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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砥砺奋进，40年春华秋实。40年前涌起的改革开放大
潮，深刻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一代代志士仁人渴望并为之前赴后
继的民族复兴大业，让今天的中国人如此接近这个伟大梦想。

回眸 40 年的前进历程，改革开放如同一部宏伟壮丽的史
诗，蕴含着中国人民为之探索奋斗的无数动人故事。这其中，也
包含着中国军人继承人民军队光荣传统，牢记历史使命，为民族

复兴、国家繁荣、国防与军队建设所续写的精彩华章。为此，本
版从今日起推出“改革开放大潮中的人民子弟兵”专栏，通过讲
述军史档案中的人民军队强军兴军、支援社会主义建设、抢险救
灾等故事，展现人民子弟兵为改革开放作出的贡献，激励人民军
队在改革强军征途上再出发。

——编 者

灾区，那些出生入死的迷彩背影
■李 涛

1987 年 5 月 6 日，黑龙江省大兴安
岭北部地区突发特大山火。西林吉、图
强、阿尔木和塔河 4个林业局所属的几
处林场同时起火，过火面积达 101 万公
顷，烧毁房舍 61.4万平方米，受灾群众 5
万余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森
林火灾。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情，原沈阳军区
和空军部队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
命令，先后出动 3.5 万多名官兵、880 余
辆汽车、60 余架飞机，参加灭火救灾。
在总面积约 1.7万平方公里的地域内，救
灾官兵和人民群众一起连续奋战 28个
昼夜，共扑灭 1000米以上的火头 1700多

个，清理 200米宽的火线 1400多公里，开
辟防火隔离带近 900 公里，组织抢救疏
散群众 1万余人，保护了塔河、瓦拉干、
盘古、北极村等城镇，以及多个林场和
重要贮木场、原始森林、自然保护区的
安全，为夺取扑灭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
灾的胜利作出重大贡献。

扑火战斗中，广大官兵把个人安危
置之度外，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勇战烈
火，敢打硬仗。有的烧伤了，简单包扎
一下，坚持不下火线；有的过度疲劳体
力不支，啃块干粮、喝口凉水，继续投入
战斗；有的被浓烟熏昏了，醒来后仍冲
向火场。各级领导既是指挥员，又是战
斗员，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尤其是在
保卫漠河、塔河的关键时刻，指战员们
与烈火展开了气壮山河的搏斗，涌现出
了“大兴安岭扑火英雄营”“大胡子师长
吴长富”等一批英模单位和个人。

8日晚 6时 40 分，时任沈阳军区某
师师长的吴长富临危受命，担任东线扑
火总指挥，率部长途跋涉 800多公里，于
9日下午 5时赶到塔河参加扑火救灾。
这时大火已逼近距塔河县城 30公里处，
浓烟滚滚，遮天蔽日。县城 5万多群众
和国家财产以及大兴安岭南麓的广袤
森林面临着灭顶之灾。国务院领导下
达了“死保塔河，不让大火向大兴安岭
南麓蔓延”的命令。

吴长富十分清楚眼前形势危急，
要想保塔河，就必须先保住塔河的屏
障——绣峰林场。10日凌晨，全师 4个
团和兄弟师的 1个团及千余名群众，集
中到距塔河 23公里处，摆开十几公里的
人墙，打响了保卫塔河的第一仗。

山火和绣峰之间的屏障只有一条
公路、铁路和小河。当时火势直逼公
路，一旦越过去，整个绣峰林场将化为
灰烬。为了遏制火势，吴长富果断决定
以火攻火。即先打出 80至 100米宽的防

火隔离带，再以道路、河流为依托，主动
点燃可燃物，顶住烧来的火头，减弱火
势。但这种办法风险实在是太大了，大
家都劝师长不要冒险。可吴长富反复
权衡，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阻挡火势继续
前进。倔强的吴长富据理力争，坚持己
见。因为他知道，作为一名领导干部，
危急关头就要敢于承担责任！

师长决心既定，全师立即行动起
来，每隔 3米一个人，一字拉开，开始点
火。尽管大风刮得人睁不开眼，浓烟熏
得人喘不上气，四处乱窜的火苗把官兵
们的眉毛、头发烧焦了，脖子、手和脸烧
起了泡，但没有人后退一步。经过连续
四昼夜拼搏，终于把大火拦在公路以
北，绣峰林场和塔河县城保住了！

在指挥扑火的 20 多个日夜里，哪
里火情紧急，哪里就有吴长富的身影。
连轴转、超负荷的工作使吴长富根本没
时间更没心情去洗脸、刮胡子，三五天
下来满脸的络腮胡子令他“面目全
非”。于是，当地群众都亲切地称他“大
胡子师长”。没想到，就这么一传十、十
传百地传开了，连各大媒体都这样宣
传。5月 20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
在播出吴长富的事迹时也用了这个称
呼。几乎一夜之间，全国人民都知道在
大兴安岭灭火前线有位“大胡子师
长”。这一年，吴长富入选国内“十大新
闻人物”。

