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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清明节、国家公祭日，武汉
市黄陂区广大党政干部、师生都会到黄
陂区六指街甘棠铺社区潘家堰湾，为黄
麻起义总指挥潘忠汝扫墓。位于甘棠
铺社区办公楼二楼的陈列室自 2014年
6月开馆以来，共接待了 5万多名来自
全国各地的观众。

武汉市黄陂区六指街原文化站站
长王新元参与了筹备陈列室的全过
程。他介绍说，占地 120多平方米的展
室是甘棠铺社区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
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图文并茂的形
式展示了潘忠汝烈士短暂而光辉的一
生。展品里既有潘忠汝生前在黄埔军
校读过的书、一些合影，也有烈士后人
珍藏的遗物。其中有一块银元是潘忠
汝毅然投身革命后唯一留给家人的东
西。

潘忠汝，1906 年生，湖北黄陂人。
自幼喜习武术。1924年考入由董必武、

陈潭秋等在武昌创办的武汉中学，开始
接触马克思主义，并积极参加进步学生
运动。

1926 年，潘忠汝进入武汉中央军
事政治学校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1927年被派到湖北黄安（今红安）
任县公安局军事教练，从事秘密革命
活动。大革命失败后，他带领公安局
部分人员和枪支加入黄安县农民自卫
军，任大队长，率部活动于七里坪、紫
云、乘马等地，与地主民团和反动红枪
会作斗争。

1927 年 11 月 13 日，潘忠汝与吴
光浩、戴克敏等领导黄麻起义，率
领农民武装攻打黄安县城。14 日晨
攻克黄安县城，全歼守城正规军及
警 备 队 ， 活 捉 国 民 党 县 长 郭 守 忠
等 。 随 后 ， 黄 安 工 农 民 主 政 府 成
立，黄、麻两县农民自卫军组编了
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潘忠汝担
任总指挥兼第一路军司令。他在检
阅时发表演说：“我们不仅要打下一
个黄安城，我们还要打遍大别山，
打遍全中国，打出我们的大路，打
出我们的江山。”

1927年 12月 5日，国民党军一个师
夜袭黄安，潘忠汝率城里的第一路军抵
抗，由于敌众我寡，我军决定突围。潘

忠汝让副总指挥吴光浩带领部队突围，
自己则带领少部分人断后。面对不肯
离去的战友，潘忠汝严厉地说：“这是命
令，不许再争，赶快撤！”

潘忠汝左手握着盒子炮，右手挥
舞大刀，带领战士猛打猛冲。为了保
存这支新诞生的革命武装，他前后六
次进出城门，掩护战友突围。当他第
七次护送战友往外冲时，不幸腹部中
弹，鲜血直流，一截肠子都冒出来。
潘忠汝强忍剧痛，一手按住冒出来的
肠子，一手挥刀砍杀敌人。他边冲杀
边高呼：“同志们，为了革命的胜利，
狠狠地打呀！”最终，因流血过多，壮
烈牺牲，年仅21岁。

潘忠汝曾在一首自勉诗中写道：
“尧天舜日事经过，世态崎岖要整磨。
不肯昏庸同草木，愿输血汗改山河。”这
片山河，也一直记得潘忠汝的忠贞血
汗。

（新华社记者 廖 君）
左上图：潘忠汝像（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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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忠汝：六出城门“大无畏”

江苏省常州市清凉路上，坐落着一
座二进三开间江南老式居民建筑，这就
是英烈张太雷纪念馆。这里以张太雷革
命足迹为线索，通过油画、实物、照片等
史料展现了他革命、光辉的一生，也诉说
着人们对他的思念与牵挂。

张太雷原名张曾让，1898年 6月生，
江苏武进人。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同年
冬转入天津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法科
学习。因立志化作“惊雷”，冲散阴霾，改
造旧社会，后将名字改为张太雷以铭志。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张太雷
积极投身其中，成为天津地区爱国运动
的骨干之一。在运动中，张太雷与景仰
已久的李大钊建立了联系。在李大钊影

响下，张太雷开始接触和信仰马克思主
义，并参加了李大钊组织的北京大学马
克思学说研究会，协助其开展创建中国
共产党的工作。1920年 10月，张太雷和
邓中夏等一起加入李大钊发起成立的北
京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
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此后，他与邓中夏一起积极开展工
人运动，到长辛店组建劳动补习学校，培
养了北方铁路工人运动的第一批骨干。
从 1921年春开始，张太雷先后赴苏联工
作、学习，任共产国际远东处中国科书
记，并多次陪同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代
表会见李大钊、陈独秀等，参与创建中国
共产党的活动。

