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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5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 7月 5日同加纳总统阿库福-阿
多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60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加建交 60
年来，两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务实合作
成果丰硕。近年来，中加合作呈现全面
发展良好势头，为双方人民带来实实在
在的利益。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
方同包括加纳在内的非洲国家守望相
助，共同抗击疫情，展现了中非患难与共

的兄弟情谊。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
展，愿同阿库福-阿多总统一道努力，以
两国建交 60 周年为契机，弘扬传统友
好，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
框架内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和两
国人民，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
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阿库福-阿多在贺电中表示，恩克
鲁玛总统、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
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共同开创和培育了

加中友好关系。60年来，两国高层交往
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效显著，共同致力
于建设和平、公正、平等的国际秩序。
习近平主席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展
现出非凡领导力，中国为包括加纳在内
的世界各国抗疫提供帮助和支持，赢得
国际赞誉。加纳坚定支持国际团结合
作抗疫。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巩
固传统友好，加强战略协作，深化两国
合作。

就中加建交60周年

习近平同加纳总统阿库福-阿多互致贺电

仲夏时节，雪域高原，第 76集团军
某旅组织的实兵演练拉开帷幕。

硝烟弥漫，热血沸腾。虽然演练地
域氧气含量不足平原的一半，山道崎岖
难行，担任主攻任务的“邱少云生前所在
连”官兵仍如猛虎一般扑向“敌人”，很快
在“敌”前沿阵地撕开口子。
“抗美援朝战争中，为夺取 391高地

战斗的胜利，邱少云烈火焚身岿然不动，
直至壮烈牺牲。作为英雄传人，我们要
弘扬英雄精神，不畏牺牲，坚决完成组织
交付的任务！”演练结束后，“邱少云生前
所在连”指导员杨萌动情地对记者说。
“血性是胜战的刀锋，忠诚是军人的

本色。”该集团军一名领导告诉记者，在开
展“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
育中，他们通过开设“红色课堂”、举办“英
雄故事会”等形式，组织官兵重温战史，学
习各个时期涌现的英雄事迹，引导官兵弘
扬“铁心向党、敢打必胜”的优良传统。

“理想高于天，越苦越向前。”这是该
集团军某旅烈士郭豪生前写在钢盔内侧
的一句话。

2018年，还有两个月就要光荣退伍
的郭豪，随部队来到高原进行实兵演
习。他和战友们受领穿插破袭任务后，
背负沉重的战斗装具，在海拔约 4500米
的高原上急行军。途中，19岁的郭豪突
发心脏骤停不幸牺牲。

郭豪的身影定格在冲锋路上，他的
精神却在官兵中传承。

在某旅作战支援营，记者看到一封
摁着 26枚红手印的请战书，上面写着：
“‘理想高于天，越苦越向前’是我旅烈士

郭豪的座右铭，也是我们发自内心的追
求。我们要当英雄传人、向典型看齐，男
兵能做到的我们也坚决做到……”不久
前，得知部队要执行高原驻训任务后，该
营通信执勤连 26名女兵向旅党委递交
了这封请战书。

架设布线、收发报文、测试通联……
如愿走上高原后，这 26名女兵克服高原
缺氧等困难，每天进行高强度作业。她
们背负着沉重的通信线盘，同男兵一起
对数十个通信节点进行快速配置，确保
指挥通信链路畅通无阻。

血性要靠艰苦磨砺锻造，忠诚要靠
过硬本领支撑。

“在环境恶劣的雪域高原驻训，是锤
炼官兵过硬本领、培育官兵忠诚血性的
有效方法。”该集团军领导告诉记者，为
激发官兵练兵热情，他们通过战地快报
等载体及时宣传驻训中涌现的感人故
事，引导官兵以实际行动弘扬部队优良
传统，从严从难训练，提升打仗本领。

不畏艰险，挑战极限。置身该集团
军驻训场，记者眼前呈现出一幅幅火热
的练兵图景。

某旅合成三营“刘根来连”组织复杂
条件下坦克驾驶训练，稍有不慎就可能
出现险情。曾参加两次“坦克两项”国际
军事比赛的上士车长杨雨霏，主动请缨
登上头车。只见他沉着冷静指挥战车，
顺利通过考验。

某旅组织联合机降行动演练。虽然
高原天气多变，气流对直升机飞行状态
影响较大，但 5名全副武装的特战队员
不顾危险，利用绳索迅速滑降到地面，用
时比以往缩短近半分钟……

弘扬传统苦练打仗本领，雪域高原见
证血性忠诚。不久前，该集团军组织高原
驻训部队分层分级进行训练考核，官兵们
奋勇争先考出优异成绩。看着一项项新
诞生的纪录，许多官兵高兴地说，我们要
继续努力训练，不断提升打仗本领，坚决
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

