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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对需要持续跟进解决的，要求在
合法合规的前提下，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紧迫
感，高效妥善处理。

赵辉年强调，信访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民
利、凝聚民心的重要工作，是领导干部接受群众
监督、改进工作作风的重要途径。各级党委、政
府和工作部门要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
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依法依规妥善解决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同时要加强源头防控，及时
排查处置各类矛盾隐患。

随后召开的会议还听取了市城市建设投
资经营有限公司相关工作汇报。

2012年10月15日，习近平同志在八一大楼与梁光烈同志合影留念。（新华社发）
1999年8月，江泽民同志在辽宁考察时与梁光烈同志在一起。

（新华社发）
2007 年 8 月 1 日，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80 周年暨全军英雄模范代表大

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胡锦涛同志与梁光烈同志合影留念。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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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国防
建设和军队军事工作的杰出领导人，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
部部长梁光烈同志，因病于 2024 年 11 月 12 日 2 时 43 分在北京逝世，享年
84岁。

梁光烈同志 1940 年 12 月 9 日出生于四川省三台县新生镇太建村一个
贫苦农民家庭，童年饱受战争磨难，从小向往革命，立志报效国家。1957
年 11 月，他毅然报名参军，次年 1 月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 1 军 1 师 2
团一名战士，一入伍就来到战火虽停、危机未除的朝鲜战场，在艰苦训练
中迅速成长。当兵入朝的宝贵经历，使他树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形
成了艰苦奋斗的作风。1959 年11月，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0 年 4 月，梁光烈同志任陆军第 1 军 1 师 2 团工兵连副排长，次年 3
月任排长。1963 年 7 月任团作训股参谋，分管军事训练，他刻苦钻研，很快
成为独当一面的优秀参谋。1966 年 2 月任 1 师工兵科参谋，同年 11 月任 1
师作训科参谋，他长期深入一线，指导部队创造出许多灵活有效的训法战
法。1970 年 2 月，梁光烈同志任武汉军区作战部作战科参谋，1974 年 12 月
任作战部副部长。他在武汉军区作战部工作近 10 年，全面锻炼成长，先后
参与组织部队调防、徐海地区战役勘察、冬季千里野营拉练等重大任务，
为军区军事斗争准备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79 年 2 月我国边防部
队实施对越自卫反击战，他作为武汉军区作战部副部长与 43 军 127 师前指
一起行动、亲历战场，在血与火的考验中思考战争、研究战争，为日后成为
卓越的高级军事指挥员奠定了坚实基础。

1979 年 7 月，梁光烈同志任陆军第 20 军 58 师副师长，1981 年 2 月任 58
师师长，1983 年 5 月任 20 军副军长，1985 年 8 月任 20 集团军军长，1990 年 6
月任 54 集团军军长。在 20 军和 20 集团军工作期间，他狠抓军事训练，大
力推行新兵训练体制改革试点，进行“先训后补”体制改革，把集团军打造
成全军训练改革“试验田”。在 54 集团军工作期间，他探索开展新纲目训
练试点和夜训试点，抓好应急机动作战部队建设，各项工作成绩突出。在
15 年军师职领导岗位实践中，他坚持实战实训、开拓创新，推动部队战斗
力大幅提升。

1993 年 12 月，梁光烈同志任北京军区参谋长，1995 年 7 月任北京军区
副司令员，1997 年 11 月任沈阳军区司令员，1999 年 12 月任南京军区司令
员。在北京军区工作期间，他贯彻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组织重大战役演
习训练，大胆尝试新的作战形式和战法，为作战指挥体制改革作了重要探
索。在沈阳军区工作期间，他响应中央军委科技强军号召，带领部队圆满
完成了总参谋部赋予的“辽阳集训”任务，为全军开展群众性科技大练兵
活动起到了示范作用；1998 年嫩江、松花江流域出现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
灾，他在一线带领军区 10 余万官兵抗洪抢险，为抗洪抢险胜利作出重大贡
献。在南京军区工作期间，面对台海紧张局势，他组织加紧进行军事斗争
准备，开展大规模海上练兵，构建攻防一体战场体系，推动反“台独”军事
斗争准备和部队全面建设迈上新台阶。

