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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观察哨

本报讯 邹燎原、龙轩磊报道：
“鸡蛋已入库一周，明天更换；香菇两
周前晾晒过，本周再晒一次……”5月
上旬，第 74集团军某勤务支援旅机动
通信营炊事班班长郑春城正在战备给
养库检查食材，与以往不同的是，给
养库不仅登记有检查和出入库信息，
还有食品食材存放、保质时间和更新
等记录。

年初，该旅组织野战炊事比武，
而比赛要求所有食材必须取自战备给
养库。本想着一展身手的郑春城，却
在 紫 菜 蛋 汤 这 道 菜 上 遭 遇 “ 滑 铁
卢”——由于鸡蛋在给养库中存放过
久，已经发臭了。而其他连队的炊事
班或多或少也出现了类似情况：有的
干菜发霉、有的调料过期、有的燃油

不足……
“战备重在平时，绝不能儿戏。”

谈起那次比武失利，郑班长记忆犹
新。而“意外”暴露出的问题，也给
全旅官兵上了一堂生动的战备教育
课。以往机关检查战备食品，都只是
在品类和数量上进行检查，忽视了对
质量的把控。一些连队主官和炊事员

为图省事，每日的例行检查只是简单
签字，有些战备主副食品变质多日才
被发现，不仅浪费了食材，更留下了
安全隐患。

为此，该旅进行系统梳理，彻底扭
转将战备物资视为“迎检摆设”的错误
思想，建立健全战备物资器材更新和
管理机制；机关在进行战备物资检查

时不再局限于表面，更注重质量和性
能；严格建立追责机制，发现问题直接
追究管理人责任。前不久，该旅进行
整建制 48 小时连续战备演练，在近似
实战的环境下，炊事班官兵依然能够
保证战友吃到营养健康、安全放心的
饭菜，部队“走、打、吃、住、藏”能力得
到全面检验。

第74集团军某勤务支援旅完善战备物资管理机制

战备食品为战不为看

时光荏苒。最近看到关于纪念
“5?12”汶川抗震救灾十周年的相关报
道，我这才发现，原来距离那场灾难
已整整过去了 10年。10年间，我从一
名团职干部成长为了旅主官，当年救
灾时的老部队如今也在军队调整改革
中由单一兵种部队扩编为了工程防化
旅，遂行多样化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
逐年提升。

回顾 10 年前的那次救灾行动，我
至今记忆如新，特别是在走上旅主官岗
位后，我常常反思——作为一支国家级
抢险救灾应急专业力量，如今我们的应
急反应能力、远程投送能力、抢险救援
能力和工程保障能力是否满足未来行动
的需要？

锻造过硬的应急铁拳，离不开
先进的硬件支撑。结束汶川地震抢
险救灾任务返回后，我立即组织官
兵展开复盘检讨，成立攻关小组，
协调装备厂商先后研发出地震救援
箱组、小型化机具套件、热红外探
测 仪 等 辅 助 器 材 。 随 后 的 “8 ?3”
云南鲁甸抗震救灾中，凭借这些器
材，我们仅用 5 小时便在牛栏江堰
塞湖上架起了救援通道。

部队要打赢，人才是关键。汶川地
震抢险救灾任务中，因专业人才短缺，
我不得不带领骨干往返在各任务点补
位。事后，我深刻反思：面对随时可能
到来的下一场行动，我们准备好了吗？
为此，我和班子成员提出人才培养“两
步走”战略，第一步通过以老带新、以
工代训、选人送学等方式培养专业型人
才；第二步以建设“大工兵”的思维，
重点推进驾驶、维修、爆破等专业融合
轮岗，推进复合型人才生成。如今，旅
队已储备有数百名精通 3个以上专业的
技术骨干，一支多功能应急抢险救灾力
量羽翼渐丰。

战备建设，贵在常抓、胜在常备。
去年单位调整改革后，旅队同集团军陆
航、特战等部队建立联合应急值班制
度，组成水陆空一体应急抢险救灾值班
分队，构建半小时快速反应机制，战备
建设水平大幅提升。去年四川九寨沟地
震发生后 30分钟，旅队便完成人员集
结、器材装载、油料加注等一切出动准
备，经受住了任务检验。

