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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馆陶县范筑先纪念馆内，两
排红色大字“杀敌挺身甘一死，裹尸还
葬足千秋”映入眼帘。一座范筑先的石
膏塑像巍然屹立，500多平方米的纪念
馆内，影像、图片、文字等讲述了范筑先
光辉的一生。

范筑先，1882年出生，山东馆陶（今
属河北省）人。历任炮兵营长、补充团
团长、第 8 旅旅长等职。1931 年回山
东，先后任第 3路军参议、沂水县县长、
临沂县县长。1936年，任山东省第 6区
行政公署专员、保安司令兼聊县县长。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范筑先拥护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留在鲁西北地
区组织群众进行抗日，先后组织建立了
多个县的抗日政权和抗日武装。1938
年，为策应武汉会战，先后两次组织部
队攻击驻守在济南的日军。

1938 年 11 月初，毛泽东专门派人
给他带去亲笔信，对其表示慰问和嘉
勉。11月 14日，日军进攻聊城，范筑先
率部抗击，700 多名将士大部分战死。
次日，聊城被日军占领，范筑先宁死不
当俘虏，举枪自尽。

范筑先牺牲后，国民政府特令褒
扬，追晋范筑先为陆军中将。中共重庆
《新华日报》发表了敬悼抗日英雄范筑
先先生的时评，延安中共中央《解放》周
刊发表了纪念文章《哀悼民族老英雄范
筑先》。

馆陶县政协文史办原主任刘清月
从事范筑先研究30多年。据他介绍，当
时日军主力踏上齐鲁大地，国民党军队
纷纷南撤，可年近六旬的范筑先却没有

撤退。范筑先曾说，大敌当前，我们守土
有责，不抵抗就撤走，何颜以对全国父
老？范筑先在战斗中奋勇杀敌，身负重
伤，最后壮烈殉国。

1988年，为纪念范筑先殉国50周年，
山东省聊城市在范筑先殉国的地方修建
了范筑先纪念馆。2009年，范筑先的家
乡河北省馆陶县的范筑先纪念馆建成，
县内一条新修建的街道被命名为筑先
路。每年清明节等节日，该县都组织中小
学生、机关单位工作人员来此开展纪念活
动，每年游客达到2万人次。

范筑先的后人范小云表示，祖父当
年为了守卫一方领土，牺牲自己生命，
自己将时刻以祖父为榜样，在工作岗位
上更加努力，用自己的行动让周围人生
活更美好。馆陶县是中国粮画之乡、中
国黄瓜之乡。范筑先当年的奋斗精神，
依然被馆陶干群不断学习传承，今日的
馆陶正以全新的面貌，迅速发展。

（新华社记者赵鸿宇）

范筑先：铁血将军守土有责

本报成都11月12日电 记者从西
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获悉，在“国家
金沙江‘1103’堰塞体处置指挥部”科学
指挥下，经过千余名抢险救援官兵接续
奋战，取得初步战果。12日 10时 50分，
金沙江白格堰塞湖水位超过堰塞体人工
泄流槽，开始泄流。

为做好堰塞湖应急处置工作，国家
防总按照《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于
12日 4时启动防汛Ⅲ级应急响应，要求
四川、西藏、云南等地和长江防汛抗旱总
指挥部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
命安全，最大程度减少灾害损失。西部

战区专门派出工作组赶赴一线，在配合
搞好组织指挥的同时，积极参与到抢险
救援行动中。武警部队组织四川、云南、
西藏总队官兵做好应急防范处置准备，
做好沿江巡查、物资运送、疏散群众工作
的同时，密切观测水位变化，并严密监控
滑坡、塌方、泥石流等灾害情况。

此前，第 77集团军某工兵旅 200余
名官兵，先后在堰塞湖坝体上游开设 3
个渡口，打通 30公里左右的水上通道，
并利用冲锋舟和重型漕渡门桥等装备转
运大型工程机械、施工人员和当地群
众。西藏军区组织冲锋舟分队携带热食

进入堰塞体，并及时转移坝体施工人
员。昌都军分区派出医疗分队到转移安
置点开展巡诊送药。

目前，堰塞湖水流正在有序导流，预
计 13日晚间将出现最大流量。根据应
急管理部 12日 12时提供的数据显示，堰
塞湖水位累计上涨 61.08米，超过泄流槽
底坎 0.92 米，查算堰塞湖蓄水量约 5.28
亿立方米。为应对堰塞湖过流可能带来
的洪水影响，沿线各部队正密切关注，并
做好抢险救援准备。
（综合特约记者杨晓波、彭小明，通

讯员梁云霄、卢亚其、王玺、林燕华来稿）

千余抢险救援官兵接续奋战取得初步战果
金沙江堰塞湖过流泄洪

本报上海11月12日电 朱笑冰、
记者李建文报道：“我爱祖国的蓝天，晴
空万里阳光灿烂……”11月 11日上午，
上海东方明珠塔下广场人流如织。8时
50分，伴着欢快的乐曲，一群“空军蓝”
出现在人们的视野，《我爱祖国的蓝天》
《我爱你中国》等一首首歌曲响彻广场。
游人们有的驻足观看，有的和官兵一起
歌唱。这场由空军某基地官兵自编自演
的“快闪”活动，是该基地开展空军“宣传
周”活动的一个缩影。