2002 年 10 月，梁光烈同志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2002 年 11 月任
中央军委委员。在世界战略格局发生重要变化、国家安全发展面临威胁
的时代背景下，他敢于担当、富有创见，组织研究提出一系列重要军事方
略，谋划实施一系列重大军事活动。他带领总参谋部，组织完善新时期军
事战略方针，拟制军队建设发展中长期规划，筹划并指导全军进行反“台

独”军事斗争准备，牵引带动了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全局。他推动实施军
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主持研究拟制调整改革总体方案和配套文件，在解决军
队体制编制结构性矛盾方面取得重要突破。他组织力量深入研究信息化战争
特点规律，拟制军队信息化建设规划纲要和加强军事斗争准备中信息化工作
的意见，深入展开综合集成建设试点，开拓了全军信息化建设新局面。他大力
推动一体化训练试点，组织召开全军军事训练会议，有力促进了机械化条件下
军事训练向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的战略转变。他领导实施一系列全军性重
大实兵实弹演习，以及“和平使命－2005”、“和平使命－2007”等中外联合演
习，为提高我军实战能力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2008 年 3 月，梁光烈同志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参加国务院党组工
作，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边海防委员会主任，分管国防动员、边
海防和军事外交工作。他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策指示，积极
推进国防动员建设，向党中央提出新形势下国防动员发展思路建议，推动出台
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拟制国防动员建设发展“十二五”规
划，深化军民融合式发展，大力提升国防动员应急能力，赢得军内外广泛称
赞。他作为首位兼任国家边海防委员会主任的军队领导，开展为期 56 天的边
海防大调研，推动出台加强边海防工作的意见，完善边海防基础设施，全面巩
固我国边海防安全稳定。他在对外工作中讲政治、讲原则、讲方法、讲效果，积
极推动我军与各国军队友好交往，成功主办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国防部长会
议，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会、东盟防长扩大会等，推动书写了军事外交新篇章。

2013 年 3 月梁光烈同志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坚决拥护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党、国家和军队建设，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斗争。

梁光烈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五届、十
六届、十七届中央委员。2002 年5月被授予上将军衔。

梁光烈同志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坚强的党性，始终忠于党、忠于人
民，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人民军队建设奉献了毕生精力。他认真学习马克
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始终在思
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他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
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
责制，以坚定政治立场和高度政治敏锐性，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经
受住了各种大风大浪的考验。他有勇有谋，在重大军事行动和抢险救灾中，不
怕牺牲、顽强斗争，敢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充分展现了非凡胆略和大无畏革
命精神。他担当作为、锐意进取，在我军改革创新中勇当开路先锋，实践探索
并总结推广了许多具有深远影响的治军带兵经验。他勤于学习、善纳群言，注
重调查研究，工作严谨细致，一贯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他待人宽厚、严于
律己、清正廉洁，在生活上从不搞特殊，严格要求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始终保
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

梁光烈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无私奉献
的一生。他的逝世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重大损失。他为国防和军队建设
事业所建立的卓著功绩将永载史册！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优良作风将永
远铭刻在人民心中！

梁光烈同志永垂不朽！
（新华社北京11月18日电）

梁 光 烈 同 志 生 平

上图：2012 年 4 月 24
日，梁光烈同志在北京出席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国防
部长会议。

（新华社发）

左图：2003 年 11 月，梁
光烈同志在北京参加军事
演习。

（新华社发）

当地时间 11 月 17 日，在赴里约热内
卢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
并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
近平在巴西《圣保罗页报》发表题为《万里
交好共命运 携手扬帆正当时》的署名
文章。

巴西各界和二十国集团成员相关人士
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主席
在署名文章中回顾了50年来中巴合作共
赢、命运与共的四个“始终坚持”，着眼两国
及世界更加美好的未来提出四点期待，为引
领中巴关系进入新的“黄金50年”、构建更
加公正和更可持续的命运共同体增添了动
力。受访者普遍认为，习近平主席出席二十
国集团峰会并支持峰会取得成功尤为重要。

两国友好跨越山海

“刊登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是我们莫
大的荣幸！读完这篇文章，我感触最深的
是习近平主席阐明了巴中两国今后如何
继续共同发展、共担重任，通过打造巴中
命运共同体来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力
量。”《圣保罗页报》首席商务官马塞洛·贝
内斯说，“习近平主席带领中国取得举世
瞩目的发展成就，他的文章对我们来说非