回顾过去，我们风雨兼程；眺望未
来，我们信心满满！

（李佳豪、王永安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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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过去，让我们走得更远
■第77集团军某工化旅旅长 王 健

“天边边是峨眉山，山的尽头就是
映秀镇，你化作山脉，留下了忠诚和信
念……”5 月 7 日下午，第 77 集团军某
陆航旅勤务直升机营营长、一级飞行
员刘亮在完成飞行训练任务返航时，
同往常一样向远处深情回望——在他
目之所及的连绵山脉中，他的师父、该
旅特级飞行员邱光华烈士当年就牺牲
在那里。

2008年 5月 31日，邱光华奉命驾驶
编号为“734号”的直升机，运送防疫专
家前往理县。归航途中，因局部天气突
变，直升机在汶川县映秀镇上空遭遇低
云大雾和气流切变不幸失事，机上邱光
华、李月、王怀远、陈林、张鹏 5名官兵全
部牺牲。

往事深藏心底，回首已是十年。该
旅政治工作部主任舒一凡告诉记者，邱
光华是当时单位里为数不多的特级飞
行员，先后带出了数十名徒弟，而刘亮
正是邱光华退休前的“关门弟子”。

十年前，刘亮还是“新飞”，从技术
要领到为人处世，邱光华都在潜移默化
地引领着他。地震发生时，还有 11个月
就该到龄退休的邱光华主动站了出来：
“危险的时候，老同志先上！”刘亮告诉
记者，没想到这句话竟成了师徒俩最后
的诀别。

当师父牺牲的消息传来，一向坚强
的刘亮终未忍住，涕泪长流。虽然平日
里邱光华曾一遍遍教育他说：“飞行是
勇敢者的事业，随时都要有面对意外和
死亡的准备。”可刘亮没有想到，这一
次，意外竟来得如此突然。
“飞行是勇敢者的事业！”如今，师

父的这句话成了他的座右铭，伴随他一
次次鹰击长空——2012年，刘亮驾机飞
赴青藏高原执行任务，在飞越念青唐古
拉山口时突遇暴雪，能见度不足百米，
几近盲飞；2013年，四川芦山发生地震，
刘亮主动请命飞向空情最复杂的太平
镇，中途遭遇强气流……
“遇到空情莫要慌，脑中先把预案

想！”每每遭遇险情，刘亮总会想起师父
曾手把手教给他的各种处置方法。从
实习学员到一级飞行员，如今已经安全
飞行满 2100小时的刘亮也带出了不少
徒弟，而师父邱光华当年的谆谆教诲，
至今仍通过刘亮口耳相传……

青山柏森森，英雄气长存。采访
期间，记者跟随该旅官兵来到驻地烈
士陵园，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
军重任”主题教育配合活动。在邱光
华烈士墓碑前，一个身着迷彩服、瘦高
精干的身影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他
是邱光华的老战友，该旅一级军士长、
特设师芮银超，“734号”机组执行救灾
任务的 63次飞前检测，有 12次是他进
行的。
“前几天是老邱的生日，如果他还

活着，今年该是 61岁了……”望着老战
友的遗像，芮银超泪眼婆娑，“10年了，
每年我都会来看看老战友，跟他说说自

己的成长和单位的变化。”
29 年前，芮银超和邱光华先后迈

入了新组建的陆航某团大门。他们一
个驾驶战鹰振翅高飞，一个托举战鹰
搏击长空，俩人一起见证了解放军陆
航部队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成长历
程……

如今，随着新型装备的列装服役，
陆航部队完成了由运输保障型向空中
突击型的转型重塑，老单位也在部队
改革中由团扩旅……芮银超一边摩挲
着邱光华的墓碑，一边喃喃自语：“可
是老战友啊，10年过去了，部队发生的

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你却无法亲眼
见证了！”

