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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
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民族工作领导人，我军现代后勤建设的领导者，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
会原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后勤部部长，原军事科学院院长赵南起同志，因病
医治无效，于2018年 6月 17日 23时 12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赵南起同志 1945年 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7年 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
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
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民族工作
领导人，我军现代后勤建设的领导者

赵南起同志逝世

本报讯 记者赖瑜鸿、通讯员杨继
涛报道：日前，记者从联勤保障部队卫勤
局获悉，最新一期医院为部队服务满意
度网络测评分析报告公布。他们通过搭
建大数据网络平台进行医院为部队服务
满意度监测，实现了为部队服务官兵就
诊体验和政策执行率的动态监测和可视
化管理。

针对联勤保障部队驻地地域广、保
障行动多、资源数量大的实际，他们抽调
骨干力量成立攻关团队，综合运用大数
据、云平台等新兴技术，集成升级现有业
务系统、指控手段，研制了某型联勤保障

综合值勤系统。记者看到，该系统展示
的“联勤保障态势图”，在“一张图”上实
现了战备值班、保障资源、保障力量、保
障行动等态势的综合展现。

为实现快速高效救治，某医院正在
试点推广“野战单兵搜救系统”，通过技
术研发、信息嵌入、设施改造等方法手
段，将战场搜救、伤员分检、伤情检判和
手术作业、指挥终端等多个数据模块进
行一体化融合。遂行救治任务时，根据
指挥所的调度指令，各救治模块像“魔
方”一样按需重组，形成具备不同救治能
力的新型野战救治模块。

着眼为部队运输投送插上“信息化
的翅膀”，驻各铁路局军代处与所驻铁路
局共同开发铁路军事运输安全预警服务
系统，实现对各品类军运物资运输装载、
运行、卸载安全风险点的管控，对军用物
资的运行过程进行跟踪掌握，有效提高
了军事运输能力。

如今，科技创新已成为联勤保障部队
综合保障能力增长的新引擎。利用“互联
网+”开设联勤知识大讲堂，运用物联网技
术将战备物资直达配送到保障对象……
一批新科研成果走向练兵场，部队联合作
战、联合训练、联合保障能力不断提升。

联勤保障部队运用科技手段不断提升保障力

大数据助力联勤保障转型升级
新华社金边6月18日电 （记者毛

鹏飞）柬埔寨首相洪森 18 日下午在金
边会见到访的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
长魏凤和。魏凤和转达习近平主席和
李克强总理对洪森的亲切问候。洪森
表示感谢并转达对习主席和李总理的
问候和祝愿。

洪森说，中国是柬的好朋友、真朋
友，柬中友谊历久弥坚。衷心感谢中方

对柬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军队建设等的
大力支持。柬高度赞赏在习主席领导下
中国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坚定支持
习主席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
“一带一路”等重大合作倡议，愿以两国
建交 60周年为契机，推动柬中全面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魏凤和说，中柬是传统友好邻邦、铁
杆朋友。在习主席和洪森首相有力引领

下，中柬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深入发
展。中方坚定支持柬走符合本国国情的
发展道路。中国军队愿与柬方一道，落
实两国领导人共识，深化务实合作，为两
国关系的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17日上午，魏凤和与柬副首相兼国
防大臣迪班举行会谈。

中国驻柬大使熊波和柬国防部国务
秘书依庆参加上述活动。

柬埔寨首相洪森会见魏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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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6月18日电 中央军委
日前印发《传承红色基因实施纲要》。
《纲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深
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明确了传承红
色基因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着力重
点和主要工作，是新时代传承红色基
因、弘扬优良传统的重要指导性文件。
《纲要》指出，大力传承红色基因，

是新时代政治建军的战略任务和基础
工程，对于激励官兵铭记历史、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不懈奋斗，奋力实现党在
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
成世界一流军队，具有重要意义。要着
眼培养“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锻造

“四铁”过硬部队，扭住强固精神支柱、
对党绝对忠诚这个根本，把握突出固根
铸魂、聚力备战打仗、强化问题导向、注
重融入实践、坚持创新发展的基本原
则，深扎信仰之根，以史鉴今育人，用好
红色资源，强化实践砥砺，推动红色基
因融入官兵血脉，确保我军血脉永续、
根基永固、优势永存，为推进新时代强
军事业提供政治滋养和强大动力。
《纲要》明确，传承红色基因要着

力锻造维护核心、听党指挥的绝对忠
诚，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
念，强化勇于改革、敢于突破的创新意
识，培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
神，严明高度自觉、令行禁止的革命纪

律，巩固爱民为民、军民团结的特有优
势。要抓好科学理论武装、开展党史
军史宣传教育、加强存史编史研史、开
展重要纪念活动、建好用好军史场馆、
开发红色革命文化，让红色基因永葆
活力、彰显威力。
《纲要》要求，各级要强化责任落

