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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 1日考察市场监管总局并主持召开发展壮大市场主
体工作座谈会强调，培育壮大市场主体，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
力，为稳增长稳就业提供坚实支撑

■韩正 2日在国家电网召开座谈会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扎实做好今冬明春能源保供 （均据新华社）

梦境中，常常是火光滔天，他，独

自一人，穿梭火海边缘。

38 年来，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

中心副主任兼总工程师肖文儒参与过

多次重特大灾难事故营救：每一场灾

难 ，都 是 瞬 息 万 变 的 战 场 ；每 一 次 救

援，都是生死以赴的逆行。

右眼角的伤疤，是烧糊的拉链蹭

到脸上留下的；变形的关节，是长期冷

热交替埋下的病根……而他，早已习

惯，在办公室备好一只行李箱，随时准

备，救人于危难。

“我不能离开”

700 多起灾难事故救援，成功解救

被困群众 1000 多人——肖文儒的手机

里，存着许多他参与过的救援现场照

片和视频。他能准确说出每一次事故

的时间和抢救人数。

“这些不是照片、数字，都是一条

条人命、一个个家庭啊！”“人命关天”

这四个字，早在 30 多年前，就烙印在肖

文儒心中。

1985年冬天，山西省原大同矿务局

雁崖矿井下中央变电站突发着火事故。

当 23 岁的肖文儒和同事们成功带

着被困人员升井，一位 80 多岁的老太

太“扑通”一声，跪了下去：“谢谢你们，

救了我的孩子！”

老人这一跪，重重地压在了他的

心上，也永远地赶走了曾经的犹豫。

应急救援工作太苦、太难、太危险

了！20 世纪八十年代，应急救援人员

很多时候是在“赌命”。

戴上呼吸器，披着浇透了凉水的草

袋子，应急救援队员要在井下灾区接近

人体极限的高温中工作；浓烟翻腾，他们

只能闭着眼睛打密闭墙，一旦走错方向，

或撞落呼吸器鼻夹，后果不堪设想……

一次救援，肖文儒亲眼目睹队友

倒在井下。

“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这工作咱

别干了啊？”肖文儒的脑海中，自己母

亲流着泪的苦苦哀求，和被救者母亲

含着泪的重重一跪，最终重叠成一个

声音：“我不能离开。”

选择了应急救援，就选择了与“死

神”较量。记不清多少次，肖文儒和队

友命悬一线。

“队长，水花打起火花了！”一次，

某煤矿井下盲巷积存的几十吨煤粉发

生自燃，形成随时喷发的“火山口”，高

压水枪冲起煤尘，火光瞬间迸发四射。

“趴倒！”电光火石间，肖文儒想到

了“二次爆炸”，不假思索地喊出命令。

话音刚落没几秒，爆炸声响彻巷

道，火舌瞬间吞噬了作业空间。

趴在地上的肖文儒迅速擎起水枪

对准火点，一秒、两秒……氧气越来越

稀薄，一分钟、两分钟……视线越来越

模糊……

幸好，火势被及时扑灭。“如果当

时晚趴下几秒，或者没有坚持继续灭

火，可能我们就牺牲了。”肖文儒说。

井下二次爆炸，是矿难救援中最

大的风险点。而这样的生死关，肖文

儒硬闯了 4 次。从煤矿瓦斯爆炸到透

水事故，从隧道坍塌到山体垮塌，肖文

儒总是向险而奔、逆向而行。

“ 生 命 至 上 ，只 有 掌 握 第 一 手 情

况，救援行动才能更有效。”多少年来，

只要到了事故现场，肖文儒就要背着

呼吸器下井勘察；他曾整晚站在井口

附近指挥救援，直到天亮才发现自己

被满地炸药、雷管“包围”；在瓦斯浓度

高达 4%以上的现场，他曾两次爬下巷

道查看，力排众议调整救援方案。

“向前一点、再向前走一点。”挺进生

命禁区的每一次，肖文儒都会押上“所有

的砝码”。因为他相信，在漫无边际的黑

暗深处，还有人等着他带去一束光。

“不惜一切代价”

