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滔滔漳水河，巍巍太行山。5月上
旬，记者来到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县，踏
访太行山区、寻访先辈足迹。

1937年 7月 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
中国全民抗战大幕拉开。中国工农红
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东
渡黄河，挺进太行，开辟了太行、太岳革
命根据地，浴血奋战。

记者行走在绵延起伏的山梁上、纵
横交错的沟壑边，耳边仿佛响起抗日战
争的枪炮声，眼前跃动着八路军将士英
勇杀敌的身影。记者不禁感慨：在这崇
山峻岭之中，没有成体系的装备物资保
障，人民军队是如何坚持八年抗战的？
这支军队是如何壮大的？最终又是如
何取得胜利的？

走进武乡县八路军太行纪念馆，一
幅幅黑白照片、一件件实物仿佛在向人
们诉说着那段尘封的历史：当年这个人
口只有 12万的山区小县，就有 1万多人
参加八路军，5000人多担任抗日干部，9
万多人参加抗日团体，为部队筹集粮食

240万石，制作军鞋 50万双。“军队打胜
仗，人民是靠山”，该馆研究部主任郝雪
廷说，当时是全民总动员，真正做到了

“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
粮，有力的出力”。太行山上到处演绎
着“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
男女老少齐参战”的故事。

1943年春，太行山区粮食青黄不
接。有一次，抗日积极分子开会时，大
家饿得只能躺在炕上说话，以节省体
力。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太行人民仍
然把仅有的一点粮食拿出来做军粮、仅
有的一尺布拿出来做军装。

从武乡县到砖壁村的 40公里道路
旁，随处可见纪念碑、烈士墓。随行的
八路军总部旧址讲解员栗宇琴说，每一
座纪念碑的背后都有一个感人的故事，
八路军将士与太行儿女英勇奋战的故
事，几天几夜说不完。

而太行奶娘，是八路军征战史上一
段难以忘却的记忆。当年，太行山上有
数以千计的农家妇女用乳汁甚至生命
哺育八路军后代。1942年 1月，罗瑞卿
大将的女儿罗峪田出生不久，日军便开
始“二月扫荡”。一天深夜，罗瑞卿夫人
泪流满面地把婴儿送到麻田镇王巧鱼

家。奶娘王巧鱼说：“放心吧，有俺在，
孩儿就在！”

国民党军队在河南抗战失败时，有
人这样总结原因：军政、军民、官兵等五
个方面“不和”。而八路军在太行山却是
处处有“人和”。为什么百姓的一双双眼

睛都为八路军看、一只只耳朵都为八路
军听、一双双大手都为八路军忙？因为，
八路军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

“兵民是胜利之本。”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如此，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建设世界一流军队依然如此。人民，是我
军须臾不可离开的靠山，是永远的靠山。
因此，全军官兵始终以“为人民服务”为宗
旨，始终把人民利益高高举过头顶。

当年，朱德总司令在武乡县王家峪
村种下的“红星杨”，如今已经长成了参
天大树。轻风拂过，招展的树枝仿佛在
诉说：“人民群众最朴实，人民群众最伟
大。无论何时，我们都不能忘了人民这
个根本。”

太行启示：人民军队的永远靠山
■赵增强 贾志军 本报记者 裴 贤

针对高校应届毕业大学生即
将离校的实际，辽宁省沈阳市铁西
区人武部扎实开展征兵宣传进高
校活动，赶在学生离校之前面对面
地动员大学生应征。5月 13日，该
人武部与沈阳工业大学联合举办
征兵宣传活动，激发该校大学生的
参军热情，百余名大学生现场报名
应征。图为人武部干部职工向大
学生发放征兵宣传资料。

崔国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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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挡风玻璃破碎，驾驶舱失压，机
长刘传健凭着过人的胆略和过硬的飞
行技术战胜险情”“在气流吹袭和仪表
损坏的情况下，身着短袖的机长忍受
着零下40摄氏度的寒风，依靠目视和
手动操作，成功实现紧急降落”“机上
旅客和机组人员共 128人，仅两名机
组人员受伤，其余人员平安无恙”……

这几天，翻开手机，打开网站，关
于四川航空公司机长刘传健临危不乱
处置航空险情的信息不断刷屏，网友
纷纷为刘传健点赞。

不论线上还是线下，刘传健都成为
了全民称赞的传奇人物，甚至成为了全
民英雄。慢慢地，有人开始关注刘传
健的退役军人身份：《老兵刘传建，谢
谢你救了我》《致敬我们的川航机长、
致敬我们的空军老兵》……众多媒体的
文章，都点出了刘传健的从军履历。

