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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精神

大灾大难是检验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时候，也是锻炼提高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时
候，要引导各级党组织强化整体功能，教育党员干部提高思想政治素质、自觉改进作
风，做到哪里危险多、哪里困难大、哪里有群众需要，哪里就有共产党员的身影、哪里就
有共产党人的奋斗。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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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难兴邦。

典故出自《左传》这部 2000 多年前

的史书经典。深蕴的“多难以固其国”

的 智 慧 和 精 神 ，不 仅 成 为 古 老 中 国 生

生不息、自立自强的历史印证，更在中

华 民 族 走 向 伟 大 复 兴 的 征 程 上 ，在 同

地 震 灾 难 的 顽 强 抗 争 中 ，书 写 了 崭 新

的历史篇章。

中国幅员辽阔，属地震自然灾害多

发的国度。1976 年以来，我国先后发生

了唐山、汶川、玉树、芦山等多次 7 级以

上地震。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谱

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的壮歌，创造了一

个个攻坚克难的奇迹，铸就了伟大的抗

震救灾精神。

2018 年 5 月 12 日，汶川地震十周年

国际研讨会暨第四届大陆地震国际研

讨会在四川成都召开。

习近平主席在向会议的致信中强

调：“中国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理念，坚持以防为主、防灾抗灾救灾相

结合，全面提升综合防灾能力，为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提供坚实保障。”

