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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本报讯 特约记者蔡瑞金、杨永刚
报道：近日，火箭军首长机关隆重举行
授衔仪式，106 名佩戴崭新一级军士长
军衔的高级士官，把砺剑身姿镌刻在
火箭军荣誉册上。被誉为“导弹兵专
家”的他们，全部来自战备训练、国防
施工、作战保障各领域第一线，担负着
装备操作、维护和基层组训、管理等重
要职责，分布在战斗力生成链条的关
键环节。

百名“导弹兵专家”，他们有的在
“中军帐”内当高参，有的在“地下龙宫”

守国宝，有的“刀尖起舞”排故障，有的
一声“点火”定乾坤，有的仗剑千里驭战
车……作为导弹旅士官长、等级发射架
指挥长和优秀导弹操作号手，他们个个
都是各自领域的“工匠型”士官。

作为士官最高军衔的一级军士长，
他们人人精通本职岗位所有专业，了解
相关要素专业知识，上装能操作，上阵
能指挥，有了故障能排除，发现问题敢
拍板。一次发射前，某导弹旅技术营综
合测试技师陈俊峰听到仪器异响，顶住
质疑提出重测并找到故障点，保障导弹

顺利飞天；某工程部队工程机械技师顾
汉春 30余次参加重大维修保障任务，攻
克数百个装备顽疾，被誉为台车维修
“第一人”；某团特装修理技师张士英加
工制作导弹零部件万余件，合格率达
100%，作为专家组唯一士官成员执行发
射演习任务，多次排除故障、解决疑难
问题。

加钢淬火再回炉，强筋壮骨砺精
兵。近年来，为锻造能战胜战的高素质
士官人才方阵，火箭军研究制订“工匠
型”专业技能士官、专家型专业技术士

官、复合型指挥管理士官“三型”人才培
养工程实施计划，通过选送入学、进厂
培训等方式，实现了高级士官职业技能
质的跃升，人人成为专业化的精武先锋
和本领域的拔尖人才。

从白山黑水到南国密林，从东海之
滨到西北大漠，一支支导弹劲旅挥戈仗
剑，一场场练兵比武如火如荼，一名名
佩戴一级军士长军衔的“导弹兵专家”，
正凭借专业精湛的技能，担任专业组训
教练员，当好关键战位操作手，成为能
打胜仗的刀尖利刃。

火箭军一批“工匠型”士官撑起打仗人才基座

百余训练骨干晋升一级军士长

本报讯 记者赖瑜鸿、通讯员胡振
锋报道：4月 20日下午，军委审计署赴火
箭军某基地经济责任审计组临时党支部
开展党日活动，特别邀请“八一勋章”获
得者、全军优秀共产党员、该基地某导弹
旅一级军士长王忠心到现场与大家座谈
交流。

“党的组织生活是党组织对党员进
行教育、管理、监督的经常性抓手。作为
军委审计署工作人员，更要严格落实好
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军委审计署领导介
绍说，针对所属审计组赴各部队开展工
作时间较长的实际，他们严格落实临时
党支部组织生活制度，依托所赴部队各

具特色的教育资源，创新教育形式开展
党日活动。

在活动现场，王忠心全面回顾了自
己入伍以来的成长心路历程，从不忘当
兵初心、锤炼精武本领、牢记神圣职责等
方面，用一件件平凡小事，生动诠释了一
名普通士兵的崇高价值追求。在座谈环

节，对大家提出的忠诚坚守图什么、担当
尽责为什么以及如何平衡工作与家庭的
关系等现实问题，王忠心结合自己的亲
身经历一一作了精彩解答。

不少审计人员与王忠心面对面交流
后，心中困惑已久的问题被一一解答。
特别是王忠心“爱岗位就像爱家庭、爱装
备就像爱身体”的精神境界，让在场党员
深受教育启发。

活动结束后，大家纷纷表示，在强
军兴军的新时代，每一名审计人员都
要牢记使命初心、锤炼过硬本领、坚定
信心决心，在平凡的审计岗位上兢兢
业业、忠诚奉献，为推动强军事业作出
自己的贡献。

