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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9月 20日中午，蓝天丽日下的东古
兹草原格外寂静。突然，空中战机轰鸣而至，地面
铁流滚滚多路突击……一场以中俄为主的多国部
队联合打击国际“恐怖势力”的演练，在俄罗斯奥
伦堡东古兹靶场拉开战幕，“中部-2019”演习进入
实兵行动阶段。

根据演练作战计划，中方参演部队主要担负
机动防御、诱“敌”深入、联合歼“敌”等任务。

13时整，空中火力和地面远程火力对“敌”展
开猛烈攻击，密集的火力倾泻而下，“敌”阵地很快
成为一片火海。

重火突击之后，隐蔽在草原上的我军坦克分
队从半地下掩体一跃而出，向“敌”阵地突进……
随着火力打击、联合反击和机动作战等演习阶段
的推进，我军轰-6K、歼-11、直-10等空中力量和
96A坦克、04A步战车、新型自行榴弹炮等陆战装
备悉数登场，表现引人瞩目。

53分钟后，随着追歼清剿“残敌”战斗结束，演
习落下帷幕，硝烟在空旷的草原上渐渐消散。

我军赴俄参加“中部-2019”演习，是落实中俄
元首将两国关系提升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
伙伴关系”的具体实践，体现了中俄两军在联合战
役行动上的深度协作。联合导演部中方总导演、西
部战区副司令员刘小午介绍说，此次演习具有强度
高、节奏快、火力密度大、实战味道浓等特点，全面
检验了多国部队协同指挥和联合作战能力，丰富了
我军部队参与应对多种安全威胁的作战经验。

图①：我军自行榴弹炮对目标进行打击。
图②：中俄两军开展陆空协同作战。
图③：我军武装直升机实施低空火力打击。
图④：我军歼击机进行空中火力打击。
图⑤：我军轰炸机对地面目标凌空轰炸。
图⑥：我军战斗员投入追歼战斗。

携手，为了和平使命
—我军参加“中部-2019”演习实兵行动掠影

■罗顺裕 涂 灵 杨晓波 李忠元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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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向群，1978年 9月生，海南琼山
人，1996年 12月入伍，生前系广州军区
“塔山守备英雄团”九连战士。

入伍后，体能是李向群的弱项，他
就利用休息时间加班训练。后来，他
的训练成绩门门达到优秀，总评成绩
全连第一，并被评为“优秀士兵”。李
向群还很重视科学文化知识学习，努

力学军事、政治、文化，被连队评为学
习标兵。

李向群关心同志，乐于助人。他
把省下的上千元津贴捐给战友和群
众，曾从水火中和爆破现场救出 5名老
人、儿童和战友。

1998年 7月底，正在探亲的李向群
得知部队要奔赴长江流域抗洪抢险，
就提前归队参加抗洪。他连日奋战，
身体不支，几次晕倒在荆州长江大堤
上。8月 21 日，部队再次出动紧急抢
险，李向群听说后拔掉输液的针管，偷
偷从医院跑了出来。

紧张战斗半小时，扛了 20多袋沙

包之后，李向群耗尽了最后一点力气，
栽入水中，因劳累过度，壮烈牺牲，年
仅 20岁。李向群用生命实践了“生命
不息，奋斗不止；为了人民的利益，有
一分热就发一分光”的人生追求。

8 月 25 日，原广州军区某集团军
追认李向群为革命烈士，并追记一等
功。1999 年，原广州军区授予李向群
生前所在的“塔山守备英雄团”九连一
班“李向群班”荣誉称号。李向群被中
央军委授予“新时期英雄战士”荣誉称
号，并成为全军挂像英模之一。

（本报记者杨悦，通讯员刘彰）
图片均由新华社发

李向群：拼死战斗 勇抗洪魔

1964年 12月 21日至 1965年 1月 4
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
正式和完整地向全国人民提出“四个
现代化”的任务。

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
成，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今后
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
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

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
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
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了实现
“四化”，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第一
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
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
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建设社会主
义道路的过程中，通过反复思考，确定

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蓝图。从此，实现
“四化”成为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即
使在后来发生挫折的艰难岁月里，这
个伟大目标仍是凝聚和团结亿万人民
奋发图强、建设国家的强大精神源
泉。1975年 1月，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上重申了“四化”目标和两
步走设想。

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全国人民
不懈奋斗，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进一步提出“三步走”战略，开创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丰富和完
善经济社会发展的内涵，向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阔步前进。