1998年，时任第 16集团军副军长的
吴长富再度临危受命，出任吉林省防汛
副总指挥，率领两万多名官兵奋战在嫩
江抗洪抢险一线，再立新功。2017 年 8
月 23 日凌晨 1 时 47 分，吴长富因病逝
世，享年7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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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入夏，长江发生了 1954年以
来全流域性特大洪水，先后出现 8次洪
峰，有 360多公里的江段和洞庭湖、鄱阳
湖超过历史最高水位。嫩江、松花江也
发生了超历史纪录的特大洪水，先后出
现 3次洪峰。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
苏、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省区沿江、沿
湖的众多城市和广大农村，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和国民经济生产受到严重威胁。

紧急关头，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投入 30 余万兵力，出动飞机 2200 多架
次、车辆 15500余台、舟艇 1170余艘投入
抗洪救灾。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军队抗御
自然灾害动用装备最多、投入兵力最多、
战斗时间最长、场面也最为惊心动魄的
一次行动。参加抗洪的官兵中，有 110
多名将军、5000 多名师团职干部；9000
多名干部将要转业、免职、交流、待分配，
10万多名战士即将退伍；5万余名官兵
家中受灾，房屋被淹，亲人失散甚至遇
难；3500多名官兵接到亲人病危病故的
电话电报。但他们深明大义，舍小家顾
大家，把个人的利益抛在脑后，强忍悲
痛，始终战斗在抗洪第一线，有 9400 多
名官兵就在家乡抗洪，路过家门而不入；
16000 多名官兵中止休假；4100 多名官
兵住院时提前出院；1900多名官兵主动

推迟婚期。抗洪抢险中，哪里有困难，哪
里有危险，哪里就有红星闪耀。每当人
民群众遇到危险时，抗洪官兵将生死置
之度外，奋不顾身，把生的希望让给群
众，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先后有 26名
官兵献出了宝贵生命，铸就了“万众一
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
不拔、敢于胜利”的伟大抗洪精神，涌现
出“抗洪抢险模范旅”“抗洪抢险英雄营”
和“抗洪钢铁战士”吴良珠、“新时期英雄
战士”李向群等一大批英模单位和个人。

吴良珠，安徽省望江县人，1972 年
出生，1987 年入伍，1990 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1998 年 6月，时任安庆军分区司
令部勤务队汽车班专业军士的吴良珠
随部投入到紧张危险的抗洪抢险斗争
中。在家庭遭受严重水灾、父母年迈体
弱无人照顾的情况下，他 4次路过家门
而不入，日夜坚守大堤；他担负军分区
抗洪抢险前指车辆驾驶任务，经常通宵
达旦地接送人员、抢运物资、传递文电；
他在抗洪抢险紧要关头，既当驾驶员又
当抢险突击队员，哪里任务最艰巨、情
况最危急，他就冲到哪里；他忍受晚期
肝癌病痛，开汽车、垒堰堤、堵渗漏、背
沙袋，直至数次昏倒在大堤上；他在癌
细胞广泛扩散、病情十分危急的情况
下，仍惦记着大堤的安全，想着为灾区
捐款。钢铁要在烈火中炼成。钢铁战
士的炼成靠的是意志和毅力，对党和人
民的满腔赤诚。从投入抗洪抢险到病

倒住院的 50多天里，吴良珠以钢铁般的
意志和忘我的牺牲精神模范地实践了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谱写了一
曲无私奉献的壮丽凯歌。9月 10日，中
央军委授予吴良珠“抗洪钢铁战士”荣
誉称号。在与病魔搏斗了 70 天后，10
月 31日吴良珠病逝，将生命永远定格在
26岁的青春年华上。

正是因为有像吴良珠这样的数十万
抗洪官兵，怀着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
立下“人在堤在，誓与大堤共存亡”的豪迈
誓言，在坚守荆江大堤、抢堵九江决口、会
战武汉三镇、防守洞庭湖区、保卫大庆油
田、决战哈尔滨的战斗中，发扬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和不怕疲劳、连续作
战的作风，忍受长时间的烈日暴晒和洪水
浸泡，风餐露宿，夜以继日地艰苦奋战，用
血肉之躯铸起了击不退、冲不垮的铜墙铁
壁。经过两个多月的顽强拼搏，终于成功
地保住了大江大河大湖干堤的安全，保住
了重要城市的安全，保住了重要铁路干线
的安全，保住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取
得了抗洪抢险的伟大胜利。

以吴良珠等为代表的抗洪官兵用
可歌可泣的生动事迹和光辉形象向世
人再一次表明，人民解放军是一支政治
坚定、能征善战的军队，关键时刻冲得
上、过得硬、靠得住，不愧为党绝对领导
下的人民军队，不愧为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子弟兵，不愧为保卫祖国和人民
的钢铁长城。