上世纪90年代初，刘传健从重庆
市九龙坡区考入空军第二飞行学院，
成为一名飞行学员。这个学校曾有一
个霸气的名字：空军第二轰炸学校。
全优成绩毕业后，刘传健留校执教，从
事培养战鹰驾驭者的工作。2006年，
刘传健转业到四川航空公司工作，开
始了他的民航飞行员生涯。

“军人作风、专业素养、顽强毅
力……”网友们给予老兵刘传健的赞
誉，让成千上万的退役军人感到满满
的自豪。

平时，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退役
军人与普通群众没什么区别；可是，在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的关键时刻，退役军人立刻像变了一
个人似的，挺身而出，以军人特有的潜
质力战险情，保护他人生命财产。四
川籍退役军人曾和平看到刘传健的报
道后，激动不已，便在朋友圈分享了近
年来几个退役军人的故事：

去年6月1日上午，四川省达州市
一位老人，翻越自家阳台时不慎“吊”
在空中……听到呼救声，人群中冲出
一名中年男子，在老人落地前的一瞬
间，用双手将老人成功接住。这名男
子叫王亮，他是一名退役老兵。

今年3月，四川省三台县一名儿童
玩耍时不慎坠入河中。危急时刻，一
名平时走路都费力的88岁老人奋力跳
入冰冷的河水里，将孩子成功救起，自
己却因体力不支陷入淤泥。这名老人
叫何友毅，他是一名抗美援朝老兵。

“一次次‘一瞬间’，一个个老兵做
出的抉择都是不顾一切地保护他人生
命。他们在重大险情面前，忘却自己
的安危，但没有忘却戎装的底色。这
大概就是军人的本能吧！”曾和平的感
慨在朋友圈获赞无数。

与曾和平有着相同感触的还有山
东籍退役军人李桂臣。重庆市国防教
育办公室主办的微信公众号“山城军
号”转发了刘传健的报道后，李桂臣留
言：“我也曾犹豫、疑惑和彷徨过，退役
军人究竟有没有特殊的社会价值？今
天，老兵刘传健为我们证明了，在军营
流过的血和汗，都不是白流的。那些
融入血脉的战斗潜能，说不定哪一天
就派上了用场，拯救生命于危急。”

还有一位网友说，老兵成为全民
英雄，刘传健不是第一人，也不是最后
一人，今后还会不断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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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改革开放的发源地，40年初
心不改，40年敢闯敢试，40年砥砺奋进，
勇挑改革开放“试验田”重任，从一个小
渔村发展成为 GDP超过 2万亿元的国
际大都市，对全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起到了窗口示范作用。

然而，人们不会忘记，在深圳这块改
革开放的“试验田”里，始终有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那就是“国防绿”——人民解
放军官兵和广大退役军人、民兵预备役
人员，为深圳经济特区的创建、发展作出
了重要贡献。

“深圳速度”，谁首创的？
原基建工程兵部队官

兵创下3天一层楼的纪录

深圳原本只是一个边陲小渔村。
1979年10月，基建工程兵部队抽调

一个团作为先遣队参加深圳经济特区建
设。随后，又陆续抽调兵力参建。到
1983年，基建工程兵部队共从全国抽调
8个团、2万多名官兵来到深圳这个特殊
的大工地承担重点工程建设任务。然
而，令这批官兵终生难忘的不是创建一
座新城的皮破肤裂，而是脱下军装、集体
转业的依依不舍。

一夜之间，他们的身份由光荣的人

民解放军官兵转变为深圳市建筑公司的
工人，但是，他们一如既往地发扬特别能
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精神，
像战争年代打仗一样攻坚克难。从
1983年到 1986年，在短短的 3年时间，
这批退役军人就完成了160多个大项工
程，创造了建筑工程史上的奇迹。

1986年，在承建当时国内最高的
建筑——53层的深圳国贸大厦时，他
们精确计算人员和设备的最大使用效
率，抢时间、赶速度，24小时不停歇地
奋力施工，创下了 3天建造一层楼的历
史纪录——这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初振
奋人心的“深圳速度”！

“深圳速度”不仅是一种速度，而且
是一种拼搏精神、一种加快步伐的理
念。因此，“深圳速度”一产生，就释放出
强劲的张力。深圳市经济社会各条战线
都以退役军人创造的国贸大厦建设速度
为标杆，时不我待地奋力拼搏，创造了一
个又一个奇迹。一时间，深圳吸引了全
世界的目光，许多国际友人称赞深圳是