军委审计署赴火箭军某基地经济责任审计组临时党支部

党日活动现场走来英模典型

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发射了第一

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的乐曲回荡在茫

茫天宇。经过几代航天人的接续奋斗，我国

航天事业创造了以“两弹一星”、载人航天、北

斗系统、月球探测为代表的辉煌成就，走出了

一条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积淀了

深厚博大的航天精神，也拥有了一大批关键

核心技术。

核心技术离不开芯片支撑。芯片被喻

为信息时代的“发动机”，是一个国家高端制

造能力的综合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

网信产业发展迅速，芯片自给率不断提升。

华为的麒麟芯片不断追赶世界先进水平，龙

芯和北斗一起飞上太空，蓝牙音箱、机顶盒

等日用品大量使用国产芯片。但也要看到，

国产芯片还有较大差距，还没有掌握竞争和

发展的主动权。

“你永远都无法借别人的翅膀，飞上自

己的天空。”登山的保险绳，决不能交到别人

的手里；自家的新房子，决不能装上别人家

的安全锁。一个国家、一支军队，如果基础

芯片、核心技术严重依赖国外，供应链的“命

门”掌握在别人手里，那就好比在别人的墙

基上砌房子，再大再漂亮也经不起风雨。未

来信息化战争，“计算机中的一盎司硅产生

的效应也许比一吨铀还要大”。一旦发生战

争，芯片研制不能自己主导，潜伏的各种危

险就会爆发。正如习主席所强调的：“互联

网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

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

突破核心技术很难，但也并非高不可

攀。当年，中国人为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

星，在西北大漠里竖起第一座发射架时，被

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嘲讽为“开玩笑”；中国人

用运行速度只有每秒几十万次的老式计算

机编制地球同步卫星轨道程序时，被洋专家

断定为“不可能”。然而，最终中国成为了世

界上第五个发射卫星的国家。实践证明，核

心技术是国之重器，有钱买不来，市场也换

不来。这就需要我们立足于自主创新，下好

先手棋、打好主动仗，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只有这样，不管是“狼来

了”，还是“狼走了”，都能从容应对。

自主创新是最好的“补芯”之道。破解当下的“芯”之痛，我们既不能妄自尊

大，也不能妄自菲薄。军队科技工作者只要树立雄心、奋起直追，牢固树立敢为

天下先的志向和信心，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努力在基础理论创新、前沿技

术创新、武器装备体系创新上求突破，就一定能为新时代强军事业提供强大的

科技支撑和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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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3日是人民海军成立 69周年
纪念日，也是海军序列中的“新兵”——
海军军医大学过的第一个“海军节”。

去年 6月，该校在军队院校调整改
革中转隶海军。面对转隶后的第一个
海军成立纪念日，该校党委决心以此
为契机，推进全校加快转型重塑，激励
官兵积极融入新体制，担当新使命。

23 日下午，中国工程院院士、海
军军医大学校长孙颖浩带领该校专
家医疗队，专程赶到在上海休养的老
干部黄胜天家中，为他进行健康体检

和专病诊疗服务。69 年前的 4 月 23
日，黄胜天在泰州白马庙见证了人民
海军成立，孙颖浩与医疗队员当面向
黄老承诺：“当年您为海军的创建作
出贡献，今天我们也要为守护海军官
兵健康积极作为！”

在为老干部送上医疗服务的同时，
海军军医大学另一支医疗队则在中国
工程院院士李兆申的带领下，走进海军
上海基地，为基层官兵举行专场义诊。

他们从 3所附属医院中抽组以两
院院士领衔的近百位名医专家，深入海

军驻沪各部队，广泛开展为部队医疗巡
诊、健康巡讲和送医、送药、送技术等活
动，以实际行动靠前服务基层官兵。

与此同时，在东海海域，参加该校
“联卫-2018”海上卫勤演习的学员登
上天目山舰和大别山舰，围绕海上复
杂作战环境，分成洗消、手术、医护等
10个小组展开模块化训练。由青年学
员组成的前沿外科手术组，在风浪颠
簸环境下完成开放性血气胸、颅脑损
伤等常见战创伤的舰上紧急手术处置
演练，不断锤炼海上卫勤保障能力。

院士名医巡诊基层
■本报特约记者 王泽锋

本报讯 张奕、凌冰报道：近日，郑
州联勤保障中心驻北京某部在时间紧、
任务重的情况下，迎难而上，圆满完成临
时新增数万人的被装应急保障任务，确
保了不断供、不漏供、不误供。

自改革调整成立以来，该部便承担着
军委机关各职能部门、部分驻京军兵种单
位的被装供应保障任务。今年3月下旬，
上级业务主管部门临时给该部赋予了新

任务：在原保障体系基础上，临时增加数
万人的被装供应保障任务，此时距离发放
时限不到1个月。为完成好这项任务，该
部党委高度重视，针对改革调整期间保障
关系、保障实力变动频繁，被装供应对接
复杂，受供官兵数量和体型变化难以掌握
等实际，多次进行专题研究部署。

从接到上级通知到预计发放时间，只
有短短24天。对这些转接过来的受供单

位，该部需要逐一跟每家单位反复沟通，
仔细了解他们的需求以及每名官兵的被
装数量、号型。为此，该部多次与上级业
务主管部门和受供军兵种单位对接，连续
多天奋战，摸清了新保障对接单位的受供
数据，并录入被装管理信息系统。他们还
多方协调，解决了库存不足以及部分号型
无法满足发放所需的矛盾困难，确保“不
漏供一人、不错供一件、不耽搁一分”。