实，把传承红色基因摆上重要位置，纳
入部队全面建设，主要领导要当好第一
责任人，分管领导要站在一线抓落实，
各级政治工作机关要加强具体指导，机
关其他部门积极配合。要完善工作机
制，加强队伍建设，加大保障力度，采取
有力措施帮助部队解决传承工作中遇
到的实际困难。

中央军委印发《传承
红色基因实施纲要》

习主席在领导和推进新时代强国

强军事业中，高度重视继承发扬我党我

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强调要把红色

基因一代代传下去。中央军委日前印

发的《传承红色基因实施纲要》，是新时

代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优良传统的重要

指导性文件，这对于确保我军血脉永

续、根基永固、优势永存具有重要意义。

树高千尺不忘根。红色基因是我

党我军性质宗旨本色的集中体现，凝

结着老一辈革命家的艰辛探索和智慧

韬略，承继着无数革命先烈的赤胆忠

诚与奋斗牺牲，蕴含着鲜明的政治立

场、坚定的信仰信念、先进的制胜之

道、崇高的革命精神、优良的作风纪

律，是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传

家法宝。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领

导我军重整行装再出发，实现政治生

态重塑、组织形态重塑、力量体系重

塑、作风形象重塑，好传统好作风强势

回归，人民军队面貌焕然一新。然而，

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意识形态领域的

斗争日趋激烈，铸魂与蛀魂、固根与毁

根的较量一刻也没有停歇。站在新的

历史起点上，我们必须大力传承红色

基因，激励官兵铭记历史、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不懈奋斗，为实现党在新时

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

世界一流军队贡献力量。

《纲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着眼培

养“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锻造“四铁”

过硬部队，明确了传承红色基因的指导

思想、基本原则、着力重点、主要工作、

组织领导等问题，对适应新时代强军事

业推进传承工作作出规范和部署。为

使红色基因永葆活力、彰显威力，《纲

要》要求突出固根铸魂、聚力备战打仗、

强化问题导向、注重融入实践、坚持创

新发展，着力锻造维护核心、听党指挥

的绝对忠诚，着力坚定社会主义、共产

主义的理想信念，着力强化勇于改革、

敢于突破的创新意识，着力培育一不怕

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着力严明高

度自觉、令行禁止的革命纪律，着力巩

固爱民为民、军民团结的特有优势，持

之以恒地推动红色基因融入官兵血脉。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各级要

把传承红色基因作为新时代政治建军

的战略任务和基础工程，进一步强化政

治责任，加强组织领导，统筹规划部署，

切实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

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要认真抓好

科学理论武装，深化党史军史宣传教

育，加强存史编史研史，开展重要纪念

活动，建好用好军史场馆，开发红色革

命文化，推动形成全方位的红色基因传

承格局。坚持从兵之初、官之初抓起，

把握青年官兵特点，创新理念方法手

段，教育官兵当好红色传人、建功强军

事业。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带头学传

统、爱传统、讲传统，形成“头雁效应”。

大力宣扬革命精神和英雄模范，坚决反

对历史虚无主义，让崇尚英雄、捍卫英

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蔚成风气，更好

地培塑崇高信仰，强固精神支柱，砥砺

意志品格，努力为推进新时代强军事业

提供政治滋养和强大动力。

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
■本报评论员

“报告，我要求参加集训！”得知上级
要举办侦察兵集训的消息，第 79集团军
某旅侦察营列兵刘忠良和十几名去年刚
入伍的新战士，主动找到营里干部报名。

此次集训要进行野外生存、捕俘格
斗、武装泅渡、伪装等多个高难课目训
练，是对参训人员体能、技能和意志的极
限考验。因此，营里决定让军事素质过
硬的骨干参加。没想到，新兵们闻讯后
也纷纷前来报名。

新兵敢于挑战极限，底气从何而
来？刘忠良告诉记者：“参加主题教育让
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传承部队光荣
传统，做到当兵不怕苦、训练不怕累、打
仗不怕死，才无愧为英雄部队的兵。”

优良传统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
生命铸就的，是长期革命斗争和建设实
践的结晶，是我军克敌制胜的传家宝。
只有传承好优良传统，一支部队才能永
葆生机、无往不胜。

这个集团军所属多支部队的前身是
红军部队，历经枪林弹雨的千锤百炼、无
数恶仗的血火考验，形成了以“挺进精
神”“三猛精神”“神枪精神”等为代表的
一系列优良传统。主题教育中，他们引

导官兵弘扬部队优良传统，赓续红色血
脉，苦练打仗本领、担当强军重任。

六月的洮南，骄阳似火，一场实战演
练进行得如火如荼。该集团军某旅二营
四连战士苏子鸣接到消灭“敌”装甲目标
的命令后，携带某型反坦克火箭筒，快速
向目标跃进。突然，他脚下一滑，被绊倒
在一片荆棘丛中。虽然身上多处被刺
破，但他不顾疼痛，咬着牙继续前进，圆
满完成任务。“你现在算得上是英雄连队
的兵了！”听着战友们的夸奖，苏子鸣高
兴地笑了。