英雄化作了山脉，他们的生命却在
蓝天中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翻开该旅
近年来的飞行日志，一串串文字和数据
记录着官兵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
的坚实足迹——抗击特大泥石流灾害，
该旅接到命令后 5分钟内完成升空；尼
泊尔大地震波及西藏，官兵搭起通向
“孤岛”墨脱县的“空中之桥”；青衣江江
心救援被困渔民，两架直升机高难度悬
停施救；四川九寨沟发生地震，他们第
一时间投入战斗，紧急执行飞行任务 77

架次，累计转运人员 199 人、投送物资
8.3吨……
“如果老邱还在世，他应该会感到

欣慰吧？”芮银超似是自问自答地低语
着，突然，一阵整齐洪亮的宣誓声划破
了陵园上空的宁静。
“我是‘邱光华机组’传人，我宣

誓——”烈士纪念碑前，该旅官兵庄严
举起右手，“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
我将一往无前，直至献出生命！”
“我将一往无前，直至献出生命！”

墓碑前，芮银超也举起了右拳，在心中
默默宣誓……

在纪念“5·12”汶川抗震救灾十周年的日子里，第 77集团军某陆航旅官兵走进烈士陵
园开展主题教育活动，追忆并致敬英雄——

“你化作山脉，留下了忠诚和信念”
■金 涛 本报特约记者 彭小明 李佳豪

传说有一种神鸟，一生只会落地一

次，当它落地之时，亦是它慷慨赴死之

日。纵观邱光华烈士的一生，仿佛正如

这传说中的神鸟一样——从军34年，

他飞行的航迹覆盖了大半个中国，而唯

一的一次歇脚，便是在绵延群山之中的

陨落长眠。

试想，倘若在地震发生时，邱光华

没有主动请战，11个月后他便可以停

飞退休，同妻儿家人共享天伦之乐。

然而每个熟知邱光华的战友也都清

楚，这个假设在邱光华身上绝无法成

立；每个懂得中国军人的人也都明白，

这个假设放在任何一名解放军官兵身

上都无法成立。

从 1998年抗击特大洪水灾害，

到 2008年 汶 川 特 大 地 震 抢 险 救

灾 ，再 到 2010年 舟 曲 特 大 泥 石 流

灾 害 ……和平时期，一次次抢险救

灾行动检验着部队同人民的血肉联

系，诠释着官兵“紧紧地和人民站在

一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唯一

宗旨，谱写着军人对于祖国的忠诚

大爱。可以说，哪里有人民群众的

需要，哪里就有解放军官兵英勇冲

锋的身影。

灾难带给我们的伤痛不忍回顾，

而 英 雄 的 奉 献 牺 牲 也 同 样 不 容 忘

却。在全军深入开展“传承红色基

因 、 担 当 强 军 重 任 ” 主 题 教 育 之

际，我们回望十年前的那场抗震救

灾，目的就是要激励每名官兵自觉

将先烈的遗志根植在心，把祖国和

人民的利益举过头顶，将强军的重

任担上肩头，在阔步新时代的征程

上砥砺前行。

强军路上砥砺前行
■庄 斌

该旅官兵在驻地烈士陵园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配合活动。 刘凌志摄

微议录

记者探营

今天是我一生难忘的日子——上
午，我代表全团官兵来到人民大会堂，参
加全国抗震救灾总结表彰大会，受到了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会上，我
团被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表彰
为“全国抗震救灾英雄集体”，我也被授
予了“全国抗震救灾模范”荣誉称号。

回到住处，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在灾区艰苦奋战的 100多个日夜在我脑
海浮现——

5月12日地震发生后不久，我团立即
驰援重灾区映秀镇。经过26小时连续行
军，我带先遣队率先抵达都江堰市紫坪
铺水库，一幕幕惨烈的景象映入眼帘：山
体崩裂、房屋倒塌、四周满是惊慌失措的
群众……

我从救灾指挥部了解到，此时映秀
镇道路被毁、通讯中断，已成为一座“孤
岛”。闻此，我立即向指挥部“请战”——
架起通往映秀镇的“水上生命线”。

抢通漕运的过程如同硬闯“鬼门
关”。开设渡场时，松动的山石碰撞着滚
下，我带领施工官兵一次次在机械后面
紧急避险；指挥泛水编波时，余震引发大
面积山体滑坡，一块拳头大的石头贴着
我的脊背砸落……

