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放军报社主办 第4089期
ZHONGGUO GUOFANGBAO

关注国家安全 助推国防建设

2020年2月

25日
星 期 二

庚子年二月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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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纯民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发
生
后
，湖
南
省
中
方
县
人
武
部
第
一
时
间
组
织
动
员
民
兵
打
响
疫
情
防

控
阻
击
战
。
为
切
实
保
障
民
兵
利
益
，县
人
武
部
协
调
保
险
公
司
专
门
为
执
行
防
疫
任
务
的
民

兵
量
身
定
制
意
外
伤
害
保
险
，承
保
在
执
行
疫
情
防
控
时
发
生
意
外
伤
害
医
疗
报
销
及
赔
偿
事

宜
，解
除
战
﹃
疫
﹄
民
兵
后
顾
之
忧
。
图
为
疫
情
防
控
一
线
民
兵
收
到
保
险
公
司
寄
来
的
保
单
通

知
书
。

欧
阳
小
东
摄

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神州江山万
里，什么亘古不老、巍然屹立？

答案，清晰写在共和国 960万平方
公里广袤大地上，深深镌刻在党政军民
勠力同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场上：
中国精神！

中国精神是兴国之魂。习主席深刻
指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
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
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
向前。”

大灾之中，当有大悟。今天在抗击
疫情战斗中，我们应深思：中国精神代表
什么？意味着什么？需要怎样的回答？

中国精神在哪里？
中国精神闪烁在中南海勤政为民

的灯光里。
从疫情暴发以来，中央政治局常委

会多次召开会议，研究部署疫情防控等
工作。习主席亲赴北京疫情防控一线，
号召全国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
争、总体战、阻击战。

中国精神回荡在钟南山院士的铿锵
话语里。

耄耋之年的钟南山院士，在武汉听
到临街居民楼中的民众唱起国歌，声音
哽咽：“劲头上来了，很多东西都能解
决。大家、全国帮忙，武汉是能够过关
的，武汉本来就是一个英雄的城市。”

中国精神烙刻在青春脸庞的印痕里。
空军军医大学医疗队员梅春丽那张

被护目镜、防护服和口罩勒出深深印痕
的照片，连续几天登上微博热搜榜。网
友慨叹：这是最美的脸，脸上的印痕有多

深，爱就有多深！
中国精神聚焦在护目镜下的黑眼

圈里。
央视记者探访武汉汉口医院隔离区

时，无意间将镜头对准了中山大学附属
第三医院护士朱海秀的黑眼圈。记者请
她给家乡父母报个平安，这位“黑眼圈”
女孩儿拒绝说：“我不想哭，我的眼泪在
眼睛里打转，我哭的话护目镜就花了，就
干不了事情……”

中国精神定格在快递小哥疾驰的车
轮里。

除夕夜晚上10点，正在家中吃团圆
饭的武汉快递小哥汪勇，突然在朋友圈
看到金银潭医院一名护士的求助信息：

“因没有公交车和地铁，走回去要花4个
小时。”他瞒着家人接送十几名医护人员
往返金银潭医院。汪勇说：“我送的不是
快递，是救命的人啊！”

中国精神深藏在一笔一画的笔记里。
从除夕夜到正月十八，连续工作 18

天的南京市“85后”辅警袁剑雄倒在抗
疫一线。他生前的工作笔记里，密密麻
麻地记录着上千条人员的排查信息。牺
牲前，他刚递交入党申请书。

中国精神交融在生死离别的嘱托里。
更多恢宏磅礴的中国精神，浓缩在

一个个“不计报酬，无论生死”的红手印
里，延伸在一行行“逆行”的脚步里，体现
在一声声“武汉加油”“中国加油”的口号
标语里，凝结在一笔笔捐款、一车车蔬菜
的大爱义举里，闪耀在每一个人自觉的
奉献与坚守里！

人类文明史上，没有哪个国家像近

代中国一样，在命运经受大挫折、前进遇
到大考验中，持续锻造着属于自己的精
神图景。

中国精神激励国人、感动世界。世
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如是评价此次战

“疫”：中方行动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
所罕见，展现出中国速度、中国规模、中
国效率。这是中国制度的优势，值得其
他国家借鉴。