雪域高原见证血性忠诚
—第76集团军引导官兵弘扬优良传统苦练打仗本领纪事

■本报特约记者 相双喜

习主席说：“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果，一切伟大事业都需要在继
往开来中推进。”今年，我们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实现第
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我军将奋力迈向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力争基本实现机
械化，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战略能力有大的提升。

奋斗创造历史，实干成就未来。作为改革重塑之后的新时代“接棒者”，我
们必须同时间赛跑、同历史并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畏风浪、直面挑战，以
时不我待的奋进姿态，在接续奋斗中把强军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今日起，本报开设“奋斗强军”专栏，报道部队官兵砥砺奋斗、投身强军的生
动实践，充分反映新时代强军事业崭新局面。

开 栏 的 话

大道至简，行久致远。一场席卷全球的公

共卫生危机，更加凸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

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人类是命运共同体，团结合作是战胜疫

情最有力的武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习主席时刻关注国内外疫情形势，高度重视抗

疫国际合作。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

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等国际场合，

习主席向世界传递战胜疫情的信心，支持各国

的抗疫努力，呼吁各方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共

克时艰。在与外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

通话或见面时，习主席向世界阐明积极参与全

球抗疫的中国立场，发出凝聚全球抗疫强大合

力的中国倡议。

抗击疫情的中国行动，体现了命运与共的

情怀。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携手应对疫

情挑战，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在守望相助中不

断深化的共识——

中国积极履行国际义务，密切同世界卫

生组织和相关国家的友好合作，主动同国际

社会分享疫情和病毒信息、抗疫经验做法，向

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力所能及的物

质和技术援助，为国际社会树立了团结协作

应对全球挑战的典范。疫情对世界经济造成

巨大冲击，中国携手世界持续推进全球化，坚

决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基石的多边贸易体

制，为全球经济复苏带来更多利好。在中国

强有力的行动感召下，国际社会越来越深刻

地认识到，加强团结合作和多边主义对全球

抗击疫情至关重要。

大疫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饱含东方

智慧的中国方案，为国际社会闯过“至暗时

刻”、最终战胜病毒注入了信心和动力——

中国人民有胸怀天下、推己及人的优良传

统。在全球抗疫斗争中，中国科学家无私分享

经验，中国企业积极开展援助行动，中国民间

团体以各种方式驰援各国……中国人民深知

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唯有携手抗疫，才能最大

限度维护人类健康福祉。法国一位学者表示，

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和合作共赢，源于自身的传

统和人文主义精神；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中国为维护人类和平与福祉所提出的重要

倡议，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哲学思想之一。

（下转第三版）

﹃
命
运
与
共
﹄
的
时
代
价
值
愈
发
凸
显

—

携
手
抗
疫
是
对
﹃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
的
生
动
诠
释
⑦

■
钧

声

从内蒙古阿拉善盟巴彦浩特镇出
发，一路向西。经过800余公里穿沙公路
的颠簸，记者终于到了阿拉善军分区挂
钩帮扶的额济纳旗苏泊淖尔苏木。
“远方的朋友，一路辛苦了，请你喝一

杯酥油茶……”记者一行刚一下车，就被
牧民巴特尔盛情邀请到他家的蒙古包。
“以前我总觉得红柳根烤的羊腿香，

梭梭柴温的奶酒醇，可这样烧掉的是牧
民们赖以生存的草场啊。草场沙化后，
许多人为了生存不得不远走他乡。”提起
过往，如今已脱贫的巴特尔感慨道。

谈起军分区的帮扶，牧民们赞不绝
口。2012 年以来，阿拉善军分区、额济
纳旗人武部与苏泊淖尔苏木广泛开展互
学互帮互促活动，帮扶建强了嘎查党支

部，培养了一批民兵致富带头人。
2018年，阿拉善军分区联合军地几

家单位，扶持民兵骨干刘勇创立尼特其
乐生态种植养殖合作社，带领农牧民脱
贫致富奔小康。如今，合作社的养殖园
里，已有上千只牛、羊、驼、兔，2万平方
米的温室里种满香蕉、石榴等戈壁上稀
缺的瓜果蔬卉。漫步在瓜果飘香的温室
大棚，刘勇说，军分区帮助他们打通“种、
养、育、订、运、销”链条，初步形成“基
地+合作社+贫困户”的扶贫产业模式，
带动 22户贫困户增收致富，为集体经济
注入循环发展的动力，使当地彻底脱贫
摘帽。