一

同自然灾害抗争是人类生存发展

的永恒主题。

2008 年 5 月 12 日，一场里氏 8.0 级

特大地震突袭四川汶川，顷刻间天崩地

裂、桥垮路绝、房倒屋塌，给灾区人民的

生命财产、生产生活及生态环境造成了

重大破坏和损失。

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在中国

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组织开展了新中

国成立以来救援速度最快、动员范围最

广、投入力量最大的抗震救灾斗争和灾

后恢复重建。

在这场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中，形

成的“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

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

抗震救灾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

民精神品格和精神风貌的鲜明写照。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举国上下

患难与共，前方后方齐心协力，海内海

外和衷共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守望

相助、群策群力，展现了中华民族团结

奋斗、抗击灾难的磅礴力量。

不畏艰险、百折不挠——广大军民

临危不惧、奋不顾身，迎难而上、顽强拼

搏，以泰山压顶不弯腰、越是艰险越向

前的英雄气概，展示了中国人民战胜一

切艰难险阻的大无畏精神。

以人为本、尊重科学——广大军民

把人的生命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最大限

度地抢救人民生命；坚持依靠科学、遵循

规律，攻克道道难题，化解种种风险，发挥

了科技在战胜灾害中的重要支撑作用。

“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

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

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

奋勇向前。”习总书记这一精辟论述，道

出了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真谛。

历史和现实证明，一个政党、一个民

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

等于没有灵魂，就失去了凝聚力和生命力。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 5000 多年

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

义 为 核 心 的 团 结

统 一 、爱 好 和 平 、

勤劳勇敢、自强不

息的民族精神。

山摇地动，废

墟上挺起不屈的脊梁；生死较量，危难

中铸就坚强的意志。面对惨烈的天灾，

中华民族再次让伟大的民族精神集中

迸发、凝聚升华。

从汶川地震，到 2010 年玉树地震、

2013 年芦山地震 ，再到 2014 年鲁甸地

震、2017 年九寨沟地震，一次又一次以

雄辩的事实向世人昭示：

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是中华民族在

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中铸就的一座精神

丰碑，标志着中华民族精神的新高度，凝聚

成无坚不摧、战无不胜的强大精神力量。

二

同心同德，就有其利断金的伟力；

风雨同舟，就有所向披靡的信心。

2009 年 2 月，中央电视台“感动中

国-2008 年度人物”评选揭晓——特别

奖授予全体“中国人”。

组委会认为，2008 年的中国经历了

太 多 悲 怆 和 喜 悦 ，在 抗 震 救 灾 等 事 件

中，中国人民用坚韧、勇敢、智慧向中国

和世界交出了满意答卷。

在同特大地震灾害的艰苦搏斗中，

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万

众一心、众志成城，凝结成坚如磐石、牢

不可破的命运共同体。

与灾难搏斗的日日夜夜，让人们更

真切地感受体悟，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

导力，中国军队的强大战斗力，中国人

民的强大凝聚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具有的显著优势和产生的巨大能量。

在大灾大难面前，中国共产党及其

领导下的人民政府、人民军队，是人民

最值得信赖的主心骨。

党中央运筹帷幄，第一时间作出全

面部署、周密筹划；各级党委和政府各

部门贯彻落实党中央指示要求，迅速行

动，协同并进，以举国之力打响了一场

抗震救灾的攻坚战。

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人

民解放军、武警部队、专业救援队、民兵

预备役和医疗人员，各支救援力量争分

夺秒开赴灾区，全力展开抢险救灾、抢

救生命、救治伤员行动。

14.6万人民子弟兵听令而行、赶赴灾

区，哪里最紧急、最艰难、最危险就冲向哪

里，勇于突进震中地带，敢于跨越生死界

限，充分发挥了主力军和突击队的作用。

2000 多个“党员突击队”冲锋陷阵，

近 5000 名党员在自己痛失亲人或家里

受灾的情况下奋战在一线。广大党员

干部义无反顾、挺身而出，是攻克艰难

险阻的带头人、为受灾群众排忧解难的

贴心人，每一个忙碌的身影，就是一面

迎风飘扬的党旗。

“汶川，我们和你在一起”，成千上万

的志愿者、社会组织情系灾区、争做贡

献。“唐山十三义士”“老兵救援队”“爱心

救援队”的义举被传为佳话。地震发生

后，社会各界、海外华侨华人纷纷向灾区

捐款。

面对灾后恢复重建的艰巨任务，党

中央在震后 37 天就作出“一省帮一重灾

县”的决策部署，19 个对口援建省市顾

全大局、勇挑重担，人民军队和社会各

界发挥优势、鼎力相助，展开了一场艰

苦卓绝、感天动地的灾后重建斗争。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历经

险阻的千里大驰援，处处涌动的爱心大

奉献，共克时艰的社会主义大协作，汇

聚成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强大合力。

习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同心同

德、协力奋战，一定能够战胜灾害、重建

家园，让灾区人民过上美好生活。”伟大

的抗震救灾精神，集中体现和进一步发

展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

神，集中体现和进一步发展了我们党和

军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西班牙《世界报》载文《一个摧不垮的

民族》，称：“在任何一场灾难中都未曾看到

过像中国这样的举国动员的能力、勇往直

前的决心和强大的团结互助的精神。”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万

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抗震救灾精神，让

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在社会主义中国

交融激荡，激励着中华民族以新的姿态

大踏步走向未来。

三

坚强是战胜磨难的利器，勇气是创

造奇迹的支撑。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面对

特大地震灾害的严峻考验，不畏艰险、

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血脉，流淌

在亿万中华儿女的血液中。

奋不顾身的壮举：为及时掌握孤城

茂县的灾情，15 名空降兵勇士在没有地

面指挥引导、没有地面标识、没有气象

资料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从近 5000

米的高空跳下。

生死线上的营救：为转移受堰塞湖

威胁的 7 万多名群众，500 多名官兵星

夜兼程，他们跳入齐腰深的泥潭筑成人

桥，让群众踩着过；在湍急的河流中，背

着 群 众 过 ；在 被 大 塌 方 削 成 绝 壁 的 地

方，官兵用绳子一头系着乡亲，一头系

着自己，牵着群众过。

开路先锋的创举：某路桥集团组织

的党员先锋突击队，创造了在深山沟壑

中仅用 3 个小时就完成挖填土石方 1 万

余立方米的奇迹；某工程团组织开路会

战，仅用 12 小时就完成了通常一个月才

能完成的工程量。冒着余震和山体滑

坡的危险，一条条生命通道被打通。

舍身赴命的壮行：直升机机长邱光

华，在灾区复杂的天候条件下，10 多天

里冒着生命危险共飞行 63 架次、50 多

个小时，运送物资 25.8 吨，转移受灾群

众 200 多人，直至不幸遇难，壮烈牺牲。

危难之际的拼搏：战士武文斌，在

救灾一线连续奋战了 32 个昼夜，当他和

战友冒着大雨将 8 车 50 吨重的活动板

房建材全部卸完后，累得瘫倒在地上，

再也没能站起来。26 岁的青春，矗立起

一座使命重于生命的丰碑。

哪里灾情危急就向哪里冲去，哪里

有生死考验就向哪里挺进，哪里有受灾

群众就向哪里集结。这就是面对惨烈

灾难，激荡在心底的坚定信念，挺起的

不屈精神脊梁。

一个个悲壮的勇士、一次次冒死的

救援、一幕幕惊险的行动，奏响催人泪

下又励人奋进的乐章，铸就不畏艰险、

百折不挠的抗震救灾精神，彰显了英雄

的中国军队、英雄的中国人民的风采。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习总书记

指出：“一个民族之所以伟大，根本就在

于在任何困难和风险面前都从来不放

弃、不退缩、不止步，百折不挠为自己的

前途命运而奋斗。”

