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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主席会议成员27日到中国政协文史馆参观“人民政协
光辉历程展”和“档案实录——人民政协成立前后珍贵资料展”等展
览，汪洋出席

■汪洋27日在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外国专家招待会 27日在京

举行，韩正出席并致辞
（均据新华社）

“人民艺术家”王蒙——一位与新
中国共同成长起来的作家，见证了中
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之路。他以辉煌的
创作实绩和多方面的工作，参与并推
动了中国文学事业的繁荣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

从少年到耄耋，从中学生党员到
新中国的文化部长，那颗“少年布尔什
维克”的初心始终在王蒙的胸中跃动。

王蒙的文学创作与新中国的行进
步履紧紧相连。

从上世纪 50 年代的《青春万岁》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到改革开放
后的《蝴蝶》《布礼》《活动变人形》等，
到进入新世纪后的《这边风景》及“季
节”系列长篇小说……王蒙始终敏锐
地捕捉着时代的脉搏，关注现实、反映
现实。他的作品清晰描绘了新中国半
个多世纪的社会生活变迁，深刻剖析
人们的内心世界。

在 67年的文学创作历程中，王蒙
创作了 1800多万字文学作品，出版近
百部小说、散文、诗歌和学术著作，作
品被译成 20多种文字在国际上出版，
获得过茅盾文学奖等国家级文学大
奖和多项国际性文学大奖，显示了中
国当代文学的创作高度。

王蒙的文学创作横跨中国当代文
学史的各个时期，与时代、现实相呼应。

1953年，王蒙以长篇小说《青春万
岁》开启了自己的创作生涯，刻画了新
中国新一代青年人积极明朗、热情洋
溢的精神风貌；1956年，发表短篇小说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显示出他对

现实问题的关切和思考，以及在选材
立意上的新意和勇气；依托上世纪六
七十年代在新疆生活劳动的丰富经
历，王蒙创作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
生动表现了多民族共同生活的火热图
景，并于2015年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小说《表姐》《布
礼》《蝴蝶》《杂色》等，显示出王蒙对历
史与人生的回顾和思考，在新时期之
初的文学图景中十分具有代表性。

在任职《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
协副主席、文化部部长期间，王蒙关注
文学发展、鼓励艺术创新，发掘和扶助
了一大批优秀的青年作家。其人生经
历、精神状态、探索活力和情操品行，
也影响和感染了后辈作家。

王蒙希望，青年作家们能以最高
标准摆脱畅销市场的诱惑，为国家、民
族和历史创造新时代的经典。

如今，85岁高龄的王蒙依旧笔耕
不辍，今年以来，发表了《生死恋》《邮
事》《地中海幻想曲》和《美丽的帽子》等
多部小说。作为中央文史馆馆员，他还
承担比较文学、古典文学等研究工作。
“我希望能多写一点，一直写下

去。”王蒙说。
（据新华社北京9月27日电 记

者王思北、周玮）

“人民艺术家”王蒙

始终跃动“少年布尔什维克”初心

“不能躺，一躺下就起不来了……”
2012 年，一位老人在弥留之际接受采
访的视频，感动了亿万国人。视频中
的老人此时已身患绝症，在生命的最
后一天，他仍戴着氧气面罩、身上插
着各种导管，坚持伏案工作长达 74分
钟。
“铿锵一生，苦干惊天动地事；淡

泊一世，甘做隐姓埋名人。”这位老人
就是“两弹一星”伟业开拓者之一、中
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
研究员林俊德。为铸就国防盾牌，他
一生拼搏奋斗，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2013 年，习近平主席签署命令，追授
林俊德同志“献身国防科技事业杰出
科学家”荣誉称号；2018 年，经中央军
委批准，增加他为全军挂像英模。

1964 年 8 月，林俊德来到大西北
的核试验场。他常对战友说：原子弹

是我们国家的“争气弹”，一定要把它
搞出来。1964年 10月 16日下午 3时，
一声巨响过后，林俊德身着防护服向
烟云开进，搜寻记录此次爆炸数据的
设备。
“这次爆炸是不是核爆？”“测量数

据证明是核爆！”现场总指挥张爱萍上
将根据林俊德提供的资料，坚定地向
周总理报告。

从 1964 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
炸，到 1996年进行最后一次地下核试
验，林俊德参与了我国的全部核试
验。然而，搞核试验需要一辈子隐姓
埋名、只干不说。直到今天，林俊德的
许多成果还不能公开。
“把我埋在马兰。”这是林俊德与

