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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战书 27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土壤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组
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指出，一条一条对照法律规定开展检查，推动土壤
污染防治法全面有效实施

■全国政协民宗委 27日在京召开宗教界主题协商座谈会，汪洋
出席并讲话 （均据新华社）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
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

7月 22日上午 11时许，一场特殊的
入党宣誓仪式在江西九江市永修县九合
联圩举行。对着党旗高高举起右拳的，
是刚刚出院的第 73集团军某旅“抗洪抢
险英雄营”下士李彬彬。几天前，李彬彬
在抗洪抢险行动中被毒蛇咬伤，被紧急
送往医院治疗。住院期间，他依然念念
不忘堤坝的安危。

7月 16 日上午 9时许，永修县九合
联圩门楼段堤坝出现多处管涌、泡泉。
接到命令后，“抗洪抢险英雄营”官兵迅
速出动，采取清淤埋石、打桩导渗等方
式，对 300 多米长的堤坝进行加固。按
照分工，李彬彬和几名战友负责清理淤
泥。

尽管大家在奋力加固堤坝，但泡泉
的渗水量却越来越大，淤泥也越积越
厚。为提高效率，李彬彬和几位战友开
始徒手清淤。

忽然，李彬彬感觉右手被什么东西
扎了一下，他抬手一看，鲜血直往外渗。
起初，李彬彬以为手被树枝之类的东西
扎破了，但手臂传来的麻木感引起了他
的警觉。环顾四周，李彬彬发现一条蛇
盘在淤泥里，他这才意识到自己被蛇咬
伤了。

为防止战友被咬，李彬彬一边用左
手掐着自己的右手腕，一边大声提醒：
“这里有蛇，快离开！”

发现李彬彬受伤，战友立即把他从
淤泥中拉了上来。此时，李彬彬的右手
开始肿胀，并出现呼吸困难、恶心呕吐等

症状。闻讯赶来的军医根据经验判断，
咬伤李彬彬的是一条有毒的蝮蛇。伤口
经过初步处理后，李彬彬被立即送往江
西省中医院进行后续治疗。

入院后，李彬彬时刻牵挂着奋战在
抗洪一线的战友。从新闻报道中看到战
友被烈日晒得红肿脱皮的胳膊、被洪水
泡得发白的双脚，李彬彬在病床上写下
请战书，申请返回抗洪一线。考虑到李
彬彬身体尚未恢复，连队婉拒了他的归
队请求。
“把堤坝视为战场，把灾情当作命

令；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安全留给他人。”
该旅政委罗光告诉记者，他们将以李彬
彬的先进事迹作为主题教育的生动教
材，鼓舞官兵保持高昂士气，确保抗洪抢
险任务圆满完成。

抗洪勇士火线入党
■本报特约记者 赵 欣 通讯员 韦德专

太平村持续 4天 3夜的洪水终于退
去，村民陆续回村，开始为恢复生产生活
做准备。

安徽省舒城县人武部领导片刻不得
闲，与抗洪抢险部队对接后，立即赶赴城
关镇太平村察看灾后重建情况。

太平村位于三里河、张公宕河、朱槽
沟河 3条河流交汇处，常年风调雨顺、物
阜民丰。然而，入夏以来持续强降雨，将
太平村变成了“太平岛”。
“19 日那晚，真是惊心动魄。”该县

人武部部长黄奕佳回想起当时的场景仍

心有余悸，“洪水倒灌，涨势凶猛，一会就
没过了墙头！”那夜，官兵转移受困村民
500余人。

洪水退去，太平村伤痕累累，灾后防
疫是首要任务。城关镇武装部部长吴正
东率先带领 10名基干民兵前往太平村
开展防疫消杀工作。

吴正东告诉记者，洪水刚退，县人武
部就发动民兵开展防疫消杀、环境卫生
整治工作。在统一组织防疫消杀工作的
同时，他们为每户村民发放了 2瓶消毒
液、洗手液。

太平村妇女主任武长玲是个大忙
人，23日晚才从抗洪一线回到家中。她
的小家刚被洪水淹没，“家淹了不怕，解
放军来帮助我们，政府保障又好，没什么
好担心的，”武长玲边说边蹲在地板上洗
刷物品，“再拾掇几天就好了！”