经过官兵连续 18个小时的奋战，4
艘漕渡门桥成功泛水，在岷江上架起了

代表着希望的“生命之舟”。然而，4艘
漕渡门桥单次最大载员 800 人，可此时
映秀镇及其周边仍有上万名受灾群众
急需转移。指挥部命令我们，48小时内
打通陆路救援通道。听罢，我代表全体
官兵立下军令状，哪怕把牙崩了，也要
啃下这块硬骨头！

急 造 公 路 中 ，我 们 再 次 遭 遇 余
震，施工面一侧的山腰上形成一片约
300 立方米的半挂巨石，如定时炸弹
悬在官兵头上。为排除险情，我决定
带领突击队上山爆破，作业时，列兵
杨晓成不小心被毒蛇咬伤左手小拇
指，为了赶工期，他竟偷偷用工兵铲
砍下了受伤的手指，强忍着剧痛默不
作声地投入到作业中，直至晕倒才被
发现……

就这样，我们终于打通了进入映秀
镇的交通线，而参加急造公路会战的
400 余名官兵又兵不卸甲，紧接着投入
到抢运伤员的行动中。
“你们工兵团打了一场漂亮的攻

坚战，创造了映秀奇迹！”上午的颁奖
仪式中，我们的表现获得高度评价。
我深知这既是肯定、更是鞭策——作
为军人，荣誉永远属于过去，未来任重
道远！

（李佳豪、马晓彤整理）

2008年10月8日 星期三 阴

映秀奇迹，是荣誉更是鞭策
■原第13集团军某工兵团团长 王 健

值班员讲评

在纪念“5·12”汶川抗震救灾十周年之际，我们摘录曾参加过

抗震救灾行动的一名领导干部相隔10年的两篇日记，以此重温

抗震救灾精神，感悟十年间部队的发展变化和强军步伐。

“要把红色基因融入官兵血脉，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习主席反复强调
红色基因对人民军队的重要性。红色基因在我军 90多年风雨历程中一步步
积淀形成，凝结着一代代革命先辈最宝贵的精神品格，成为我们这支军队血
脉相传永葆本色的重要法宝。

回眸望去，红色基因在一代代官兵中赓续传承的过程，就是我军红色基
因谱系不断与时俱进、发展壮大的过程。十年前那场气荡山河的抗震大救援
中，我军官兵表现出的不怕牺牲、不畏艰险、百折不挠、英勇顽强的英雄主义

精神，就是我党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集中体现和新的发展，并成为宝
贵的精神财富。

传承是最好的纪念，纪念是为了更好地传承。在全军深入开展“传承红
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之际，邱光华烈士生前所在部队、第 77集团
军以纪念汶川抗震救灾十周年为契机，开展主题教育活动，深切缅怀烈士，感
悟先烈精神，以此激励官兵争做红色传人，坚定强军信念，投身强军实践，提
升强军本领。 ——编 者

值班员：第 71集团军某旅炮兵营

营长 赵庆磊

讲评时间：5月10日

前期，机关指导组对营队秩序进行了
检查，问题通报相对较少，说明同志们下
功夫了，这里对大家提出表扬。但几次陪
同检查的过程中我发现，个别连队每次迎
检的哨兵都是同一个人。经了解，原来是
个别连队为应付检查专门培训了“迎检哨
兵”，私下里还被当成经验分享。

同志们，这种做法是图虚名惹实祸
的作假行为，如果一个单位把精力用在
培训“迎检哨兵”，而不是把心思用在让
每名官兵都成为合格哨兵上，在关键时
候就会“掉链子”。

检查和通报是为了更好地指导和推
进基层各项工作落实，出现问题不要怕，
及时纠改才是关键。希望同志们不要再
犯类似的错误，真正把精力放到如何抓
好连队建设上来，而不是如何迎检上。

（李 政、郭 毅整理）

岂能设“迎检哨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