战友的最后话别，“马兰精神很重要，
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希望大家继承马
兰精神……”遗言总共 163个字，却道

尽了一名共产党员、一位驰骋科研沙
场老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一生。
（本报记者贺美华，特约记者李佳

豪）

林俊德：苦干惊天动地事，甘做隐姓埋名人

新华社北京9月27日电 （记者梅
世雄）为了指导退役军人参加大型活动
着装行为，展现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的
良好形象，激发广大退役军人不忘初心、
不负军旅、砥砺前行，在全社会营造尊崇
军人的浓厚氛围，国庆节前夕，退役军人
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军委

后勤保障部、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四部
门联合印发《应邀以退役军人身份参加
大型活动着装办法（试行）》。

着装办法共十四条，对应邀以退役
军人身份参加大型活动的着装行为，特
别是着服役期间军装的行为进行了统一
规范，明确了可着服役期间军装的时机

场合，军装的类型、制式、季节款式等。
同时对徽章佩戴、仪容举止、适用对象等
进行了统一规范。着装办法的制定，注
重了与军地相关政策规定的有机衔接，
充分借鉴了国外退役军人着军服的有关
规定，并在起草过程中广泛征求了军地
有关部门意见。

退役军人事务部等军地四部门联合印发

《应邀以退役军人身份参加大型活动着装办法（试行）》

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组建于 1962
年，担负“国家大礼、蓝天仪仗”的特殊
使命。表演队组建之初，没有相关的
资料和经验。第一代队员们抱着“就
是自己撞下去，也要闯出一条路”的信
念，经过一次次生死考验和千百次摸

索，终于弄清了飞机尾流和涡流的影
响范围，为确定表演队形奠定了基础。

2009年，表演队换装歼-10战机，
开始了新的探索。在国际上，一套新
的特技飞行表演动作一般需要一年多
训练时间。但八一飞行表演队仅在换

装后 6个月就形成了表演能力。不仅
如此，他们还形成了一套全新的动作
编排，充分展示歼-10特技飞行表演的
震撼性和观瞻效果。

近年来，随着中国军队走出去的步
伐不断加快，八一飞行表演队的“朋友
圈”越来越大。2013年，八一飞行表演队
应邀参加第11届莫斯科国际航展，第一
次飞出国门；2015年，表演队参加第 13
届马来西亚兰卡威国际海空展，被誉为
兰卡威上空“闪亮的中国名片”；2018年，
在俄罗斯国防部主办的“军队-2018”国
际军事技术论坛上，表演队作为唯一一
支外国飞行表演队与俄罗斯“勇士”“雨
燕”飞行表演队共舞蓝天……他们精湛
的技艺充分展现了中国精神、中国力量
和新时代中国空军的形象风采。

八一飞行表演队已先后为160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 700多个代表团进行了
600余场飞行表演。荣立一等功1次、二
等功5次、三等功3次。飞行一大队被空
军授予“蓝天仪仗大队”荣誉称号。

（邢哲，本报特约记者李佳豪）
图片均由新华社发

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

谁 持 彩 练 当 空 舞

本报长春9月27日电 记者栗振宇、
通讯员张武刚报道：今天上午，第七届世
界军人运动会军营火炬传递活动第四站
在空军航空大学举行。本站主题是“传承
老航校精神、做新时代空天追梦人”，共有
20名来自空军部队的火炬手参与传递。

空军航空大学前身可以追溯到
1946 年 3 月成立的东北老航校。多年
来，该校传承“团结奋斗、艰苦创业、勇于
献身、开拓新路”的老航校精神，坚守为
强国强军培育飞行英才的初心使命，先
后培养 8万余名飞行人才，参与“9·3”阅
兵、“航空飞镖”国际军事比赛、中国航展
等重大任务，被誉为“飞行员的摇篮”。

上午 9时，火炬传递活动正式在校
营区启动。军运圣火护卫手持火种入
场，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执行委员会
负责人点燃第一支火炬，交给空军航空
大学张柱祥政委。随后，他郑重交给第
一棒火炬手、获得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
的空军某研究院副院长黄诚，火炬传递
正式开始。

本站火炬手均来自空军，其中包括
空军歼击机安全飞行时长纪录创造者
王文常、空军首届“天梯奖”获得者郝端
刚、“爱岗敬业模范士官”窦树军、某部
研究专家刘璘、空军歼击机女飞行员吕
品等。在火炬传递路线上，飞行学员们

