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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 中共中央
政治局 9 月 24 日下午就“新中国国家制
度和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举行第十
七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
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新中国成立 70 年
来，我们党领导人民不断探索实践，逐
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
和法律制度，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提供
了根本保障，也为新时代推进国家制度
和法律制度建设提供了重要经验。全
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文化自信，继续沿着党和人民开辟
的正确道路前进，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宪法和法律
委员会委员于志刚同志就这个问题进
行了讲解，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习 近 平 在 主 持 学 习 时 发 表 了 讲
话。他指出，再过几天，我们将迎来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安排这次
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目的是回顾新中
国成立 70 年来党领导人民推进国家制
度和法律制度建设的历程，总结成就和
经验，深入思考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重大问题。

习近平强调，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
就致力于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
提出了关于未来国家制度的主张，并领

导人民为之进行斗争。新中国成立后，
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
学说，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进行了
不懈努力，逐步确立并巩固了我们国家
的国体、政体、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
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和各方面的重要制
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也不断健
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推进全面深
化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日趋成
熟定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
断完善，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
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发挥了重大作
用。

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
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是在长期实践探索
中形成的，是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伟大
创造。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制度，是近代
以 来 中 国 人 民 面 临 的 一 个 历 史 性 课
题。实践证明，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古
老的东方大国建立起保证亿万人民当
家作主的新型国家制度，使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成为具有显著优越性和强
大生命力的制度，保障我国创造出经济
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也为
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
择，为人类探索建设更好社会制度贡献
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
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植根于中华民族
5000多年文明史所积淀的深厚历史文
化传统，吸收借鉴了人类制度文明有益
成果，经过了长期实践检验。一是坚持
党的领导的优势。70 年来，正是因为始
终在党的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国
家统一有效组织各项事业、开展各项工
作 ，才 能 成 功 应 对 一 系 列 重 大 风 险 挑
战、克服无数艰难险阻，始终沿着正确
方向稳步前进。二是保证人民当家作
主的优势。我国国家制度深深植根于
人民之中，能够有效体现人民意志、保
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力。三是坚
持全面依法治国的优势。坚持依法治
国，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
一体建设，为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
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发挥了重要作
用。四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优势。在
党的领导下，各国家机关是一个统一整
体，既合理分工，又密切协作，既充分发
扬民主，又有效进行集中。

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
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是一套行得通、真管
用、有效率的制度体系，这是我们坚定
“四个自信”的一个基本依据。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需要
坚持好、实施好，也需要不断完善和发

展。我们要在坚持好、巩固好已经建立
起来并经过实践检验的根本制度、基本
制度、重要制度的前提下，坚持从我国
国情出发，继续加强制度创新，加快建
立健全国家治理急需的制度、满足人民
日 益 增 长 的 美 好 生 活 需 要 必 备 的 制
度。要及时总结实践中的好经验好做
法 ，成 熟 的 经 验 和 做 法 可 以 上 升 为 制
度、转化为法律。

习近平强调，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
行。要强化制度执行力，加强制度执行
的监督，切实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
理效能。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领导干
部要增强制度意识，善于在制度的轨道
上推进各项事业。广大党员、干部要做
制度执行的表率，引领全社会增强制度
意识，自觉维护制度权威。

习近平指出，要加强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理论研
究，总结 70 年来我国制度建设的成功经
验 ，构 筑 中 国 制 度 建 设 理 论 的 学 术 体
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为坚定制度自
信提供理论支撑。要加强制度宣传教
育 ，特 别 是 要 加 强 对 青 少 年 的 制 度 教
育，讲好中国制度故事，引导人们充分
认识我们已经走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的成功之路。只要我们沿
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就一定能够实现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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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 9 月 24 日，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活动新
闻中心在京举办第一场专题集体采访。
阅兵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军委
联合参谋部作战局副局长蔡志军说，这
次阅兵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引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进入新
时代的首次国庆阅兵，是共和国武装力
量全面重塑后的首次整体亮相，是国庆
系列庆祝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宣
示人民军队听党指挥的政治信念，反映
全力推进改革强军的巨大成就，展示履
行新时代使命任务的综合能力，展现建
设世界一流军队的坚定自信，彰显维护
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世界和
平和地区稳定的坚定决心，动员和激励
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蔡志军介绍，阅兵活动按阅兵式、分
列式两个步骤进行，时长约 80 分钟。阅
兵式，受阅部队在长安街列阵，光荣接受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的检阅。分列式，依次按空中
护旗梯队、徒步方队、装备方队、空中梯
队的顺序通过天安门广场。