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全力保证新式被装准确按时发放

完成新增数万人被装应急保障任务

4月21日，东部战区陆军某旅举

办首届“感动旅队年度人物”颁奖晚会，

该部干部岳衢的父母上台为其颁奖，共

同见证荣耀时刻。 丁 磊摄

（上接第一版）

“只要革命需要，就

是牺牲也要干！”

周智夫的左肩窝里有一个弹孔，右
肋处深深凹陷，一道长约 10公分的伤疤
触目惊心。

二女儿周卫平说：“这是战争留在父
亲身上的永久记忆。”几十年里，一生低
调谦卑的父亲，只偶尔提起这枪伤的由
来：1946年 4月，他任新四军淮北七分区
独立四团二营四连党支部书记，在安徽
濠城外阻击国民党军队抢粮的战斗中，
一颗子弹打中他的左肩窝，贯通右肺，又
打进了身边一位战友的小腿里。

冒着弹雨、抬着担架，战友们把周智
夫送到后方医院，又 7次带他转院、多次
手术治疗。在当时极端简陋的医疗条件
下，他幸运地捡回一条命：右侧第六根肋
骨摘除，右肺叶切除近三分之二，落下了
三级甲等伤残。

然而，让周智夫一生铭记的，并非是
自己承受的巨大创伤，而是战友的不幸牺
牲。“我活下来了，可那个战友却因为截肢
伤口感染，死了。好多战友也在战斗中牺
牲了。”一想起这些，周智夫总是老泪纵
横：“是部队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没有部队
就没有我的今天，就没有我们一家，所有
的一切都是部队给的、都是党给的。”
“只要革命需要，就是牺牲也要干！”

翻开一本卷了边的《历史思想自传》，里
面都是周老发自肺腑的炙热心声，也是
他一生许党的真实写照。这声音穿透数
十年岁月时空，至今听来掷地有声。

白发苍苍的老伴娄淑珍，清晰记得
74年前丈夫入伍前的那一幕。

那年，新四军淮北分区地委来命令
调一名区委会干部去分区政治部培训班
学习，回来后在乡队区队当政治指导员
或支部书记。当时组织选了一名干部，
但那名干部是家中独子，他父母劝他：
“不能去，去了要打仗，人就没了。”这时
周智夫站出来说：“危险我不怕，我去。”

干休所卫生所所长张杰军，始终难
以忘怀两年前的一次巡诊经历。

当时，周智夫正因腰椎骨折在家静
养，电视上正在播放邻国不断在岛屿问题
上挑起事端的新闻。见到张杰军，周智夫
一把拉住他的手，激动地说：“我们的领土
绝对不能被别人占了。我的战友为了祖
国解放牺牲了，他们都很年轻，有的还没
成家。祖国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他们用鲜
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一定要守好！”周智
夫越说越动情，“只要祖国需要，我还要上
战场，你们年轻人也要主动请战。”

“革命军人四海为家，

到哪里都是组织的安排”

位于海淀区某干休所周智夫的家，
是 2008年搬进来的，面积还没有完全达
标。走进家门，饭厅里挂着周老的遗

像。老伴、两个儿子、3个女儿，都沉浸
在对亲人的思念中。

这是全家人机会不多的一次相聚。
从东北到华东、从华东到西南、从西南到
华北，周智夫一生 4次跨省调动，经历 10
余次部队整编、20多次岗位变换，大女
儿周雪文留在重庆落户，大儿子周华、二
儿子周为民参军后，一个转业安置到江
西九江、一个回到江苏徐州老家，虽然他
们也想离父亲近些，但从不敢跟父亲提
起。革命军人四海为家，他们深知父亲
的脾气，即使说了父亲也不会同意。

1945年，时任指导员的周智夫跟随
部队一起攻打高作镇。战斗结束后，组
织决定将他所在的五连与六连合并，并
任命他当连队书记官，负责副职工作，他
欣然接受；皂河打下后，上级调他去地方
区队，由前方到后方，他坚决服从。

战争年代，党指到哪就打到哪；和平
时期，党叫干啥就干啥。1957 年初，一
纸命令，调周智夫到新组建的重庆炮校
工作。他第二天带着妻子和 4个未成年
的孩子，拎着两个竹编箱就出发。

原以为可以在重庆过上安稳日子，
1968 年 6月，周智夫接到去第二炮兵某
基地医院任职的命令，一家人又从重庆
赶赴云南。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女儿周雪
文则被孤身一人留在当地落了户。