1924 年春，张太雷按党的要求回
国，担任团中央总书记，出席党的四大并
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同时兼任中
共广东区委委员、宣传部长等职。

1927 年 4 月至 5 月，张太雷出席中
共五大，尖锐地批评陈独秀右倾错误；7
月中共中央改组，任中央临时政治局五
名常委之一；八七会议后，被派往广东工
作，担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兼广东省委
军委书记、中央南方局书记兼南方局军
委委员。

张太雷一到广东，立即研究制定广东
全省的暴动计划，并发起组建了广州起义

指挥机构——革命军事委员会，担任委员
长。正当准备工作紧张进行时，起义消息
泄露。张太雷当机立断，广州起义的枪
声于 1927 年 12 月 11 日凌晨提前打响。
在张太雷主持下，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
并任代理主席、人民海陆军委员。

12月 12日，广州起义的第二天，敌
军攻占了起义军的重要阵地，并分兵直
扑起义军总指挥部。张太雷闻讯，立即
乘车赶赴前线指挥战斗。车在行驶中遭
到敌人伏击，张太雷身中三弹倒在插着
红旗的敞篷汽车中，壮烈牺牲。临终前，
他向战友们嘱托：要和敌人战斗到底，完
成党交给的任务！他用自己短短 29年
的生命历程践行了“愿化作震碎旧世界
惊雷”的铮铮誓言。

斯人已逝，英魂永存。
“为天下人谋永久的真正的幸福是太

雷同志矢志不渝的志向。”常州三杰纪念
馆、常州名人故居管理中心研究馆员黄明
彦说，他在当时有很多思潮的情况下选择
了共产主义，并用一生去践行，不怕牺牲，
以卓越的才华、高昂的热情和年轻的生命
奉献于中国革命事业，显示了其坚定的理
想信念和共产主义理想力量的强大。

（新华社记者 邱冰清）
左上图：张太雷像（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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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太雷：愿化作震碎旧世界惊雷

十年前的 5 月 12 日，一场大地
震，撕开了中国西南角一道伤口，也
震痛了国人的内心。这场地震带给我
们的不仅是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也
对我国灾害应急救援体系建设产生了
重要的影响。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经国务院
批准，自 2009年起，每年的 5月 12日
作为全国防灾减灾日。设立全国防灾
减灾日，既表达了对地震遇难者的哀
思与纪念，也顺应了社会各界对中国
防灾减灾关注的诉求。

十年上下求索，我国灾害应急救
援 体 系 建 设 日 益 完 善 ， 防 灾 减 灾
“剑”“盾”磨砺得日益坚实，党和人
民的“守夜人”整装待发。

充实队伍，完善装备，

铸 造 快 速 直 抵 灾 区 的

“先锋”

2017 年 8 月 8日晚，一场里氏 7.0
级的地震发生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
自治州九寨沟县。震后 30分钟内，成
都市消防“飞豹”救援队集结完毕，
连夜兼程 12小时来到九寨沟县大录乡
受灾较为严重的亚录寨侦查受灾情况
并参与救援，成为成都市消防第一支
到达震区的队伍。

这样一支行动迅速、反应灵敏的救
援队，是四川省消防应急救援22支重轻
型地震救援队中的一员，也是我国涵盖
各省区市县级3000余支地震救援队中的
代表。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整

的地震灾害紧急救援体系，这一体系
以解放军、武警部队为突击力量，以
消防、安全生产、地震专业救援队为
骨干力量，以企事业、社会基层救援
队和志愿者队伍为辅助力量。”国务院
应急管理专家组组长闪淳昌说。

有这样一份数据的对比： 2008
年，我国共有国家和 26个省级地震灾
害紧急救援队伍，总人数约 4200 人，
其中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人数为
222人；十年之后，我国已建成国家地
震灾害紧急救援队 1支、480人，省级
地震救援队 76 支、12443 人，市级地
震救援队 1000 多支、10.6 万人，县级
地震救援队 2100 多支、13.4 万人，地
震救援志愿者队伍 1.1 万支、69.4 万
人。

变化的不仅仅只是人数，装备上
的升级换代也是日新月异，并在历次
地震救援中发挥了关键的“先锋”作
用。
“当时我们手中的工具就只有铁锹

和手镐，在小的封闭环境中救人时，
更多只能靠手挖。”当年参与“5·12”汶
川地震救援的四川省安全生产应急救
援指挥中心主任侯建明说。

在现代交通意义上，遭受地震重
创的地区几乎“与世隔绝”，没有吊
车，没有挖掘机，大型救援机械工具
的缺乏成为当时救援队伍最头痛的问
题。在救援时，不少救援队员更多依
靠铁锹、钢钎与血肉之躯，在废墟中

