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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仰天地，纵览古今。
越过百曲千折的时代峰峦，铺展风云

变幻的历史卷轴，回望五千年人类文明进
程，疆域广袤的神州大地孕育了中华民族，
数不清的自然灾害也给华夏大地带来沉痛
灾难。

70年沧桑巨变，中华民族历经苦难生生
不息。历史之笔生动记载了岁月长河中的
伟大壮举：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代代中国军
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为战胜各种灾
害的中流砥柱，谱写了一曲曲彪炳史册的激
越壮歌。

从逆行的背影感知

中国力量

殷忧启圣，多难兴邦。
6月 17 日 22 时 55 分，灾难再一次突降

四川，宜宾市长宁县发生 6.0级地震。半小
时后，宜宾军分区抗震救灾先遣队官兵在夜
色中抵达灾区。当人们惊慌撤离时，他们向
着危险逆行而上。

灾难面前，人民子弟兵不顾生死，义无
反顾挺身而出的举动屡屡被人们刷屏。
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全国人民看到了从天
而降的“逆行”：空降兵某部 15名官兵在无
气象资料、无地面指挥、无地面标识条件下，
从 5000 米高空空降茂县，建立与外界的通
信联系。

生死战场是检验一支军队战斗力的试
金石，更是衡量宗旨意识的大课堂。人民军
队在赶考抢险救灾战场的征途上，考官是
谁？是人民！考试内容是什么？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

2015年 6月 1日，湖北省监利县长江大
马洲水道的“东方之星”号客轮救援现场，
解放军和武警官兵 5000余人参与救援。海
军工程大学潜水员官东连救两人，被网友
亲切地称为“最美男神”。一位网友的留言
意味深长：“当他潇洒帅气的脸庞流着鼻血
露出水面，我们看到了中国战士最震撼、最
俊美的模样，感受到了灾难中生长的中国
力量。”

抗击非典中的“最美天使”、抗洪大堤
上“最美睡姿”、火灾现场中“最美逆行”、
长江浊流里“最美潜游”……风雨 70年，人
民军队奋勇向前，我们之所以能战胜那么
多大灾难，孕育出那么多英雄，就因为我
们党拥有一支敢于赴汤蹈火、舍生逆行的
威武之师。

时针拨回到 1954 年夏天，武汉遭遇特
大洪水，党中央命令武汉附近驻军和 150万
市民打响“武汉保卫战”，从仲夏到深秋历
时 100 天，武汉安然无恙，受到毛主席高度
评价。

44 年后的那个夏季，长江流域特大洪
水。建军节这天，驻豫某师已宣布精简整
编命令，退伍老兵举行向军旗告别仪式，
深夜接到抗洪抢险命令时，该部官兵仍是
第一时间打起背包奔赴一线。很多同志
讲：“面对精简整编，我不知道明天会干
什么，但面对滔滔洪水，我知道只能进不
能退。”部队与洪水搏斗 40 多天，完成任
务返营后，不少官兵背上行囊默默离开了
老部队。

穿越灾难，砥砺奋进。面对各种突如其
来的大灾害，以人民军队为核心的各方救援
力量总是能迅速集成大合力，不惧艰险展开
生死大营救，充分展示了党的凝聚力和人民
军队的战斗力。

当熊熊烈火燃烧时，军人是水；当肆虐
洪水袭来时，军人是堤；当不测地震发生
时，军人是钢铁脊梁。无论遇到什么样的
灾难，这支雄师劲旅所迸发出的气吞万里
的精神力量之源，永远是为人民服务这颗
不变的初心。

从驰援的脚步感受

中国速度

抚定思绪，回望汶川。
今天，如果复盘震后 72 小时内的实

况，依然令人震撼：地震发生仅 10 多分
钟，原总参谋部作战部就发出第一道救援
命令，指挥 14.6 万解放军和武警官兵赶往
灾区，原成都军区抗震救灾指挥部开始运
转；8 分钟后，原成都军区总医院收治第
一个伤员……

