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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
经委员会主任习近平 10 月 10 日下午主持
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研究提
高我国自然灾害防治能力和川藏铁路规划
建设问题。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
调，加强自然灾害防治关系国计民生，要建
立高效科学的自然灾害防治体系，提高全
社会自然灾害防治能力，为保护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和国家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规划建设川藏铁路，对国家长治久安和西
藏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定把这件大事办成办好。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中
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强，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经委员
会委员王沪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院副总理、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韩正出席
会议。

会议听取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应急管

理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科技部和中国
铁路总公司的汇报。

会议指出，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影
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自然灾害防治，发挥我
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
治优势，防灾减灾救灾成效举世公认。同
时，我国自然灾害防治能力总体还比较弱，
提高自然灾害防治能力，是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的必然要求，是关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大事，也是对我们党执
政能力的重大考验，必须抓紧抓实。

会议强调，提高自然灾害防治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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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固树立“四个
意识”，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以防
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坚持常态救灾和非

常态救灾相统一，强化综合减灾、统筹抵
御各种自然灾害。要坚持党的领导，形成
各方齐抓共管、协同配合的自然灾害防治
格局；坚持以人为本，切实保护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坚持生态优先，建立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坚持预防为主，努
力把自然灾害风险和损失降至最低；坚持
改革创新，推进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和防治
能力现代化；坚持国际合作，协力推动自
然灾害防治。

会议指出，要针对关键领域和薄弱环
节，推动建设若干重点工程。要实施灾害
风险调查和重点隐患排查工程，掌握风险
隐患底数；实施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修复
工程，恢复森林、草原、河湖、湿地、荒漠、海
洋生态系统功能；实施海岸带保护修复工
程，建设生态海堤，提升抵御台风、风暴潮
等海洋灾害能力；实施地震易发区房屋设
施加固工程，提高抗震防灾能力；实施防汛
抗旱水利提升工程，完善防洪抗旱工程体

系；实施地质灾害综合治理和避险移民搬
迁工程，落实好“十三五”地质灾害避险搬
迁任务；实施应急救援中心建设工程，建设
若干区域性应急救援中心；实施自然灾害
监测预警信息化工程，提高多灾种和灾害
链综合监测、风险早期识别和预报预警能
力；实施自然灾害防治技术装备现代化工
程，加大关键技术攻关力度，提高我国救援
队伍专业化技术装备水平。

会议强调，规划建设川藏铁路，是促进
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巩固边疆稳定的
需要，是促进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是
贯彻落实党中央治藏方略的重大举措。要
把握好科学规划、技术支撑、保护生态、安
全可靠的总体思路，加强统一领导，加强项
目前期工作，加强建设运营资金保障，发扬
“两路”精神和青藏铁路精神，高起点高标
准高质量推进工程规划建设。

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中央
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强调

大力提高我国自然灾害防治能力
全 面 启 动 川 藏 铁 路 规 划 建 设

李克强王沪宁韩正出席

十月的中原大地，秋风
送爽，丹桂飘香。

在第 83 集 团军某旅二
连荣誉室，数十名刚入伍的
新战士驻足在一面写有“英
勇果断”的锦旗和历史图
片前，听连长王晓睿讲述
那场记录着连队荣光的难忘
战斗——平型关大捷。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

在亡国灭种的紧要关头，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八路军
背负着人民的希望，奔赴抗
日战场。”王晓睿的动情讲
述，深深地吸引了在场新战
士。

1937 年 9 月中旬，日军
第 5 师团主力企图夺取平型
关，突破内长城防线。当时
二连前身部队所在的八路军
115师，决定在平型关地区伏
击敌人。9 月 25 日清晨，日
军进入二连伏击地域。战斗
打响后，敌人拼命向二连阵
地发起冲锋，二连官兵奋起
反击。经过浴血奋战，二连
先后 7 次打退敌人冲锋，为
平型关大捷作出重要贡献。
“平型关大捷是全面抗战

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打破
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
大提振了全国军民士气。随
后，连队愈战愈勇，在 1945
年安东卫保卫战中，由于表
现出色，被原滨海军区授予
‘英勇果断’锦旗一面。”王
晓睿话音刚落，现场响起热
烈掌声。
“每当想起连队前辈浴血