’98抗洪中——

“钢铁战士”成中流砥柱

2008年 5月 12日 14时 28分，四川省
汶川地区发生里氏 8级、最大烈度达 11
度的特大地震，震级之高，超过1976年的
唐山大地震。地震涉及四川、甘肃、陕
西、重庆等 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417
个县(市、区)、4667 个乡(镇)、48810 个村
庄，总面积约 50万平方公里，受灾群众
4625万多人，其中极重灾区、重灾区面积
13万平方公里，造成69227人遇难、17923
人失踪，直接经济损失 8451 亿元人民
币。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破坏性最强、波
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一次地震。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领
导下，14.6 万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
从祖国的四面八方火速驰援灾区，并动
员民兵预备役人员 7.5万人，动用运输机
和直升机 190余架，汽车机械近 1.9万辆
（台），展开了中国历史上救援速度最快、
动员范围最广、投入力量最大的抗震救
灾斗争。

汶川地震主要发生在山区，重灾区
海拔多在千米以上，山高谷深，交通、通
讯中断，情况不明，给救援行动造成很大
困难。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部
队官兵和民兵预备役人员编成 1400 多
个小分队，采用空中投送、铁路运输、摩
托化开进并举的方式，穿越余震不断的
高山峡谷，甚至徒步艰难行进在巨石翻
滚、泥石流频发的崎岖山路上，争分夺秒
突入救援现场。13日凌晨，解放军某部
增派 4000名官兵向震中挺进，先遣队 30

人在部队长许勇的率领下，徒步跋涉进
入极重灾区映秀镇；23时 45分，武警某
部参谋长王毅率 200名突击队官兵经 26
小时的强行军，抵达汶川县城；与此同
时，“铁军”先遣队队长杨恩红率 600 名
敢死队员，冒死穿越“死亡大峡谷”，突入
汶川县城。14日 10时 20分，某部 3架直
升机运送 10名通信兵官兵飞向与世隔
绝的汶川县城。面对恶劣的气象环境和
复杂的地理条件，官兵们冒着机毁人亡
的危险，成功降落在县城旁的一座小山
上，打通了汶川与外界的通信联系。为
查明极重灾区的情况，11时 48分，空降
兵某部 15位勇士冒险从 4000米高空空
降茂县灾区，创造了世界空降史上的奇
迹，书写了在无地面引导、无地面标识、
无气象资料条件下伞降的历史。在进入
映秀镇的公路短期内无法抢通的情况
下，原成都军区联指毅然决定开辟从紫
坪铺水库沿岷江至映秀镇的“水上生命
线”，并成功架设了 4座漕渡门桥，使救
援部队官兵和大型救灾工程机械进入映
秀镇……各路救援大军克服艰难险阻，
于震后 5天内进入所有受灾乡镇，7天内
进入所有受灾行政村，12天内进入所有
自然村寨。百余名军以上干部深入偏远
山寨一线指挥，3000多名师团领导身先
士卒，3.7 万多名共产党员冲锋在前，
2000多个党员突击队主动承担最艰巨、
最危险的任务，4800多名党员不顾家庭
受灾，全身心投入抗震救灾，3200 多名
青年团员在抗震救灾中光荣入党。

面对被埋、被困人员，救援部队官兵
在初期缺少工程机械的情况下，仅靠携
带的简单工具和双手连续奋战，与时间
赛跑，展开生死大营救。哪里有呼救声，
哪里就有救援官兵忘我奋战的身影。从
高级将领到普通一兵，从救援队员到医
护人员，都夜以继日、全力以赴施救，共
救出被埋压生还者 3300多人，解救被困
群众 140万余人，安置受灾群众 102万余
人。救援部队还派出 210 支医疗队、心
理救援队和卫生防疫队，巡诊医治受伤
群众 136.7万余人，防疫消毒 18.6亿平方
米，避免了大灾之后大疫的发生；抢通维

护损毁道路 1.7 万余公里，清理废墟
2300万余立方米，运送和空运空投救灾
物资 150万余吨；及时处理核化污染源，
安全爆破 2200多座高危建筑，完成唐家
山、老鹰岩等 20多处堰塞湖排险任务，
创造了世界上成功处理大型堰塞湖的奇
迹；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将从废墟中清理
出来的数亿元现金和大量贵重物品详细
登记造册，如数移交物主或当地政府有
关部门。

在波澜壮阔的汶川抗震救灾中，涌
现出“抗震救灾英雄陆航团”“抗震救灾
英雄战士”等一大批先进典型，与全国人
民一道奏响了同舟共济、顽强拼搏、战胜
特大地震灾害的时代最强音。