进行搜救。
“现在的装备与之前相比要强了很

多，无论是可以装载 300 多件救生器
具的地震救援车，还是性能堪比国外
悍马的猛士救援车，还有海事卫星电
话、雷达生命探测仪、侦察无人直升
机等，都是我们现在应急救援必备的
装备。”成都市消防支队宣传科科长周
才钧说。

加强后勤保障，完善

物资储备，保障好受灾

群众基本生活

“5·12”汶川地震救援，是四川省
宜宾市消防支队的李院生第一次参加
大规模的救援行动，那时的场景对他
来说依然历历在目。“渴了喝凉水，饿
了啃方便面，困了倒地就睡。虽然前
期做了准备，但还是存在不足。”
“5·12”汶川地震震坏了大多数公

路，在汽运交通工具无法到位的情况
下，四川省消防临时抽调 400 多名官
兵组成保障突击队，在汶川县漩口、
映秀等灾区徒步进行接力背运，尽可
能保障现场官兵的给养需要。虽然只
有短短 5公里路程，但每次往返都需
要5、6个小时。

人们意识到，灾区后勤保障能力
是保障救援的关键力量。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四川省消防
开始瞄准大规模、非常规灾害事故处
置的需要，配备更先进的辅助装备；
增加睡袋、风镜、口罩、医疗箱、帐
篷、炊具和生活保障车等野外长时间
作战保障物资储备……在打造现代化
战勤保障体系的道路上，四川省消防
日趋成熟。

2013 年 4月 20日，四川省雅安市
芦山县发生 7.0 级地震。震后 30 分钟
内，成都市消防支队配备提前准备好
的蔬菜、水果和粮食，集结 11辆携带
工具、装备的战勤保障车辆，奔赴前
线。

2017年 8月 8日九寨沟县发生地震
后，四川省消防迅速调集 18 个支队
131 名战保人员、 66 辆战勤保障车
辆，携带 25顶帐篷、50余张行军床、
200余床被褥和口罩、消毒液、药品等
开赴前线。

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这样一支现
代化的消防后勤保障队伍是我国灾害应
急救援保障和储备体系不断健全的一个
缩影。
“十年来，我国救灾物资储备体系

建设取得较大成效，已建立起了从中
央到省到市再到县的四级救灾物资储
备体系。”据国家减灾中心总工程师杨
思全介绍，全国目前已建立起 19个中
央救灾物资储备库，60个省级救灾物
资储备库和省级分库，240个地市级储
备库和 2000 多个县级库的储备网络，
确保自然灾害发生的 12小时内受灾群
众基本生活能够得到初步救助。

而在物资储备方面，目前中央救
灾物资储备有三大类 17个品种，包括
帐篷、棉大衣、棉被、睡袋、折叠

床、折叠桌椅、简易厕所、场地照明
设备、苫布、炉子和应急灯等生活类
救灾物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财
政共投入救灾物资采购资金近 10 亿
元，中央救灾物资储备库常年存储价
值 10亿元的中央救灾物资，第一时间
可保障 80万名紧急转移安置群众的基
本生活。
“及时得力的后勤保障，充足完善

的物资储备，为受灾群众搭建起安全
温暖的庇护所，切实保障好受灾群众
基本生活，让党和人民放心。”杨思全
说。

织密网络，提升能力，

编 织 现 代 化 灾 害 预 警

体系

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稳定的
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前者的可控性
相对较高，后者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
景下处于高风险的状态。
“最近三百年，全人类死伤 10 万

人以上的事故灾难一共有 50起，其中
26起发生在中国。”中国安全生产科学
研究院院长张兴凯表示，我国是世界
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
害种类多，地域分布广，发生频率
高，造成损失重，这是基本国情。

如何在相对不稳定的自然环境中
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建立一套相对完善的灾害监测预警体
系就显得非常必要。
“汶川地震发生后的十年，我国经

历了诸如玉树地震、舟曲特大山洪泥
石流、芦山地震、‘威马逊’台风、鲁
甸地震等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在
一次次抗灾救灾的过程中，我国的自
然灾害应急预案体系和能力建设也在
逐步得到发展和完善。”闪淳昌说。
“纵向到底，横向到边”，这是我