奋战的战斗历程，总能感到
如火的激情燃烧在心头、沉
甸甸的责任扛在肩头。”连队
指导员翟欢介绍说，在二
连，新战士入营后参加的第
一项活动是参观连队荣誉
室，听连队干部讲述连队参
加平型关大捷等战斗故事。
他们还结合红色基因代代
传工程，组织开展“抗战故
事会”等活动，引导官兵弘
扬抗战精神，履行肩负使命。

这是二连官兵难忘的光
荣时刻——2015 年 9 月 3 日，
时任二连排长的董钦旭参加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
阅兵，代表连队接受习主席
检阅。

无上光荣的背后，是辛
勤汗水的付出。由于训练刻
苦，阅兵训练时间还未过
半，董钦旭脚伤复发。他吃
着止疼药坚持带伤参训。回忆起那段经历，董钦旭话语铿锵：
“身为二连的兵，就要像英雄前辈那样百折不挠，直到取得最后
的胜利！”

争当英雄传人，续写连队荣光，已成为二连官兵的自觉行动。
去年年底，该旅移防到位后不久便奉命组建维和步兵营。得知消
息，二连官兵第一时间集体写下请战书，主动申请为国出征。今
年，二连担负应急战备值班任务，先后接受上级抽点拉动 10余次，
次次齐装满员、迅疾而动，受到上级表扬。前不久，该旅参加某重
大演训活动，二连作为“尖刀连”始终冲锋在前，出色完成了各项
任务。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是激励广大官兵克

服艰难险阻、不懈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该旅政委汪晓红感慨地
说，“二连官兵的事迹充分说明，传承好抗战精神，官兵们就能经受
住各种艰难考验，部队建设就会不断取得新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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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变迁，精神永存。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培育、
继承、发展起来的伟大民族精神和爱国奋斗精神，为推动
国家发展进步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大力弘扬伟大民族精神和爱国奋斗精神，对激励广大群众
和官兵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努力奋斗具有重要意义。

在我军长期革命和建设历程中，一代代官兵用鲜血
和生命铸就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抗战精神、上甘岭
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许多特色鲜明的精神。这些精神
是伟大民族精神和爱国奋斗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凝
聚军心、鼓舞斗志的强大力量。

我军每支英雄的部队，都珍藏有一面面战旗，有的还
布满枪眼弹孔。战旗猎猎，诉说着动人的故事。从即日
起，本报开设“弘扬民族精神、奋斗精神 战旗背后的故事”
专栏，讲述广大官兵弘扬伟大民族精神和爱国奋斗精神的
故事，激励官兵更加奋发有为地投身强军兴军伟大实践。

开 栏 的 话

新 时 代 强 军 兴 军 楷 模

“飞鲨”歼-15，国之利器，航母战斗
力核心。

在人们关于歼-15的记忆中，定格
着这样一份悲壮——

2016 年 4 月 27 日 12 时 59 分，29 岁
的飞行员张超在陆基模拟着舰训练时，
因战机突发故障，壮烈牺牲。

没有留下豪言壮语，只有拼尽全力
的执著。只剩下最后7个飞行架次，他就
能飞上航母辽宁舰。这一天，年仅 29岁
的他，来不及给年迈的父母、亲爱的妻
子、2岁的女儿留下一句话，便匆匆走了。

张超用自己年轻的生命，为中国航
母事业立起了一座熠熠闪光的“航标”！
“他倒在了距离梦想咫尺之遥的地

方。”海军某舰载航空兵部队时任部队长
戴明盟痛心地说，当年选拔舰载战斗机飞
行员的时候，张超热切的眼神打动了他。

国外报告显示，舰载战斗机飞行员
的风险系数是航天员的 5倍、普通飞行

员的20倍。
当时，戴明盟问：你知不知道风险？

年轻的张超没有丝毫犹豫，连说了 3个
“想”：“想跟着您飞，想飞舰载机，想上航
母！”

