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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回大地，生机勃发。

4月8日零时起，武汉解除离汉通道

管控。作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主战

场，这座感天动地的英雄城市，正在恢复

往日的生机活力。此时的中国，疫情防

控形势持续向好、复工复产不断推进。

这次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

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

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这次疫情，也是一次世界危机、全球

灾难。迄今，全球确诊病例突破120万

例，疫情波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新冠肺炎疫情这只“黑天鹅”，让世界几

乎每个角落都感受到了它的影响。

“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次危机，也是

一次大考。”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越过了疫情

防控最险最难的那段峭壁悬崖。

“中国竭尽全力保护本国人民和世

界人民不受病毒感染。”疫情暴发之初，

中国用自己的巨大牺牲和卓有成效的防

控举措，让世界又一次刷新对社会主义

中国的认知。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在全

球疫情防控的“上半场”，中国人民经过

艰苦卓绝的努力，为世界赢得了时间、作

出了贡献，书写了令人信服的“中国答

卷”。

大战大考，疫情检验一切。

回眸这段不平凡的历程，每一个逝

去的生命都应被缅怀，每一次凡人义举

都应被铭记。中华民族无论面对多高的

险峰，从未失去“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勇

气，中国人民无论身处什么样的惊涛骇

浪，总有人披坚执锐、逆行出征。

回眸这段不平凡的历程，我们有经

验，有牺牲，也有教训。我们记录这段历

史，是为了致敬那些在危难中挺身而出

的身影，更是为了坚定继续前行的勇气

和信心。

庚子战“疫”是一场遭遇战。在即将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

斗目标的2020年，它再次提醒我们：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不可能一帆风

顺、一片坦途。

但是，正如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

的很多磨难一样，中国人民从来没有被

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

长、从磨难中奋起。

（一）

早春樱花绽放枝头，方舱医院陆续

“关门歇业”。3月10日，“封城”47天的

武汉迎来了一个特殊时刻。

这一天，习近平主席从首都北京飞

抵这里，看望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勇士们，

看望这座英雄城市的英雄人民。

不经意间，习主席走进社区抬头仰

望、向楼上群众挥手问好的照片，在网络

上刷屏。

镜头定格的瞬间，传递着一种温暖

人心的力量。“仰望人民，人民至上”——

一位武汉网友写下了这样一句留言。

那一刻，人们更加强烈感受到，亲自

指挥这场战“疫”的14亿人口大国的中

国领导人，与正在疫情中抗争的人民始

终心手相连、情感相通。

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最坚实的依靠；

人民，是共产党人心头最深沉的牵挂。

2012年11月15日，刚刚当选总书记

的习近平郑重宣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14年2

月，在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主持人采访时，

习主席深情回答：“我的执政理念，概括

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

的责任。”

“现在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是什么？”

大国战“疫”，习主席念兹在兹的是人民，

思虑最多的是人民。

“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

控就是责任。”疫情发生后，习主席时刻

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

一位，“党中央采取的所有防控措施都首

先考虑尽最大努力防止更多群众被感

染，尽最大可能挽救更多患者生命。”

“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短短8

个字，既是习主席对各级政府的要求，也

是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当疫情在世界范

围暴发，一些西方国家采取的措施遭受

民众诟病时，“应收尽收、应治尽治”更彰

显出共产党人的人民情怀。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大国战

“疫”，习主席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1月7日，第一次对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提出要求；1月25日，第一次在大年初