肖文儒至今难以释怀，多年前大

同某煤矿发生火灾事故，一开始还可

以通过电话联系上井下被困人员，但

由于当时技术手段落后，被困人员最

终全部遇难。

“当时我就想，一定要不惜一切代

价，把人救出来。”他说。

今年 1 月，山东栖霞笏山金矿发生

“1·10”重大爆炸事故，被困人员位于

井下约 600 米的位置，救援深度较为罕

见。由于地质情况复杂，不仅钻孔工

作难度极高，井下涌水量也很大，形成

“前有围堵后有追兵”之势。

4 个钻孔“多管齐下”，相继遇到问

题。肖文儒当机立断：提前增调国家

矿山应急救援大地特勘队带一台高性

能钻机前来增援！

这时，救援希望最大的 3 号钻在钻

至井下 521 米处时，距井底目标偏移已

达 7.4 米。

一子落而满盘活，新增救援团队

及时对发生偏移的 3 号钻孔进行纠偏

透巷。仅用 4 天，这条“生命通道”提

前打通！

一 刻 不 停 ，在 部 署 打 通 4 号 钻 孔

中，肖文儒建议“先堵水再透巷”，确保

了 这 条 生 命 维 护 和 监 测 通 道 始 终 畅

通。后来证明，这个方案让转至 4 号钻

孔 下 方 的 被 困 人 员 生 存 环 境 大 大 改

善，赢得了宝贵的抢救时间。

最终，11 名被困人员获救，这次事

故救援也被业内誉为“教科书式的经

典案例”。

临场应变、力挽狂澜，靠的是废寝

忘食的研究思考、通宵达旦的实战训

练。38 年来，肖文儒不管岗位、身份如

何变化，他一直冲锋在救援最前线，成

长为我国矿山救援的权威专家。

“加强瓦斯实时监测！”2017 年秋，

辽宁阜新万达煤矿发生透水事故。肖

文儒在井下现场连续工作 11 个小时，

当作业现场瓦斯浓度达到 3.5%并继续

上升时，他立刻组织调整通风系统，将

作业现场瓦斯浓度控制在安全范围，

最终，83 名被困矿工全部获救。

举棋若定，落子无悔，在一次次的

生死淬炼和刀锋行走中，肖文儒成了

全国应急救援系统的“老兵”。

从推广正压氧气呼吸器、高压排水

软管等装备的广泛应用，到加快救援应

急通信、矿用石膏等技术的高速发展；

从组织起草矿山救护规程和救援条例，

到“传帮带”各类现场处置和技术装备

的经验……肖文儒始终坚持实事求是，

倡导“科学精神和热血担当缺一不可”。

他的手机上，存满了全国矿山救

援大队大队长和总工的电话号码，一

有机会，他就深入基层救援单位，推广

矿山救援的新知识新办法，服务于城

市救援与综合救援。

“运用新方法新技术，老肖为应急救

援加上了多重保险。”应急管理部矿山救

援中心综合处二级调研员、副处长欧阳

奇说：“他不仅是主心骨，更是指路灯。”

“一切都值了”

2021 年初春，某煤矿透水事故发

生的第二天，肖文儒就星夜驰援，抵达

现场。

春寒料峭，救援队住的是帐篷，吃

的是盒饭，每天工作到凌晨。59 岁的

肖文儒直到 35 天后才撤离，刷新了他

自己最长的现场工作记录。

可是，他的心脏已经放了 3 个支架

了，还患有腰椎间盘突出、高血压、关

节炎……对于这个每年最多出差 200

多天，经常持续工作几十个小时的人

来说，这些好像都不值得一提。

有一次，做完心脏手术不久，肖文

儒又冲到一线。在电视上看到他憔悴

疲惫的面孔，姐姐第一时间拨通了他的

电话，近乎咆哮地问：“你不要命啦？！”

他却很平静地回答：“不管多苦多

累，只要人能救出来，一切都值了。”

在工作中他雷厉风行，在生活中

却平淡如水。

他 不 允 许 家 人 因 为 私 事 麻 烦 组

织，也不让家人经营与他工作有交集

的业务。一次，一位同学托肖文儒帮

儿子找工作，他一口回绝：“对不起，我

没有那个能力。”