为纪念人民空军成立 69 周年，该
基地官兵创新形式开展“宣传周”活
动。为形成关注空军、支持空军的浓厚
舆论氛围，他们专门制作了宣传短片，
在地方公交系统移动电视、重要商圈广
告屏滚动播放；设计印制空军知识宣传
海报，张贴到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社
区和院校。

参观战机静态展示，观摩刺杀操训
练，观看反映空军建设宣传片……在“快
闪”活动上演的同时，该基地所属航空兵

某旅举行军营开放日活动，3000余名驻
地市民、在校学生、官兵家属走进部队，
近距离感受火热军营。听了飞行员的故
事，看到战鹰矫健的身姿，参观人员由衷
地赞叹：“空军部队了不起！有你们守卫
祖国的领空，我们放心！”

讲好军营故事，助力备战打赢。近
年来，该基地持续开展军营故事会、评选
表彰“强军先锋”“最美战士”活动，在军
营内外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激发了
官兵投身练兵备战的干劲。

讲好军营故事 展示良好形象

某基地创新形式开展空军“宣传周”活动

本报西安11月12日电 邢小兵、
记者邹维荣报道：检查卫星周期重点
遥测参数、总结卫星以往异常特点、分
析星上常驻故障影响……今天，记者
从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了解到，该中心
科技人员历时 20 天为 30 颗北斗导航
卫星进行了健康检查分析。他们通过
定性绘制每颗卫星各分系统健康状态
图谱，为北斗导航卫星在轨运维管理
提供依据，实现了大数量在轨航天器
管理能力新跨越。

随着我国航天事业快速发展，在

轨航天器管理智能化、信息化已成必
然趋势。为精准掌握北斗导航卫星在
轨运行状态，在卫星研制部门和用户
单位协同下，该中心航天器长管部集
中精干力量组成北斗导航卫星健康评
估项目组。科技人员结合北斗导航卫
星重点参数指标、关键状态、工作模
式切换、测控事件等卫星实际情况和
特点，建立了健康评价参数指标体
系。针对参与评估的北斗导航卫星型
号结构和状态差异，项目组人员细致
检查卫星运行状态，并抽取 2016 年以

来卫星在轨异常及故障情况进行综合
分析，形成了 30 份卫星健康检查分析
报告。
“通过此次评估，掌握了北斗导航

卫星在轨运行的总体情况，建立了卫星
在轨健康检查分析的思路方法，为持续
推动在轨航天器管理能力提升提供了
重要支撑。”航天器长管部三室主任陈
军介绍说，下一步，他们将建立卫星在
轨健康检查分析机制，定期和不定期相
结合，对所管航天器开展健康检查分
析，持续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大数量在轨航天器管理能力实现新跨越

30颗北斗导航卫星批量领取“体检”报告

■当地时间12日下午，应新加坡共和国总理李显龙邀请，李克强
乘专机抵达新加坡，开始对新加坡进行正式访问，并将出席第 21次
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第 21次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
人会议和第13届东亚峰会

■李克强当地时间 12日在新加坡总统府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举行会谈时强调，加强创新引领，打造合作新亮点，推动中新与时俱
进的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王岐山 12日在京会见校长里夫率领的麻省理工学院理事会
执委会成员 （均据新华社）

范筑先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新华社杭州 11月12日电 纪念
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
验”55周年暨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
发展“枫桥经验”15周年大会 12日在
浙江绍兴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在会上强
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坚持创新
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快推进基
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努力建设更高水
平的平安中国，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郭声琨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坚持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新理
念新思想新战略，是推进基层社会
治理现代化的根本遵循，引领创造
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大局持
续安全稳定“两个奇迹”，充分表明
了以“枫桥经验”为重要内容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具有
独特优势。

郭声琨要求，要从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的高度，把加强党的领导
作为贯穿基层社会治理的主线，健全
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努力形成共建共
治共享的现代社会治理新格局。要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创造性地贯彻落实
好党的群众路线，更好地了解民情、
集中民智、维护民利、凝聚民心。要
以自治为基础、法治为保障、德治为
先导，加强智能化建设，推动“枫桥经
验”向城镇社区治理延伸，筑牢社会和
谐稳定的根基。

赵克志、周强、张军出席会议。

郭声琨在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55周年
暨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发展“枫桥经验”15周年大会上强调

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加快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
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近年来，广西在海、陆、空立体式推进与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扎实推进“高速县县通、高铁市市通、民航片片通、内河条