的航空专项训练和具有空军特色的训
练场馆、航空馆、静态实物展依次呈现，
官兵精神饱满，现场气氛热烈。

最后一棒火炬手赵立标是空军航空
大学某飞行训练团团长。他在新大纲施
训等任务中敢于改革创新、成绩突出，参
加空军“育鹰尖兵”比武竞赛，获得个人
第一名。赵立标手持火炬跑上主席台，
点燃全场官兵激情。

火炬传递活动结束后，空军航空大
学“蓝鹰”合唱团与火炬手合唱《空军进
行曲》和空军航空大学校歌《蓝天召唤
我》，抒发官兵热爱蓝天、建功军营的豪
情壮志。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火炬传递活动在空军航空大学举行

本报文莱摩拉9月27日电 黎明

宇、记者林飞报道：执行远航实习和出访
任务的中国海军训练舰戚继光舰27日上
午抵达此次任务第一站——文莱摩拉港，
开始对文莱进行为期 3天的友好访问。
这是戚继光舰入列后首次到访文莱。

当地时间上午 8时 30分，悬挂中文
两国国旗的戚继光舰缓缓停靠在摩拉
港码头 4、5号泊位。中国驻文莱大使
于红、武官吴赓，文莱海军舰队司令尼
扎姆上校和文莱海军官兵代表，以及中
国使馆工作人员、华侨华人和中资机构
代表300余人到码头迎接。

在文莱访问期间，出访海上指导组
组长喻文兵少将一行将拜会文莱皇家
武装部队司令阿米南少将、海军司令奥
斯曼准将，参观文莱皇家武装部队军事
博物馆。

出访官兵及随舰实习学员将参
观文莱海军巡逻舰，与文莱海军官兵
进行专业交流、体育交流，并与文莱
海军官兵、中国驻文莱使馆、中资机
构代表等共同参加沙滩环保公益活
动。戚继光舰还将举行甲板招待会，
向文莱军方、中资机构人员以及当地
民众开放参观，并与文方军舰进行通

信演练。
戚继光舰以中国明代民族英雄戚

继光命名，于 2017 年 2月正式入列，是
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吨位最大、现代化
水平最高的专业训练舰。戚继光舰此
次将访问文莱、东帝汶、巴布亚新几内
亚、新西兰、斐济等多个亚太国家。这
也是该舰入列后第二次执行远航实习
访问任务。

下图：中资机构人员与祖国军舰

合影。

张雪山摄

戚继光舰抵达文莱进行友好访问

新华社北京9月27日电 纵横五
千年，聚焦新时代。以“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为宗旨的外宣工作创
新性、基础性平台——“中国好故事”数
据库今天正式上线，向世界展现真实、
立体、全面的中国。
“中国好故事”数据库（www.chi-

nastory.cn）由新华通讯社主办，新华社
中国搜索承办。

打开“中国好故事”数据库，一幅意
境悠远的水墨游鱼图卷徐徐展开，为读
者打开穿越时空、历久弥新的中国故事
宝库。数据库收录了超过 6万条精彩
故事，从“精忠报国”“愚公移山”的传统
故事，到“我将无我”“不忘初心”的新时
代故事，成千上万个中国好故事成为展

现“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的生动载体。

故事库汇聚了“1+4”五大类主题
故事。习近平总书记是“中国故事第
一讲解人”，“学习”板块以习近平的故
事、习近平讲述的故事、习近平用典的
故事和习近平点赞的人物的故事为主
线，为读者学习习近平讲故事的艺术、
体悟故事背后治国理政的道理提供了
丰富而便捷的网络平台；“治国理政”
“奋斗圆梦”“中华文化”“合作共赢”等
四个故事类别，紧紧围绕中国共产党治
国理政的故事、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
事、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故事和中国
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展开，引
人入胜、发人深省，全方位展现中国故

事的时代魅力。
记者从今天在京举行的“美美与

共——‘中国好故事’数据库上线发布
会”上获悉，“中国好故事”数据库开设了
中英文网站和手机客户端。网站内容全
面，功能丰富，设计时尚，全媒体展现精
彩故事。手机客户端突出人工智能语音
功能，适应移动传播趋势，为用户提供随
身携带的“中国好故事”播放器。

为方便查询使用，数据库充分发挥
中国搜索的智能搜索技术优势，提供按
时间搜、地图搜、人物搜、标签搜等形态
丰富的搜索功能，方便快捷，易查易用。
“中国好故事”数据库还专门搭建

了内容开放平台，已为国资委等十余家
首批入驻单位开通了“故事号”。

“中国好故事”数据库上线
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