一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对

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署、再动

员；2月23日，第一次把电视电话会议开

到每一个县（市、区、旗）、各人民团体以

及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团级以上单位，直

接面向17万干部部署统筹推进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战“疫”打响

以来，习主席的日程安排密集而忙碌，每

天都作出重要指示和批示。

成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

向湖北派出中央指导组；提出坚定信心、

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

求；号召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总体战、阻击战……每当疫情防控最吃

劲的阶段、最关键的时刻，习主席都作出

高瞻远瞩的判断、审时度势的决策、科学

周密的部署，指挥若定、运筹帷幄。

“党中央和全国人民永远同你们在

一起，永远是你们的坚强后盾！”大国战

“疫”，人民领袖始终和人民战斗在一起。

人民疾苦系心中，一枝一叶总关

情。在社区街头，习主席戴着口罩出现

在公众视野，同普通群众一样接受体温

检测；在定点医院，习主席与患者视频

连线，为他们加油鼓劲；在武汉实地考

察，习主席叮嘱各级干部“武汉人喜欢

吃活鱼，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多组织

供应”……

“在疫情面前，中国政府展现出坚定

的政治决心，采取了及时有力的举措，令

世人敬佩。习近平主席亲自指挥、亲自部

署，展示出卓越的领导力。”世界卫生组织

总干事谭德塞到访北京，全面了解中国高

效战“疫”的真实情况后，发出由衷赞叹。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越是到了艰难

困苦的关键时刻，越离不开砥柱中流的

主心骨，越离不开凝聚力量的坚强核

心。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驾驭复杂局

面、应对风险挑战的卓越领导力，正是中

国人民坚定自信的力量之源。

（二）

鼠年春节，因为一场突发的疫情，淡

了几分年味，也少了红红火火的色彩。

但放眼疫情下的神州大地，另一抹“中国

红”却在顽强绽放——

（下转第二版）

全 球 战“ 疫 ”的 中 国 答 卷
—写在全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之际

■解辛平

4月3日，第72集团军某陆航旅组织机务人员对直升机进行全面维护保养，确保飞行训练安全。

本报特约通讯员 张欢朋摄

本报讯 记者张磊峰、特约记者孙
利波报道：3月中旬，西部战区陆军某旅
举行隆重仪式，将陆军比武中斩获冠军、
荣立二等功的少校张奇和上士李靖的名
字，录入旅史馆电子“功臣谱”，全旅官兵
通过强军网直播共同见证这一光荣时
刻。随后，旅史馆解说员“线上海选”活
动拉开帷幕，官兵们跃跃欲试，积极报
名。这是该旅把握群众性特点创新方式
方法，发挥官兵主体作用提升主题教育
质效的一个场景。

为确保主题教育走深走实，该旅结
合部队实际，积极创新教育方式方法，让
更多普通官兵从台下走到台上，从配角
变为主角。
“青年官兵不是历史的旁听者，而是

传承者。”针对抗疫期间青年一代冲锋在
前、舍生忘死的突出表现，该旅瞄准“90
后”“00后”官兵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上

的鲜明特点，在线上开展“人人写旅史”
“守护连队传家宝”等活动，让青年官兵通
过自己喜欢的方式分享感悟、碰撞激情。
他们还将百万字的旅史搬上强军网，借鉴
百度词条、知乎问答等模式开设专题栏
目，发动官兵广泛参与旅史编修，让红色
脉络更加清晰可感，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
可触。3月18日，在该旅某营八连组织的
一场“历史上的今天”网络纪念仪式上，当
年的战斗英雄与连队官兵视频连线讲述
血染的风采，官兵们深受触动。
“16勇士击退 300 敌人”“三代人穿

越时空战‘疫’情”……在该旅每周一次
开播的“网约课”上，一些基层战士走进
网络演播室，讲述旅史中的英雄故事和
发生在眼前的战“疫”故事，引来许多战
友留言点赞。演播室主持人、旅政治工
作部干事陈章说，通过官兵前期广泛参
与，目前收到网课选题 60多个，网上“教

育资源池”已初具规模。这种“众人汇
集、共同受益”的“众筹式”教育，又进一
步激励基层官兵收集红色故事、了解身
边英模、强化使命担当，形成主题教育的
良性循环。“官兵的主动性积极性被调动
起来，就好比众人拾柴，主题教育的炉火
就会越烧越旺。”

学传统，更要当传人。该旅特训三连
指导员李柏林告诉记者，在今年的主题教
育中，旅里集中官兵智慧助力数字化改造
工程，使“数字军史馆”可随时搬到演训一
线。前不久，该旅组织多支特战分队深入
戈壁腹地开展“魔鬼周”训练，27名新排长
带领官兵经受极限考验、昼夜连续奋战，
而他们的精神“加油站”就是“两微一端”
上的历史故事、标兵事迹和战“疫”故事，
激励官兵们在野战生存等多个课目创下
新纪录，破解夜间训练、装备极限条件下
运用等方面难题10余个。

西部战区陆军某旅发挥官兵主体作用提升主题教育质效

众人拾柴燃旺强军激情

前不久，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对聚焦“传承红色
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深化思想政治教育作出部
署。为生动展示全军上下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铸魂育人，
着力铸就忠诚品格、激发战斗血性、强化责任担当的

新气象新风采，本报继续推出“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
军重任”专栏。

寒梅已作东风信，又是大地吐翠时。今年是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在疫情防控的同
时，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我军要实
现国防和军队建设 2020年目标任务。我们相信，广大
官兵通过主题教育，把焕发出来的精神动力，转化为战
胜风险挑战、投身强军实践的实际行动，必将在强军兴
军新征程上夺取新的胜利。

写 在 前 面

本报讯 记者陈典宏、特约通讯
员赵文环报道：3月下旬，第 75集团军
某旅筑城二连上士代向康等 10余名战
士，在通信课目考核中取得佳绩。代向
康告诉记者，通信技能拔尖的下士宋杰

