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放军报社主办 第3834期
ZHONGGUO GUOFANGBAO

关注国家安全 助推国防建设

2019年1月

29日
星 期 二

戊戌年十二月廿四
代号1-188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ＣＮ 81-0002/(J)

网址：http://www.81.cn

中国国防报微信公众号

■本版责任编辑 赵 利 何玲玲
电子邮箱：jfjbzhaoli@sina.com

近日，圆满完成“和谐使命—
2018”任务的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医
院船顺利抵达舟山某军港。入列 10
年来，“和平方舟”先后 7次走出国
门，执行“和谐使命”系列任务，在到
访国先后为20余万人次进行人道主
义医疗服务，向世界打开了一扇了解
中国的窗口，被誉为新时代中国的闪
亮名片。

前不久的 2018年 12月 26日，我
们还迎来了中国海军护航10周年纪
念日。10年来，中国海军为人民军队
赢得声誉。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高
扬着五星红旗的中国海军护航编队有
着“态度负责”“素质过硬”的好口碑，
是“最值得信赖的一支和平力量”。

在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大会
上，习主席深刻指出，人民军队“成为
保卫人民幸福生活、保卫祖国和世界
和平牢不可破的强大力量”“为维护
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
界和平稳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提供坚强后盾”。

军队不生产谷物，但生产安全。中
国军队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
量，不仅维护自身安全，还大力倡导共
同安全；不仅忠实保卫我国安全和人民
和平生活，还积极履行国际责任和义
务，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安全产品。

由此回望，改革开放之初乃至之
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国际舞台上，
鲜有中国军人的身影。不要说中国
军队走出去为世界提供公共安全产
品，就连中国海外公民遇到危险、海
外利益受到威胁，我们的保卫措施都
很有限，甚至寄希望他国施以援手。

历史证明，履行国际责任，彰显
大国担当，不是靠说的，而是靠实力、
靠行动。经过40年改革发展尤其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改革强军，人民军
队的腰杆硬了、底气足了、实力强了，
有信心也有能力履行同我国国际地
位相称的责任和义务。

纵观全球，更多公共安全产品来
自“中国军队制造”。在联合国安理
会常任理事国中，中国是派出维和人
员最多的国家，且常年保持8000人的
维和待命部队。29年来，中国军队累
计派出维和军事人员 3.7万余人次，
共有13名中国军人牺牲在维和一线，
为世界和平献出了生命。

2014年，西非爆发大规模埃博拉
疫情后，中国军队又一次“逆向”而行，
先后派出560余名官兵组成6支医疗
队奔赴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援助抗
击埃博拉疫情。非洲人民在歌中赞
叹，“别人因埃博拉走了，中国因埃博

拉来了”。中国军队的作为，展示了
“暖实力”，为全世界树立了好榜样。

奋进新时代，联合反恐、联合救
援、抢险救灾、网络安全、海外撤侨、
中外联演联训、国际军事比赛、防务
安全合作、军事装备技术合作……中
国军队在世界和平舞台上的身影愈
发活跃，影响力日益彰显。

人类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让世
界变得和平安宁，让生活变得幸福美
满，是世界的共同愿望，也是中国军
队的重要担当。我们坚信，随着中国
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随着中国
军队实力的不断增强，一定能为世界
提供更多公共安全产品，让越来越多
的人感受到我军是“最值得信赖的一
支和平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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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乔振友、杨银满报
道：三九严寒，“冰城”哈尔滨滴水成冰，
黑龙江省哈尔滨警备区冬季训练现场
却热火朝天。记者跟随采访发现，这次
冬训，他们挑战的不只是“寒将军”，还
重点围绕国防动员系统未来可能面对
的使命课题进行联战联训，在实兵演练
中锤炼民兵队伍遂行任务能力。

警备区司令员于兴邦告诉记者，往
年冬季训练，主要练严寒条件下走、打、
吃、住、藏能力，虽然声势很大，但与职
能任务联系不紧，与实战实训、联战联
训要求有差距。今年，他们在拟制冬训
方案时，除安排野外生存、战场自救互
救、隐蔽伪装等基础训练课目外，还着
眼未来战争可能担负的任务，安排了核
生化防护、部队过境支援保障、兵员物
资动员等国防动员课目。

