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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别称“江城”，有“九省通
衢”之称。

由于地处北上南下、西进东征
的咽喉要道，武汉历来是兵家必争
之地。自古以来，武汉地区就是中
国南方的军事和商业重镇。明清时
期，成为“楚中第一繁盛处”。

1911年，武昌起义打响推翻统
治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第一
枪，拉开辛亥革命的序幕，彻底改变
了中国的历史。

抗战时期，历时 4个半月的武
汉会战，中国军民以“我以我血荐
轩辕”的决死之心，打破了日军妄
想“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成为中
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的
转折点。

武汉是我国内陆最大的水陆空
交通枢纽、华中地区唯一可直航全
球五大洲的城市，是中部地区崛起
的重要战略支点。2019 年，武汉
GDP总量成功跻身中国城市“万亿
俱乐部”。

这是一座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
城市，也是一座承载了无数荣耀与
苦难的英雄之城。

武汉，英雄之城
■本报记者 范江怀

漫步武汉街头，常有一行字会跳入
眼帘：敢为人先，追求卓越。

说起来，武汉人会咧嘴一笑，然后
告诉你：这是我们武汉人的座右铭。

江之奔涌，湖之灵秀，哺育了武汉人
蓬勃向上、敢为人先的性格。在中华民
族的历史上，武汉人不止一次“开先河”。

1911年 10月 10日，革命党人在武
昌打响了推翻统治中国两千多年封建
帝制的第一枪。武昌起义拉开辛亥革
命的序幕，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推
动了中国社会变革，加速了中国工人阶
级的成长壮大，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

备了阶级基础。
我国生产的第一款旋转后拉式枪

机步枪——“汉阳造步枪”，就诞生在武
汉。从 1896 年开始，这款步枪在汉阳
兵工厂生产将近半个世纪。从辛亥革
命到抗美援朝，“汉阳造”一直都在发挥
作用，在中国战争史上留下一段传奇。

2015 年 5 月 21 日，国际军事体育
理事会第 70届代表大会在科威特首都
科威特城举行。大会在最后一天进行
投票表决，将 2019 年第七届世界军人
运动会承办权授予中国, 由湖北省武
汉市承办。国际军事体育执行委员会

同时作出决定，将这届世界军人运动会
命名为“和平运动会”。

止戈为武。举办一届“和平运动
会”是各国军人的期盼，是中国人民追
求和平、维护和平的愿望和决心，也是
武汉长久以来的不懈追求。

赢得世界军人运动会的承办权之
后，武汉人把梦想和追求写进赛会的主
题口号：创军人荣耀、筑世界和平。他
们的愿望朴实而又真诚：在武汉搭建一
个竞技舞台，希望各国选手充分展示拼
搏奋斗的体育精神，用体育的阳光穿透
战争阴霾，用友谊的桥梁促进文明沟

通，用心灵的交融凝聚和平力量。
军运会召开的短短10天里，来自世

界各地 109个国家的 9308名军人，在武
汉享受了竞技体育带来的快乐，更见证了
中华民族历来崇尚的“以和邦国”“和而不
同”“以和为贵”“止戈为武”的和平理念，
看到了“美美与共”的和平愿景，理解了
“共享共赢”的和平主张，感受到了“共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平力量。

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主席皮奇里洛
说：“本届军人运动会在开幕前，就已经
注定是一届成功的世界军人运动会！”他
认为，本届军运会充分展现了“体育传友
谊”的军体精神，“中国人民对和平的理
解，还有团结、友谊这些理念，通过军运
会的成功举办传递给了全世界。”

武汉，在 2019年的金秋，给世界奉
献了一场和平的盛典：不同国度、不同
肤色、不同信仰、不同语言的各国军人，
在这里享受到和平的阳光，凝聚了和平
的力量，留下了和平的烙印。

“和平运动会”

