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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建军90周年
阅兵时的讲话全文

（2017年7月30日）
同志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隆重的沙场阅兵，以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周年。
90年前，南昌城头一声枪响，宣告中国诞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

型人民军队。90年来，人民军队高举着党的旗帜，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
负着民族的希望，浴血奋战，勇往直前，战胜一切敌人，征服一切困难，为
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历史充分证明：我们的人民军队不愧是听党指挥的英雄军队，不愧是
忠心报国的英雄军队，不愧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英勇奋斗的英雄军队。
我们党为拥有这样的英雄军队感到骄傲和自豪！全国各族人民为拥有这
样的英雄军队感到骄傲和自豪！

安享和平是人民之福，保卫和平是人民军队之责。天下并不太平，和
平需要保卫。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我们要深入
贯彻党的强军思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努力实现党在新形势
下的强军目标，把我们这支英雄的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

全军将士们！你们要坚定不移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
制度，永远听党的话、跟党走，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

全军将士们！你们要坚定不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时刻把人民放在心头，永远做人民子弟兵。

全军将士们！你们要坚定不移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聚
焦备战打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全军将士们！你们要坚定不移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
法治军，全面提高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水平。

我坚信，我们的英雄军队有信心、有能力打败一切来犯之敌！我们的
英雄军队有信心、有能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我们的英雄军队
有信心、有能力谱写强军事业新篇章，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庆祝建军90周年阅兵7月30日在朱日和
训练基地举行。阅兵气势磅礴、隆重庄严，无论
是阅兵阵容，还是阅兵形式都独具匠心。阅兵集
中呈现出的六大亮点，生动展示了人民军队改
革强军的崭新风采。

亮点一：政治意蕴深刻厚重
这次阅兵是庆祝建军90周年的一项重大

活动，以回顾建军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维
护核心、彰显辉煌成就为主题。

这是国防和军队改革全面实施后人民军队的
全新亮相，充分表明了这次阅兵深刻的政治意蕴。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军先后举行了以庆祝
国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70周年和庆祝香港回归为主题的阅
兵。以庆祝建军节为主题的阅兵在我军历史上
还是第一次。

这次阅兵是人民军队整体性革命性改革重
塑后的全新亮相，既是对参阅部队军事素养、精
神风貌、作风形象的全面检验，也是对强化“四
个意识”的现实检验。

亮点二：沙场阅兵“野味”“战味”十足
沙场阅兵将阅兵与部队实战化训练融为一

体，设计、编成、流程都充分体现出“野味”“战味”。
这次阅兵依托正在进行实战化训练的部队

组织实施。官兵走下训练场、便上阅兵场，以征尘
未洗、连续作战的战斗姿态，集结列阵接受检阅。

此外，阅兵场地设在朱日和训练基地，立足
实战环境、体现真演实训，打破以往广场阅兵的
惯例，不安排徒步方队和踢正步，不安排军乐
团、合唱队，不搞群众性观摩。

沙场点兵，军心振奋，使命催征，枕戈待旦。
由“礼仪式阅兵”向“打仗式阅兵”的转变，反映
了改革强军实施后部队的战斗力，体现了全军

官兵在野战化条件下苦练精兵谋打赢的战斗作
风，展示了中国军队向世界一流军队奋力进发
的宏大气势。

亮点三：阅兵全程体现联合作战特点
从实战出发，根据战斗需求编组，充分体现

信息化联合作战特点，是这次阅兵的一大亮点。
阅兵打破原有阅兵单一兵种编组限制，突

出反映能打仗、打胜仗要求，按照重在反映现代
新型军兵种力量鲜明特色、体现信息化联合作
战编成及运用方式的思路，集中体现信息主导、
体系支撑、精兵作战、联合制胜特点，充分展示
改革后我军体制、结构、格局、面貌的新阵容、新
变化、新气象。

在筹划编排上，阅兵按照信息化条件下联
合作战要求组织部队行动，采取群队式编组、人
装有机结合、空地立体展示的形式，编陆上作
战、信息作战、特种作战、防空反导、海上作战、
空中作战、综合保障、反恐维稳、战略打击共９
个作战群依次受阅，体现了新型军兵种力量混
合编组及作战运用的特点。

在受阅方式上进行了精心设计，如特种兵
方队30辆全地形车组成箭簇形，体现特种兵箭
在弦上、时刻准备战斗的决心。

亮点四：近半参阅装备首次亮相
这次参阅装备达600余台（套），类型多样，

涵盖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和
武警部队等作战力量，而且近一半为首次参阅。

首次亮相的参阅装备中，既有能克服山地、
丛林、岸滩、荒漠等多种恶劣地形，并能实现水
陆两栖机动的轻型全地形车，也有具备全天候、
全高度、超视距、多目标精准打击能力的鹰
击-83K空舰导弹；既有助力夺取复杂电磁环境
下战场主动权的电子侦察车组，也有能毁瘫敌

预警探测、指挥通信体系的新型无人机；既有大
型运输机运-20，也有第四代超音速隐身战斗机
歼-20……这些列装部队的新型装备，体现了我
军现役主战武器装备的信息化水平和部队生成
的新质战斗力。

