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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大代表、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孫建
國海軍上將昨日向本報稱，雖然各種困

難問題矛盾都客觀存在，但只要堅持黨對軍隊
的絕對領導，通過全軍上下的努力，以及全國
各行各業人民的支持，力爭到2020年基本實現
機械化，信息化建設取得重大進展的目標是可
以實現的。

打好裝備基礎 克服一切困難
中共十八大代表、解放軍總裝備部副部長、

中國載人航天工程副總指揮牛紅光亦對本報
表示，解放軍未來在裝備信息化建設上應進
一步加強，新的軍事戰略方針應打好裝備基
礎。他說，十八大對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做出全面部署，把科學發展觀寫入黨的指導
思想，對黨和國家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相
信到2020年國家將更加強大，人民的生活也會
更加美好。
中共十八大代表、解放軍總裝備部副部長、

「60後」副大軍區級少將劉國治也表示，推進
國防和軍隊現代化過程中肯定會有不少困難，
但也肯定能克服。

強化使命意識 提高履行能力
對於反腐敗問題，中共十八大代表、解放軍

總後勤部政委劉源上將認為，未來肯定是會繼
續下大力氣，出重拳，下狠手。他說，一定要
制止黨內的腐敗。
中共十八大代表、濟南軍區第26集團軍政委

李景文少將向本報指出，作為軍隊來講，要堅
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確保全體官兵聽黨
話、跟黨走。他強調，一定要強化使命意識，
堅持以軍事鬥爭準備為龍頭，以軍事訓練為中
心，不斷提高軍隊履行使命的能力。中共十八
大代表、南昌陸軍學院政委李弘大校表示，未
來應 重提升官兵的信息化素質，他對此抱有
信心。

香港文匯報訊（十八大報道組 葛

沖、李茜婷）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要

加快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與中

國國際地位相稱、與國家安全和發展利

益相適應的鞏固國防和強大軍隊。中共

十八大代表、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章沁生

上將等軍隊高級將領昨日強調，未來國

防和軍隊現代化攻堅的主要方面應該是

推進信息化建設。

■設立在梅地亞的十八大新聞中心，在會議期

間為中外記者提供最良好的服務。 中通社

從小我做起 行動達目標

建設強大軍隊 推進信息化
解放軍將領：堅持黨絕對領導 實現國防現代化

軍隊代表：「堅守釣島 寸土不丟」

二月河：盼小康社會建成
香港文匯報訊（十八大

報道組 王曉雪）十八大代
表、著名作家凌解放（筆
名二月河）(見圖)14日向本
報表示，大會對政治、經
濟、文化、社會以及生態
文明建設等方面均做出了
具體的戰略部署，「我作
為文化人，文化的發展是
民族的、大眾的、科學的，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這
些部署對於文化發展具有具體的戰略指導意義。」
對於選出的中委名單，凌解放表示很滿意，談及

期望，他表示，建成小康社會是全國人民共同的希
望，也是全體代表的希望，通過會議，真正得到了
組織和政治上的具體保證。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正在北京參加中共
十八大的軍隊代表們14日上午接受記者採訪時紛紛表
示，中國軍隊將堅定守衛釣魚島領土，寸土不丟！
十八大代表、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章沁生上

將表示，中國軍隊肩負 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和海洋權
益的職責，將堅決保衛釣魚島領土，直至取得最後的
勝利。
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司令員王建平上將告訴記

者，中國領土主權不容侵犯，「寸土不能丟！」
章沁生指出，中國始終並將繼續堅持和平發展道

路。「建立鞏固的國防和強大的軍隊，與中華民族和
平戰略是一致的。」
針對不斷抬頭的日本軍國主義，王建平表示，要相

信日本人民當中，熱愛和平的力量也在增長，他們也
在排斥和制約軍國主義。

自從日本挑起釣魚島爭端以來，中國採取了巡航執
法等一系列維護國家海洋權益的有力舉措。

國安涵蓋空間 拓至信息領域
胡錦濤在十八大報告中提出：「高度關注海洋、太

空、網絡空間安全，積極運籌和平時期軍事力量運
用，不斷拓展和深化軍事鬥爭準備，提高以打贏信息
化條件下局部戰爭能力為核心的完成多樣化軍事任務
能力。」
十八大代表、解放軍空軍司令員馬曉天上將表示，

未來中國軍隊將更加注重聯合作戰的現代戰爭模式，
有能力完成信息化條件下的多樣化軍事任務。他說，
在陸海空天之外，網絡空間安全也是世界各國國家安
全面臨的重要課題，國家安全涵蓋空間已從傳統的領
土、領海、領空擴大到信息領域。

載人航天工程副總指揮：
中國8年後建成空間站

香港文匯報訊（十八

大報道組 葛沖）中共十
八大代表、解放軍總裝
備部副部長、中國載人
航天工程副總指揮牛紅
光(見圖)昨日向本報表
示，與美俄等發達國家
相比，中國在載人航天
領域仍有不少差距，未
來中國尤其要做好空間
站建設。他透露，中國將在2020年前後建成自己的
空間站，並且會以自己的技術創新為主。
牛紅光坦言，從航天和載人航天看，中國與美俄

