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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巍在朝鲜战场上采访写作的报告
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1951年 4月 11
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毛主席旋即
批示“印发全军”。自此，中国人民志愿
军便有了一个形象而亲切的称呼：最可
爱的人。

斗转星移，时光荏苒。中国人民志
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距今已 70周
年。再聆听，一声“最可爱的人”，仍是那
样的亲切；再回首，那些“最可爱的人”，
仍被无数人牵挂。

9月 27日，第七批在韩中国人民志
愿军烈士遗骸由中国空军专机护送回
国。自 2014年至今，我国已从韩国“接
回”716名志愿军烈士。在这些“最可爱
的人”回国后，国家以及一些烈士籍贯所
在地政府、相关部队都组织了隆重的迎
接仪式。10月 5日，陆军第 78集团军某
合成旅合成3营支援保障连就举行了一
场特殊的“老兵入列仪式”。这名老兵就
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林水实。

林水实，福建省漳浦县沙西镇（今古
雷港区）涂楼村人，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被
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73师218团2营
6连，在江原道铁原郡作战中牺牲，年仅
25岁。经反复确认，林水实生前所在作
战连队正是3营支援保障连前身。

“老班长，我们接你回家！”入列仪式
上，支援保障连官兵整齐列队，庄严敬
礼，以军人最崇高的礼仪欢迎“老班长”
归队。对“最可爱的人”的牵挂、尊崇，在
这一刻体现得淋漓尽致。

其实，社会各界从未忘记这些为祖国
和人民做出牺牲奉献的先烈们，清明祭扫、
事迹宣传、关照子女以及寻找亲人……人
们总是以不同的形式表达着对“最可爱的

人”的景仰和崇拜。多年来，第78集团军
某合成旅以及驻地政府、军事机关所做的
很多工作就能证明这一点。

为让“最可爱的人”早日归队，他们
进行了几十年不断线的寻找。3营支援
保障连有一个任务在历任主官中接续，
那就是寻找连队当年赴朝作战牺牲的革
命先烈们。不少主官多次利用休假时
机，根据掌握的残缺线索多处寻找资料
和核对烈士身份。

为给“最可爱的人”寻找亲人，他们
做了100万人的筛查比对。黑龙江省齐
齐哈尔籍志愿军烈士有近千名，可有一
些烈士，没人知道他们家在哪里，亲人
是谁……2018年，齐齐哈尔军分区联合
退役军人事务局、公安局和当地媒体，
启动“为烈士寻亲，让英灵安息”活动，
并通过公安户政信息系统，将与烈士姓
氏相同的100万人进行统计造册和筛查
比对。

为把“最可爱的人”刻进记忆，他们开
展大量国防教育活动。至今，人们还会记
得这样一个镜头：一名民警，伸着脖子、踮
着脚尖，背着一名留着白胡须、头戴草帽
的老兵在天安门广场看升旗。这就是
2018年7月12日齐齐哈尔市公安局的民
警谢辉和84岁的抗美援朝老兵王福岐在
天安门广场的“最美合影”（右上图）。崇
尚英雄的举动背后是大量的潜移默化
教育。近年来，齐齐哈尔市建设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25个，县（市）区国防教育一
条街 8处，中心城区设立永久性标牌 34
处，把“最可爱的人”的形象烙在了大众
心中。

部队的同志为什么这样坚持？谢辉
背着“最可爱的人”的动力从何而来？地

方政府和军事机关为什么会下大力气宣
扬烈士事迹？《谁是最可爱的人》这样写
道：“他们是历史上、世界上第一流的战
士，第一流的人！他们是世界上一切善良
爱好和平人民的优秀之花！是我们值得
骄傲的祖国之花！”这不就是答案？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
才能英雄辈出。抗美援朝中，中国人民
志愿军用鲜血和胜利为人民子弟兵赢得
了“最可爱的人”的称呼。之后的峥嵘岁
月中，解放军官兵继承先烈遗志、弘扬伟
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前仆后继，赴汤蹈
火，忠实履行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
利益的神圣使命，进行了一场又一场艰
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辉
煌胜利，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先进人
物和战斗英雄，有力地担起了人民群众
给予的光荣称呼——“最可爱的人”。

进入新时代，在科技创新前沿、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抗洪抢险战斗一
线，人们愈发看到“最可爱的人”的不变
情怀和无畏担当，并逐步接受和认可了
更多群体被称为“最可爱的人”。习主席

在2019年新年贺词中，特别提到一些为
国为民捐躯的英雄，高度称赞他们是

“新时代最可爱的人”；2020年 3月 10
日，习主席专门赴湖北武汉市考察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热情赞扬一线军队
和地方医务工作者是“新时代最可爱的
人”。新时代最可爱的人之所以最可
爱，是因为他们同样有着高尚和纯洁的
品质、坚韧和刚强的意志、淳朴和谦逊
的气质，以及美丽和宽广的胸怀。