灾难铸就民族风骨，困苦砥砺民族

精神。越是在大灾大难面前，越能使一

个民族的精神品格得到熔炼；越是在危

难时刻、紧急关头，越能让一个民族的

精神力量得以迸发。

大地震使山川移位、河流改道，却

无法撼动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历经

磨难而不倒，饱经风霜而弥坚，屡遭挫

折而愈勇，英勇顽强、不屈不挠、勇往直

前的精神品格，正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

界民族之林的重要精神支柱。

四

大灾大难中，有大爱大义，见大智

大勇。

灾难，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一块

试金石、一个大熔炉、一个大课堂。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大灾大难

面 前 ，更 增 添 了 这 一 情 怀 和 担 当 的 分

量，更凸显了这一信念和奉献的价值。

与时间赛跑：争分夺秒，点燃生命

的希望。各路救援大军披荆斩棘，强行

突破，直奔震中的乡镇县。在断壁残垣

中，官兵们徒手挖掘救人，即使双手鲜

血 淋 漓 ，也 没 人 停 下 来 。 据 统 计 ，有

84017 名群众从废墟中被抢救出来，149

万名被困群众得到解救。

向死神挑战：有一线希望，尽百倍

努力！即使过了“黄金 72 小时”也绝不

放弃，救援人员奋力搜寻生命迹象，连

续几昼夜奋战，76 小时、98 小时、154 小

时、甚至 196 小时，不断将一个个生命从

死神手中夺回，演绎了一曲用生命拯救

生命的壮歌。

全力救死扶伤：9万多名医务人员战

斗在抗震救灾的最前线，医疗小分队克

服艰难险阻深入到一个个乡村，不顾疲

劳、连续奋战，哪里有受伤群众哪里就有

“白衣战士”的身影。有 430 多万名伤病

员得到及时救治，1万多名重伤员被迅速

转送至全国 20个省区市的 375家医院。

倾心排忧解难：从全面抢修基础设

施到做好灾后卫生防疫工作，从防治次

生灾害到保障受灾群众生活，处处急群

众所急、办群众所需、解群众所难。有

1510 万名紧急转移安置的受灾群众基

本生活得到妥善安排，881 万名灾区困

难群众得到救助。

天灾无情，人间有爱；大爱无疆，真

情无价。

关爱生命、抢救生命，谱写惊天地、

泣鬼神的生命赞歌。

心忧百姓、情暖万家，奏出同呼吸、

共命运、心连心的壮美华章。

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人民的生命重

于一切。抗震救灾伟大实践就像一部特

殊的“精神探测仪”，测出了我们党以人为

本、执政为民理念的纯度、厚度、温度，测

出了我们民族蕴藏的大真、大善、大美。

尊重科学，依靠科学——在同地震

灾害的斗争中，科学精神从理念到现实

得到充分体现，科技力量从手段到效能

得到全面展现。

党和政府在科学决策基础上，组织

科学理性的营救，把科学决策、科学组

织、科学规划的高效力，转化为科学救

援、科学安置、科学重建的高效能，全面

提升了战胜地震灾害的综合能力，创造

了穿越灾难的“中国速度”“中国效率”。

运用海事卫星电话、卫星遥感与卫

星导航设备、生命探测仪、遥感技术和

航天遥感飞机等现代科技手段，为救人

赢得第一时间提供了有力保障，增强了

“与时间死神赛跑”的勇气。

运用中国自行研制的工程机械、野

战医疗等设备和无人机、直升机、通用

飞机、军工救灾装备等，为提高救灾效

率发挥了重要作用，增添了“将损失降

到最低”的底气。

“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

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恩格斯的这句

至理名言，让中国人民在抗击灾难斗争

中以卓越的科学实践和非凡的历史创

造，做出了更具说服力、震撼力的注解。

把科学精神融入抗震救灾和灾后

重建，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

的 威 力 ，彰 显 了 抗 震 救 灾 精 神 的 时 代

性、科学性特征，是中国发展不断积聚

新优势、增添新动力、跃升新台阶的生

动见证。

一 场 大 地 震 让 世 界 重 新 认 识 中

国。国外一家报纸在评论中写道：“地

震展示了一个新的中国，富有同情心又

极具竞争力的中国。”

五

苍山滴翠，岷江奔腾。

一个个新村点缀在青山绿水间，一

幢幢高楼鳞次栉比，一座座厂房在工业

园区里拔地而起……

昔日的地震灾区旧貌换新颜，一派

生机盎然、蒸蒸日上的景象。

2018年 2月，在四川考察的习总书记

再次踏上汶川映秀镇的土地。

新建成的都汶高速公路，宛如一条

巨龙穿越崇山峻岭，当年满目疮痍的小

镇，现已成功转型为特色旅游小镇。

汶川抗震救灾，为解决重灾后重建

这一世界难题给出的“中国答案”，赢得

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和称赞。

在灾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

从修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

灾法》，到把每年 5月 12日确定为全国“防

灾减灾日”，我国灾害应急救援体系建设日

益完善。

从 2019 年初步形成中国特色应急

管理组织体系，到 2020 年我国地质灾害

气象预报预警已覆盖全国 30 个省份 、

1660 个县，逐步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地质

灾害防灾减灾体系模式。

从灾难中走过来的中国人民，更有

自信、更有智慧、更有能力，用勤劳的双

手去创建更加美好幸福的家园。

实践证明，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历

久弥新、熠熠生辉，正转化为艰苦奋斗、

励 精 图 治 的 坚 定 意 志 ，转 化 为 创 造 辉

煌、开拓未来的强大力量，是全党全军

全国人民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惟有民魂是

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

有真进步。”

多难兴邦、实干强国——大力弘扬

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我们一定能战胜

一切艰难险阻，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

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业绩，向着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高歌

猛进。

磨难中奋起的中国诗篇
■邓一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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