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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年 底 ，武 警 北 京 总 队 机 动 第 一

支队参加武警部队军事训练等级评定

考核。

考 核 中 ，该 支 队 全 员 全 装 ，连 续 3

天 高 强 度 作 业 ，完 成 训 练 大 纲 规 定 的

课 目 。 最 终 ，官 兵 凭 过 硬 素 质 和 顽 强

作风，取得优异成绩。大家自豪地说：

“作为习主席视察过的部队，我们必须

在听党指挥、练兵备战上标准更高、走

在前列！”

忠诚基因融入血脉，忠诚特质砥砺

刀锋。党的十八大以来，该支队先后圆

满完成近百场次重大任务，多次被评为

军事训练一级单位，30 余人次在总队以

上比武中创破纪录。2020 年底，被中央

军委表彰为“全军军事训练先进单位”。

追求胜利——

军 事 训 练 过 得 硬 ，
绝对忠诚有保证

7 月 7 日清晨 6 时 20 分许，一场综合

演练在京郊展开。参演官兵抵达任务区

域后，迅速进入战位。随着指挥员一声

令下，狙击手一枪毙“敌”，特战分队快速

突入。

“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看到特

战分队速战速决，该支队参谋长陈雷说，

“我们驻守在祖国心脏，必须坚决听党指

挥、锤炼战斗硬功。”

军 事 训 练 过 得 硬 ，绝 对 忠 诚 有 保

证。该支队党委认为，忠诚和信仰是具

体的、实践的，打赢是军人对党忠诚的

最好体现。近年来，支队引导官兵将训

练“准星”瞄准打仗“靶心”，紧盯科技之

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大力推进战训

耦合，不断创新战法训法，积极拓展训

练内容，深入研练城市反恐、山地捕歼

等实战课题，持续提升部队履行使命任

务能力。

记者了解到，每逢九一八事变、七七

事变等纪念日，该支队都组织战备拉动

演练，强化官兵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

实战意识，引导大家以只争朝夕的精神

苦练本领，确保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

之必胜。

“3 级风，虚光强烈……”北京盛夏，

骄阳似火。在草丛中潜伏 5 个多小时的

狙击手韩昊川，早已汗流浃背。但他那

双如鹰眼般敏锐的眼睛一直死死盯着前

方，静待“猎物”出现。

“砰！”一声枪响，目标刚露头，便应

声倒下。

“ 军 人 生 来 为 战 胜 。 战 场 瞬 息 万

变、战机稍纵即逝，只有练就过硬本领，

才能确保一击必胜。”韩昊川说。为练

就 高 超 的 狙 击 技 能 ，他 常 用 针 尖 钻 米

粒，磨练耐性；在枪管上放弹壳，练据枪

稳定性；在高强度体能训练后、呼吸急

促情况下练习据枪瞄准。功夫不负有

心人，韩昊川 3 次蝉联总队狙击专业比

武冠军，3 次荣立三等功。如今已成长

为特战小队长的他，仍坚持苦练精练，

努力将射击技能练到极致、手中武器用

到极致。

谈及韩昊川的出色表现，该支队政

委贾艳国说：“只有一流的训练，才能换

来一流的作战能力。正是有了平时的千

锤百炼，才有战场上的稳操胜券！”

该 支 队 按 照 月 有 极 限 日 、年 有 魔

鬼 周 的 计 划 安 排 ，让 官 兵 在 挑 战 身 心

极限的高强度训练中，不断超越、百炼

成钢。

那年寒冬，该支队特战大队官兵顶

风冒雪参加“魔鬼周”训练。武装奔袭、

定点清剿、战场生存……挑战接踵而至，

官兵在陌生地域、野战环境、严寒天气中

练指挥、练谋略、练战术、练协同，把一个

个分队练成“尖刀”，把一个个单兵磨成

“刀尖”。

血性胆气——

无畏是忠诚的底色，
血性是胜战的刀锋

去年，该支队十九中队中士班长付

万震参加武警部队军事训练等级评定考

核时，膝部旧伤复发。他偷偷跑到卫生

队打了一针“封闭”后，带领全班走向战

术考核场。一场班组战术课目考核下

来，他的膝盖疼痛难忍，豆大的汗珠顺着

脸颊直往下流。

考核刚结束，中队又接到参加军事

体育考核的通知，付万震再次请战。中

队长急忙阻止，他坚定地说：“关键时刻，

我必须上！”

（下转第四版）

勇 担 使 命 砺 刀 锋
—武警北京总队机动第一支队培育“铁心向党担使命的忠诚卫士”纪实（下）

■本报记者 安普忠 张科进 特约记者 武炎龙 通讯员 张寒萧

“新疆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

不可分割的成员”。

“56 个民族拧成一股绳，保持定力、

脚踏实地，同心协力、踔厉奋发，在党的

领导下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继续

奋斗”。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 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新疆考察时的

重要讲话在新疆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

烈反响。大家表示，一定要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嘱托，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