“今天，中国正发生日新月异的变
化，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实现我
们的目标，需要英雄，需要英雄精神。”70
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
过鸭绿江；70年后，中国人民正在向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发起冲刺。沐浴在幸福阳
光下的中华儿女不会忘了松骨峰战斗、
长津湖战役，也不会忘了那些血洒沙场
的革命烈士，更不会忘了争当英雄传人，
创造无愧于时代的辉煌成就。

祖 国 山 河 多 壮 美 ，唯 有 英 雄 最
可爱。

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人民子弟兵赢得“最可爱的人”的光荣称呼，激励一
代又一代官兵传承前辈荣光，争当英雄传人—

唯有英雄最可爱
■林 野 姚元峰

“十三五”时期，我国以前所未有
的力度和规模推进脱贫攻坚，创造了
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截至今年5月底，解放军和武警
部队定点帮扶的4100个贫困村已全
部脱贫。风展红旗如画，广袤的脱贫
攻坚战场上，人民子弟兵用实际行动
谱写了爱民为民之歌。

仲秋时节，革命圣地井冈山，漫
山红遍，层林尽染。5年来，在一茬
茬扶贫官兵的努力下，这片红色沃土
不只拥有“自然美”，更靠实干孕育出
了“富裕美”。茶叶、毛竹及各类果业
种植加工基地随处可见；茅草屋、土
坯房成为历史，军地合力推进的“安
居工程”，让大山深处立起座座小楼；

“红色讲习所”“乡村大讲堂”，搭起了
座座“连心桥”。

回想当年，井冈山、沂蒙山、延安等
老区群众，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巨大
牺牲和贡献。然而，受自然条件和地理
环境等因素限制，在过去很长一段时
期，很多老区处在深度贫困当中。

2016年2月，习主席在井冈山看
望慰问广大干部群众时说：“在扶贫的
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
个贫困群众。”全军官兵牢记统帅嘱
托，倾心助力老区人民打赢脱贫攻坚
战。中部战区帮扶河北省阜平县史家
寨村发展菌菇种植项目；海军机关帮
助河北省易县大兰村发展规模化养
鸡、大棚蔬菜种植等产业；第72集团
军某旅帮助安徽省金寨县包畈村注册

“包畈村老山茶”品牌；井冈山市人武
部与上海市长宁区、江苏省海门市等9
个市（区）人武部携手，调动优势资源
对口援建井冈山9个乡镇。

群众富不富，关键看支部。参与
脱贫攻坚的部队发挥党建工作优势，
帮扶贫困村党组织“强筋壮骨”。西
藏军区部队驻村工作队与村党支部
结成共建对子，实现“一帮一、一对
红”；贵州省安顺市推荐738名优秀退
役军人进入村“两委”，成为脱贫攻坚
中坚力量；武警四川总队组织贫困村
党员干部和入党积极分子到凉山彝
族自治州彝海结盟地、阿坝藏族羌族
自治州长征干部学院学习红色革命
历史，激发干事创业动力。

人民子弟兵从来不惧艰难困苦、
山高路远。在脱贫攻坚中，他们同样
善打持久战、敢啃硬骨头。为解决贫
困群众看病难题，2016年至今，联勤
保障部队组织所属医院对口帮扶 61
所贫困县医院，累计派出医疗队蹲点
帮扶395批、2060人次，受援医院“造
血”能力不断增强；青海省军区开展
助学兴教扶贫专项工程，资助贫困学
生、援建红军小学和八一爱民学校；
内蒙古杭锦旗人武部在有“死亡之
海”之称的库布其沙漠，连续植树造
林25年，大力发展林下经济，让瀚海

披绿，黄沙生金。
“红色最红，绿色最绿，脱贫最

好。”如今，这是井冈山常见的标语。
随着红色旅游蓬勃发展，生态产业、
文创产业、民宿餐饮产业渐成规模，
井冈山走上三产融合的乡村振兴之
路。5年来，军队帮扶地区群众陆续
摆脱贫困，踏上致富奔小康的新程。
2019年 5月 7日，陕西省延安市延
川、宜川两县退出贫困县序列，革命
圣地延安市的贫困县全部摘帽；2020
年 3月 3日，深度贫困县正安县脱贫
出列，标志着红色圣地遵义市的贫困
县整体脱贫……

