的社會心態」 。這是繼中共十九大報告
後， 「社會心態」 首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
告，標誌着該項課題已然完成從政策研究
向政府實務的推進落地。

聯想到當前輿論場中出現的一些虛驕
浮躁的雜音，特別是去年在一些地方發生
的極端傷人事件，此番首次將社會心態納
入公共治理的實踐，顯然有其政策深意，
表明中國的社會治理正經歷從 「管行為」
到 「治心態」 的範式變革，希望通過構建
一套 「精神基建」 體系，為現代化進程鋪
設心理韌性軌道。

國民心態是一個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
成部分。大國崛起的終極較量，不僅是經濟
體量與科技實力的比拼，更是國民心態成熟
度的無聲角力。能否以自尊自信、理性平
和、積極向上的心態來看待自身與世界，對
於一個曾有過無限榮光，也經歷過近代屈
辱，如今又重新走在復興路上的民族來說，
是一個沉甸甸的時代命題。必須承認，深重
的創傷記憶某種程度上造就了部分國人矛盾
的文化心理：既在器物制度層面仰視西方現
代性，又在道德價值層面維持對傳統文化的
倔強守護；既渴望融入世界體系，又警惕文

化殖民的侵蝕。很多時候呈現出歷史包袱與
時代焦慮的複雜交織，甚至導致一些非理性
的極端事件出現。

但其實，大國之大，往往不在於體量
大、塊頭大、拳頭大，而在於法治精神之
強健、文化自信之強韌、價值引力之強
大。大國強盛之本，終究在於人心。當今
國際格局 「東升西降」 ，新舊力量此長彼
消，中國已進入與世界深度互動的階段，
唯有涵養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
的社會心態，才能具備 「任爾東西南北
風」 的堅韌從容，以客觀、冷靜、開放、
包容的態度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以及國
與國之間的關係。

正如王毅外長7日在回答外媒提問時所
說， 「人心的交融，是打破隔閡的力
量」 。我們欣喜地看到，近段時間以來，
無論是在社交平台上與外國網友 「嘮家
常」 ，還是在街頭巷尾與免簽政策下湧入
的 「背包客」 打交道，不少國人正逐漸習
慣以更舒展的姿態，完成從 「他者凝視」
到 「主體對話」 的精神蛻變。

有人說，當中國這尊文明重器在復興
的窰爐中淬煉，國民心態的塑造恰似製
瓷：以自尊自信為胎土，以理性平和塑筋
骨，以積極向上施釉彩，必定可以氤氳出
溫潤如玉、堅若磐石的精神氣象，在世界
的聚光燈下，展現一個古老文明破繭重生
的真正風骨──光而不耀，美美與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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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之大 在於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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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財政、貨幣政策緣何調整取向？

答：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
貨幣政策，是黨中央從戰略和全局高度作出
的重大決策部署。去年12月召開的中央政治
局會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了這一宏觀
政策組合，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作出具體安
排。

問：強化民生導向如何落實？

答：政府工作報告起草組成員、國務院研究
室綜合一司副司長黃良浩表示，今年政府工
作報告提出了一個重要理念和要求，就是強
調經濟政策的着力點更多轉向惠民生、促消
費，強化宏觀政策民生導向。

問：財政、貨幣政策取向雙雙調整，有何深意？

答：財政部部長藍佛安表示，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既
充分考慮實現年度預期目標需要，又着力增強中長期發展動
能，體現了宏觀調控的針對性和前瞻性；在政府工作報告起
草組成員、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陳昌盛看來，這樣安排宏觀
政策組合，就是要向全社會傳遞清晰有力的宏觀政策信號。

問：強化民生導向在今年如何具體推進？

答：着力於 「投資於人」 ，計劃報告和預算報告明確多項部
署：統籌傳統和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傳統和新興產業發展、
「投資於物」 和 「投資於人」 ；加強普惠育幼服務體系建
設，發放育兒補貼；進一步增加教育投入……

資料來源：新華社

問：各項政策怎樣形成合力？

答：開展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是加強
宏觀政策統籌協調的重要手段。 「我們將進
一步用好這一機制，在各項政策實施過程
中，強化政策統籌協調，全鏈條、全方位、
全過程體現一致性的要求。」 國家發展改革
委綜合司副司長王任飛說。

調整財政貨幣雙策取向 支撐經濟發展

▶預算報告提出進一步增加教育投入。圖為北京
的小學生在體育課踢足球。 新華社

▲3月7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王滬寧參加十四屆全國人大三次會
議台灣代表團審議。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