家越搬越远，条件越搬越差。由于住
房紧张，全家人借住在当地老乡家一所废
弃的房子里，生活十分艰苦。家人有时也
抱怨，周智夫又给他们做工作：“革命军
人四海为家，到哪里都是组织的安排。”

正当他在云南的工作风生水起时，
1970 年 5月，周智夫又被调往第七机械
工业部工作，一家人千里迢迢从云南搬
往北京……一家 6口，从此分散居住在
全国4个省市。

循着周智夫个人档案中一方印章上
的名字，记者找到了干休所第一任政委
朱南璋。他回忆起 1984 年干休所组建
之初艰难开局的情形，感慨万千：“当时，
由于设施条件不完善，很多同志不愿搬，
工作一时很难开展。”
“我先搬！”周智夫第一个站出来，

“组织分配的住房，每一平米都饱含党的
关怀。”他还劝说大家要感恩组织、服从
安排。一楼卫生条件差、采光效果不好，
很多人都不愿意要。朱南璋找到周智
夫，他二话没说就领取了一楼的钥匙。

眼看就要搬家了，朱南璋又面带难
色找周智夫商量：“老周啊，二楼有位老
同志腿脚不方便，你看……”明白了政委
的来意，周智夫又爽快地交换了钥匙。

“可不能‘一人公费

医疗，全家免费吃药’”

早上 6点起床，晚上 7点看新闻联
播，与人约定时间必定准时赴约，干事创
业诚实守信、有一说一……从小和姥爷
生活在一起的外孙周洵说，姥爷对自己
的影响已经刻在了骨子里。

走进周智夫的家，满目皆是简单朴
素的陈设——用了几十年的沙发、钢管
床等老旧家具，就连上世纪 50年代的牙
缸、饭盒都舍不得扔。

周智夫对军装情有独钟，但凡隆重
场合，都会穿着熨得笔挺的军装。一套
军装，他穿了 30余载，已经褪了色。岁
月流逝，军装的颜色变淡了，军人的底色
却厚重了。周智夫的忠诚、感恩、勤俭的
美德融进了血脉，也融进了家风。

翻看他生前记录的《生活备忘录》小
册子，小到几块钱的卫生间灯泡，大到上
千元的电器开支，每一笔都记得详详细
细。记者粗略一算：从 2009 年到现在，
周智夫平均每月开销仅几百元！

小儿子周卫民说，很早之前，父亲就
立下家规：子孙后代永远不忘党恩。上世
纪 70年代，边境发生战事。周卫民服役
期满，刚接到退伍命令。周智夫要求他留
队待命，随时准备报效祖国。周卫民当天
找到领导，申请推迟退伍。得知轮不到所
在部队上前线时，才返回江苏老家。

念党情、报党恩、跟党走，是周智夫红
色家风的底色。得知曾外孙潘怡霖要到国
外读书，他再三叮嘱：“你的根在中国，学成
后要回来报效国家。”言者谆谆，听者动容。

周智夫给自己定下了为组织多着
想、多分忧、多添彩，对组织少提要求、少
讲条件、少添麻烦的“三多三少”原则。
即使对待家人，也不破例。二女儿周卫
平乖巧伶俐，周智夫对她疼爱有加。初
中毕业时，周卫平看到不少同学都参了
军，也想让时任军管会副主任的父亲安
排自己当兵。
“组织把我放到这个位置上，是要我

多作贡献，而不是为自己办私事。”没想到
父亲不但不愿说情，还让女儿下乡插队。

插队 2年多，满以为父亲会帮自己
安排个好出路，希望却再次成为泡影。
最后，周卫平自己在海淀区百货公司找
了份工作。
“我们姊妹 5 个都没沾过父亲的

光！”周卫平说，自己刚开始也不理解，甚
至觉得是父亲“无能”！“但现在我明白
了，父亲真的了不起！”

迟暮之年，周智夫落实待遇标准更
加严格。他近年的医药年标准统筹费是
每年 2.8万元，但每年实际药费连一半都
没用到。他常说：“待遇是组织给的，有
标准也要省着用。”

大女儿周雪文患有心脏病，随身备
用速效救心丸。每次大女儿从重庆来北
京看望自己，周智夫都让女儿在药瓶上
贴上名签。面对不解，周智夫解释说：
“我的药是公费保障的，可不能‘一人公
费医疗，全家免费吃药’。”

曾与周智夫相交多年的干休所原政
委魏增池说：“周老一直把自己当成普通
党员、普通一兵，他一辈子没有忘根、忘
本。他经历了旧社会的苦难和战争年代
的枪林弹雨，也感受了改革开放带来的
幸福生活，他对党的感情特别真挚，对党
是真相信真拥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