历史风雨中，时代天地间，我们依靠
这种精神战洪水、斗风雪、防非典、抗地
震、化危机，在大难中生根，在苦难中磨
砺，在艰难中长成，奋进步履愈发坚定，
精神之树日渐繁茂。

这场疫情犹如一面镜子，尽管照出
少数人的丑恶面，但也不妨碍我们拂去
沧桑、闪烁光芒。

也许，你在万巷空寂的街头，见过
“疫”不容辞的他。他冲锋一线的脚步，
像一支行走的笔，把英勇书写在抗疫战
场，将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

也许，你在冷风凄雨、灯光昏暗的
村头，碰到过见“疫”勇为的他。他护佑
平安的身影，映照出人民子弟兵的赤诚
本色。

无论这个“他”是谁，都让你感受温
暖时，也渴望把暖意传递给别人，让你心
灵感动的同时，也收获精神的成长。

也许不需要多么宏大的意旨，多么
高亢的呼唤，多么豪迈的宣示，我们都可
以做一根柴、一束光，聚燃成中国力量的
烈焰；都可以是一块砖、一片瓦，构筑成
中国精神的大厦。

人间正道是沧桑。

19世纪末，孙中山先生仰天长叹：
“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

《国家人文历史》杂志曾刊登过一组
百年来中国人表情的老照片：清末的麻
木，民国的迷茫，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激
情，改革开放时期的兴奋，新时代征程中
脸上自信的表情。

百年面孔变迁的背后，是大国公民
的精气神。

许多戴口罩的“迷彩勇士”，我们看
不清他（她）们的面孔，却能感受到背后
的真情。一双双露在口罩外面的眼睛，
是冬天里的一簇火、一道光，滋润着中
国，温暖着人心。

今年央视元宵晚会上，有18句“疫”
生难忘的话，让无数国人泪目。

“我可以上！但请别告诉我妈妈……”
一位年轻女军人赴一线之前对领导的唯
一请求。

“赵英明，听到没有？平安回来！一
年的家务我全包了……”一位送妻子出
征支援武汉的丈夫令人动容的承诺。

没有治不愈的伤病，没有过不去的
荒凉。德国诗人海涅说：“冬天从这里夺
走的,春天都会交还给你。”

年年三月东风回，万里江山开画
图。当迎春花从料峭春寒中绽放，当你
摘下口罩，仰望满街霓虹，面对人海，是
否会为这段身心涅槃、精神历练而感动？

当勇士和天使们凯旋，我与你紧紧
相拥，问一句：“你好吗？”

我拭泪。你转身，后背洇出一行
字——

“中国脊梁！”

历史风雨中，我们挺起中国脊梁，战洪水、斗风雪、防非典、抗
地震、解危机……在艰难中磨砺成长，走向强大—

沧海横流 砥柱神州
■魏联军

本报讯 杨建荣、记者贺志国报
道：日前，内蒙古军区就做好2020年开
河期黄河防凌工作专门下发通知，要求
沿黄河地域军分区（警备区）防凌固边
与防疫两手兼顾，组织各类防凌行动时
要充分考虑防疫要求，周密做好各项防
护措施，坚决做到新冠肺炎“零感染”。

“我们内蒙古军区平时既要参加边
境执勤封控，又要组织民兵参加黄河防
凌防汛，当前正值防疫关键期，也是黄
河开河凌汛期，我们必须妥善处理好疫
情防控和强边固防、黄河防凌的关系，
坚持‘两手抓’‘两不误’。”内蒙古军区
司令员马庆雷如是说。

疫情发生后，内蒙古军区积极组织
指导各军分区、人武部配合地方政府设
立查验点，核查过往人员和车辆；组织乌
兰牧骑分队创作疫情防控歌曲、快板书
和方言动画情景剧等，宣传疫情防控知
识；协调驻军单位建立情况通报、信息收
集报送、需求对接提报、应急情况处置等
协作机制，构建起一道坚固的防疫屏障。