汶川大地震，唤起人们对 1976 年唐山
大地震的痛苦记忆。那时受装备制约，缺乏
机动能力，第一批赶到的部队是 5小时后，
大批部队在震后 20至 30小时后赶到，因缺
乏特种装备与专业工具，有的战士用手扒废
墟救人，十个指甲都磨掉了。

两次灾难相隔 32年，其间经历了 30年
的改革开放，中国军队全面建设取得巨大进
步。可以说，每次中国速度救援的背后，都
是对中国军队的一次特殊检阅。

盘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军全面建设
取得的变化和成就，一个不可忽视的重大
变化就是，经过非战争军事行动的砥砺，

人民军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大
幅提高—

顺畅高效的应急指挥体系应运而生，
军地应急联动机制运转高效，军队应急专
业力量形成规模，侦察、通信、测绘、气象
等新型装备陆续列装专业部队；非战争军
事任务训练写入新的军事训练大纲，水
电、爆破、道桥等专项训练写进专业分队
训练大纲，抗击自然灾害的诸军兵种联合
演练定期展开，快速反应和专业救援能力
大大增强……

2017 年 8 月 8 日 21 时 19 分，四川九寨
沟发生 7.0 级地震。这是人民军队经过改
革调整进入战区新体制之后，第一次面对
地震灾害考验。人们注意到，军队救灾指
挥机构悄然从原成都军区变成了西部战
区，挥师灾区的人民子弟兵，也拥有了新
的番号，救援现场，随处可见生命探测仪、
破拆装备等先进救援设备；24 小时内，6
万余名游客和外来务工人员实现安全大
转移……

时光荏苒，人民军队迎来 92 周年华
诞。回望如虹征途，三军将士一次次闻令而
动，把忠诚编织进八一军旗的经纬，把和平
年代非战争军事行动伟大实践书写进共和
国史册。可以预见，这支昔日在抢险救灾战
场上屡建功勋的队伍，在新时代实现中国梦
强军梦的伟大征程上，一定会赓续荣光、不
负众望！

从倒下的身躯感悟

中国精神

这些场景和名字，早已为人熟知。今
天，站在英雄辈出的时代长廊里，回望他们
的身影，依然动人心扉。

他的身影，倒在荆州抗洪大堤上，8天前
火线入党，实现了入党时的铮铮誓言；

他的青春，淹没在抗击“尼伯特”台风、
抢救人民群众的滚滚洪流中，曾牵动亿万国
人的心；

他的英魂，消逝在残垣断壁间，这位在
请战书上写下“穿上军装，我就不再属于自
己”的士兵，用生命践诺。

李向群，20岁；刘景泰，22岁；武文斌，
26岁。这是三位英雄牺牲时的年龄。

我们目睹一个个英雄远去，也目睹更多
英雄走来！

11年前，南方部分地区遭遇低温雨雪
冰冻灾害，60 万旅客滞留广州火车站，4
名站着睡着了的执勤士兵被摄入镜头，感
动大江南北。有人慨叹：醒着时，他们是
一堵安全围墙；睡着时，他们是一座巍峨
高山！

官兵们说，人民是我们的江山，也是我
们的靠山！

今日中国无战事，并非中国无“战
场”。对中国百姓来说，战争是一场灾
难。对中国军人而言，灾难是一场战
争。在军队抢险救灾的镜头里，那些义
无反顾的身影、那些赴汤蹈火的脚步，
早已化作热血铸就的丰碑，他们用血肉
之躯挡住面前的灾害，用生命守护身后
的百姓和财产。

汶川威州镇，一座“红军桥”横跨岷
江。1935 年，红四方面军主力受阻于此。
当地百姓冒着炮火修复这座被炸毁的索
桥，帮助红军渡江转危为安。70 多年后的
汶川大地震，作为红军传人的人民子弟
兵，又跨过这座桥，舍生忘死救百姓于危
难之中。

如今，穿行昔日的汶川灾区，一座座以
“八一”命名的地标成为一道风景线—
“ 八 一 学 校 ”“ 八 一 康 复 中 心 ”“ 八 一
路”……解放军的情、子弟兵的爱，已化为
这座城市的永久记忆，成为一个高高耸立
的精神坐标。