（新华社北京9月25日电）

我国初绘现代化蓝图

于漪，这是一个在谈到新中国语文
教育思想变革时不得不提的名字，也是
无数中国教师心中的偶像。68 年的从
教生涯，于漪用“站上讲台就是生命在歌
唱”的精神走出了自己的语文教学之
路。“教文育人”“德智融合”等主张在全
国产生重大影响，被誉为“育人是一代师
表，教改是一面旗帜”。

开设公开课近 2000节、培养三代特
级教师、著述数百万字……如今已 90岁
高龄的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名誉校长、
“人民教育家”于漪，依然以奋斗姿态站
在教育改革和教师培养最前沿，践行着
“让生命与使命同行”的铮铮誓言。

在她教过的学生中，有人在毕业十
几年、几十年后，还能整段背出她当时在
课堂上讲过的话、写在黑板上的板书；在

她带教过的老师里，有人为了“抢”到前
排座位听她上课，竟不惜专门配副眼镜，
冒充近视眼……

于漪的语文课，就是有这样的魔
力。“流利动听，如诗一般，没有废话，入
耳入心。”于漪的学生、原上海闸北区第
二中心小学校长葛起裕说。

到了耄耋之年，于漪研究起了周杰
伦和《还珠格格》。因为她发现，孩子们
都被他们“圈粉”了，而自己喜欢的一些
比较资深的歌手却很难引起学生共鸣。
这让做了一辈子教师的于漪心头一震。
“我们想的和学生想的距离有多大啊！”
她认为，一名好老师，就要有能力走进学
生的生活世界和心灵世界。“教育绝不能
高高在上，一定要‘目中有人’。”

走进学生的内心，是为了点亮一盏明

灯。“教师的工作应该是‘双重奏’，不仅自
己的人生要奏响中国特色教育的交响曲，
还要引领学生走一条正确健康的人生路。”

在新教师培训中，于漪多次引用英国
小说《月亮与六便士》来阐明观点：首先心
中要有月亮，也就是理想信念，去真正敬畏
专业、尊重孩子，还要有学识，如此才能看
透“六个便士”，看透物质的诱惑。“满地都
是便士，作为教师，必须抬头看见月亮。”

走进学生的内心，还必须“一辈子学
做教师”。“庸医杀人不用刀，教师教学出
了错，就像庸医一样，是在误人子弟。”于
漪告诉青年教师，最重要的是在实践中
不断攀登，这种攀登不只是教育技巧，更
是人生态度、情感世界。

从教生涯中，于漪总是想方设法让
青年教师尽快成长。她首创教师与教师
的师徒“带教”方法，组成教师培养三级
网络——师傅带徒弟、教研组集体培养、
组长负责制。在她的发掘和培育下，一
批批青年教师脱颖而出，并形成了全国
罕见的“特级教师”团队。
（据新华社上海9月25日电 记者

吴振东）

于漪：为孩子们点亮心中明灯

2014年初，海军 372潜艇在执行紧
急战备拉动暨远航任务中，突遇水下
“断崖”急速掉深险情，“掉深”如同疾
驶的汽车掉下悬崖，曾有多国潜艇因
此沉没。面对生死考验，372潜艇官兵
临危不惧，奋力排险，成功处置重大险
情，圆满完成后续任务，创造了我国乃
至世界潜艇史上的奇迹。

近年来，372 潜艇荣立一等功、三
等功各 1次，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集体”，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荣誉
称号，被评为全军践行强军目标标兵
单位，2016年被中央军委授予“践行强
军目标模范艇”荣誉称号。

深蓝航程，英雄壮歌。凭着“除
了胜利一无所求，为了胜利一无所
惜”的战斗精神，372潜艇官兵用热血
书写忠诚，用生命践行使命，在大洋
深处立起了舍生忘死、力挽狂澜的英
雄群像。

372 潜艇着力培育“特别讲忠诚、
特别敢担当、特别有血性、特别能打
仗”的深海铁拳精神，不断锤炼战斗作
风，让闻战则喜的尚武精神和不畏艰
难的英雄气概深植官兵血脉。面对装
备升级换代，潜艇官兵克服本领恐慌，
自觉加强新知识新本领学习，在实战

化训练中提升能力水平。
出航就是出征，下潜就是战斗。

372潜艇官兵从难从严刻苦训练，在练
兵备战上争当标杆模范，创造了我军

常规潜艇多个“首次”和“第一”，圆满
完成 20余项重大演训任务，成为忠诚
守护祖国万里海疆的深蓝利剑。

（胡丹青，本报记者陈国全）

海军372潜艇先进群体

骑鲸蹈海 深海砺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