从武长玲家中出来，记者来到贫困
户高天生的家。见有人来，高天生放下
手中扫把，擦了把手，笑着迎上来，“我们
今天刚回家，粗略看了下，只是有些家具
被洪水泡坏了，其他经济损失不大，人安
全就好。有党和政府在，洪水再大我们
心里也不慌！”

接下来，村两委班子成员将和民兵技
术骨干一道，商议指导村民补种抢种秋季
玉米、豆角等事宜，尽快帮助群众开展生
产自救。吴正东告诉记者，武装部将继续
和群众在一起，积极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本报合肥7月26日电）

洪水退去重建忙
■蔡永连 本报特约记者 周海良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
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
豆高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
娘。”

这首传唱中华大地的《松花江
上》，由人民艺术家张寒晖填词、谱曲，
唱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民众以至
中国人民的悲愤情怀，其壮烈低回的
旋律迸发出不屈的民族力量，成为激
励鼓舞东北军民毅然奋起、英勇抵抗
的号角。
“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和影响下，东北各阶层群众和
东北军的部分官兵纷纷组成义勇军、
救国军、自卫军等抗日武装，与日寇展
开殊死拼搏。
“这些抗日武装受挫后，中国共

产党直接领导的东北人民抗日游击
战争就逐渐上升为东北敌后抗战的
主体。”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
究院中国革命战争史研究室副研究
员朱姝璇说，1936年 2月，按照中共中
央指示，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
同盟军、东北反日联合军及各反日游
击队，一律改称为东北抗日联军（简
称东北抗联）。东北抗联前后共有 11
个军，兵力最多时达 3万余人，战斗数

万次，歼灭日伪军 20 余万人，极大地
振奋了民族精神，推动了全国抗日救
亡运动，支援和配合了其他抗日战场
的作战。
“全国抗战爆发前，东北抗联站在

对日斗争最前线，歼灭大量日军有生
力量，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迟
滞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的步伐。”朱姝璇说，全国抗战爆发后，
东北抗联的战略任务由独立作战变为
同时兼有打击与牵制日军入关的战略
配合，迫使日军将东北兵力从 20万增
加至近 50万，从而有力支援、配合了全
国抗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作出了贡献。

在东北抗联博物馆，讲解员韩瑞
动情地告诉记者：“14年间，东北抗联
长期孤悬敌后、浴血奋战。在艰苦卓
绝的斗争中，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
冷云等为代表的东北抗联将士英勇顽
强、不畏牺牲，用血肉之躯筑起中华民
族新的长城。”

东北抗联博物馆坐落在黑龙江
省哈尔滨市一曼街上。在东北，以
英烈命名的街道和公园有很多。“英
雄精神是难以磨灭的历史记忆，将
他们的名字和事迹融入城市景观，
可以让市民时时感受到英雄精神和

英雄文化。”哈尔滨警备区司令员卢
俊说，在哈尔滨以抗联英雄命名的
主要街道有 9 条、公园有 6 个、学校
有 19 所，还有 20 支以抗联英雄命名
的民兵分队……

无数的牺牲换来最终的胜利。
1945年 8月，苏联出兵东北，进攻日本
关东军，抗联部队配合苏军迅速收复
佳木斯、牡丹江、齐齐哈尔、哈尔滨、
长春、沈阳等战略要地，解放了东北
全境。
“东北抗联作为对日作战最早、

条件最艰苦、斗争时间最长的人民抗
日武装，他们在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坚
定的信仰信念、高尚的爱国情操、无
畏的英雄气概、顽强的战斗作风和坚
毅的意志品格，汇聚成伟大的东北抗
联精神。”朱姝璇说，东北抗联精神是
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
超越时空的价值和意义，已成为激励
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力量
源泉。
“逐日寇，复东北，天破晓，光华万

