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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组织实弹射击训练，提升部队作战能力。 李 彬摄

审视重大历史事件，离不开时间的

沉淀。

时间是可以触摸的——

汶川，映秀。一座汉白玉雕成的破

碎时钟，永远定格在这悲恸一刻：2008

年5月12日14时28分。

时间是可以聆听的——

汶川，八一小学。朗朗的读书声回

荡在青翠的校园，当年在人民军队野战

方舱里出生的“地震宝宝”，今天已长成

10岁少年。

时间，积攒着生命成长的能量，也蕴

含着历史演进的逻辑。

2008-2018，汶川抗震救灾 10周

年。一代少年的10岁与一个国家、一支

军队的10年相交，中国汶川和人民军队

一起迎来重生重塑、梦想起飞的新时代。

（一）

“映秀花开了，鸟儿飞来了，人间大

爱的地方，洒满真情和阳光……”2018

年农历春节前夕，习主席来到汶川映秀

镇——

“我很牵挂这个地方，10年了，这里

的变化我也很欣慰。”

这里，是汶川大地震地理上的“震

中”。10年前地震发生后不久，习近平

就冒着余震来这里考察抗震救灾情况。

凝视“震中”，有一种情怀，叫“牵挂

了10年”。10年了，习主席心中牵挂：灾

区恢复重建怎么样？群众日子过得怎么

样？

凝视“震中”，有一种欣慰，叫“这里

的变化”。在杨云刚家的“博爱新村”豆

花庄里，习主席边转磨盘磨豆花，边笑着

说：“很练臂力啊，真是越磨越带劲。”

“带劲豆花”，如今成了当地最火爆

的一道招牌菜。历经磨难，震中群众的

生活散发出温馨的芬芳。这片10年前

山崩地裂、满目疮痍的大地，51个重灾

区县在废墟上浴火重生，如今家园重建，

店铺林立，一片安宁祥和。

习主席强调，灾后恢复重建发展取

得历史性成就，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坚

强有力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性。

在党的领袖、三军统帅心中，“震中”

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坐标，更寄托着人民

对幸福生活、安全生活的向往。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

会上，习主席在讲话中百余次提及“人

民”：“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

信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坚

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

年大会上，习主席深情指出：“人民军队

始终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完

全彻底为人民奋斗，哪里有敌人，哪里有

危难，哪里就有人民子弟兵。”

“震中”，让领袖牵肠挂肚；“震中”，

让人民军队舍生忘死。

在漩口中学遗址，习主席向汶川特

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

英雄敬献花篮，并三鞠躬。

“山知道我，江河知道我，祖国不会

忘记我。”在统帅的记忆中，在人民的记

忆中，在汶川大地的记忆中，那些义无反

顾的身影、那些赴汤蹈火的脚步，早已化

作热血铸就的丰碑。

——这丰碑，属于“抗震救灾英雄陆

航团”邱光华机组。穿行在危险的峡谷

之中，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开辟航线。危

急时刻，以命换命，他们义无反顾。

——这丰碑，属于某红军师实习士

官武文斌。奋战在残垣断壁间，这位在

请战书上写下“穿上军装，我就不再属于

自己”的90后士兵，累倒在泥水里。

——这丰碑，属于年轻的羌族排长

陈大桂。地震袭来，山体滑坡，他营救了

17名乡亲，自己和藏族新婚妻子却被泥

石流无情吞没……

如今，他们牺牲的这片山坡，开满了

鲜花。

鲜花盛开，英雄永生。今天，10年

前汶川抗震救灾现场的照片，在网络上

再次刷屏。网友们发现，那些令人震撼

让人泪目的照片里，“迷彩色是主色调”。

今天，在人民军队的行列中，又走来

航母舰载机飞行员张超，边防连连长杜

宏，维和战士申亮亮、李磊、杨树朋，抗洪

勇士刘景泰……为了人民的利益，这些

人民军队新时代的英雄儿女前赴后继，

付出鲜血乃至生命也在所不惜。

这一幅幅融入历史记忆的画面，回

应着领袖讲话中一次次提及的“人民”二

字，诠释着人民军队永远不变的宗旨。

在四川战旗村，正在照全家福的一位

老人握着习主席的手激动地说：“您是我

们的好领袖，中国人民的福星。”习主席答

道：“谢谢，我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为人民

服务的。”