“今年封河期流量大，水位偏高，冰
层偏薄，封河段落大部分为立封，防凌
形势比较严峻。”内蒙古军区战备建设
局赵旺涛参谋说，“紧前筹划展开黄河
防凌准备工作，对确保春季黄河安全度
过凌汛期至关重要。”

记者看到，沿黄各军分区(警备区)
和人武部正修订完善防凌预案，配套
完善爆破、堵口等方面的器材。达拉
特旗人武部专门组织黄河防凌爆破技
术攻关小组，研究论证技术升级方案，
并采取电话、微信视频会议等方式，向
防凌爆破队员通报黄河凌汛情，要求
队员分小组自行展开无人机操作、观
察器材使用等训练，确保遇有情况能
够有效处置。

针对春节前后边防连队执勤压力
大，内蒙古军区专门指导沿边各军分
区、人武部，积极与驻地边防部队展开
联编联训联防，加强边境地区管理。驻
守西部大漠戈壁的阿拉善军分区 3次
下发通知，要求民兵积极配合边防部队
参与边境管控。“我们阿右旗阿拉腾敖
包镇和塔木素拉格苏木的 20名民兵，
每天两班与边防连队一同联编联勤，”

阿右旗政委李玉松说，“春节以来，他们
先后上报边防信息 13条，劝返临边人
员8人，有效地提高了边情处置的效率
和准确度。”

在东部林海雪原，陈巴尔虎旗人武
部组织民兵骑兵分队与边防连队联合，
组成9个边境巡逻班，顶风冒雪每日巡
逻在长达200余公里的边境线上，确保
边境地区的安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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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湖北荆州军
分区党委闻令而动，听令而行，主动战

“疫”，为人民群众筑起一道疫情防控安
全屏障。

领导干部身先士卒打头阵
岗位就是战位，战“疫”就是战斗。
特殊时期，领导干部既要当排头

兵，更要当主心骨。从军37载，头一回
在深圳家中过春节的军分区政委卢守
雄，得知荆州发生疫情后，中断休假，赶
回单位，投身疫情防控阻击战。军分区
司令员杨永忠在母亲身体不好、岳父罹
患癌症的情况下，将亲情搁置一边，集
中精力一线指挥。

疫情发生不久，由于交通管制和封
闭式管理，荆州城许多社区接到居民求
助电话，反映新鲜蔬菜等生活物资十分
紧缺。军分区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研究
决定，成立军车运输支援队，把军分区
驻村帮扶点——江陵县马家寨乡长江
村村民等自发捐赠的 10万斤新鲜蔬
菜，紧急送往各个社区。

2月10日，荆州区人武部值班室接到
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命令，将荆州职业技术
学院的学生寝室——两栋6层大楼改造
为城区第五个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民
兵突击队队长、区人武部部长张晓宁带领
30名民兵突击队员立即出动。“时间就是
生命，我们早一点完成任务，隔离区早一
点建成使用，疫情传播就少一分可能。”

专武干部指挥战斗双肩挑
专武干部作为基层武装工作的直

接组织者和具体实施者，是国防动员体
系中的骨干力量。战“疫”中，他们既是
一线指挥员，又是一线战斗员，带领所
属民兵奋战在疫情防控最前沿。

左手拿着宣传单、右手拿着测温
仪、腋下夹着一沓口罩，每天行走 3～4
个小时，穿行在街头巷尾，宣传疫情防
控知识，吃饭时间不固定，下班时间不

确定……这就是监利县上车湾镇武装
部部长江琴的抗疫生活写照。她连续
14日奋战在乡镇抗疫第一线，引导群
众自觉遵守疫情防控相关规定。

2月6日，沙市区解放街道集中医学
观察点正式启用，面对这个被感染风险最
大的地方，解放街道办事处武装部副部长
刘登灿主动请缨，开上自己私人的面包
车，连人带车挑起这个医学观察点的后勤
运输保障和发热人员接运工作的重担。
虽然工作任务繁重，感染风险很大，但他
毫无畏惧：“作为一名专武干部，我责无旁
贷，这种时候决不能后退，必须要豁得出
去，才能对得起自己身上的军装。”