条通”建设。目前高铁运营里程1751公里，高速公路总里程突破5000公里，机场旅客年吞吐能力近3000万人次。图为广

西南宁市的一座立交桥（11月10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发

海风吹拂，栾树枝头的黄花红果随
风摇曳，这是今日的厦门。

风雨无声，岁月有痕。改革开放 40
年来，从一个落后的东南小城到高素质
创新创业城市，从一个封闭的海防前哨
到国际化沿海开放城市，从一个普通的
海边小岛到高颜值生态花园城市，从偏
居一隅之地到共享发展的安居乐业城
市……厦门的每一次蝶变，都离不开人
民子弟兵的辛勤奉献。

建设鹭岛，敢教日月

换新天

火车站，是一座城市的门户，承载
着人与城市之间重要的关系。俯瞰厦
门站，外形宛如白鹭展翅，既有厦门滨
海城市的风貌特色，又具有强烈的时
代感。

翻阅厦门站 40 年来的变迁史，处
处洒下人民子弟兵的汗水。

驻厦部队遵循国家对外开放政策，
把积极参加经济特区建设作为新的历
史条件下做好群众工作的重要内容。
仅 1981 年至 1995 年间，他们就参加了
包括厦门火车站、高崎国际机场等在内
的 40 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先后投入劳
力 200 余万人次，机械车辆 38 万余台
次，船艇 800余艘次。

原第 31集团军某工兵团在完成繁
重的战备训练和国防施工任务的前提
下，自1984年以来参与厦门经济特区的
122项大中型工程建设，为特区经济发
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时光荏苒。自 1980年 10月 7日批
复设立经济特区以来，厦门先后获批开

发开放类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自
由贸易试验区……如今的鹭岛，已成为
两岸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合作示范
区、东南国际航运中心、两岸区域性金
融服务中心和两岸贸易中心。

繁荣鹭岛，注入发展

新动能

一年前，某旅政委夏志军以自主择
业的方式告别军旅。凭借在部队练就
的过硬素质，很快就被某知名卫浴企业
盯上。去年 8月 1日，他正式就任该企
业分管人力资源的集团副总裁，实现了
从操场向市场的转变。

改革开放 40年，厦门日新月异，离
不开这片热土上每一个奋斗不息的身
影。这其中，自然少不了复转军人这
个重要的群体。如今，一大批复转军
人活跃在厦门的各个领域，书写着属
于自己的精彩华章，也为美丽鹭岛注
入了新动能。

他们的发展成长，离不开驻地政府
对复转军人的关心厚爱。厦门市在全
省率先推出军转干部安置新规定，近几
年先后出台《厦门市拥军优属办法》《厦
门市贯彻实施军人随军家属和军转干
部随调随迁家属就业安置暂行办法》等
近60项地方性政策，实现了部队、地方、
军转干部“三满意”。仅 2012年至 2015
年间，就接收安置军转干部 1415人，约
占全省的三分之一，接收安置退役军人
2768人。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
亲。那抹绿色，必将永远镌刻在鹭岛的
发展印记里，与这座城市的人民一同见
证新时代的脉动。

守护鹭岛，军民同心

齐行动

11月的鹭岛，金风送爽，天高云淡，

绚烂的三角梅怒放生命的活力，婆娑的
凤凰木轻吟着冬日的恋曲。然而，沉醉
在美丽风景中的厦门人，永远不会忘记
两年前的那个不眠之夜。

2016 年 9 月 15 日凌晨 3 时 05 分，
1949 年以来登陆闽南最强台风“莫兰
蒂”正面袭击厦门。台风中心附近最
大风力达 17级以上，带来疾风骤雨，掀
起惊涛骇浪，也扰乱了厦门人的中秋
生活。
“人民子弟兵与厦门人民同舟共

济，一定尽最大努力抗灾救灾！”面对肆
虐的台风，现场指挥的原第 31 集团军
领导表示。

一辆辆军车满载官兵驰援厦门，
一支支突击队顶风冒雨赶赴灾区。近
10 天的时间，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在自
身受灾严重的情况下，优先派出精干
力量投入地方抢险救灾和恢复重建
中，转移救援群众 7600 余人，清理疏
通道路 445 公里，完成加固堤坝 3000
余米。
“人民是天，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人民是地，是军队生存的土壤和根基”，
这是驻军部队坚守的信条，也是他们甘
为厦门腾飞保驾护航的情感基础。

2013年 7月，热带风暴“西马仑”正
面袭击厦门。武警厦门支队一大队派
官兵第一时间赶往受灾地域，半小时转
移受灾群众60人。

2017年 9月，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
会晤隆重举行。陆军某部出动 5000余
人，顺利完成 12900余间房间、636台车
辆、上万个场地的安检任务。

……
“困难面前，有我子弟兵！”改革开

放 40年来，每到危急时刻、关键节点，
冲在一线的永远是人民子弟兵。多年
来，驻厦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用实际
行动践行了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军民同
心、军地合力打造了这座力量之城、希
望之城、文明之城！

那抹绿色，镌刻在鹭岛的印记里
■本报记者 余金虎 特约记者 赖文湧 通讯员 赵 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