“我是人民的勤务员”。这句习主席

多次挂在嘴边的话，浓缩着党的领袖的

人民情怀。

“我们是人民子弟兵”。这句无数官

兵挂在嘴边的话，浓缩着党领导下的人

民军队的人民情怀。

（二）

2009年初，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

出访拉美五国。

刚刚过去的2008年，中国取得了汶

川抗震的胜利和北京奥运会的成功。

在与当时的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会

谈时，查韦斯问，你们中国共产党这么有

力量，靠的是什么？习近平给他举了中

国军队“支部建在连上”的例子。

“中国为什么能？中国共产党为什

么行？”这不仅是查韦斯之问，也是近年

来国外学界的不断追问。习主席说，党

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

肉联系，是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

本保证。

一个政党，如一个人一样，最宝贵的

是历经沧桑，还怀有一颗赤子之心。党

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也怀有这样一颗赤

子之心——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为了

人民一无所惜。

汶川大地震，里氏 8.0级——短短

80秒，数百万生命被推到生死边缘，“让

半个亚洲震动，让整个世界震惊”。这是

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

最大的一次地震。

今天，我们展读汶川震后72小时内

的作战态势图，依然撼人心魄。

一声令下，全军部队，天南地北，空

中飞越，地面机动……标示救灾部队的

红色箭头，几分钟增加一支，几小时多出

一片，翻越崇山峻岭，横渡大江大河，全

部指向同一个目的地——汶川震区。

这种速度、这种力量、这种坚韧，在

西方的军事观察家眼中，仅仅用军人的

“职业素养”是难以解释的。

在人民军队的历史上，无法用“职业

素养”解释的奇迹还有很多。飞夺泸定

桥，穿着草鞋的红军一昼夜急行军120

公里；激战三所里，志愿军的“铁脚板”跑

过了敌人的车轮子；血战上甘岭，坑道里

的年轻战士，扛住了美军发射的190余

万发炮弹……

美国记者大卫·哈伯斯塔，在他的朝

鲜战争专著《最寒冷的冬天》一书中写道：

“中国军队好像对美军炽烈的火网毫不在

意，第一波倒下，第二波就跨过尸体前进，

还有第三波和第四波继续跟进……”

美国兰德公司，10年前也给出一份

评估报告，将中国定义为“全世界紧急动

员能力最强的国家之一”。外媒评价：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军队应对灾难

的能力像中国军队这样出色。”

穿过硝烟，历经风雨，中国军队之所

以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是因为这支军

队有着始终如一的政治灵魂和百折不挠

的坚定信仰。

这些年，军史馆、荣誉室是习主席下

部队必去的地方。在这里，习主席一次

次把目光投向革命战争年代，多次强调，

军队要像军队的样子，军人要有军人的

样子；要深入思考当年我军是个什么样

子，现在对照优良传统差距和问题在哪

里，下一步要往哪走，要干成什么样子。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站在新时代

的历史关头叩问内心，这是一种高度的

历史自觉。

“凡是过去，皆为序章”。历史的长

河潜流深沉，要经过时间的沉淀，才能发

现水道令人惊叹的转换。当人民军队走

向新时代，习主席、中央军委一声令下，

三军将士的毅然决然，支撑着人民军队

政治生态重塑、组织形态重塑、力量体系

重塑、作风形象重塑的沧桑巨变——

（下转第二版）

一片热土的重生 一支军队的重塑
—写在汶川抗震救灾10周年之际

■解辛平

本报讯 记者马超、通讯员李昊
报道：一直关心住房补贴问题的某部
职工边翠华转隶武警某部不到两个
月，就得到了“补贴款已经下拨”的
好消息。在该部，像边翠华这样领到
补贴的转隶职工还有52名。
“只要主官带头、合力攻关，上