每看一次当年那次训练的视频，战
友们的眼圈就要湿润一次——

短短 4.4秒，生死一瞬，张超首先选
择了“推杆”，拼尽全力挽救战机。正是
这个选择，让他错过了跳伞自救的最佳
时机！

生死之界，一念之间。张超拼力一
搏，悲憾海天。

戴明盟，这位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
色的试飞英雄，为他落泪了。

在战友眼中，张超是平凡的——
他和同龄人一样，喜欢在朋友圈里

秀恩爱、秀女儿，喜欢分享心灵鸡汤；他
喜欢打篮球、喜欢看 NBA，喜欢自己的
偶像；他也喜欢打游戏，是个“瘾大技术

差的家伙”……
“如果不是那次瞬间的壮举，张超依

旧是平凡的。”海军某舰载航空兵部队时
任政委赵云峰说，他和大家一样，每天默
默无闻地为国飞行，默默无闻地追求着
航母梦想。

张超走了，但他灿烂如阳光的微笑，
定格在战友的记忆中——

在食堂里，绘声绘色说笑话逗大家
开心的是他；训练场上，面对风险依旧微
笑的还是他……

如今，回味这些挥之不去的笑容，战
友们才意识到，这张笑脸背后是如山的
坚强。

张超用微笑面对舰载战斗机着舰飞
行的难和险——作为中途选拔进来的

“插班生”，短短一年，他和战友成功改装
歼教-9、歼-15两型战机，探索出一条舰
载机飞行员快速成长的新路。
“张超不是超人，他只是付出了超级

多的时间、超级多的努力。”战友们都喜
欢叫他“超”——他们说：“超”是“赶超”
的超，是“超越”的超，是“超脱”的超，还
是“超忙”的超……
“含含爸-查理”，是张超的微信昵称。
细细品味，这个乍一看有些奇怪的

名字，承载着这位年轻飞行员的生命之
“重”。

“含含爸”——含含是张超女儿的小
名。张超对女儿的疼爱含之如饴，他不
止一次对战友说，要让自己的女儿成为
世界上最幸福的小公主。
“查理”——张超给自己取的英文

名。在世界舰载战斗机飞行领域，“查理
信号”是每一个新飞行员梦寐以求想听
到的着舰信号。听到它，就意味着他们
即将完成第一次着舰飞行，成为一名真
正的舰载机飞行员。飞上航母，张超的
梦想就写在这个英文名中。

两个身份，两个梦想。家与国，就这
样扛在这个男人的肩上。
（下转第二版）

左图：张超生前驾驶歼-15战机准

备进行飞行训练时的身影。

资料照片

折翼海天，用生命为中国航母事业铺路，“逐梦海天的强军先锋”张超—

“时代选择了我们，我们绝不能辜负这个时代”
■本报记者 徐双喜 柳 刚 陈国全

10月9日，第81集团军某旅组织新装备授装仪式，激发官兵学用新装备的热情。

李 欣摄

本报讯 马耀智、赵治国报道：军地
联手锣鼓喧天送喜报，功臣家人披红戴
花受尊崇。9月下旬，这样热烈的送喜报
场景先后在湖南省新邵县和甘肃省民乐
县出现。新疆军区某装甲团注重发挥荣
誉激励作用，组织专人分别为两名荣立
一等功的战士送喜报到家乡。

这两名战士分别是该团甘肃籍四
级军士长高天龙和湖南籍下士朱鹏。
去年 8月，他们代表中国陆军参加“国际
军事比赛-2017”“军械能手”项目比赛，
高天龙夺得榴弹炮修理冠军，朱鹏夺得
轻武器修理和射击冠军，两人还共同助
力中国队摘得修理排接力赛团体冠军，
分别荣立个人一等功。

该团党委在部队隆重召开表彰大
会的同时，还派人赶赴“一等功臣”的家
乡，将喜报送到他们家人手中。千里送

喜报的荣誉激励行动，受到当地政府和
武装部的大力支持。

接过丈夫的喜报，高天龙的妻子王霞
流下幸福的眼泪，5岁的儿子高建宇也在
懵懂中感受到了荣光，不停地让爸爸将大
红花戴到自己胸前。朱鹏76岁高龄的奶
奶，则一边抚摸着一等功奖章，一边给孙
子竖起大拇指。《甘肃日报》《邵阳日报》等
当地媒体先后进行了报道，在社会营造了
当兵光荣、立功光荣的良好氛围。

该团十分重视荣誉激励和仪式教育，
在官兵立功受奖、授衔晋职之际，通过召
开大会并邀请军人家属入营见证荣光等
方式，充分调动官兵强军精武的热情。在
不久前结束的“国际军事比赛-2018”中，
该团官兵代表中国陆军参加“苏沃洛夫
突击”步战车组项目比赛，取得单车赛前
3名、接力赛团体第一的好成绩。

新疆军区某装甲团注重发挥荣誉激励作用

一等功喜报送到战士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