“?部执行任务在我辖区过境，需
要补充油料20吨。”道里区人武部接到
为过境部队补充油料的通知后，迅速在
过境部队将要经过的高速公路附近加
油站设置油料补给保障点。记者在现
场看到，当过境部队车辆开到加油位
时，民兵们熟练地打开加油阀，依次为
加油车辆补充油料。“这次演练与实战
贴得很紧，不仅强化了官兵实战意识，
而且检验了民兵支援保障能力。”道里

区人武部长蒋景会说。
“一辆运输车出现故障，请求支

援！”车队刚开出加油站不久，就有一辆
车抛锚。“修理组跟我来!”民兵抢修分
队队长万明旭一声令下，带领民兵抢修
队员迅速赶到现场。经检查，发动机皮
带断裂，须马上更换。修理组立即从维
修车上找到相应型号的配件，仅用9分
钟就抢修完毕。道外区人武部政委李
新宇告诉记者，他们依托全区多个大型
车辆维修站建立了民兵抢修保障分队，
所编民兵个个技术过硬、召之即来。

随着演练的展开，情况一个接一
个出现，民兵队伍一支接一支经受检
验。一名民兵说：“往年冬训我们就是
跟着走，今年每个人都有了具体任务，
知道了将来有战事自己应该干啥，太
有意义了。”

据了解，警备区还将在这次演练结
束后，再次召开议训会，对演练暴露出
的问题进行逐一剖析，切实做到训一次
有一次收获，练一次有一次提高。

冬训，挑战的不只是“寒将军”
黑龙江省哈尔滨警备区围绕使命课题进行联战联训

“企业武装工作不是可有可无、难有
作为，而是责任重大、大有可为！”初见于
峰，1.8米大个,浓眉方脸，声如洪钟,走路
带风。一身西装，遮不住军人特有的阳
刚；接受采访说的第一句话，更现军人的
雷厉风行。

集 团 领 导 ：“ 企 业 跨 入
500强，武装工作功不可没。”

“一二三四！”走进兖矿集团武装部，
响亮的口号、大幅的标语，还有一列列迎
风挺立的迷彩身影，让人仿佛置身军营，
其实这是集团员工在进行军训。

全员军训和准军事化管理，是于峰
的主要工作之一，目的是鼓舞斗志、凝聚
力量，加强纪律性、增强竞争力。翻阅武
装工作日记，几年来，集团所属 30余个
单位全部实施准军事化管理，组织准军
事化思想教育190次；军训员工10万人，
上到集团老总，下到普通员工，一人不
落；企业安全管理水平屡上台阶，生产效
益连年翻番，2018年成功跨入世界 500
强行列。

集团矿井设立民兵安全哨制度，充
分发挥民兵安全哨兵督查作用，做好安
全生产工作。几年来，民兵哨制止“三

违”数千人次，发现并处理安全隐患万余
起，涌现出山东省十大杰出职工、山东省
首席技师王维福等为代表的一批先进民
兵安全哨兵。

兖矿集团党委书记李希勇说得干脆：
“企业跨入500强，武装工作功不可没。”

作为赢得地位。前不久，兖矿集团
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党管武装工作的
决定》，推出“六个纳入”制度，即：把武装
工作纳入党委领导，列入工作计划和部
门岗位责任制；把民兵政治教育纳入企
业政治教育规划、统一实施；把民兵军事
训练纳入生产管理计划、统一安排落实；
把民兵干部调配纳入企业干部管理计
划、统一培养；把民兵经费纳入企业财务
管理计划、专项开支；把民兵创先活动纳
入企业劳动竞赛计划、统一评奖。

此外，集团还腾出 600平方米楼房
作为武装部办公场所，并为民兵应急连
配套战备器材，配备民兵指挥车、对讲机
等，规范了民兵基层建设设施。

人武部领导：“兖矿民兵
是一支敢打必胜的铁军。”

2018年 8月 9日深夜，于峰接到上
级军事机关电话：“白马河太平段发生决

口，请你部立即组织民兵赶赴事发现场
抗洪抢险，封堵决口!”