70 年风雨征程，70 年气势如虹。回望
历史，展望未来，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昔日
山崩地裂的灾难，挡不住人民子弟兵前行
的脚步。今天，更没有什么困难，能阻挡
人民军队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
谋复兴的铿锵步伐！

在
没
有
硝
烟
的
战
场
上
打
胜
仗

—
—

人
民
军
队
积
极
投
身
抢
险
救
灾
成
为
战
胜
各
种
灾
害
的
中
流
砥
柱

■
本
报
特
约
记
者

魏
联
军

王
根
成

7月，又到一年防汛时，位于湖北省荆
州市的荆江大堤迎来了一年关键而特殊的
时节。

记者循着每年防汛勘察的必经足迹，
来到素有“天下第一矶”之称的荆江大堤观
音矶。伫立矶头，观滔滔江水，听惊涛拍
岸，动人心魄。

矶头左侧护栏下有一块纪念碑，上面
标记着一条红线，刻着一个醒目的数字：
45.22 米。这是 1998 年 8 月 17 日 9 时的水
痕，也是观音矶记录下长江在此处的历史
最高水位。

45.22 米，这是一个普通的数字，但对
经历过那场洪水的人而言，却有着刻骨铭
心的记忆。
“那年夏天，长江发生继 1954年以来又

一次全流域性大洪水。8月 17日荆江最高
水位达到 45.22 米！超过了荆江分洪上限
水位 0.22 米，比 1954 年的最高水位高出
0.55米。未知的恐惧笼罩在荆州城上空。”
回忆当年的险情，时任荆州市沙市区人武
部政委、长江沙市段抗洪抢险指挥部副指
挥长张昌荣记忆犹新。

45.22米，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堤之
隔的荆州城，随时都要面对滔天洪流。张
昌荣说，为确保安全，当地群众纷纷远走避
难，离家前每家每户都会打开家里的房门
和窗户，防止洪水来袭时冲毁房屋。8月

16日 21时，分洪区内所有群众撤离完毕。
荆州军分区职工文海庭，当年跟随部

队在荆江大堤上奋战 90 多个日日夜夜。
回忆当年的险情，文海庭依然心有余悸。“8
月 16日，长江第六次洪峰以排山倒海之势
向荆江扑来，奔腾咆哮的江水在荆江沙市
段卷起巨浪，冲击着荆江大堤，拍打着观音
矶头。”
“形势异常严峻的时刻，荆江大堤沿

线部队全部上堤，严防死守。无论你走到
哪里，都会看到抗洪官兵的身影，豪言壮
语震天响：‘誓与大堤共存亡’‘人在堤在，
水涨堤高’……”带着记者走在荆江大堤
上，望着平静的江水，文海庭心情却难以
平静。

华灯初上,夜幕拂去一天的喧哗,荆江
大堤在路灯的辉映下略显静谧。从大堤走
下，万寿园却是一片热闹景象，安居乐业的
人们伴随着音乐跳起了广场舞。行走在广
场中央，耳边传来了一首熟悉的旋律《为了
谁》，尽管欢快的舞姿与这首歌的本意并不
协调，但对这些经历过那场洪水的荆州人
民而言，没有人比他们更懂得“为了谁”背
后的真正意义。

荆州军分区政治工作处主任张欣告诉
记者，从汉代迄今 2000多年中，荆江发生大
小洪灾200多次，平均约10年一次，给荆州百
姓带来无尽苦难。但面对同样的无情洪流，

时代不同，“为了谁”三个字有着天壤之别的
注解。张欣讲述了这样一段特殊的史事：

1931年夏，长江中下游遭受特大洪涝
灾害，荆州洪湖苏区深受水灾之苦。那时的
国民党政府非但不救济灾区百姓，反而以救
灾修堤为名趁火打劫，置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于不顾，一心想向灾区发动军事进攻，利用
洪水来消灭处于困境中的苏区人民。

