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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着初升的朝阳，北部

战区陆军某边防连官兵巡逻

在祖国的最东端，守护着边

境安宁。

徐 辉摄

新华社南宁12月11日电 （记者
杨维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
主席、中央代表团团长汪洋，11日率中央
代表团一分团在南宁看望慰问各族各界
干部群众，带着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
的亲切关怀，带着全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与大家共同庆祝自治区成立60周年。

广西国际壮医医院是集医疗、教学科
研和国际交流等为一体的综合性民族医
院。11日上午，汪洋等来到这里了解医院
建设、少数民族医药发展情况，考察特色
诊疗，与患者、医务人员亲切交流。他指
出，广西发展少数民族医药和健康产业条
件得天独厚，要积极发挥资源优势、政策
优势，使少数民族医药更好地造福人民群
众，为“健康中国”作出更大贡献。

随后，汪洋等前往凤岭北社区考
察。在便民服务大厅、互助养老志愿服
务站、“民族之家”活动室，汪洋与工作人
员、志愿者和社区居民交流，了解社区加

强基层党建工作、开展便民服务情况。
他指出，社区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居民
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要健全社区管理
和服务体制，整合各种资源，增强社区公
共服务能力，让大家有更多的获得感、幸
福感。

在那考河湿地公园，汪洋等听取南
宁市内河水系分布、流域治理工作以及
“海绵城市”建设等情况介绍，实地察看
河道整治成效。他对南宁市利用PPP方
式治理城市水环境的做法表示充分肯
定，希望他们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探索
更多经验。汪洋指出，要提升环境治理
能力，逐步释放生态红利，让良好生态环
境成为人民生活质量的增长点。

广西大学近年来不断突出区位优势
和学科专业特色，努力打造特色鲜明的
一流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汪洋等参观了
校史展览和办学成果展示，详细了解学
校的教学科研、人才引进等情况。汪洋

说，自治区发展要与高等教育发展实现
良性互动，广西大学要坚持正确办学方
向，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在自治区未来的
发展中作出更大贡献。

11日下午，汪洋等会见南宁市各族
各界干部群众代表，并出席南宁市庆祝
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 60 周年座谈会。
在认真听取干部群众代表发言后，汪洋
指出，南宁的沧桑巨变，是自治区 60年
辉煌成就的缩影，是党中央亲切关怀和
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的结果，也是各
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结
果。他强调，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的重要指示
精神，团结带领全市各族干部群众，埋头
苦干、真抓实干、撸起袖子加油干，奋力
谱写新时代南宁发展的壮美华章。

中央代表团副团长巴特尔、苗华和
中央代表团部分成员参加活动。

汪洋率中央代表团一分团在南宁
看望慰问各族各界干部群众

巴特尔苗华参加活动

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 中共中
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谈
“一带一路”》一书，已由中央文献出
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

这部专题文集以 2013 年 9 月 7 日
习近平同志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
夫大学演讲的一部分《共同建设“丝绸之
路经济带”》为开卷篇，以 2018年 7月 10
日习近平同志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
长级会议开幕式上讲话的一部分《加强战

略和行动对接，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
设》为收卷篇，收入习近平同志论述“一带
一路”建设的重要文稿42篇，约13万字。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统筹
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深刻观察和思考世
界形势，顺应时代潮流，适应发展规律，
首倡“一带一路”，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
沿线国家积极响应。作为扩大开放的重
大战略举措，共建“一带一路”正在成为
我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改善全球经济

治理体系、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习近平
同志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原则、丰
富内涵、目标路径等进行深刻阐述，为推
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行稳致远，
造福沿线国家人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指明了正确方向，勾画了宏伟蓝
图，提供了重要遵循。
（《习近平谈“一带一路”》主要篇目

介绍见第二版）

《习近平谈“一带一路”》出版发行

张民近照。 李沛功摄

近日，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联合制作的 18集电视纪录片
《我们一起走过——致敬改革开放 40周
年》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后，引发全军和
武警部队热烈反响。改革开放 40年的
辉煌历程，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广大官兵表
示：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令人自豪、催人
奋进，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要自觉把个
人梦融入中国梦强军梦，在岗位战位上
燃烧青春、放飞梦想，争当逐梦强军的忠
诚战士。

高扬奋斗风帆，矢志强军打赢。第
83 集团军某炮兵旅官兵在集中观看该
纪录片后，立即组织讨论交流。该旅宣
传科干事陈辉讲到：“改革开放鼓舞激
励了一代代人奋发向前、勇立潮头。作
为一名机关干部，自己要立足本职岗
位，用实干作风服务基层、服务官兵，
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使命。”

在看完第十五集 《强军战歌最嘹
亮》后，陆军某基地高级工程师冷雪感
慨地说：“使命召唤创新，科技驱动强
军。面对改革，我们只有始终不忘初
心，把岗位当作战位，将试验场当作战
场，时刻准备战斗，才能不负时代！”
新疆军区某高炮团曾经历三次改编转