国逐步形成的自然灾害应急预案体
系，结合这一体系而出台了自然灾害
救助、防汛抗旱、地震地质灾害应
急、重特大森林火灾处置、医疗卫生
救援、气象灾害防御、通信保障等专
项预案。各省、市、县均编制了自然
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乡镇、街道、行
政村、社区等基层预案建设也得到了
重视和推动。

同时，由多个部门通力合作而完
善的灾害监测预警体系也基本建立了
起来。江河洪水、农情和农业有害生
物、干旱和暴雨、森林火险、陆生野
生动物疫源疫病、地震速报、海洋观
测等监测站网得到进一步完善，站网
密度不断加大，各类监测设施和平台
通过及时收集上报灾情，预警预报的
时效性和准确性得到明显提升，获取
灾害预警预报时间显著提前，覆盖率
明显扩大。
“建立完善的灾害监测预警机制，

编织现代化的灾害监测预警体系，有
些突发灾难事件就能够规避，有些伤
亡就可以减少。”张兴凯说。
（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 记者叶

昊鸣、齐中熙、张海磊）

十年铸“剑”“盾”
——我国日益完善的灾害应急救援体系建设

应埃塞俄比亚人民代表院议长穆菲丽哈特和联邦院议长克里娅
邀请，栗战书 9日至 12日对埃塞俄比亚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亚的斯
亚贝巴分别会见总统穆拉图、总理阿比，同穆菲丽哈特和克里娅举行
会谈 （据新华社）

本报北京5月11日电 记者邹维
荣、韩阜业报道：11日，记者在第四届国
防知识产权军民融合论坛了解到，近年
来，军委装备发展部国防知识产权工作
服务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开拓创
新，取得了阶段性成绩。

国防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向纵深
推进。国防知识产权战略启动实施以
来，军委装备发展部会同国家有关部门，
积极拟制政策法规，组织开展综合管理
试点，在宏观治理上注重发挥政策导向
作用，在组织实施上注重多部门协同，在
工作支点上注重紧贴装备建设，战略实
施工作不断向纵深推进。

装备领域知识产权法规制度逐步建

立。着眼发挥知识产权制度促进创新发
展的作用，围绕装备建设全寿命各阶段
构建知识产权法规制度，初步形成体系。

国防专利工作运行机制不断完善。
完善解密机制，集中解密国防专利 3000
余件，近期又公开 4000余件国防专利脱
密信息。

国防知识产权审查、服务能力显著提
升。着力疏通军工集团、中科院、高校、军
内科研单位、民口企业“五支力量”的国防
专利申请渠道，探索将大数据分析、人工
智能等信息技术手段引入国防知识产权
审查工作，提升国防知识产权审查登记能
力和质量。

国防知识产权信息化建设初显成

效。2017年以来，完成了全部授权国防
专利的代码化数据加工，初步解决了信息
资源使用不便的问题。

据国防知识产权局局长王宏宇介
绍，下一步，国防知识产权工作将认真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把握国防和军队深化改革新形势新
任务，将国防知识产权战略全面融入国
家重大发展战略中协调推进，强化装备
建设领域的知识产权制度实践，以法规
制度促进知识产权工作与装备建设深度
融合，进一步健全国防知识产权维权保
护体系，加快国防知识产权信息化建设，
为促进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创新发
展提供有力保障。

军委装备发展部

国防知识产权工作取得阶段性成绩

新华社成都5月12日电 汶川地
震十周年国际研讨会暨第四届大陆地震
国际研讨会 12日在成都召开，国务委员
王勇出席会议，宣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的致信并致辞。

王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中国防震减灾工作取得显著成
效，最大限度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面对防震减灾新形势新任务
新挑战，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全面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
要思想和本次致信要求，坚持以防为
主、防抗救相结合，加快实现“三个
转变”，着力构建适应地震安全需求的
体制机制，大力推进防震减灾科学技
术、业务体系、服务能力和社会治理

现代化，全面提升自然灾害综合防范
能力。

王勇强调，应对地震等自然灾害是
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中国愿与各国加
强交流合作，推动建立“一带一路”地震
和海啸监测预警台网等高效协同机制，
开展防震减灾重大科学研究，创新社会
多元联动模式，携手减轻地震灾害风险，
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王勇在出席汶川地震十周年国际研讨会暨第四届大陆地震国际研讨会时强调

深化防震减灾国际合作 共同守护人类美好家园

5月12日，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10周年纪念仪式在映秀镇漩口中学地震遗址举行，军地数百人向在地震中罹难的同

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们默哀并敬献鲜花。 本报记者 穆可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