1931 年的那场洪水，长江决口 350 多
处，江汉平原一片汪洋，6个长江沿线省份
的 60 余万顷农田被淹，数千万人流离失
所，14万余人葬身。而在 1998年洪水肆虐
的危急关头，人民子弟兵却逆着人流冲上
抗洪一线，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不倒的万
里江堤。历史的悲剧没有重演。

因为那场洪水，人们记住了李向群，记
住了高建成，也有许许多多人们并不熟知
的英雄。荆州军分区的军事志至今还记录
着这样一组数据：90多天的抗洪抢险中，30
余万民兵预备役人员，成功排除重大险情
240处，有 11位民兵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长江奔腾，永不止息。正是这些年轻
的勇士，用生命将荆江大堤观音矶的最高
水位定格在 45.22 米刻度线。同样定格在
45.22 米高度的，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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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一代代共产党员
和中国军人历久弥新的无悔初心。

九八抗洪—

“45.22”刻度线上的初心回望
■朱 勇 余林胜 本报特约记者 何武涛

11 年前的 5月 12日，一场突如其来的
特大地震给四川省汶川县映秀小镇造成毁
灭性打击，昔日繁华的小镇一度成为地球
上“陷落的疮疤”。

11年后，就在灾难发生的地方，一座定
位为旅游温情小镇、防震减灾示范区和“汶
川特大地震”震中纪念地的美丽小镇，在岷
江河谷又奇迹般地拔地而起，令世人惊叹。

雨后的映秀，空气清新。远处的山坡
上，当年随处可见的塌方和泥石流处已被
满目的绿色覆盖。

前些年，特大地震带来的悲怆始终笼
罩在映秀人民心中。如今，走在映秀镇街
道上，川西民居、藏寨风情、羌式建筑交错
相融，民族风情的房屋、现代风格的场馆、
宽敞平整的街道顺势铺展开来，精致的房
顶上飘扬着五星红旗，开门迎客的映秀人
彼此间熟悉地打着招呼，“去哪儿？忙啥
子？待会儿来我家喝茶……”每一张脸上
都映着笑容，充满活力。

回望艰难岁月，更能体会到映秀的新
生。在漩口中学遗址，倒塌的主楼定格在
“5·12”下午的那个瞬间，废墟中的课桌椅、
褪色的标语、残破的校舍见证了那段悲歌

岁月。
漩口中学遗址讲解员陈秀蓉谈及往事

心潮澎湃：数万名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千里驰
援灾区，从空中、地面多路并进，挺进震中；
15名空降兵冒着生命危险，在岷江峡谷开创
了不具备伞降条件的伞降壮举；四川省军区
派出300名官兵第一时间赶赴映秀，群众高
呼“解放军来了，我们有救了！”
“恩人呀，快进来坐一坐！”在映秀镇中

滩堡村博爱新村饭店前，老板杨云刚一眼就
认出了曾在汶川地震时参与映秀救灾的汶
川县人武部政委梁雪东。“5·12”汶川地震
中，杨云刚家房屋垮了，所幸一家人都平安
无事。2011年春节前夕，由广东东莞对口援
建的新房竣工，杨云刚一家和乡亲们搬回了
映秀镇。第二年，杨云刚利用一楼门面开起
了饭店，取名“博爱新村饭店”。这几年，杨
云刚一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18 年 2月 12日，习主席来到杨云刚
的饭店，在店主的邀请下，习主席愉快地参
与炸酥肉、磨豆花，边体验边同一家人交
流。后来，杨云刚在习主席推过的石磨上
系上大红绸，石磨成为客人最爱合影的地
方。今年春季旅游期间，饭店菜谱进行了

更新，“幸福酥肉”和“带劲豆花”成为不少
客人的必点菜。“现在，我们每天要炸 40多
斤酥肉，卖上百碗豆花。”杨云刚高兴地说。

在映秀镇，和杨云刚一家一样从事餐
饮、旅游接待的家庭越来越多。目前，全镇
有餐馆 59家，客栈 67家，直接和间接从事
旅游经营的人占全镇人口半数以上。
“映秀人变了。”映秀中滩堡村村支书杨