当 年 的 很 多 救 援 队 友 已 改 行 换

业，有的发了大财，劝他也“下海”，但

老 肖 始 终 坚 持 ：“ 其 他 行 业 有 很 多 人

干，但矿山救援需要我这 30 多年的实

战经验，我这工作有价值。”

今年 7月，河南发生特大暴雨灾害，

肖文儒带领 14 支专业救援队赶赴新乡

开展抢险救援。12天没日没夜，他们吃

苦受累，立下汗马功劳。但救援结束后，

肖文儒第一时间带着队伍悄悄撤离。

把职务看“淡”、把事情做“精”、把

人写“大”——这是肖文儒的老同事、

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资产财务

部二级巡视员孙国建对他的评价。

经历生死、见多离合，肖文儒的确

把很多东西看得很淡，但对师生情谊

却格外珍惜。

38 年间，肖文儒把 40 多本厚厚的

救援笔记中的心得经验，倾囊传给了

一批“好苗子”。

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指挥

协 调 部 三 级 主 任 科 员 乔 天 楷 记 得 ，

2019 年自己从部队转业来的时候，还

是煤矿救援的“门外汉”，肖老师带头

领着他们下井，逼着他们学习。徒弟

们救援有功，他比谁都兴奋。

还有一份情，他埋在了心底。那

是对家人的愧疚之情。

肖文儒的儿子上小学时，曾把对

爸爸的思念凝于笔端——“我很少能

看到我的爸爸，因为每天早晨我还没

起床，爸爸已经离开了家；我晚上都睡

着了，爸爸都还没回来。”

肖 文 儒 的 母 亲 生 前 也 曾 对 他 抱

怨：“我遇到困难、想找人帮忙的时候，

都想不起来你。”

说到这些，这个泰山崩于前而色

不变的铁汉红了眼眶。

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谁人不想？

但作为一名应急救援工作者，只要呼

救声起，就应生死以赴。

2019 年 10 月 1 日，肖文儒作为应

急管理系统的群众代表参加 70 周年国

庆活动，登上了“众志成城”方阵彩车。

“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

竭诚为民”——应急救援人的训词，肖

文儒用毕生践行。

他说：“在‘全灾种、大应急’要求

面前，我们要从‘救’向‘防’转变，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很多的坎要迈。”

肖文儒仍然时刻准备着，奔赴下

一个战场……

（新华社北京 11月 2日电 记者

吴晶、屈婷、刘夏村）

黑暗中的一束光
—记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副主任兼总工程师肖文儒

38 年来，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

中心副主任兼总工程师肖文儒一直从

事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工作。38 年间，

他和他的战友们参加了 700 多起矿山

事故救援，从灾区成功救出 1000 多名

被困矿工，创造了多个救援奇迹。

矿山事故救援是世界性难题。每

一场灾难，都是瞬息万变的战场；每一

次救援，都是生死以赴的逆行。“向前

一点、再向前一点。”挺进生命禁区的

每一次，肖文儒都会全力以赴。因为

他相信，在漫无边际的黑暗深处，还有

人等着他带去一束光。

那束光，是生命的召唤，是使命的

担当。

在他的身上，闪耀的是赴汤蹈火、

竭诚为民的英勇奉献精神。选择了应

急救援，就选择了与“死神”共舞。记

不 清 多 少 次 ，肖 文 儒 和 队 友 命 悬 一

线。但多少年来，只要到了事故现场，

肖文儒就背着呼吸器下井勘察，只为

掌握现场第一手情况加速救援。

在他的身上，展现的是专业精湛、

本领高强的爱岗敬业品格。从推广正

压氧气呼吸器、高压排水软管等装备的

广泛应用，到加快救援应急通信、矿用

石膏、计算机系统等技术的高速发展；

从组织起草矿山救护规程和救援条例，

到“传帮带”各类现场处置和技术装备

的经验……肖文儒始终坚持实事求是，

倡导“科学精神和热血担当缺一不可”。

每 一 个 榜 样 都 有 打 动 人 心 的 力

量。对于广大党员群众来说，学习肖文

儒的事迹，就是要学习他敢于生死逆行

的担当精神、奉献精神和竭诚为民的无

私情怀，汲取奋斗力量，在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奋力前行。

（新华社北京 11月 2日电 记者

樊曦、刘夏村）

生死逆行显担当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 日电 纪念中

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成立 90 周年座谈会 2 日在京举行。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

