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辈子最大的幸福，就是自己所做
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程开甲

他，是科学巨星，是共和国功臣，
是改革先锋，是感动中国人物，也是
一辈子以“勤奋劳作、踏实做事、诚实
为人”为座右铭的模范。他，就是中
国核武器事业的开拓者和中国特色
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的创建者之一
程开甲院士。

“一辈子跟着党，党叫干啥就干
啥。”这是程开甲在入党申请书上写
下的誓言。63年前，一则新闻在南京
大学校园不胫而走：从英国留学回来
的物理系教授程开甲入党了！

一句誓言，一生承诺。
“从入党的那一天起，他真的做

到了把一切交给党，党叫干啥就干
啥。”这是原南京大学物理系党总支
书记王承志对程开甲的评价。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优先发展
重工业。南京大学决定筹建专门教
研室开展金属物理研究，任务交给
程开甲。他二话没说，将研究方向
从理论物理转到理论与应用的结合
上，在国内率先开展热力学内耗理
论的研究，牵头创建南京大学金属
物理教研室。

1958年，国家大力发展原子能。
南京大学决定成立核物理教研组，任
务落到程开甲身上。他很快从金属
物理教研室抽身，又去拓荒核物理研
究领域，创建南京大学核物理专业。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刚刚起步研
制的1960年，钱三强点将把程开甲调
入北京。程开甲一句不问，第二天，
收拾好行李就出发了。从此，他隐姓
埋名，在学术界销声匿迹，加入国家
核武器研制队伍中。

两年之后，二机部为加快原子弹
攻关步伐，决定另组队伍，提前进行
核试验准备工作。程开甲又一次奉
命转换战场。他44岁时穿上军装，转
入全新的核试验技术领域。

程开甲常说：“回国后，我一次又
一次地改变工作，都是从零开始创
业，但我一直很愉快，因为这是祖国
的需要。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就是
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地联
系在一起。”

1964年的一天，程开甲接到通
知，周恩来总理要向专家询问几个问
题，请他做好准备。第二天清晨，在
国防科委胡若嘏的陪同下，王淦昌、
程开甲等几名专家应约来到中南海
周总理的住所。

这次“请教”，时间一个小时。关
于试验方面，周总理问了程开甲爆炸
后有关飞机的安全、放射性烟云径
迹、地面沉降测量、高空风走向等技
术问题。周总理对这次核试验高度
关注，作了一系列指示，特别是“安全
问题，程开甲负责”的指示，一辈子牢

记在程开甲的脑海中。
程开甲一生主持过 30多次核试

验，每次他都把落实周总理的指示作
为自己的使命责任。安全论证，亲自
把关；安全技术，亲自攻关；安全检
查，亲自到位，绝不放过任何一点安
全隐患。在他的严格把关下，20多年
中，中国核试验没有发生过任何安全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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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吕博、特约记者屈雷宇
报道：连日来，吉林省多地普降大到暴
雨，省应急管理厅与省军区战备建设
局组织重要地域（地点）联合踏察。同
时就防汛救灾预案进行多次推演，确
保遇有突发情况军地能同步响应，同
步行动。

军地形成合力，源于7月4日，省应
急管理厅与省军区战备建设局联合制
定下发的《吉林省军地抢险救灾协调联
动机制（试行）》（以下简称《机制》）。这
份文件对建立常态业务协调、灾情信息
通报和联合踏察、兵力需求提报、应急
资源协同保障 4个机制进行明确，为国
防动员体系与应急管理体系的有效衔
接提供了制度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
发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蓬
勃发展，民兵发展迎来由“实起来”向

“强起来”转型升级的重要机遇，遂行抢

险救灾任务更趋向专业化、精确化。另
一方面，2018年 4月国家应急管理部正
式挂牌后，各省（市、区）应急管理部门
加紧建设指挥中心，确保在灾害事故发
生时，能更加高效地把各种应急力量和
资源投放到应急管理工作之中。

军地在应急救援方面的改革越深
入，越感觉需建立联合协作机制。2月
15日，吉林省应急管理厅明确职能不
久，副厅长孙廷东、应急指挥中心总工
程师李忠财来到省军区。

“目前处置突发事件涉及水利、气
象、地震等多个单位，救援易出现‘政出
多门’等矛盾。”孙廷东说，“咱们两家单
位建立联动机制，可以节约行政资源、
有效提升政府危机管理能力，实现应急
指挥运转高效。”

“灾害初期现场容易乱，是历次抢
险救灾的共性问题。军地建立联合应
急机制，既能充分动员各方力量抢险救

灾，又能避免盲目用兵。”曾多次指挥抢
险行动的吉林省军区司令员刘维也赞
同。

当天，军地双方就指挥通联、应急
处置流程等事项进行对接。随后 3个
月，他们连续召开4次会议，通过需求对
接、调研走访、联合推演等形式，形成建
立联合协同机制的初步方案。

作为省军区与应急管理厅的联络
人，参谋王宇宁最先感受到军地联合
应急机制带来的可喜变化。6月 17日，
该省珲春市发生 1.3级地震。震后仅
10分钟，王宇宁就收到地震部门发来
的详细信息。

王宇宁说，过去突发事件信息报送
需层层审批，有时候网上信息出来了，
军地信息还未互通。如今，省军区联合
作战指挥中心与省应急管理厅应急指
挥中心建立协同对接渠道，打造信息传
递共享24小时运转平台，灾情信息可第
一时间获取。