云兵对此感受颇深，灾后重建以来，送免费
茶、助力公益、参与捐款救援的人越来越多，
整个映秀沉浸在感恩报恩的默默温情之中。

震后11年，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映秀
镇新建成的学校、医院抗震等级可达 9级，
居民住房抗震等级可达8级，一条条宽阔的
柏油马路通往成都、汶川及周边的旅游景
区，这为当地群众带来无限商机……新学
校、新房子、新生活，从震后的一片废墟到
今天的美丽新城，走出震后阴霾的映秀，洋
溢着人们对幸福的追求和对未来的向往。

浴火重生的映秀镇，已一扫昔日的阴
霾惨淡，重新崛起于绿水青山之中。这座
曾经的震中小镇正在以原地重生与感恩
回馈的温情，向世界讲述一个非凡的中国
故事。

汶川抗震—

废墟上崛起美丽小镇
■本报特约记者 孙绍建

人民军队始终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完全彻底为人民
奋斗，哪里有敌人，哪里有危难，哪里就有人民子弟兵。 —习近平

又一个建军节来临，时间从未改变前行

的脚步。

七一、八一、十一，这三个重大纪念日

的排列顺序，看似偶然，实则必然：有了

党，才有人民军队，而后有新中国。知所从

来，思所将往，3个时间轴交汇处，指向一

个精神源头：初心。

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

来。历史长河峰回路转，总有一些精神贯穿

岁月，值得铭记和守望。

新中国成立后的70年抢险救灾史，是

战斗史，也是精神史。翻开抢险救灾中惊

天动地、撼人心魂的历史画卷，诸如人民

子弟兵手挽着手跳进汹涌的激流用血肉之

躯封堵长江大堤缺口，从五千米的高空一

跃而下闯入汶川大地震震中的英雄壮举数

不胜数，而驱动这些壮举的是人民军队越

是艰险越向前、灾难面前勇者胜的坚强意

志和不屈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子

弟兵永远不变的初心——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习主席指出：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

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

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这一重要

论述，深刻揭示了人民军队必须永远保持对

人民的赤子之心、必须永志不忘红色血脉。

人民最大、百姓最亲。汶川抗震时，武

警绵阳支队通信班班长陆苇的8个亲人被埋

进废墟，表妹到救灾一线让他回家救人，他

说：“我是军人，一切要听从部队的命令。”

军人初心不改，群众真心不移。某红军

师在汶川抗震救援结束奉命班师，短短1公

里竟然走了 3小时。部队本想子夜悄然离

去，奈何挎着一篮干粮的大嫂、手捧山果的

乡亲们拦着军车不想让他们走……

11年前，在送别参加汶川抗震空降兵的

人群中，12岁的什邡少年程强用双手高高举

着一块布条，上书“长大我当空降兵”；今

天，程强梦想成真。他成为一名优秀的空降

兵战士，当上“黄继光班”第38任班长。

当年，这支部队拯救了他；今天，这支

部队塑造了他。

一个社会有一个社会的脊梁，一个时代

有一个时代的中坚。人民军队在灾难的严峻

考验中，初心如磐，征程万里，为伟大的

“抗洪精神”“抗震精神”增添了最生动的时

代注脚。

行源于心，力源于志。过去70年，用

伟大精神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战胜了自然领

域各种各样的灾难。今天，中华民族进入从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的新时代，人民

军队也迈进为强国复兴提供战略支撑的新时

代。坚守初心、肩负使命，这是人民军队的

时代担当。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我们的事业越前进、越发展，新情况新问

题就会越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

多，面对的不可预料的事情就会越多，这

就更需要人民军队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立起使命之“旗”，擘画使命之“路”，塑

造使命之“力”，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

目标、创造无愧于党和人民的光辉业绩而

不懈奋斗！

征程万里初心在
■胡 凯

②

纵 横 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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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军队参与重大抢险救灾事件发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