宁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表示，纪念中央

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

立 90 周年，回顾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

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顽强奋斗的光

辉历程，缅怀革命先辈和英烈的不朽业

绩，就是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史为鉴、开创

未来，走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

的赶考之路，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

史伟业推向前进。

王沪宁表示，90年前，以毛泽东同志

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创

建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扩大了党和红色政权的影响，开创了

土地革命战争新局面，书写了中国革命历

史上浓墨重彩的不朽篇章。党的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原中央苏区

考察调研、缅怀革命先烈，强调要大力弘

扬苏区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不能忘记党

的初心使命，不能忘记革命理想和革命宗

旨。在新的征程上，要总结运用好当年中

央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历史经验，牢记初心

使命，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进一步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更好担负起新时代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要坚持

实事求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为实现人

民美好生活而奋斗；坚持弘扬伟大建党精

神，不断锤炼政治品格、坚定理想信念；坚

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在不断推进

伟大事业中磨砺意志、永葆本色，创造无

愧于新时代的新业绩。

陈希主持会议，孙春兰、黄坤明、万

鄂湘、刘奇葆和苗华出席会议。

座谈会上，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院长曲青山、军事科学院院长杨学军、江

西省委书记易炼红先后发言，中央党政

军群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江西、福建、广

东省有关负责同志及老红军亲属代表等

参加会议。

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
共 和 国 成 立 90 周 年 座 谈 会 在 京 举 行

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2 日电 （记

者王优玲）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

人近日表示，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

是新发展阶段住房保障工作的重中之

重。当前，各地区、各部门推动发展保

障性租赁住房取得初步成效，形成了一

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近日召开发展

保 障 性 租 赁 住 房 工 作 现 场 会 。 会 议

指 出 ， 按 照 国 家 层 面 住 房 保 障 体 系

顶 层 设 计 ， 北 京 、 上 海 、 深 圳 等 城

市 对 本 地 区 住 房 保 障 体 系 进 行 了 完

善 ， 加 快 完 善 以 公 租 房 、 保 障 性 租

赁 住 房 和 共 有 产 权 住 房 为 主 体 的 住

房保障体系。

人口净流入的大城市等在广泛深入

摸底调查的基础上，因城施策，采取新

建、改建、改造、租赁补贴和将政府的

闲置住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等多种方

式，切实增加供给，科学确定“十四

五”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目标。

各地充分利用 《关于加快发展保障

性租赁住房的意见》 明确的各项土地支

持政策，引导村集体经济组织、企事业

单位、园区企业、住房租赁企业、房地

产开发企业等积极发展保障性租赁住

房，注重实现职住平衡。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强

调，各地要落实城市政府主体责任，科

学确定“十四五”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

目标，落实好意见明确的土地、财税、

金融等支持政策，建立健全保障性租赁

住房工作领导小组等工作机制，完善住

房租赁管理服务平台，加强对保障性租

赁住房建设、出租和运营管理的全过程

监督。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保障性租赁住房发展已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经验

11月 2日，在广西柳州市柳江区进德镇，随着种植基地里多种蔬菜陆续丰收，菜农忙着采摘蔬菜，加大市场供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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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装备升级换代步伐加快，

部队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向前

迈出一大步。”该集团军领导欣喜之余

也头脑清醒，“转型重塑不能只看武器

装备数量多少、先进与否，还要看官兵

的头脑能不能跟上时代之变。”