等發達國家相比，差距仍然比較大。雖然中國已經
取得了大量創新，也進行了多次載人的交匯對接，
但中國也同時清醒地認識到，在載人航天領域，與
發達國家相比還有不少的差距，未來還應該在國家
統一規劃下，積極做好後續工作，特別是空間站的
建設。

神十明年發射 三傑再訪天宮
牛紅光透露，神舟十號飛船計劃於明年6月發

射，三名航天員將再次訪問天宮一號。明年下半
年，嫦娥三號將發射並執行落月任務。
對與空間站的國際合作，牛紅光稱，中國空間站

建設的一個重要指導思想就是開放，要和願意與中
國合作的其它國家進行技術交流，但總的還是要以
中國自己的技術創新為主，同時也要和有關國家進
行合作交流。他透露，目前與一些國家的一些合作
項目也正在談。

香港文匯報訊（十八大報道組）為
期7天的十八大圓滿落幕。這次大會提
出了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全面
深化改革開放的目標，對推進經濟建
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
設、生態文明建設等方面作出了全面
部署。眾多與會代表剛剛步出閉幕式
的會場，分別接受了香港文匯報記者
的採訪。
來自各界的代表們紛紛表示，回去

之後要做的第一件實事，就是從自身的工作崗位出
發，用實際行動，把十八大提出的為全國人民創造幸
福美好生活的目標落到實處。

生態文明路 加強制度建設
十八大報告首次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社會主義

現代化建設總體佈局，這也引起了代表們高度重視。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解振華：把生態文明建設落到實

處。

陝西省安康市委書記方瑋峰：按照十八大會議精神

要求修訂安康市的生態發展規劃，有效破解資源環境

瓶頸約束。

雲南省大理州委書記尹建業：回去一定要把整個洱

海放在一個大生態的角度去考慮，進一步加強生態文

明建設的制度建設。

四川雅安市委書記徐孟加：準備努力推動雅安市建

設成為中國第一個零碳城市中心，打造成為生態文明

的樣本城市。

遼寧省盤錦光合蟹業有限公司董事長李曉東：進一

步確立企業的發展戰略，按照生態文明建設的理念，

引導並帶領1萬多名農戶實現增收。

民生無小事 實施農村醫改
民生無小事，民生也是代表們放在心頭的頭等大

事。

南方醫科大學南方醫院腎內科主任、中科院院士侯

凡凡：回廣東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展開社區人群腎

功能不全減退危險因素調查。

來自江西的基層代表丁友生是一名基層醫療工作

者：把關於農村醫改的部分紮實貫徹實施，讓農民真

正享受到醫改帶來的好處。

經濟最重心 提升企業效益
經濟建設仍然是當下中國最重要的工作重心。
從事海洋生物醫藥研究的羅素蘭：她將聯合各方力

量開展協同創新，完成臨床試驗，早日實現芋螺毒素

海洋藥業的產業化。

廈門港務集團集裝箱有限公司維修班長馮鴻昌：要

在管理上加大創新，進一步發揮勞動者的積極性。

成都彩虹電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劉榮富：召集民

營企業家朋友，與他們分享在中央在會議上宣佈的一

系列支持民營企業發展的措施。

東浩集團上海外服黨委下屬外企基層黨支部書記盛

莉：回去之後要積極走訪所在區域的非公有制企業，

特別是外資企業，吸引更多優秀的人才，加入中國共

產黨。

「三農」問題 領全村奔小康
中國是農業大國，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是中央最

為關注的領域之一，十八大報告也對「三農」和扶貧
問題做了全面而細緻的論述。
三亞市崖城鎮東關社區黨支部書記劉慶鴦：將按照

中央的要求，帶領全村人盡早致富奔小康。

雲南省文山州委書記納傑：他準備將國際農業專營

合作社等先進經驗引入文山，促進文山州「三農」發

展。

河南水利廳廳長王樹山：努力提升自身素質，爭做

河南省內水利灌溉方面的實踐者和帶頭人。

甘肅廣電總台首席播音員流雲：將鏡頭更多轉向基

層群眾，更多地推進「走轉改」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共十八大
14日在北京閉幕。作為連續五次成為中共全國
黨代會的新聞中心，梅地亞賓館也將再次完成
她的「歷史使命」。
在過去的13天，新聞中心共舉行包括記者招

待會、集體採訪、網絡訪談以及小範圍採訪等
共50多場活動，其中僅經濟、民生、黨建等熱
門場次，就吸引了中外記者2,300多人次參
加。
新聞中心副主任、已連續三次在全國黨代會

為記者服務的中國記協書記處書記祝壽臣表
示，這些採訪活動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讓祝壽臣記憶深刻的，有商務部長陳德銘的

一場「升級」採訪。據他回憶，由於向陳德銘
提出採訪申請的記者太多，新聞中心這天「迫
不得已」臨時擴充接待容量。
「我在全國兩會就為陳德銘主持過發佈會，

他專業功底很深，幾乎沒有記者能難住他，」
祝壽臣說。這位曾經當過記者、並與媒體打交
道近三十年的老新聞人說：「這種場面真的很
過癮，能學到很多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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