担任课目教练员，手把手帮带，才让他
们迎头赶上。在这个旅，一批原本没担
任教练员的年轻士官，因专业特长被选
拔上台任教，取得了良好效果。

去年一批老士官退役后，该旅部分
训练课目出现了无人组训的尴尬局面。
为此，他们打破常规、超前谋划，在实行
“专职任教”的同时，推行“专长任教”，让
年轻的训练骨干在自身优势课目上“挑
担子”，独立编写教案，开展教学、组训等
工作。同时，组织新老教练员对教学法
进行交流分享，提升训练效益。

下士陈艳川曾多次参加大项军事
活动，在一些训练课目上颇有心得，但
因资历浅等原因一直没能获得组训任
教资格。今年，旅里不拘一格选拔教
练员，给了他舞台和机会。他不负众
望，在野战生存、按图行进等课目中认
真教学，使大家的训练成绩得以提
高。下士蹇文杰在火炮掩体工事等方
面有研究，担任教练员后，帮助连队官
兵在这一课目考核中连创佳绩。筑城
二连连长杨金甜深有感触地说：“人岗
相适、人尽其才，带来了春色满园。”

第75集团军某旅推行专长任教推动训练创新

打破常规，“新教员”带来春色满园

本报讯 吕高潮、张光轩报道：“严
寒条件下，要注意防冻液的使用……”
前不久，第 78集团军某旅首长机关训
练课堂上，装步五连上士冯浩等 6名战
士相继走上讲台，围绕严寒条件下装
甲装备维护保养等内容为大家授课。
该旅不拘一格，先后将 30 多名“兵教
头”请上台，执教首长机关训练，广受
好评。
“战士身处训练一线，和武器装

备朝夕相处，经验更丰富、认识更系

统，是优质的教学资源。”该旅领导
说，以往首长机关训练存在重理论轻
实践倾向，教学内容与实装操作脱
节。为此，他们打破常规，选拔士兵
骨干担任首长机关训练教员。

为确保“兵教头”的教学质量，他
们不搞论资排辈，而是按照自我申请、
营连把关、机关审核的程序遴选人员，
区分装备操作、表达能力、教学设计等
5个方面 13个内容组织考核上岗。与
此同时，他们还拓宽培训渠道，鼓励战

士在职进修、实现学历升级，定期选派
基层骨干外出进行技术交流，提升“兵
教头”能力素质。
“兵教头”执掌机关教鞭，带来组

训新变化。四级军士长全洪夺钻研坦
克训练 12年，曾带领车组在陆军比武
中取得佳绩。今年，全洪夺成功担任
首长机关教练员后，充分借鉴比武经
验，采取案例式、互动式、研讨式等教
学方法，形象生动地进行讲解示范，赢
得机关点赞。

第78集团军某旅用活人才资源提升训练实效

不拘一格，“兵教头”执教首长机关

习主席强调，要“把基层一线带兵

人和兵教头搞坚强，把部队战斗力基

础搞过硬”。一支部队要实现脱胎换

骨、浴火重生，需要多种因素的强力推

动，而士兵骨干的理念、能力、作风等，

无疑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

随着军队使命任务拓展、体制编制

调整、武器装备更新，士兵骨干有了更

大舞台，也迎来了更大挑战。新时代士

兵要实现素质再造、能力嬗变，离不开

组织全方位的关心和培育。正如鲁迅

先生所说：“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

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

如何在强军征程中最大限度激发

士兵能量？两个单位的做法给予我们

启示。各级要敢于给士兵骨干交任

务、压担子，让他们在实践中锤炼本

领、增长才干、胜任本职。

最大限度激发士兵能量
■魏 兵

本报讯 记者赖瑜鸿、通讯员李鹏报
道：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去年新招录文
职人员、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主治
医师杨凤武，小心翼翼操作超声仪器为患
者诊断疾病，为临床医师开展有效救治提
供重要参考；现役转改文职人员、武汉泰康
同济医院医生蔡仲奇，积极参与新冠肺炎
老年患者救治，努力挽救患者生命……和
杨凤武、蔡仲奇一样，从全军抽组的1000

余名文职人员，日夜奋战在医疗救治一线，
在抗疫一线发挥着生力军作用。

据悉，这是军改后文职人员首次大
规模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联勤保
障部队紧贴医疗救治任务要求，深入思
想发动，加强教育引导，激励广大文职人
员为人民生命战斗、为军队使命冲锋，建
功抗疫一线。

在抗疫一线，他们按实战模式编组运

行，科学搭建指挥架构，遴选能力素质过硬
的文职人员进临时党委、任中层领导、当业
务骨干，先后有16人担任科室领导和护士
长职务。同时，他们合理调配力量，根据任
务需要和专业特长，把文职人员放到一线
救治岗位、要害部位，让他们各尽其能。据
统计，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从事重症救治
的文职人员占总人数的42%，先后有17名
文职人员在抗疫一线光荣加入党组织。

联勤保障部队紧贴救治任务合理调配文职人员

“孔雀蓝”建功抗疫一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