亮点五：“八一”标识“90”字样亮相阅兵式
在分列式上，第二个亮相的纪念标识梯队

引人注目。由17架直-19直升机编成的“八一”标
识，由24架直-10和直-19直升机混和编成的

“90”字样，以低空飞过的方式，完美通过检阅台。
组成“八一”标识、绘出“90”字样参阅，象征

着这支走过硝烟、走过风雨，在战火中诞生的光
荣之师走过了90年史诗般的壮丽征程。

90载风雨征程，90载成就辉煌。今天的人
民军队已经从单一军种发展成为诸军兵种联
合、具有一定现代化水平并加快向信息化迈进
的强大军队，成为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成为捍
卫正义的和平之盾。

亮点六：火箭军以新军种新形象震撼亮相
战略打击群是阅兵式上“压轴”亮相的作战

群。由第二炮兵更名为火箭军的战略导弹部队，
带着浓浓的实战化硝烟，以新军种新形象震撼
亮相，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诞生于1966年的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是我
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我国大国地位的战略
支撑、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经过50余年
发展壮大，这支部队已成为维护国家安全和世
界和平的重要战略力量。

火箭军组成的战略打击群，由火箭军部队方
队、核常兼备导弹方队、常规导弹第1方队、常规
导弹第2方队、核导弹方队组成，展示的装备代表
了当前我军战略导弹部队发展水平，充分展示了
我国慑战能战止战胜战的战略制衡能力。

沙场阅兵，人民解放军
向世界一流军队进发

阅兵六大亮点展现人民军队崭新风采

南昌，人民军队诞生的地方。
在这座有着“英雄城”美誉的城市街头，以

“八一”命名的地方随处可见：八一广场、八一公
园、八一大道、八一起义纪念碑……这一切，都
源于90年前8月1日发生在这里的一次影响深
远的武装起义。

这个日子，后来被确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的建军节。

关于这次起义的若干细节，早已浓缩在新
中国成立后被开辟为“八一起义纪念馆”的江西
大旅社之内——这座有着百年历史的建筑，当
时是起义军的总指挥部。

光影散落，一件件馆藏沉默如雷；岁月如
歌，一幕幕往事历久弥新。

今天，让我们再次回望那段可歌可泣的风
雨路，追寻这支军队诞生记——

1927年的古城南昌，人口只有10多万。
8月1日凌晨2时从城内传出的清脆枪声，

划破了寂静夜空，影响了整个中国。它标志着刚
刚诞生6年多的中国共产党在遭受血腥屠杀之
后，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从1926年开始，中国政坛上两支新兴的力
量——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北伐。可就在北伐
战争节节胜利之际，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
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6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
仅仅三四个月后就锐减至不足万人。

血的教训，擦亮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眼睛：没
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对付武装的反革命。

起义地点选择在南昌，是因为当时中国共
产党能够掌握和影响的武装力量大都聚集在武
汉至九江的长江沿线。并且，国民革命军第3军
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是共产党
人朱德。

策动和领导起义的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为新中国第一任总理
的周恩来。贺龙被任命为起义军代总指挥，叶挺
为前敌总指挥——前者因“两把菜刀拉起一支
队伍”而闻名，后者以北伐“铁军”屡战屡胜而名
扬。

此时，中国共产党人还没有独立领导武装
斗争的经验，有过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留学经
历的“川中名将”刘伯承被周恩来选中协助贺龙
拟制起义计划。

1927年7月28日，周恩来就起义计划询问

贺龙意见。贺龙说，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党要
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周恩来说，共产党对你下
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党的前委委任你为起义军
总指挥！

此时的南昌及其近郊只有国民党朱培德的
国民革命军第5方面军警备团等。因为身着相同
的军服，起义军在脖子上系上醒目的红布条以
示区别。

战斗过程有惊无险。以“山河统一”为口令
的起义军，仅用了4个多小时就肃清了南昌城内
的守军。当周恩来在欢呼的人群中走向旧江西
省政府的西花厅时——谁也不会想到，22年后，
这位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会在北京中南海同
一地名的居所里，开始主持新中国的政府工作。

南昌起义诞新军，喜庆工农始有兵。参加过
南昌起义的百岁老人彭猗兰生前回忆，1927年
8月1日的早晨，南昌的街头几乎还和往常一
样，许多店铺照常营业，只有满城的标语和飘扬
的红旗，提醒人们昨夜发生了大事。

南昌枪声，震惊天下。势力强大的反动军队
四面扑来，起义军被迫撤离南昌，９月下旬在广

东北部大埔县三河坝兵分两路，主力由周恩来、贺
龙、叶挺、刘伯承率领开赴广东南部的潮汕地区，
余部4000余人由朱德带领留守当地阻击敌军。
经过一次次苦战，主力军在潮汕失败，朱德手下
也仅存800余人，师以上干部只剩朱德一人。

危急关头，朱德在全体人员大会上说：“大
家一定要看清革命的前途，不要被暂时的黑暗
和困难所吓倒。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
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
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
但黑暗遮不住光明……”

南昌起义部队最终保存下了这800壮士。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在10位元帅
中，直接和间接参与南昌起义的有8位，他们是：
朱德、刘伯承、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
英、林彪，其中3人就出自这最后800人之中。

“南昌起义，宣告了党领导下的一支新型人
民军队的诞生。”军史专家徐焰说，它从小到大、
由弱到强，由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在历史的
天空中划出一条与以往任何一支军队迥然不同
的轨迹。

回眸南昌起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