险情就是命令。于峰带领民兵急援
现场。他冲在最前面打桩护堤，与大家
一起把铁丝笼抛进决口，汹涌的洪水渐
渐失去淫威……现场指挥演练的邹城市
人武部部长吕成刚竖起大拇指：“兖矿民
兵是一支敢打必胜的铁军。”

打铁还须自身硬，百炼才能成好
钢。“民兵也是兵，不能因为企业经济发
展而忽视民兵军事训练。”军人出身的于
峰深谙军事训练的重要，在训练中更是
敢打敢拼，冲锋在前。

——2005年6月，作为预任副教导员
的于峰接到参训命令。那时，妻子即将分
娩，他毅然带领21名预任官兵参训。参
训结束回家，儿子已经两个月大。

——2006年 3月，某预备役炮兵师
组织快速集结演练，于峰带领兖矿预备
役人员第一个到达指定地域。同年 10
月，原济南军区组织预备役军官参谋业务
考核，于峰总分第1名，受到通令嘉奖。

——2007年至 2018年，兖矿民兵 4
次参加高炮实弹战术演习，成绩均名列
前茅，被省军区表彰为“实弹战术演习优
胜单位”。

为强化民兵队伍素质，于峰提出“岗
位练兵、服务矿井”的口号，依据《民兵军
事训练大纲》，制订兖矿民兵军事训练计
划，组织民兵进行战术训练、军事比武、
应急拉动演练等，并将训练情况纳入矿

“六好”区队绩效考核，与创先争优、工资
奖金分配挂钩，激发了民兵的参训热
情。近年来，兖矿民兵参训率达 98％，
合格率达 96％，146名民兵在比武活动
中获奖，190名民兵受到表彰。

军人军属：“于部长是我
们的暖心人。”

“李继光是功臣，是我们学习的榜

样。”这是于峰对矿区广大退役军人常说
的一句话。

李 继 光 ，立 过 一 等 战 功 ，退 伍 后
到兖矿集团工作，因家庭生活困难，
多次提出不合规要求，让各级领导十
分“挠头”。于峰却主动把他调到自
己分管的集团消防支队，不仅晓之以
理、动之以情，还帮助他解决了实际
困难。李继光十分感动，就像变了一
个人：每天第一个到队里打扫卫生；
每年新兵入伍欢送会，都为新兵们做
报告、讲参战杀敌故事，激励矿区子
弟从军报国。

对 待 军 烈 属 ，于 峰 总 是 充 满 深
情。前两年，由于矿井深化改革和经济
发展需要，50余户军烈属住房受到影
响，于峰为他们调整住房，改善居住条
件；王振平、台松义等军烈属生活困
难，于峰自掏腰包资助多年。他说：

“拥军就是爱国，强军就是强企。拥军
爱国，怎么做都不为过。”为更好地服
务军人军属，集团修订完善了《拥军优
属工作条例》，成立了由 100余名矿工
子弟参加的“红马甲”拥军志愿者服务
队……军属们感激地说：“于部长是我
们的暖心人。”

为驻军办实事、解难题，于峰同样不
含糊。2008年夏天，原济南军区某试验
基地因变压器启动开关损坏致函集团武
装部求援，于峰向集团领导汇报后，及时
将储备启动开关送达部队。2009年，邹
城市人武部办公楼、综合保障楼及车炮
库动工兴建，由于资金短缺工程停滞，征
得集团党委同意，于峰把30余万元资金
及钢材、水泥亲自送到人武部建设工地，
解了燃眉之急。

“近年来，我们先后荣获国家和省
级文明单位，事实证明，于峰同志担任
武装部长一职，尽职称职。”集团党委副
书记岳宝德的话代表了集团全体员工
的心声。

一位企业武装部长的作为有多大
■潘玉锋 孙航宇 本报特约通讯员 李庆锋

于峰，山东兖矿集团武装部部
长，预备役中校，曾有 4年军旅生
涯，退役后在兖矿集团从事武装工
作20年，集团武装部先后多次被省
委、省政府、省军区表彰为“民兵基
层建设先进单位”“先进基层武装
部”“军事训练先进单位”；个人先后
荣获“山东省民兵工作先进个人”