“这个水情易信通软件是前不久应
急管理厅安装的，可实时查看最新的卫
星云图、雷达拼图和台风气象等信息。”
王宇宁向记者展示手机里的软件。

除信息互通外，《机制》也促使军地

应急力量联用成为现实。
《机制》明确规定：“省应急管理

厅、省军区战备建设局牵头，定期组织
军地救援力量编组合训，每年至少组
织 1次有针对性的军地联演。”不仅如
此，“民兵遂行抢险救灾任务所需装备
器材，纳入地方应急物资储备计划”也
被写入《机制》。

“一度，民兵的应急装备不适应救
援需求，经常是肩扛一把铁锹上堤抗
洪、手拿一个拖把上山灭火，后来虽配
备了无人机、冲锋舟、风力灭火机等装
备器材，但在一些特殊险情和重大灾情
面前，专业装备器材仍显短缺，影响了
救援效果。”刘维说，“这28个字，标志着
军地联储、联供、互修的保障体系迈出
关键一步，将逐步破解民兵救援装备跟
不上需求的问题。”

在省应急管理厅看来，力量联合
管理使用是共赢之举。李忠财告诉记
者：“地方有抢险救灾的专家团队，但
应急救援力量不足。民兵应急队伍组
织严密、反应迅速，但在专业技能上有
短板，两支力量的联合既满足了复杂
救援的需求，也使救援能力和效率明
显提升。”

民兵救灾装备纳入地方应急物资储备计划
吉林省军地建立联合应急机制提升抢险救灾效率

上课外辅导班、蜗居在家避暑、探
亲访友，或许是青少年暑期常有的选
择，但近几年，广大青少年及家长们又
多了一个选择——红色旅游。

据媒体报道，随着暑期临近，全国
各地红色旅游迅速升温，青少年群体
已经成为红色旅游的新生力量。八一
起义纪念馆、嘉兴南湖、井冈山景区，
西柏坡红色旅游区，延安革命纪念馆
等景点热度高，其中侵华日军南京大

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每日入馆青少年
占当天游客总数一半以上。

“少年强则国强”，体魄强壮与精
神强健相统一是“少年强”的重要标
志。这几年，中小学校普遍开设了国
防教育课，在强健青少年精神上，取得
了一定的教育效果。但国防教育是一
堂“大课”，不应局限于三尺讲台，应该
开放多元、丰富多彩。暑期，正是加强
青少年国防教育的黄金时间。

但是暑期，青少年分散，如何抓国
防教育？氛围的营造对个人的选择具
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搞好暑期国防教
育，关键是要在全社会营造浓厚的氛
围，让青少年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参与、

时时参与。
新时代的青少年个性较强，厌烦

教条刻板式的说教，喜欢展示自我、
体验式的活动。针对他们的身心特
点，各级国防教育部门可与相关部门
协调，联合组织举办一些既能娱乐放
松心身，又能增强国防意识；既能增
长知识，又能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既
能锤炼国防技能素养，又能弘扬爱军
尚武精神；既能增长见识，又能点燃
青少年家国情怀的活动。比如，军
事夏令营、亲子红色旅游、对抗性军
事游戏等等。即使在农村，也可组
织红色电影下乡活动，或者协调相
关部门和地方电视台多播放些红色

电影等。
各地可以免费开放军事博物馆、

国防教育基地等，让青少年亲身体验
坦克、战斗机模拟驾驶，在潜移默化
中增强国防意识。当然，针对青少年
的阅读习惯和获取信息的渠道，在组
织线下活动的同时，还要搞好线上宣
传，为线下国防教育造势，不断浓厚
氛围。

国防教育是青少年天天向上必
不可少的一种“助力剂”。相信一个
从小就拥有了家国情怀和国家民族
大爱，懂得坚强、勇敢、团结、自律的
少年，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让家人和
祖国感到自豪。

让暑期国防教育燃起来
■石纯民

国防时评国防时评

上图：近日，湖南省岳阳军分区
组织市机关第三幼儿园学生参观国
防教育展厅。 吴 维摄

右图：7月15日，新疆军区某防
空旅邀请驻地幼儿园孩子体验官兵
驻训生活。 宋石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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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雷胜阳、林海川报道：“感
谢人武部和爱心企业对我们的帮扶，今
年我还要再送儿子报名参军。”八一前
夕，广东省汕尾市陆河县现役军人叶海
办的母亲向前来回访的人武部干部表
达感谢。

去年以来，该县人武部积极协调爱
心企业，成立特困义务兵家庭帮扶爱心
基金，为现役官兵解除后顾之忧。据了
解，凡符合条件的该县义务兵特困家庭
每月可获得 1000多元的扶助金。2018
年，全县有 10余个困难家庭得到此项
爱心基金帮扶。

既要用好帮扶资金，又要做好产业
帮扶。目前，“就业帮扶+困难军属家
庭”“产业帮扶+困难军属家庭”等系列
爱心活动在该县如火如荼展开。10余
名军属在县人武部和爱心企业帮扶下，
发展种果、种花、养蜂等产业，收入稳步
提高。下一步，县人武部还将与地方相

关部门精准对接，联合探索“知识帮扶”
“技术帮扶”等新模式。

拥军优属工作的推进，极大激发了
广大官兵建功军营的动力，也激励全县
优秀适龄青年踊跃应征。在浙江某部
服役的义务兵陈成强得知家里每月都
能领到扶助金，镇上还帮忙修整和粉刷
家里的毛坯房，表示一定不辜负家乡人
民的帮助，在部队干出成绩来。军属叶
俊彪在小儿子入伍后突发重病，妻子因
残丧失劳动能力，在爱心基金的帮扶下
生活逐步好转，他一直叮嘱小儿子安心
在部队服役，并鼓励今年大学毕业的大
儿子报名参军。

截至目前，该县适龄青年报名应征
人数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5%。

广东省陆河县人武部扎实做好拥军优属工作

精准帮扶贫困军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