下齐心抓落实，就能解决‘老大
难’。”该部领导介绍，年初他们由 10
多个单位调整组建而成，体量大、成
分新、底子薄，一些组建之初的新问
题和原来遗留的老问题，成了困扰部
队开局启新的“拦路虎”。为了扫清
这些障碍，他们对伤病残官兵移交、
停止有偿服务等多个重难点问题进行

梳理，推行总队、支队、大队三级军
政主官合力破解问题机制，区分责任
人、划定“责任田”，并按问题轻重
缓急明确完成时限，力求把工作落到
实处。

新调整组建后，该部接管了一批
租赁领域停偿项目，有的合同距到
期时间长、承租方诉赔金额大，有
的经过层层转租、涉利益群体多，个
个是难啃的“硬骨头”。为破解难
题，党委成员带头上门讲政策、做工
作，运用多种方式协调军地双方逐个
问题解决、逐个堵点打通、逐个项目
攻坚。截至目前，这些问题大部分
已处理完成，其余停偿项目也在有

力有序推进。
该部所属某支队新营区地处沿

海，受地质因素影响，支队办公楼
地下积水倒灌，严重影响官兵正常
训练生活。该部领导多次实地调研
摸情况，走访地方有关部门谋对
策，在采取搬迁闲置营房、现有楼
房维修升级办法的基础上，改造营
区地下排水基础管道，使难题得到
解决。

为防止个别领导只表态不表率，
该部党委建立台账管理机制，制定三
级党委会议事规则，对各项建设任务
进行全面跟踪问效，动态反映各项改
革任务推进完成情况。

武警某部党委建立三级军政主官合力破解问题机制

开局启新，紧抓快干攻克“老大难”

本报讯 赵峰、朱桁冈报道：近
日，新组建的陆军工程大学研究生院
2018 年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稳步展
开。该院领导介绍，尽管研究生院组
建时间短，但官兵扑下身子做好“当
前事”的姿态不变、干劲不减。

作为军队院校调整改革中的新组
建单位，该院于今年 1月 1日正式运
行。摊子刚铺开，工作千头万绪。该
院党委常委分头到基层调研，深入了
解官兵对调整改革的思想反映。针对
少数官兵“等等再说”“看看再干”
的观望心态，院党委加强专题教育，
邀请院校改革亲历者现身说法，院党
委成员以身作则冲锋在前，以思想教

育和示范引领调动官兵工作积极性。
为确保全面建设高起点开局起

步，在制定长远规划的基础上，该院
对组建之初的工作拉单列表、建章立
制，梳理制定党委工作、招生培养、
学科建设、日常教育管理、战备值班
等 6个方面 41项规章制度，比预期提
前了一个月。

面对全新的职能任务、结构体系
和运行模式，该院党委反复论证，分
门别类列出思想政治建设、学科体系
完善、人才培养设计、招生方式方
法、导师队伍建设等急需推进的重点
工程，逐项逐条进行分工，明确负责
人和完成时限，确保人才培养工作正

常运转。
笔者翻阅该院 《2018 年工作要

点》发现，今年他们将构建通信与电
子信息、作战工程保障等多个军事特
色鲜明的学科群；调整增设无人系
统、大数据工程等新型学科专业方
向；探索健全院校部队“双导师”
“两段式”培养制度，建立与岗位能
力需求相适应的培养机制；利用“互
联网+”技术优势，推进研究生“慕
课”建设。
“调整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许

多工作需要分步实施，但人才培养等
不起、慢不得，我们必须只争朝夕，
不能有丝毫松懈。”该院领导如是说。

陆军工程大学研究生院确保人才培养工作正常运转

组建伊始，只争朝夕做好“当前事”

本报讯 记者邵龙飞、特约记者沈
基飞报道：完成 770 余项聚焦备战打仗
的科研课题，喜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
奖 5项……初夏，军事科学院举办科研
成就展，一批新成果引人注目。自去年
7月新调整组建以来，该院深入贯彻落
实习主席训词，建设世界一流军事科研
机构迈出坚实步伐。目前，该院正全力
推进 3300余项科研任务，着眼设计未来
战争，服务强军实践。