汶
川
抗
震
救
灾—

—

百
余
将
军
一
线
指
挥

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舟曲
县，气候垂直差异明显，河川地带温暖湿
润，素有“陇上桃花源”“藏乡江南”之美
誉。这里是秦岭西部岷山、迭山与青藏
高原边缘，典型的高山峡谷地貌，山体分
化、破碎严重，为全国滑坡、泥石流、地震
三大地质灾害多发区。

2010 年 8月 7日 22 时左右，舟曲县
城东北部山区突降特大暴雨，降雨量
达 97 毫米，持续 40 多分钟。由于两年
前的汶川特大地震导致舟曲山体松
动，极易垮塌，加之此前遭遇严重干
旱，使岩体、土体收缩，裂缝暴露出来，
雨水很容易进入缝隙，从而引发三眼
峪、罗家峪等四条沟系特大山洪地质
灾害。长约 5 公里，平均宽度 300 米、
厚度 5米，总体积 750 万立方米的特大

泥石流猛兽般咆哮而下，流经区域被
夷为平地，并堵塞嘉陵江上游支流白
龙江，形成堰塞湖。凶悍的山洪冲毁
了美丽家园，供水、供电、交通、通讯中
断，使灾区成为一个与外界隔离的“孤
岛”；肆虐的泥浆吞噬了鲜活生命，顷
刻间造成 1434 人遇难、331 人失踪。瓦
砾废墟下，无数生命在呼唤；洪水浊流
中，人民群众在期待。

全军应急办启动应急预案，24 小
时值班，紧急调派兵力，随时掌握抢险
救灾动态。原总参谋部、总政治部迅
即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全军和武警部
队全力以赴投入舟曲泥石流灾害救灾
行动，主动承担急难险重任务，最大限
度减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由作
战、通信等多个部门领导组成的总参
舟曲特大泥石流救灾工作组，以最快
速度赶赴舟曲一线指挥抢险救灾。原

兰州、成都、北京军区和空军、第二炮
兵、武警等单位的有关部队闻令而动，
一辆辆军车昼夜兼程，一架架战鹰紧
急起飞，在第一时间奔赴灾区，第一时
间展开救援，第一时间抢救伤员，第一
时间排除险情，展现出让党放心、让人
民信赖的突击队本色。

灾情发生后，武警部队紧急调集
2100 余名官兵赶赴灾区，交通第 6 支
队救援队携带专业设备赶到舟曲泥石
流救援现场，成为最早到达灾区的救
援力量。原兰州军区某集团军红军师
防化团在团长蒲军礼、政委张贵泉带
领下，连续翻越 4 座海拔 3000 米以上
的高山，又徒步奔袭 8 公里，走过天险
腊子口，于 8 日 10 时 58 分整建制到达
了舟曲。12 时 30 分，随着超美洲豹直

升机从北京沙河机场呼啸起飞，空军
执行舟曲抢险救灾任务全面启动。截
至当日 17 时，空军先后派出 3 架直升
机、2 架航测机和 1 架伊尔-76 运输机
执行救灾任务。为排除堰塞湖险情，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在全国抽调近两百
台大型工程机械迅速在灾区集结会
战。9日 8时 18 分，原兰州军区工兵部
队对舟曲堰塞湖阻水的瓦厂桥实施第
一次爆破。随后，武警水电部队进行
机械开挖，现场观测，堰塞湖下泄流量
约每秒 95 立方米。9 时 34 分，工兵部
队进行第二次爆破。

抢险救灾部队各级领导和广大官
兵自觉把“抢救生命、救助灾民”作为
紧迫的政治任务，党指向哪里，就战斗
到哪里；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迎风飘
扬的军旗；哪里有呼救，哪里就有奋不
顾身的官兵。他们肩负使命，顶风冒

雨、踏泥踩泞，用布满血丝的眼睛搜寻
着生命信号，用伤痕累累的双手刨开
厚重的淤泥，争分夺秒与死神搏斗。
至 13 日 8 时，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部
署 6281 名兵力参与甘肃舟曲泥石流灾
害一线抢险救援，其中包括 32 名将军
和 350 多名团以上干部，共搜救幸存者
45人、转移受灾群众 3616 人，巡诊救治
群众 1.2 万人，清理倒塌房屋 127 间，清
理淤泥 8.7 万立方米，抢运救灾物资
808 吨，防疫洗消 12.8 万平方米。随后
全面开展清除淤泥，抢修道路和供电、
供水、通信设施，组织救治人员和卫生
防疫，转移安置受灾群众，运输人员物
资等工作，圆满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
的光荣任务。

抗击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是继汶川
抗震救灾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的
又一次重大抢险救灾行动。在群众面临
危难之际，人民子弟兵又一次表现出大
无畏的英雄气概，又一次谱写出人民军
队爱人民的光辉篇章。

抗击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

数字在这里如此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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