苏子鸣所在的四连，前身是百色起
义红七军的一部分，参加过四渡赤水、大
战娄山关、伏击黄土岭等大小战斗百余
次，先后被上级授予“攻必克、守必坚”
“能攻能守、英勇顽强”等荣誉称号。

由于在家没吃过苦，苏子鸣入伍之
初，一些战友说他不像英雄连队的兵。
主题教育中，连队组织“传统讲堂脱口
秀”活动，指导员何立夫点名让苏子鸣上
台，为官兵讲述连队的经典战例和英雄
故事。

一次上台讲述，一次心灵洗礼。连
队先辈信念如钢、浴血沙场的事迹，让苏

子鸣深受感染。渐渐地，他找到努力方
向：“像先辈那样敢战敢胜，做英雄连队
合格的兵！”从此，苏子鸣刻苦训练，训练
成绩明显提升。

为把优良传统融入官兵血脉，这个
集团军所属部队组织官兵学习部队光荣
历史，拍摄《英模连队巡礼》视频短片，广
泛开展“学战史、知战场、研战法、熟战
位、强战力”实践活动，定期评选“精武标
兵”。他们还注重把弘扬优良传统融入
到日常训练和执行重大任务中，激发官
兵训练热情。

一次长途拉练，该集团军某旅一营
接近目的地时，突然接到上级命令：“前
方道路被毁，立即绕道前进。”看到一些
官兵面露难色，一营教导员刘红喜立即
进行临机动员。
“同志们，当年在辽沈战役中，咱们

部队奉命长途奔袭打敌增援。前辈们连
续两天三夜疾进，出色完成任务。现在，
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我们要发挥部队
敢打猛冲的优良传统，坚决完成任务！
大家有没有信心？”“有！”刘红喜的动员
让官兵们热血沸腾。

随后，刘红喜带领尖刀班冲在最前
面，士气高涨的官兵们紧随其后，在规定
时间内抵达目的地，圆满完成任务。

传承的是血脉，激发的是血性。随
着主题教育的深入开展，这个集团军的
练兵备战热潮一浪高过一浪，部队战斗
力明显提升。

优良传统是我军克敌制胜的传家宝。作为全军主题教育
联系点，第79集团军引导官兵赓续红色血脉苦练打仗本领—

当好英雄传人 砥砺胜战锋芒
■王立军 本报特约记者 海 洋

6月17日，第74集团军某旅开展实战背景下的卫勤综合演练，锤炼部队卫勤保障能力。

王佳寅摄

本报讯 田志国、乔振友报道：5月
下旬，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市委党校中青
年干部培训班 85名学员来到尚志市，
瞻仰抗联英雄赵一曼。这场现地教学
是学员军事训练中的一项例行安排，该
市已经连续 21年对中青年后备干部开
展封闭式军事训练。
“作为即将走上领导岗位的优秀

后备干部，担负着参与领导和关心支
持国防建设的重任，必须带头接受国
防教育。”该市市委党校学员处原处长
孙超告诉记者，1997年 3月，在为培训
班设置课程时，党校领导认为，要让中
青年后备干部到军营接受磨砺，体验
军人生活，加深对部队的了解。于是，
他们向原驻军某部提出让党校学员到

军营当兵锻炼的请求。
接到请求后，原驻军某部腾出营

房供党校学员住宿，抽调精干力量组
成教官队伍。军训按照军人的标准要
求管理学员，让学员住睡硬板床、整理
内务、站军姿……
“这些后备干部虽然平均年龄 40

多岁，但在军训中没人叫苦叫累，更没
有中途放弃的。”据介绍，初次军训取
得了明显成效，军地双方决心把这一
做法延续下去。从那以后，封闭式军
事训练成为中青年干部培训班的开班
第一课，时间不少于10天。

21 年间，部队编制体制虽经历多
次调整，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军训基地
先后换了 5处，但军训从未间断过。“通

过这些领导干部带头推动，哈尔滨市
关心支持国防的社会氛围愈加浓厚，
相关部门对军人家属就业、子女入学、
优抚安置等事宜都会积极处理。”哈尔
滨警备区副司令员王勇男说，警备区
担负的松花江防汛任务很重，中青年
干部培训班学员高大伟，在担任松北
区区委书记、区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
后，很快便协调建设了 4.5万平方米的
水上训练基地。

据统计，21年来，该校共对 37期中
青年干部培训班的 2000多名处以上干
部进行军训，其中已有 200多人走上局
以上领导岗位，有 30多人曾任或者现
任军分区、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哈尔
滨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实现“八连冠”。

哈尔滨市把军事训练纳入中青年后备干部培训内容

“当兵锻炼”成党政领导干部必修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