隶，两次参战，五度临危受命执行急难
险重任务，“平时有血性、战时敢拼
命”是这个团的铁血团训。观看完《强
军战歌最嘹亮》后，该团团长王成动情
地说：“一代代官兵扎根部队、献身国
防，用奉献牺牲擎起党的旗帜，奏响了
一曲铿锵有力的强军战歌。对于我们基
层官兵来说，更要坚定政治信仰，牢固
树立职责意识，扎实干好本职工作，不
断提升能打胜仗的过硬本领。”

正在参加野外训练的火箭军某旅官
兵，在训练间隙通过卫星电视等渠道收
看这部纪录片。该旅旅长殷进保说：
“作为改革开放的参与者、见证者、受
益者，我们要把全部心思和精力向打仗
聚焦，练精用熟手中武器装备，守护好
改革开放发展成果。”武警云南总队德
宏支队官兵在观看纪录片后，深深为祖
国的强大感到自豪。该支队政治工作处
主任殷昌荣在讨论中谈到：“纪录片用
影像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辉煌成就，
凝聚了中国力量，弘扬了改革精神，对
我们官兵是一种激励和鼓舞。作为驻守
在边境一线的部队，我们要尽职尽责地
履行使命任务，坚决维护边境的安全稳
定。”收看纪录片后，杭州疗养院海勤
疗养区官兵满怀信心地表示，持续不断

的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给人民带来了
实实在在的福祉。我们一定牢记使命，
全力以赴为部队官兵提供优质保障。

雪域高原，西藏军区某旅组织官兵
观看纪录片后，结合改革开放成就畅谈
体会。该旅政委张其麒深有感触地说：
“改革开放 40年间，一代代雪域尖兵将
忠诚镌刻在世界屋脊，我们转战高海拔
地域，练兵雪海云天，就是要锻造出能打
胜仗的‘火力拳头’。”

纪录片播出后，在广大新兵中引发
热烈讨论。第 78集团军某旅新兵营围
绕“伟大成就”“军魂永驻”“使命催
征”三个话题展开讨论，激励新兵积
极投身强军事业，在强军路上树立远
大理想，圆梦军旅路。大学生新兵李
磊说：“这部纪录片深深震撼了我，我
会让我的青春之花，在强军路上开得
更加鲜艳。”新兵连指导员李鹏说，这
部纪录片催人奋进，很多场景让人热
血沸腾。作为一名基层干部，自己要
认真完成好新训任务，为部队建设贡
献自己的力量。
（本报北京12月11日电 记者李

伟，通讯员胡金华、夏董财、汪聪、马小

雪、甘兆楠、宫铭、邱彬洵、刘恒武、郭龙

佼、王海建、白羽采写)

感悟伟大成就 投身强军实践
纪录片《我们一起走过—致敬改革开放四十

周年》在全军和武警部队引发热烈反响

一个人能走多远的路？
38 载，栉风沐雨，战风斗雪，他用

“铁脚板”一寸一寸丈量西北边陲 216万
平方公里的大漠戈壁，徒步行程累计 15
万公里，翻越海拔 4000米以上雪山 100
余座……

两进罗布泊、三入塔克拉玛干沙
漠、四上阿尔泰山、五登喀喇昆仑山，为
了心中的测绘梦，他把家国情怀融入测
绘岗位，完成重大测绘任务 40余项，冰
峰火洲见证他的执着。

他，就是驻疆某部高级工程师张民。
野外作业，地图测绘的一项基础性

工作，主要作业工具是全站仪、画图板
和三脚架。今天，测绘技术手段不断进
步，但涉及测绘精度要求很高的军事地
理信息，仍要靠测绘兵的“铁脚板”。

为了将国土精确“复制”到地图上，
测绘兵必须“走到、测准”。张民和战友
们一年又一年背着五六十斤重的仪器、
口粮和饮用水，把一面面测绘旗插到冰
峰、沙漠上。

1981年入伍的张民，在新兵连时就

常听排长讲起野外作业的故事。那时
他就觉得，能够亲手绘制祖国版图，是
一件了不起的事。

第一次随队赴吐鲁番执行测绘任
务，居无定所、食不定时的日子让张民真
切体会到野外测量的艰辛与危险。几个
月后，一张亲手绘制的地图摆在眼前，他
的内心只有喜悦和激动……

后来，张民所在部队面临整编，
一部分人即将转岗。领导找到他时，
他不假思索地说：“任务没完成，我哪
儿也不去。”

那年，张民带领战友在塔克拉玛
干沙漠里走了 5天 5夜，在完成全部测
绘任务后，遭遇特大沙尘暴。黄沙遮天
蔽日，通讯时断时续，他们蜷缩在一座
沙丘下，紧紧裹住测绘仪器和刚刚完
成的作业图，甚至做好了被狂沙活埋
的准备。

数小时后，他们熬过风沙，回到宿
营地。已焦急等待许久的战友们紧紧
抱住他们，相顾无言，泪水夺眶而出。

中蒙边境踏勘，张民带领战友骑马

走了 8天 8夜，一路上闯戈壁、过沼泽，
两次遭遇野熊袭击；神仙湾，海拔 5380
米，空气含氧量不足平原一半，他们一
干就是近半年，完成了全部地理要素测
绘……新中国成立以来，张民所在单位
先后有 18名测绘兵长眠冰峰荒漠，用生
命践行了对军事测绘事业的铮铮誓言。