“优秀专武干部”“优秀预备役军
官”，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2次。

国防时评国防时评

三九时节，连日的雨雪冰冻，让赣西
大地寒气袭人。然而，江西省武功山下
的芦溪县麻田镇二等功臣彭智家中，却
是暖意融融。

1月 21日上午，芦溪县人武部政委
杨西河和官兵一起，带着功臣之家荣誉
牌、精忠报国纪念牌、二等功喜报匾牌，
敲锣打鼓来到彭智家。

“杨政委，您又来啦！”
“去年我说过，你儿子今年要是再立

功，我还会来送喜报，这是咱俩的约定。”
与彭智父亲彭清初说话间，大家已

走进家中。目睹正堂右侧墙壁上挂的功
臣之家荣誉牌，笔者不禁想起去年到他
家送喜报的一幕。

同一个地方，同一户人家，同一名功
臣。去年这个时节，杨西河和官兵拉着
横幅，带着专门制作的荣誉牌和精心装
裱的喜报匾牌，来到彭智家送喜报。这
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光荣之家：彭智的父
亲彭清初是一名老兵，他 1978年参军，
在部队军事大比武中两次荣立三等功，
从部队退伍后带领乡亲脱贫致富，是群
众公认的优秀共产党员。

走进彭清初家，正堂左侧贴的两张
底色泛黄的三等功喜报分外醒目。彭清
初告诉笔者，这是自己的三等功喜报，40
年来，他搬家3次，喜报一直贴在墙上。

谈起儿子彭智，彭清初十分自豪。
他说，儿子当兵时，我们父子俩就有约
定：在部队一定要好好干，多立功、立大

功！这不，三等功已经立了3个了，我还
要鼓励他争取立个二等功。说话间，彭
清初拨通了儿子的电话：“小智，人武部
领导来咱家送立功喜报了，老爸很自
豪！明年争取立个二等功……”待彭清
初和儿子的通话挂断，杨西河拉着他的
手说：“你儿子明年若再立功，我还会来
送喜报！”

收获和荣誉属于敢于攀登的人。彭
智不负父亲厚望，真的立了个二等功。

恰巧的是，今年送喜报，彭智由于部
队撤并，刚刚退伍回到家。戴着大红花、
捧着荣誉牌、披着红绶带……相机快门
定格了光荣之家的荣光瞬间。

“没想到人武部领导亲自上门送喜
报，没想到专门为我订制功臣之家光荣
牌，没想到送喜报搞得这么隆重……”看
到送喜报“队伍”的到来，彭智一连说了
好几个没想到。笔者在与彭智交流中了
解到，他 2009年入伍后，在武警云南某
部服役，第三年入党，第四年当班长，在
重大行动中多次圆满完成任务。算上这
个二等功，他个人已是第四次立功，所带
班有 7名战士荣立二等功，10多名战士
荣立三等功。

一人立功，全家光荣。一会儿的工
夫，彭家小院已经围满了看热闹的群众，
大家热烈地议论着。“乖乖，小智又立功

啦！真厉害呀！还是二等功嘿！”“你没
看人家大门上镶的牌子，是‘光荣之
家’！”“啧啧，就是考上清华北大，也没这
么大的排场啊!”

“一张喜报，折射的是辛勤付出与使
命担当，承载的是军人视之高于生命的
荣誉。”走出功臣之家，笔者深有感触：
彭智之所以多次立功受奖，是他对荣誉
的珍视，对父亲嘱托的坚守。军人的荣
誉只有接续传承，被全社会认可尊重，才
能彰显其价值意义。

上图：杨西河（左三）政委和彭智（左
二）全家合影。 潘玉英摄

当兵9年，3次荣立三等功，这次又荣立二等功。笔者跟随送喜报队伍走进功臣彭智的家——

彭 智 ：接 过 父 亲 的 钢 枪
■李志钢 本报特约通讯员 潘玉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