常重要。”
两国频繁的交流互动，让贝内斯“深深

感到巴西与中国跨越时空的情谊”。他告
诉记者，作为巴西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该报
将于18日推出一个中国专版，致敬巴中建
交50周年和习近平主席此次来访。

“200多年前，中国的茶、荔枝、香料、
瓷器等就远渡重洋来到巴西，架起两国经
贸往来的桥梁，成为中巴人民友好交流的
纽带。”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对两国交
往历史的这番回顾，引发巴西历史学家朱
里奥·班德拉的思绪。《遗存在中国丝路上
的巴西》一书的这位作者说：“很早以前，巴
西在建筑和艺术上就流行过‘中国风’，里
约热内卢植物园内如今还保留着200年前
由中国茶农种下的茶树。巴西人民对中国
文化的喜爱、对中国人民的亲近由来已久，
如今在巴华侨华人也为当地经济、社会作
出巨大贡献。”

巴西总统府总秘书处部长马尔西奥·
马塞多认为，两国建交50年来合作不断深
化，离不开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总结
的四个“始终坚持”，即始终坚持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始终坚持互利共赢、优势互补，
始终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始终坚持和

平发展、公道正义。“巴西和中国是在当今世
界经济和地缘政治上都非常重要的两个国
家，双方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关系，在数字化、
农业、教育、科技等方面都有广阔合作空间。
我们是彼此的伙伴，双方交流与合作仍在不
断深入。”

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提及，两国高层
协调与合作委员会已经良好运行20年，在协
调规划双方各领域合作、共谋发展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巴西农业发展部长保罗·特谢
拉说，今年他首次到中国参加两国高层协调
与合作委员会会议，年初还亲眼见证了中国
捐赠农机，助力巴西家庭农业发展。“我们两
国之间的经验交流对改善巴西公共政策、为
巴西农村和城市制定创新解决方案至关重
要。”

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写道，近日收
到来自里约热内卢科帕卡巴纳要塞乐团等的
百余名巴西各界友好人士来信，他们表达了
对深化两国友好的热切期盼，“令我十分感
动”。该乐团负责人、巴西山河文化促进中心
主任马西娅·梅尔希奥主动给记者发来信息：

“能被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点名肯定，我
们感到很幸福！我们希望成为巴中友谊的使
者，利用音乐和文化交流搭建两国间的桥梁，

通过实际行动弘扬相互尊重的价值观，向更多
年轻人展现合作的重要性！”

战略对接正当其时

面对当前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习近
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指出：“中巴两国要更加
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勇做‘破风者’和‘逐浪
者’，并肩开辟新航道，携手驶向属于两国人民
以及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巴西瓦加斯基金会法学教授埃万德罗·卡
瓦略对此很有感触：“当下，我们看到西方保护
主义和孤立主义抬头，这最终只会建起更多高
墙而非桥梁。巴中在捍卫多边主义、加强对话
合作方面立场相近，两国相互找到了一个有共
同目标的伙伴。”

巴西劳工党主席格莱茜·赫夫曼指出，建
交50年来，两国经贸关系不断发展，在相互尊
重基础上，抓住彼此提供的机遇，在科技、教
育、文化、旅游、卫生等领域不断拓宽深化合
作，而今中国已成为巴西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近年来，中国在技术、教育、卫生等领域取得
重大成就。我坚信，未来我们将在这些领域探
索更广阔的合作机遇，打造两国合作新的‘黄
金50年’。”

（下转第五版）

破 风 逐 浪 向 未 来
——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为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增添动力

新华社记者 赵焱 陈威华

（上接第一版）自我去年访华
以来，澳中关系在包括贸易
在内的各领域取得令人鼓舞
的进展，为两国人民带来实
实在在的利益。澳方坚持奉
行一个中国政策，反对“脱
钩”，主张推进经济全球化，
希望同中方加强在能源转
型、气候变化等方面合作。
中国发展为亚太地区长期保
持稳定和增长作出重要贡
献，澳方赞赏中国在亚太经
合组织等多边机制发挥的重
要作用，支持中国担任 2026
年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愿
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促进
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发展。

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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