这次阅兵编 59个方（梯）队和联合军
乐团，总规模约 1.5万人，各型飞机 160余
架、装备 580 台（套），是近几次阅兵中规
模最大的一次。其中，徒步方队编仪仗
方队、各军种方队、女兵方队、院校科研
方队、文职人员方队、预备役部队方队、
民兵方队、维和部队方队等 15个方队；装
备方队编陆上作战、海上作战、防空反
导、信息作战、无人作战、后装保障、战略
打击等 7 个模块 32 个方队；空中梯队编
领队机梯队、预警指挥机梯队、轰炸机梯
队、舰载机梯队、歼击机梯队、陆航突击
梯队等 12 个梯队；联合军乐团以解放军
军乐团为主，从全军抽调 1300多人组成。

两名女将军
担任女兵方队领队

蔡志军说，这次阅兵按改革重塑的
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编组徒步
受 阅 方 队 ，全 军 各 大 单 位 均 有 力 量 参
阅，不少方队是首次亮相。例如，领导
指挥方队，从军委机关、五大战区、军兵
种和武警部队抽组，体现领导管理建设
和组织指挥打仗的新体制新特点；院校
科研方队，从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国
防科技大学抽组，体现军事院校和科研
机构在强军兴军中的重要地位；文职人
员方队，以联勤保障部队为主抽组，体
现改革重塑后文职人员在军队建设中
的重要作用。

蔡志军介绍，这次阅兵绝大部分方
队编设将军领队，由受阅部队 2 名指挥
员共同担任，将军人数超过以往，是历
史上高级指挥员受阅数量最多的一次。

蔡志军还介绍，女兵方队安排两名
女将军担任领队，以飒爽英姿亮相阅兵
场，这也是历次阅兵首次在徒步方队安
排女将军受阅。

蔡志军还介绍了阅兵编组战旗方
队有关情况。

蔡 志 军 说 ，这 次 阅 兵 编 组 战 旗 方
队，集中展示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
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以
来荣誉功勋部队的战旗，增强阅兵活动
的历史纵深感厚重感，表达对革命先烈
的深切缅怀，对荣誉功勋部队的始终铭
记，对优良传统作风的接续传承。

蔡 志 军 表 示 ，编 组 战 旗 方 队 主 要
考 虑 ：一 是 强 化 对 我 党 我 军 历 史 的 铭
记。一面战旗就是一部史诗。战旗方
队展示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荣

誉 功 勋 部 队 的 战 旗 ，告 诫 我 们 不 要 忘
记 党 和 军 队 走 过 的 苦 难 而 辉 煌 的 岁
月，始终牢记我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
的奋进历程。二是强化对革命先烈和
英 雄 的 缅 怀 。 编 组 战 旗 方 队 ，遴 选 以
著 名 烈 士 和 战 斗 英 雄 命 名 的 战 旗 ，表
达对革命先烈和战斗英雄的景仰。三
是 强 化 对 荣 誉 功 勋 的 尊 崇 。 崇 尚 荣
誉 、建 立 功 勋 是 人 民 军 队 的 光 荣 传
统 。 编 组 战 旗 方 队 ，有 利 于 教 育 引 导
全军官兵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
记 使 命 ，聚 力 备 战 打 仗 ，矢 志 强 军 兴
军 ，努 力 在 新 时 代 伟 大 征 程 上 建 立 新
的功勋和业绩。

国庆阅兵总规模约1.5万人 为近几次阅兵中规模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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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活动新闻中心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二层新闻发
布厅举办第一场专题集体采访活动，有关负责人介绍阅兵活动安排。新华社发

没有邀请外军领导人
专程来华观看

9 月 24 日，国防部新闻局局长、国
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介绍有关阅兵活
动安排，并回答记者提问。

吴谦说，这次阅兵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首次国庆阅兵，也是
人民军队全面改革重塑后的首次整体
亮相。届时将有 97 个国家的 188 名驻
华武官应邀观看阅兵活动。这次国庆
阅兵未邀请外军方队参阅，也没有邀请
外军领导人专程来华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