——建设理念上，由数量规模型向

质量效能型、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

转变。某导弹连连长孙相炯说，连队 4

年换了 4 种装备，从牵引式火炮、便携式

反坦克导弹到反坦克炮、新型反坦克导

弹，操作人员越来越少，装备威力越来越

大，作战效能呈几何式增长。以前拼数

量、靠规模的建设理念必须舍弃，要瞄着

质量效能搞建设、抓训练。

——训练理念上，由逐级合成、逐级

形成战斗力向系统集成、要素融合形成联

合作战能力转变；由主要依靠实装实兵训

练向加强模拟仿真训练转变……作训参

谋田瀚当连长时，曾依托多媒体模拟训练

场景，在楼道里组织开展步枪、反坦克火

箭射击模拟训练。他说，这是对模拟仿真

训练的初步尝试。

——作战理念上，由近距离单一火

力 打 击 向 远 距 离 联 合 火 力 打 击 转 变 ；

由 独 立 侦 察 向 联 合 侦 察 转 变 ；由 单 一

兵 种 作 战 向 多 军 兵 种 联 合 作 战 转 变 ；

由 陆 空 战 场 空 间 向 多 维 战 场 空 间 转

变；由注重数量规模作战、概略指挥向

精 确 侦 察 、精 细 筹 划 、精 准 打 击 、精 兵

突击转变……

——保障理念上，由平面保障向立

体保障、由区域保障向全域保障、由粗放

保障向精确保障、由资源密集向效能集

约转变；营房建设向备战型、练兵型、移

动型转变……

从摩托化的“集团对抗”，到机械化

的“钢铁比拼”，再到信息化的“无声较

量”；从“单兵技能”到“群蜂智慧”再到

“体系支撑”，官兵们说，理念之变带动转

型之路越走越顺当，越走越宽阔。

转型的核心是一代代
人的重塑，答好新“考卷”
要有新本领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习主席对广

大青年的谆谆教诲，让该集团军官兵豪

情万丈，也备感责任重大。

“新时代军人，就是要以强军兴军

为己任。”官兵们说，当前，最直接最现

实的任务就是直面时代挑战，正视素质

短板，答好向现代化新型陆军转型这张

新“考卷”。

何谓时代挑战？当前我国安全环

境、军事斗争态势、我军使命任务、我军

组织形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目标任务

都发生新变化。加速现代化，要面对战

争形态之变、战场环境之变、作战样式之

变、武器装备之变。

某合成营营长郝建雄对此体会很

深：“我当连长时，每逢演习，一个连进攻

正面宽度也就 1 公里左右，提前预想到

的战术处置情况只有 10 余种。现在，一

个合成营有多个兵种数十个岗位，营连

指挥员战术处置情况更加复杂多样，指

挥协调从计划到随机，战场空间也从平

面拓展到多维，这对指挥员的知识结构

和能力素质提出了全方位考验。”

何谓素质短板？有的指挥员联合素

养不高，有的部队组织作战指挥效能较

低，有的官兵现代科技素质偏弱。一句

话，打赢现代战争的素养不够、能力不足。

某指挥控制连连长王洪智经历过这

样的尴尬：以往，部队演习要构建战场信

息网，装备到位了，“网”就是织不起来，

从集团军到旅，指挥通联还要靠人工。

原因何在？一台车联接十几种主战装

备，每个装备有一个或几个 IP 地址，操作

人员一个疏忽，就可能影响整个装备，只

要终端的 IP 地址出现问题，一种装备甚

至一个作战单元就失联了。说到底，还

是人员操作信息化装备的素质不过关。

转型的核心是一代代人的重塑，答

好新“考卷”要有新本领。这个集团军

已经有了一些可喜的变化：各级指挥员

学历层次有了很大提升，大学生士兵占

比越来越高，直招士官相继走上专业技

术岗位。

与此同时，这支部队也加大了人才

培养的力度：集团军机关干部分批脱产

参加参谋业务封闭式集训，系统学习新

的指挥信息系统和网上指挥作业方法；

邀请新装备厂家技术人员来部队传帮

带，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培养专业骨

干；各旅每年都选派一定数量的官兵赴

院校和厂家学习，常态化培养储备人才；

集团军将各部队雷达、无人机等小、特、

新专业集中起来，统一组织专业训练，统

一组织技能培训……

强军兴军，要在得人。在现代化的

历史进程中，与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的目标相比，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

还需要更宽广的视野，拿出更有力的举

措，这也是该集团军部队努力的方向。

“以更强大的能力、更可靠的手段

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努力

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白山黑水

间，通过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七一”重

要讲话精神，该集团军官兵豪情满怀、

斗志昂扬：我们一定不负时代，不负韶

华，争做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先锋

力量，只争朝夕向着建设现代化新型陆

军目标奋力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