为深刻领会习主席和中央军委重建
重构重塑全军军事科研体系的决心意图，
把正军事科研方向，他们在全院深入开展
“忠实践行主席训词、开创军事科研伟业”
学习教育和解放思想大讨论，举办师以上
领导干部理论集训班，切实把习近平强军
思想作为军事科研的“魂”与“纲”立起

来。同时，该院及时建立健全各级党组
织，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
用，为科研创新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定位即到位，起步即跑步。该院党
委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下设单位调整组
建和人员定岗定位，构建形成职责清单
体系；围绕科研创新、管理保障等制定
30余项暂行规定，确保各项工作有法可
依、依规运转；聚焦军事斗争准备和未
来作战需求，体系化筹划和前瞻性设计
科研总体布局，确定重点科研方向，抓
好联合作战实验等科研实验环境建设，
为建设世界一流军事科研机构制订时
间表、路线图。

为高质量推进科研任务，他们积极
推行项目负责人制，探索赋予项目负责
人更多科研自主权；建立健全分类评价

激励机制，充分调动机关和科研人员尚
学为战积极性；创新军民融合方式，与
军地多家单位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实现科研设备共建共享、创新成果双向
转化；开展首席专家评选，与地方知名
高校建立联合培养研究生机制，形成多
方引进、多渠道培育的人才格局，构建
起以 20名院士领衔、120多名“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等国家级人才为
骨干的军事科研人才方阵。

新调整组建不到 10个月，该院已先
后提交百余份高端研究报告、重大战略
问题评估报告，完成共同条令、军事训
练条例等修订任务，研发多款部队战备
急需的软件平台和信息系统，并在军事
智能、军事医学、国防工程等特色领域
实现关键技术的重要突破。

军事科学院新调整组建以来积极履职担当

3300余项科研任务服务强军实践

国际比武连刷纪录、雪域高原无悔
坚守、重大特情不惧生死……一段段青
年典型精彩纷呈的讲述，一次次强军正
能量的传递，在基层官兵中掀起一波
“追星”热潮。

5月 9日至 10 日，由军委政治工作
部、共青团中央组织的“奋斗的青春最
美丽、强军的典型最可敬”军地青年典
型走基层分享交流活动赴新疆方向小
分队，来到驻疆空军航空兵某旅。

9 日下午，青年典型来到飞行场
地，近距离了解空军部队翱翔蓝天的发
展历程，与空军官兵畅谈交流。

海军舰载航空兵某部飞行员袁伟，

曾有过直面生死的经历。在模拟飞行
座舱旁，他与战友交流：“现在练习的是
飞行基础，驾机守卫祖国领空之时，面
对的将是真正的敌人，平时只有带着敌
情飞，战时才能打得赢！”

10日上午，在“学习先进典型、争当
强军先锋”主题团日活动中，青年典型
登台与官兵谈感受、话梦想，讲述军功
章背后的故事。
“为了祖国不惜命，为了强军敢拼

命。”与官兵分享自己备战 2013 年全军
特种部队比武的故事时，一等功臣、陆
军某旅连长吴志辉道出了自己的心
得。听着他的传奇经历，现场官兵不时

报以热烈掌声。
“不是血性强者，就不可能坚持到

底。”听完吴志辉的报告，新兵李振康感
慨道，“我们应该向典型学习，在训练中
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真
正把心思和精力聚焦到精武强能上来。”
“这些青年典型虽然有着不同成长

环境、身处不同工作岗位，却有一样的
理想信念、一样的使命追求、一样的奉
献精神。”该旅政治工作部主任刘斌在
互动交流时说，“他们播撒的强军兴军
种子，必将转化为部队练兵备战、蓝天
砺刃的自觉行动。”

（本报乌鲁木齐5月10日电）

以青春之我为战鹰砺刃
——军地青年典型与驻疆空军航空兵某旅官兵交流侧记

■本报记者 李 蕾 通讯员 王 冠 陈文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