一座城市的智慧与追求

有人说，要了解武汉，得从热干面
说起。

一碗普普通通的美食，洋溢着一座
城市的风情。感受这座城市的风骨，需
要在地标、路标中去细细寻找和体味。

行走在武汉街头，很容易发现武
汉人把对武汉抗战的记忆，早已烙在
这座城市的纹理里，融在这座城市的
“血脉”中。

陈怀民路，是武汉的一条街道。
在街道两旁的法国梧桐树下漫步，望
着颇具岁月感的店名和路牌，记者的
思绪仿佛回到 80多年前那个战火纷飞
的年代。

1938 年 4 月 29 日，中国军队在武
汉地区同日军展开一场空战。年轻的
中国飞行员陈怀民在击落 1架敌机后，
被 5架敌机围追堵截，战机被敌机击中

起火，陈怀民本可以跳伞逃生，但他选
择开足马力，向 1架敌机撞去。与敌机
同归于尽的他，将 22岁的生命永远定
格在了武汉上空。

为纪念这位空战英雄，武汉人民把
繁华市区的一条街道命名为陈怀民路。

在武汉，江岸区的胜利街，连着的
陈怀民路、张自忠路、郝梦龄路，这些都
是用抗战英雄命名的街区。与胜利街
相连的大连路上，坐落着国家级抗战纪
念遗址——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
念馆。

江汉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邓正兵说，
很多抗战历史的细节，就定格在八路军
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里。

走进纪念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保卫大武汉》的歌词：“热血沸腾在鄱
阳，火花飞迸在长江，全国发出了暴烈

的吼声，保卫大武汉……粉碎敌人的进
攻，巩固抗日的战线，用我们无穷的威
力，保卫大武汉！”

1938年 6月，抗战爆发以来规模最
大的战役在武汉打响，史称武汉会战。
日军在继太原会战、徐州会战之后，企
图通过武汉会战一举征服中国。为此，
日军从海上、陆路和空中向武汉发动全
面进攻。中国军民汇集在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旗帜下，以惊天地、泣鬼神的
决死之心，沉重打击了气势汹汹的日本
侵略者。

邓正兵和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学教
授邓红长期致力于武汉会战的研究，他
们一致认为：武汉会战是中国抗战中持
续时间最长、战场最广、规模最大的一
次会战，也是中国抗战由战略防御转为
战略相持阶段的转折点。

经此一役，第二次国共合作发展到
了高峰，全中国实现了空前的团结；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广大人民
被最大限度地动员起来；在外交上，中
国军民的抗战赢得越来越多国家和人
民的支持和帮助……

看一座城市国防建设的底蕴，可以
看看这座城市有没有忘记身上的伤疤、
能不能擦亮胸前的勋章。

武汉市内的 100多处革命纪念地，
铭刻着这座城市往日的荣耀与悲壮，也
昭示着这座城市的未来：我们可以战胜
人类共同的敌人法西斯，也就无惧未来
任何危及人类生命健康安全的公敌！

浩浩长江水，见证英雄之城的不屈
不挠；巍巍黄鹤楼，铭记英雄人民的众
志成城。这里响起辛亥革命第一枪，是
当之无愧的首义之城；这里举行京汉铁
路大罢工，是工人运动的大本营；这里
沉淀“保卫大武汉”的烽烟岁月，成为民
族精神的熔炉；这里迎战过 1998 年的
特大洪水，是英雄之歌的谱写之地；这
里打响庚子年的疫情防控阻击战，再次
载入英雄史册。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
续证明，武汉不愧为英雄的城市，武汉
人民不愧为英雄的人民。

“火花飞迸在长江”

一座城市的记忆与“勋章”

武汉是一座可以从水路、陆路和空
中进入的城市。现代发达的交通方式，
更凸显出武汉“九省通衢”的美誉。

武汉的道路千回百转，桥隧密布。
站在黄鹤楼上凭栏远眺，最先映入眼帘
的便是气势磅礴的武汉长江大桥。

这座大桥不仅是武汉人的骄傲，也
是一代中国人的荣耀。

1957 年 9月，新中国成立后在“天
堑”长江上修建的第一座大桥——武汉
长江大桥建成通车，从此“一桥飞架南
北，天堑变通途”。

有着万里长江第一桥之称的武汉

长江大桥，是古往今来长江上的第一座
大桥，不仅解决了城市跨越长江的交通
难题，也成为连接我国南北的大动脉，
对促进南北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已有 30年建桥经历的刘自明是中
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谈起建
桥，他感慨万千：“长江天堑，古来险
隔”，蜿蜒的江水不仅阻隔了物流和人
流，也阻隔了中国南北文明交流，可以
说，在万里长江建桥，连接京汉铁路和
粤汉铁路，贯通南北交流，不仅是武汉
人的梦想，也是中国人的梦想。