当下，全国上下正全力以赴，确
保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正像很多群众
所说，扶贫官兵就像当年的“红军先
锋队”。这支先锋队正和人民群众一
起努力，向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奋力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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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朱付文、记者贾玉省报道：
“经过近一个多月的调试，远程监护系统
已运行稳定。”10月10日，山东省军区蓬
莱离职干部休养所医护人员，在“云健
康”远程监护系统中心对全所老干部身
体健康状况进行集体分析。该所以某智
慧养老平台为基础，运用云计算、云储
存、云服务、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技术
手段，建设成全天候、预警快、定位准、监

测全的“云健康”远程监护系统。
该干休所有 93名离休老干部、遗

属，年龄最大的 99岁，最小的 87岁。“由
于这些老人都处在‘两高’期，平时容易
出现意外跌倒、突然发病、迷路走失等
情况。”所政委黄朝介绍，“云健康”远程
监护系统具备在线实时监测功能，与每
个老人佩戴的智能腕表互联，能自动比
对日常数据，遇有异常即刻报警。

前段时间，老干部李蓬财外出晨
练，超出活动范围，工作人员在值班室
听到老人腕表传回的报警后，迅速借
助“云健康”远程监护系统自动定位和
寻回导航功能锁定老人位置，及时接
回老人。李蓬财表示：“信息化服务保
障更精准，让人感到更安全。”

该所门诊部主任徐广琪介绍，该远
程监护系统还能生成符合国家标准的

健康档案，可对血压、血糖、心电、睡眠
等身体健康指标进行日常监测。

遗属葛裕有既往糖尿病史，一日午
夜忽感心慌不适，并出了大量冷汗，血
糖仪自测异常，监护系统触发报警功
能。医护人员依据健康档案，紧急上门
对症治疗，有效避免意外发生。

“服务好老干部关键是要把工作想
在前、干在前。我们可以根据系统收集
的大量数据，对老干部身体状况作出预
判。”所长刘大伟告诉记者，这套系统能
提供丰富的展示方式和分析统计功能，
监测数据以月度专业报告、趋势等级分
析等图表化呈现，一目了然。系统还有
疾病预测诊疗功能。在老干部就医用药
上，医护人员可依据云存储的健康档案，
制订更加科学、精准的治疗方案。

山东省军区蓬莱离职干部休养所提升信息化服务保障水平

““云监护云监护””为老干部健康在线值守为老干部健康在线值守

本报讯 记者苗鹏、通讯员王海明
报道：“接留义村民兵报告，孝义近郊金
龙山局地发生山火，请你部立即派出无
人机侦察分队查明火情、拟定救火预
案。”无人机3人侦察分队受领任务，快
速传输画面、遥测过火面积、标绘救火
路线。近日，在完成为期 12天的封闭
训练后，山西省吕梁市13个县（市、区）
的 25名民兵无人机分队骨干，组织全
员实操考核。

“由于具备小型轻便、高效机动、影像
清晰、智能操控等优势，无人机在应急救
援领域备受青睐。”吕梁军分区司令员周
昌盛告诉记者，“特别是在今年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警戒、山林人员搜寻搜救等任务
中，无人机分队发挥了突出作用，于是我
们组织了这次无人机专业的系统集训。”

今年以来，为提高民兵专业分队专
业技能和备勤能力，吕梁市紧贴辖区可
能担负的应急应战任务，区分市县两级
组织了 2个批次的基干民兵专业分队
集训，对工程抢修、无人机、应急通信等
专业分队进行了系统培训，并进行资格

认证考核。来自全市各个行业系统、企
事业单位和高新开发区的 328名专业
骨干参加培训。

培训期间，《无人驾驶航空器基础
知识合格证》等一批专业资格证书的发
放，让基干民兵专业分队实现了由过去
装备等人，到现在人装相匹配的转变，
有效提升了专业民兵分队对接作战部
队需求、遂行应急应战任务的精准度。

为有效提高轮训落实质量，他们协
调 600余万元改造吕梁市民兵训练基
地，建成通信指挥、人民防空、网络攻防
等专业教室，市县两级依托联合辖区驻
军、行业系统单位和高校，建立训练基
地、教材器材、专业教员、装备设施等训
练资源数据信息库，培养储备 20余个
专业、110余名专业教学骨干，构建起
教学骨干集中调配、训练场地共享使
用、装备器材联合保障机制。

周昌盛表示，引进的无人机和网络
安全等专业培训机构，不仅实现教学力
量资源的统一调配，破解组训难题，还
推动了新质民兵专业分队战斗力提升。

山西省吕梁军分区强化民兵专业分队备勤能力

实装操作成认证考核项

近日，福建省莆田市第三届
“军营开放日”活动在驻莆武警
某部举行，300多名师生走进军
营，参观部队军史馆、武器装备
静态展示、内务示范，“零距离”
感受军营生活和军人风采。图
为官兵向学生展示、讲解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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