丈涌……”每逢抗战重大纪念日，身着
抗联军服的东北抗联精神宣传小分
队，都会奔走各地，传唱《露营之歌》
《松花江上》等经典抗联歌曲。

2002 年，抗联老战士李敏组建东
北抗联精神宣传小分队，到各地工厂、
学校演出。她曾说：“成立宣传队的目
的，就是要宣传东北抗联事迹，弘扬东
北抗联精神。这是中国东北的历史，
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应该让更多的人
了解。”

转战白山黑水 14年间，东北抗日联军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
者的嚣张气焰，挺起了民族脊梁，捍卫了民族尊严——

天破晓，光华万丈涌
■本报记者 佟欣雨

据新华社杭州7月27日电 （记者
魏一骏）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
限公司获悉，7月 27日，华东地区最长高
铁隧道——杭绍台铁路东茗隧道全线贯
通。据了解，杭绍台铁路连接浙江杭州、
绍兴和台州三个设区市，线路全长 271
公里。线路设计时速 350 公里，工程计
划在2021年建成通车。

华东地区

最长高铁隧道贯通

据新华社北京7月27日电 （记者
齐中熙）记者从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获悉，27日，由中铁建发展集团投资的
黄河流域重大生态环保项目——河南省
范县范水生态保护与综合提升工程开
工。工程完工后，河道防洪能力将由现
在的 20年一遇防洪标准提升至 50年一
遇标准。

黄河流域范县范水

生态环保项目开工

据新华社北京7月27日电 （记者
刘奕湛）记者 27日从全国扫黑办获悉，
从 7月 20日起，全国扫黑办派出 32个特
派督导组分赴全国 31个省（区、市）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重点地市开展特派督
导。目前，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因疫情原因推迟外，各督
导组已陆续进驻督导。

全国扫黑办启动

2020年第一轮特派督导

新闻集萃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周年

7月27日，长江三峡枢纽工程开启泄洪深孔泄洪（无人机照片）。7月26日14时，受长江上游强降雨影响，三峡水库入

库流量达50000立方米每秒，迎来长江2020年第3号洪水，27日14时洪峰流量达到60000立方米每秒，拦洪削峰达36.7%。

新华社发

7月27日，工人在河北唐山遵化市苏家洼镇一家板栗加工企业车间工作。

当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6665.5亿元，同比增长11.5%，增速比5月份加快5.5个百分点。 新华社发

（上接第一版）

“ 硬 骨 头 ”的 连 队 ，塑 造“ 硬 骨
头”的兵。在六连，每名官兵都在挑
战 极 限 中 立 起 练 兵 备 战 的“ 硬 标
杆”。

前年，旅里组织建制连考核。战士
刘磊生病，连队计划让他休息。得知情
况，刘磊找到指导员请战：“‘硬骨头六
连’的兵不能怂，更不能给连队拖后腿。
我必须参加！”

考核当天，连续完成 5 公里越野、
400 米障碍等课目后，刘磊已严重虚
脱。单杠练习时，他因体力不支，嘴巴重
重磕在杠上。

吐出嘴里的血和半颗门牙，刘磊
强忍剧痛坚持下来，并取得优秀成
绩。至今，他的门牙上还有一个缺
口。刘磊笑称，这是一枚特有的“硬骨
头”徽章。

为了打赢一无所惜，除了胜利一无
所求。近 3年来，六连基础训练和专业
训练成绩始终保持全旅第一，19人次打
破 9项旅纪录，16人次在集团军以上比
武中摘金夺银。

硬在作风顽强—

这是一种“报国敢赴死、

逢敌必亮剑”的硬核

红方指挥所附近的地下工事里，40
摄氏度的高温蒸得人透不过气。

担任蓝方的六连侦察小组，已一动
不动潜伏在此 3个多小时。他们的目标
是：狙杀红方旅指挥员。

战斗进入胶着状态，5人小组一直
在等待战机，没有一人出来透口气。

在那场实兵对抗演练中，蓝方最终
“斩首”成功，一举扭转战局。

六连官兵一动不动的身影，折射着
铁的纪律、铁的作风。

队列行进，走直线、拐直角、擦裤
缝；参加集会，响三声、正三相、整三
步。一看一听，大家就能分辨出：“这是
六连的兵！”