最近十几年时间，横跨长江和汉江

的大桥迅速增加，已建和在建的大桥超
过20座，“江城”武汉也被誉为“桥城”。

路桥建设是武汉飞速发展的一个缩
影，也是武汉人勇于开拓、不断进取的生
动写照。一段时间不来武汉，你就会发
现这座城市“又长大了”。这种“长大”不
单单指“体型”，而是内在的力量和文
明。沐浴着改革大潮的武汉市，2019年
跻身中国城市GDP“万亿俱乐部”，具备
了实现更多梦想的实力和条件。

桥梁，打通了江河湖海给社会经济
生活造成的交通断点，也打通了一个城
市飞速发展的“血脉”。便利的交通不断

改变着武汉人的生活模式，改写着武汉
在中国版图上的分量，也不断书写着英
雄之城在助推国防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十几年前，武汉市就出台一系列法
规文件，明确规定：在交通设施建设中
兼顾部队机动需要，在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中落实战时防空要求，在信息基础设
施建设中满足军事通信需求，在重要产
业发展中注重军民兼容……

最近几年，武汉着眼提高战略投送
能力，在打造中部地区立体交通枢纽过
程中，分别建设了“应急交通保障动员
中心”“物流应急动员中心”；在信息工
程、光缆干线等建设中，为军事通信预
留接口和资源；着眼应急动员需要，依
托一批大型企业集团，建立应急保障动
员储备基地。

在探索走出一条经济社会和国防建
设协调发展、良性互动道路的过程中，我
们看到武汉城市建设发展的宏大格局，
也感受到了武汉人民深沉的家国情怀。

“一桥飞架南北”

一座城市的通途与格局

在湖北省武汉市长江南岸，位于蛇山之巅的黄鹤楼与蛇山脚下的武汉长江大桥交相辉映。 熊 琦摄

武汉，是一座水网密布的城市。

长江和汉江交汇于武汉，奔腾不息的

江水将北方人的粗犷和南方人的细腻

完美地融合在一起，造就了武汉的性

格和秉性。如果用精炼的语言来概

括，“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八个字再

合适不过了。

国防建设，是物质的，也是精神

的。国防建设需要武器装备，需要桥

隧、道路、通信、机场、保障基地，但仅

有这些还不够。

拿破仑曾经说过，世上只有两种

力量，利剑和思想；从长而论，利剑总

是败在思想手下。

在教科文组织总部大楼前的石碑

上，用多种语言镌刻着这样一句话：

“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

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

当今世界并不太平，战火并未停

歇。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不是人类共

存之道；穷兵黩武、强权独霸不是人类

发展之策。我们既要有“天下虽安，忘

战必危”的忧患，也要有“不战屈人之

兵”的智慧。进入新时代，我们看到了

武汉在国防建设中与时俱进的格局与

胸怀、作为与担当。在显性的硬件建

设中，武汉表现得硬朗，在隐性的软件

建设中，武汉彰显出智慧。

在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中，武汉

是一个深得大禹治水精髓，懂得吸收

与辐射的城市。体现在国防建设中，

更是如此。和平，不是把城围起来就

能赢得。国防建设不能局限于一城一

池的得失，也必须请进来、走出去。这

是全球化背景下，一座大城市应有的

大国防观。抓住机遇搭建各种形式的

交流平台，传递和平的理念，凝聚和平

的力量，积极推进“共同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才能拥有发展的新活力，迎

来美好的前景。举办世界军人运动

会，正是这种大国防观的具体探索和

实践。

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曾说：“体育具

有改变世界的力量。”城市一旦与体育

结合在一起，显现的力量也是无穷

的。武汉通过世界军人运动会，向世

界传达了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和平

理念。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的成功

举办，不仅是世界军事体育发展史的

标志性事件，也是人类和平发展史上

的一座丰碑。武汉军运会的成功举办

启示我们，世界各国军人只有少在战

场上相见、多在和平场合交流，才能使

我们这个并不太平的世界走出“安全

困境”，享受安宁与和平、发展与进

步。人类唯有在思想和理念上，共同

筑起一道和平的“思想屏障”，才能阻

止战争的爆发，才能赢得长久的安宁

与发展。

这是一座城市的智慧，也是一座

城市的国防格局，更是我们赢得和平

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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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与国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