一个地名的背后，时常是一次生与
死的考验。张民和战友用一次次无悔
的坚守，填补了军事测绘史上的一个个
空白，书写测绘传奇。

1990年，张民所在的航测外业队被
上级授予“冰峰火洲英雄测绘队”荣誉
称号。当年一同参加授称仪式的同志，
如今只剩张民一人依然坚守岗位。

指着悬挂在办公室的地图，张民
说：“地图上的每个点位、每个标注，都
是测绘兵的责任与荣光。”

伴随国防和军队改革深入推进，张
民所在部队重新调整组建。在测绘战
线奋战 38年的张民也到了最高服役年
限，成了所在部队年龄最大的兵，他带
出来的徒弟，有些已经走上领导岗位。

罗布泊某重点区域测绘，是这支部
队重新调整组建后上级赋予的第一项
重大测绘任务。“这次任务把我捎上，那
个地方我熟。”张民主动请缨。

时隔 20年，再闯罗布泊，“死亡之

海”依然一片死寂。白天，太阳炙烤
着戈壁，地表温度时常达到 70℃；晚
上，辽阔的旷野空寂无人，浩瀚银河
铺满夜空……张民带领战友平均每天
步行20余公里。
“沙丘流动性大，不能单纯靠导航

仪”“自然环境和通行条件越是恶劣，数
据越不能出差错”“在沙丘上行走，要尽
量走迎风面”……4个多月并肩战斗，从
测绘专业技术到荒漠求生技能，张民将
自己积累30多年的宝贵经验倾囊相授。

张民知道，这也许是他能给罗布泊
留下的最后一个印记了。

今年底，张民就要退休了。望着他
那黝黑的脸庞，战友们投来敬佩的目
光。有人问：“张高工，您干了一辈子测
绘，去的都是那些人迹罕至的戈壁荒
漠，值不值？”
“只有荒凉的大漠，没有荒凉的人

生。”张民说，“祖国的山川大地，处处都
有美景，我是一名测绘兵，能为祖国绘
制版图，是我的荣光。”

“为祖国绘制版图，是我的荣光”
—记奋战在野外测绘一线38年的高级工程师张民

■熊承炅 李沛功 王 斌

面对雷场，“90后”士兵杜富国喊

出“让我来”，大胆前行，无所畏惧。

这一次，他在爆炸瞬间用身体掩护了

战友，自己却失去了双手和双眼。

这些年来，人们把军人的冲锋，

叫作“最美逆行”。事实上，没有什

么逆行，面对危险，别人可以撤退、

可以选择规避，但军人作为人民幸福

的守护者、国家安全的捍卫者，只能

选择正向前行。群众眼中，杜富国选

择了“逆行”，但这恰恰正是军人应

有的直行。

中国无战事，军人有牺牲。军人

的直行，注定与青春、热血和牺牲相

伴。灾情发生，军人迅速响应；火场雷

场，军人无畏向前；维和护航，军人义

无反顾；临战之日，军人忘家忘身……

不必说军人辛苦，那是军人的职业；不

必说军人孤独，那是军人的选择；不必

说军人危险，那是军人的使命。

凡是用生命作勋的事业,都是不

朽的事业。在军人心中，生命可弃，

使命不丢；既是“逆行”，也是直行。

“逆行”，也是军人的直行
■李英铁

本报讯 李亚军、记者马三成报道：12月
10日，为期 6天的西藏军区师旅团级政治工作
机关“学军事、学指挥、学科技”活动竞赛考
核落下帷幕。西藏军区主要领导介绍说，开展
“三学”活动，是军区努力打造打仗型政治工作
机关和政治工作干部队伍的一项重要举措。

近年来，西藏军区党委坚决贯彻落实习主席
提出的“政治干部要努力学军事、学指挥、学
科技”指示要求，针对部分政治工作干部“两个
能力不够”“五个不会”现象，大力开展“三
学”活动，通过常态化组织集训考核方式，在以
考促训中提升政治工作干部能力的“含军量”。

此次“三学”活动竞赛考核，考场处处
弥漫着“硝烟味”。共同基础课目考核，军事
理论、图上作业、3000米跑、手枪精度射击等
课目连贯实施；想定作业拟制，参赛人员综合
研判敌情、我情、战场环境，结合战术背景拟
制政治工作作战文书；作战问题研究阶段，
一个个难题在思想交锋中被逐一破解……从
各级政治工作机关干事，到各旅政治工作部
主任，数百名政治工作干部同场竞技，检验
自身能力素质。

某旅政治工作部主任泽仁杨培带着脚伤参
赛，勇夺个人成绩总评第一名。走下领奖台，
泽仁杨培感慨道：“参赛就是‘参战’。政治工
作干部也是战斗员，打仗本领是我们最根本的
本领。只有做到军政兼优，才能在工作中做到
胸有底气、说话硬气、官兵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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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逻边防线

情满八桂 爱洒壮乡
——广西驻军守护边疆安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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