“一夜崛起之城”。
1979年，深圳市生产总值仅 1.97亿

元、人均 606元；到 2017年，这两项数据
分别为 2.24万亿元、18.31万元，年均增
速达 23%，在经济发展上创造了世界罕
见的“深圳速度”。原来是渔民、现为深
圳渔丰实业股份公司副总经理的黄兴言

告诉记者：“改革开放前，我们村每户渔
民的年收入不足 800元，现在光是每年
分红就有30多万元，每户人家的资产约
2000万至3000万元。”

深圳的快速发展，“国防绿”是浓墨
重彩的一笔。据深圳警备区领导介绍，
改革开放以来，深圳驻军、武警部队官兵
和广大民兵预备役人员参加了扩建梅林
水库、整治布吉河、清理福田河、绿化梧
桐山等许多大项工程建设，为深圳经济
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深圳效率”，谁提出的？
转业军官喊出“时间

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经济发展不仅要有速度，更要有效
率。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就是转业干部、曾任某炮兵团团长的袁
庚提出来的。

1979年，袁庚受命创建蛇口工业
区。那年8月，在蛇口工业区600米长的
顺岸码头工程施工中，施工方提议实行
以效率为中心的奖励机制，使施工效率
大幅提升，这事引起袁庚的思考。

经过反复推敲，袁庚简明扼要地提
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
句话。他叫人把这句话做成一块标语
牌，竖在工业区指挥部的楼前。从此，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话
迅速传播开来，成为深圳特区建设者的
共识和行为准则。

然而，这句话一度成为“姓社姓资”
的争论焦点。袁庚曾经说，当年他叫人
竖这块标语牌时，是准备“戴帽子”的。

1984年 1月 26日，邓小平同志视察
蛇口，袁庚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向邓小
平提起标语牌上写的这句话。他说：“不
知道我们冒的这个风险是否正确？”在场
的人听了都笑了起来，邓小平同志不仅
笑了，还作了肯定的答复。这时，袁庚心
里那块悬了几年的石头才落了地。

随着深圳改革开放新风的吹拂，这
句话传遍了大江南北，影响了投身改革
开放的整整一代人。如今，深圳仍然信
奉“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并
且，这句话不仅体现在硬件建设上，还推
广至政策制度改革等软件建设上。

记者查阅资料时看到，2013年，深圳
在全国率先推出商事制度改革，实施“多
证合一”和“一照一码”，打造外商投资“一
口受理”升级版，大幅缩短企业办理营业
执照和外商投资备案回执的时限。仅
2017年，深圳市就推出制度改革创新成果
111项，这些成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
为了进一步提升效率。记者近日在深圳
市前海蛇口自贸区采访时，该自贸区管委
会传播中心主任焦伟说：“我们这里每天
都要注册200多家企业。自2012年自贸
区成立至今年4月，在前海开业的商事主
体数量已超过6万家。目前，深圳全市商
事主体数量高达300万家，世界500强企
业中已超过270家落户深圳。”他说这话
时，充满着“深圳效率”的自信。

“深圳创新”，谁走在前列？
一批退役军人奋力拼

搏引领信息技术创新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党中央

作出的新时代重大战略部署。作为首个
国家创新型城市，深圳坚持把创新作为
城市发展主导战略，奋力向创新引领型
城市迈进。

创新意味着风险、艰辛，甚至是失
败。然而，深圳有一批退役军人，他们无
所畏惧、奋力前行，在科技创新行列特别
是信息技术的创新中走在前列。基建工
程兵出身、现任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总裁
的任正非就是深圳退役军人科技创新方
阵中的一位代表。

华为从1987年成立以来，坚持走创
新驱动之路。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
华为累计申请中国专利 64091件，申请
外国专利 48758件，其中 90%以上均为
发明型专利。目前，华为智能手机已在
国内外市场上占据相当大的份额。

在“深圳创新”的行列里，还有许多
像任正非一样的退役军人，如现任联想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名誉主席的柳传
志。对于军营生涯，这位中国科技企业
的领军人物说：“是军营塑造了我。”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深圳正是
靠创新走上了经济快速发展的高速路。
40年前，深圳科技资源几乎为零，没有
一所大学，没有一家科研院所；40年后
的今天，深圳在许多科技创新领域处于
世界前列。目前，深圳拥有重点实验室
和企业技术中心等创新平台1688家，高
新技术企业 1.12万家；2017年，深圳市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达
32.8%，成为全国的一个标杆。

新时代，“深圳创新”带来的一大批
科技成果，正通过军民融合的大平台反
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努力为实现
强军目标作贡献。

改革开放：深圳“试验田”里的“国防绿”
■本报记者 石纯民 通讯员 赵 华 刘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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