民兵冲锋陷阵当主力
民兵来自于群众，服务于群众，是

活跃在荆楚大地的一支重要战“疫”力
量。自疫情暴发以来，荆州军分区已动
用民兵 18000余人次，他们警戒执勤、
卡点封控，宣传疫情防护知识、运输保
障物资，成为群防群联的主力军。

沙市区胜利街道章华台社区民兵
连长陈蒙，原计划和女友在今年春节登
记结婚。疫情暴发后，经与女友商量，他
果断推迟婚期，全身心投入战“疫”。作
为社区工作人员中的唯一男性，陈蒙主
动担起请领、采购、搬运物资等重体力
活，还挨家挨户张贴社区入户告知书，督
促居民居家做好自身防护工作。“疫情当
前，个人的事情都是小事，作为民兵连
长，我更应该冲锋在前。”陈蒙对笔者说。

民兵马先导，父亲牺牲在抗疫一线
后，他强忍悲痛，接过抗疫接力棒，奔赴
抗击疫情最前沿，成为民兵抗疫的一面
旗帜。

湖北潜江，在市人武部号召广大民
兵参加防疫突击队后，不到2小时就有
1800多名基干民兵踊跃报名。杨市办事
处基干民兵黄燕军说：“只有大家好，才
有小家好，作为民兵，我们有义务挺身而
出。”随后，一道道“迷彩绿”防线在潜江
各乡镇铺开，成为防疫战线上一抹亮色。

湖北荆州军分区官兵积极投入抗疫一线

战“疫”勇担当
■张 欣 余林胜

2月 19日，坝上高原的天空一片碧
蓝，暖暖的春风轻轻吹拂着大地。

15：30分，记者来到河北省尚义县
八道沟镇八道沟村，看见村民兵连长郭
万河正开着三轮车拉着音响，在村里巡
回宣传防疫知识。

“郭连长，又开始走街串巷了，多注
意休息啊！”路过村民家门口时，一位村
民亲切地和他打招呼。

“只要大家少聚集不串门，我个人累
点不算事。”郭万河听完挥挥手，用真诚
朴实的语言，提醒群众不出门、不探亲、

不聚会，保护好自己与他人。
今年 50多岁的郭万河，既是村主

任，又是民兵连长，也是一名有着 35年
党龄的退伍老兵，去年9月，他的小儿子
郭峰光荣参军到海军某部，他又成为一
名光荣军属。

“作为一名老兵，疫情当前就要争
着上、抢着上，军人本色不能改。”郭万
河坚定地说。自大年初一起，他带领民
兵一直坚守抗疫一线，摸情况、发资料、
做宣传、守卡点……忙碌的身影穿梭在
村里的各个角落，以实际行动守护着一

方安宁。
“让党员动起来，让群众静下来。”为

抗击疫情，在郭万河的建议下，全村成立
了疫情防控党员突击队，争相参与战

“疫”的 18名党员，分组负责 8个防控责
任区，担负责任区内群众活动轨迹记录、
身体情况报告、疫情检查站执勤、体温检
测、信息登记等工作，筑起一道安全的防
护屏障。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我带头捐
500元支援武汉抗击疫情。”在郭万河的
倡议下，全村党员和群众共筹集善款

20100元，以实际行动诠释“退役不褪
志、退伍不褪色”的军人本色。

在村民足不出户、自我隔离的日子，
郭万河不辞辛劳每天奋战在抗疫一线。
虽然自家距离村委会不到 4里路程，可
自从组织指挥疫情防控工作以来，他几
乎没有回过家，有时工作忙起来，一天只
顾得上吃一顿饭……

“说实话，有时也感觉愧对家人，但
一想，自己是一名党员、退伍军人和军
属，更是全村的主任，就要对全村村民安
危负责，只有努力工作，严防疫情，才能
对得起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啊！”谈起这
些，郭万河的眼睛有些湿润了。

党员动起来了，村民静下来了。郭
万河信心满满地说，“目前全村疫情防控
工作井然有序开展，我们一定能够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

党员动起来 群众静下来
——河北省尚义县八道沟村民兵连长郭万河战“疫”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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