合作社会议室里人头攒动、热闹非
凡，牧民们围着几名专家饶有兴趣地问

这问那。“扶贫要与扶志、扶智相结合。”
额济纳旗人武部政委张斌介绍，他们坚
持每月开设致富增收大讲堂，邀请专家
教授前来传经送宝。

回到蒙古包，巴特尔推开窗户，指着
后山生态工程兴奋地说：“这几年，军分
区帮我们在牧场里种下了 2000亩梭梭、
白刺等沙生耐旱植物，嫁接了苁蓉、锁阳
等经济作物，加上国家退牧还草的草原
奖补和合作社分红，一年下来有 10万元
进账，牧民们都乐开了花。日子一天天
好起来，大家都说，共产党好，解放军好，
小康生活好！”

拿到“分红”乐开了花
—回访少数民族摘帽村系列报道⑤

■徐博荣 贺志国 本报记者 安普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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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阵雄浑的轰鸣声震耳欲聋，6月
中旬的一天午时，完成数小时的空中侦
察任务并与接替的战机顺利“交棒”后，
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王德林机组将
战机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
“任务空域边缘‘外机’抵近，提高警

惕，保持通信畅通。”塔台指挥员李红军
通过信道提醒接力侦察的韩长杰机组。
这是一次长航时不间断预警探测训练，
昼夜不息，分秒必争。

空中，一连串指令在机舱内迅速流

转，雷达员、电子侦察员、指挥引导员协
同配合，对军机、客机、军舰、商船、渔船
等各种目标进行分选、判断和属性识别。

入夜，塔台气氛同样紧张。气象值
班员正加强任务空域的天气研判；机务
值班员、场站值班员调兵遣将，维持本场
秩序；领航值班员时刻注意航线的动态
变化，及时上报调整意见。

此时，空中战勤指挥长朱才远下达
指令，各战位改变探测方法，锁定目标。
经过实时比对，信息迅即共享给正在执
行战备任务的我方战机。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机载通信链
路受到未知因素干扰，官兵们随即转换
到备份信道，通信恢复正常。
“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对常年

担负一线战备值班任务的部队而言，每

一个课目都要训扎实。”该团政委刘太
平告诉记者，夜间训练视距受限、地面
参照物少、演练时间跨度长，每一项因
素都考验着飞行员的应变能力和身心
素质，作为政治工作干部更应该靠上去
做工作，时刻关注飞行员思想动态，做
好引导工作。

时针不停转动。随着第一缕阳光透
过窗户，远处传来声响，起初隐隐约约，
渐渐地转变成连续的轰鸣声。如同“满
载而归”的猎鹰，战机在轰鸣声中降落在
跑道。

日月晨昏，枕戈待旦。据了解，此次
长航时飞行训练持续近 40个小时，不仅
航时延长，且真正融入“敌情”和战术背
景，人员与装备进一步突破了极限，检验
了部队的实战化训练水平。

昼夜不息，群鹰接力织天网
—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长航时不间断预警探测训练见闻

■傅金泉 邓泽铭 本报特约记者 高宏伟

6月下旬，空军航空兵某旅组织

开展对抗演练，锤炼部队空战能力。

本报特约通讯员 魏金鑫摄

本报讯 傅凌艳、李瑛报道：“华益
慰把病人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年过
七旬，他仍坚持每年做百余台手术……”
仲夏时节，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
组织集中授课，讲述老一辈人民军医华
益慰的生平事迹。这是该中心开展“赓
续红色基因、当好新时代人民军医”活动
中的一幕。
“人民军医不单是一个称谓，更代表

着责任与担当！”该中心领导介绍，编制
体制改革调整后，文职人员及聘用人员

相继加入，为单位建设注入了新活力。
然而，由于个别人员对“军队医务工作
者”这一身份认识不深，出现服务意识不
强、奉献精神弱化等现象。

为解决类似问题，该中心党委决
定结合主题教育，大力弘扬老一辈人民
军医的优良传统，教育引导医务工作
者找准价值标尺、提升思想境界。同
时，他们还广泛开展“军医身份亮出
来”实践活动，一方面要求全体医务工
作者在工作中佩戴“人民军医”标识

胸卡并接受患者监督；另一方面，组
织军人干部对文职人员进行传帮带，
帮助他们不断提升能力素质、改进作
风形象。
“见到病人，他的第一个表情是微

笑；天凉为病人查体，他总是先搓热双
手，焐热听诊器……”听了战友的讲述，
该中心文职人员张佳馨对华益慰精神有
了更深的了解。她在课后讨论中说：“我
们要向华老学习，将大医精诚的优良传
统代代赓续下去。”

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注重培塑文职人员职业荣誉感

传承仁心仁术 当好人民军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