一次航渡训练，突遇狂风。战车瞬
间被巨浪覆盖，发动机熄火，随时可能沉
没。危急关头，车长史衍凯沉着冷静，应

急处置、果断操作，在大风浪中及时排除
险情，顺利完成课目训练。

那次演练，班长杨树林从 5米高的
云梯跌落，右小臂重重摔在石头上，瞬
间动弹不得。但他坚持要完成全部战
术动作，于是单手支撑爬过泥塘，用左
手扣动扳机，用牙齿拉开导火索。演练
结束，战友们才发现杨树林的手臂已经
骨折。

压倒一切敌人的狠劲、百折不挠的
韧劲、坚持到底的后劲，“硬骨头六连”从
战争年代传承下来的这“三股劲”，在今
天的六连官兵身上，已化为建功军营、练
兵备战的蓬勃动力。

该旅领导说，军事实践锻炼、重大任
务锤炼，是培养官兵“硬骨头精神”的重
要平台和契机。没有艰苦的日常训练，
没有超常的意志考验，摔打不出英雄的
“硬骨战士”。

正因如此，人与人比、班与班争、排
与排抗，在六连是一种风尚。大家争得
最多的是比武的机会，看得最重的是拼
来的荣誉。3年多来，六连先后接受 8个
连队近 20次挑战，无一败绩。

盛夏时节，新疆喀什疏勒县红星村
麦田丰收、瓜果飘香。
“太好了，武警官兵又来看望我们

了。”7月中旬的一天，当得知武警新疆
总队“庄仕华医疗小分队”要来村里巡诊
的消息，村民如则·阿皮孜早早就站在村
口等待“亲人”的到来。

红星村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3
年前，这里还是国家级深度贫困村。“在
武警新疆总队和武警山东总队的共同帮
扶下，去年年底全村 83户贫困户家庭全
部实现脱贫。”红星村党支部第一书记薛
鹏举告诉记者。

当得知村里仍有几户村民因家人患
病面临返贫风险，“庄仕华医疗小分队”
专程再到村里开展义务巡诊。

巡诊队伍里，如则·阿皮孜一眼就认
出了庄仕华医生，于是赶忙上前握住他
的手。原来，如则·阿皮孜几年前患上严
重的腰椎间盘突出，农活儿只能交给妻
子打理，家里还有 3个孩子和老人需要
照顾。去年“庄仕华医疗小分队”帮助他
申请了贫困户手术治疗项目，很快他就
去乌鲁木齐实施了免费手术。
“医护人员不仅到机场接我，还精心

为我安排手术治疗。”如则·阿皮孜眼含
热泪地说，“如今我已恢复健康，摘掉了
贫困帽子，家里还发展肉鸽养殖，生活一
天比一天好。”
“这是武警官兵为我们援建的‘新鲁

爱民幼儿园’。”巡诊结束后，村民麦麦提
喀日·约赛尹带着记者来到村委会旁边的

二层小楼前。他说：“幼儿园上个月正式
开园，大中小及托幼班各一个，可供150名
儿童入园。”不仅如此，庭院街道变得整洁
了、荒地改建蔬菜大棚了、创业致富有门
路了……红星村村民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帮扶红星村脱贫只是武警官兵参与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一个缩影。脱贫攻坚
战打响以来，武警新疆总队闻令而动，先
后定点帮扶 29个村（社区），实施 125个
精准扶贫项目，助力 1万多名贫困群众
脱贫致富；开展教育扶贫，援建 24所武
警“八一”爱民学校，结对帮扶 100所学
校；常态化开展“送医、送法、送文化，共
建、共育、共保稳定”的“三送三共”活动，
累计服务群众 150 余万人，把温暖洒向
天山南北。

红 星 村 里 警 徽 闪
——武警新疆总队精准帮扶贫困村脱贫纪实

■张银博 本报特约记者 王国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