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共

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同心协力、

砥砺前进，共同建设美好新疆。

民族团结一家亲
文化润疆暖人心

“总书记，欢迎来到固原巷社区，我

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民族团结大

家庭……”习近平总书记在乌鲁木齐市

天山区固原巷社区考察时，社区党总支

书记阿孜古丽·克里木向习近平总书记

详细介绍社区情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各族群

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建美好家园、

共创美好未来。”阿孜古丽·克里木说，

近 年 来 ，社 区 一 直 在 开 展 各 种 类 型 的

“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每年举行一次

“百家宴”活动，来自各民族的家庭做拿

手好菜，在居委会与其他家庭分享，促

进相互了解，增加邻里情感。社区还定

期举行“同唱一首歌”活动，让各族居民

牢记党的恩情，维护民族团结。社区将

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守

护好民族团结这一生命线，让居民的生

活更和谐更幸福。

固原巷社区老年星光合唱团团长冯

燕香说：“我们社区居民平时吃在一起、

住在一起、唱歌跳舞在一起，就像一家

人，不分彼此。我们要守护好民族团结，

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乐市北京南

路社区老党员多力克·铁力汉说，新疆各

族群众团结一心、和谐相处，老百姓的日

子越过越好。作为一名老党员，深深感

受到新疆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发生的

翻天覆地变化，他将继续发挥老党员的

作用，贡献一份力量。

“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我将按照习近平

总书记要求，做好学史研史工作，结合

新疆实际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性

问题研究，为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

提供学理支持。”新疆大学历史学院教

授孟楠说，将坚持用正确的中华民族历

史观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特别是青年学

生 ，以 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为 主

线，推动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深入

开展文化润疆意义重大。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自治区博物馆

时，博物馆馆长于志勇做参观讲解。于

志勇说：“习近平总书记特别亲和，和我

们亲切交流互动。总书记到博物馆考

察，对我们是一种莫大的鼓舞。我们要

认真做好有关基础研究和历史文物价值

阐发，完成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这一光荣使命，让文物活起来，成为国际

传播的名片。”

在博物馆参加《玛纳斯》说唱展示的

苏来哈·艾山巴依激动地说，国家的政策

越来越好，现在学习《玛纳斯》的人越来

越多，很多人喜欢唱喜欢听。回去以后

要把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好好传承下

去，让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乡村振兴富百姓
对外开放谱新篇

在吐鲁番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察看

吐鲁番特色水果展示，了解当地发展葡萄

特色产业、促进文旅融合发展等情况。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的家乡，了解

家乡的特色产业，我感到非常自豪。”吐

鲁番市葡萄产业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刘

丽媛介绍，吐鲁番积极推进文旅融合、林

旅融合，有效提升了林果产品的品牌效

益。下一步，将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的

要求，在发展产业的同时保护好生态环

境，更好造福百姓。

（下转第三版）

同心协力砥砺前进 共同建设美好新疆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科技是制胜未来的法宝，什么时

候都要握在手中。

前不久，习主席在湖北武汉考察

时强调，“把科技的命脉掌握在自己手

中，国家才能真正强大起来”。科技兴

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全面推

进新时代强军事业，同样离不开科技

支撑，离不开实施科技强军战略。

科技是军事发展中最活跃、最具

革命性的因素，已经成为核心战斗力、

核心竞争力。科技创新总能有力推动

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发生深刻变革。

建设强大军队、打赢未来战争，更加需

要锻造科技自立自强的“筋骨”。

未 来 战 争 是 信 息 战 ，也 是 科 技

战。没有关键核心技术，缺少“大国重

器”，就难以制胜对手、取得胜利。只

有掌握科技命脉，把技术优势转化为

制胜优势，用科学训练提升战斗本领，

才能掌握先机、打赢战争。

把科技的命脉掌握在自己手中，

需要军队科技工作者大力弘扬科学家

精神，聚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现高

科技自立自强。同时，还需要广大官

兵自觉学科技、知科技、用科技，不断

提升科技素养，紧盯科技之变创新战

法训法，锤炼打仗硬功。

把科技的命脉掌握在自己手中
■李昱坤

盛夏，陆军某合成旅携手海军某部开展联合演练。图为泛水上舰。

本报特约通讯员 张 毛摄

披着朝霞出门、踏着星辰返程，为的是

多看一看新疆的发展变化，多听一听新疆干

部群众的心声，深入调研新时代治疆方略的

贯彻落实。

7 月 12 日－1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

考察调研。

雄踞祖国西北，占陆地国土面积约六分

之一的广袤疆域，古往今来在中国的战略位

置举足轻重。

“说起来和新疆的联系，在浙江工作期

间，我曾就浙江对口支援和田地区建设、推

进浙江和新疆两省区经济合作同新疆的同

志多次交流和探讨。2003 年 8 月，我带领浙

江省党政代表团在新疆考察了 8 天，那次走

的地方比较多。”

“到中央工作后，我也一直关心新疆的

建设和发展，2009 年、2014 年先后两次来新

疆考察调研。”

“石榴籽”的比喻，正是在 2014 年考察期

间听一位维吾尔族乡亲说起的。这句源自

生活的质朴感言，触动了总书记的心弦。

8 年时间过去了，一个细节令人感慨。

此次考察，当习近平总书记对师生、对村民、

对社区居民们讲起“我们要像石榴籽一样”，

话音未落，现场千百个声音不约而同地响亮

回答：“紧紧抱在一起。”

在发展的关键时刻，一次次举旗定向，

为新疆发展领航。2014 年、2020 年，习近平

总书记先后主持召开第二次、第三次中央新

疆工作座谈会。今年 4 月，主持中央政治局

常委会会议专题研究部署新疆工作。

“党中央关于新疆各项工作的要求是十

分明确的，关键是要完整准确理解、坚持不

懈推动、不折不扣落实。我多次讲，从战略

上审视和谋划新疆工作，首先要看清新疆发

展大势，看清做好新疆工作在全党全国大局

中的影响，看清新疆工作在统筹国内国际两

个大局中的地位。”

“经过各方面艰苦努力，现在新疆大局稳

定，这个成绩来之不易，要倍加珍惜。”总书记

语重心长，“看到天山南北一派安定祥和、蓬

勃发展的新气象，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新疆考察的第一站，是有着光荣革命传

统和鲜明办学特色的新疆大学。

大学校史馆，留存了塑造未来的一段段

珍贵史料。《觉醒年代》里的俞秀松曾在这里

担任校长，“团结、紧张、质朴、活泼”的校训

来源于延安抗大校训。校史馆也正是王震

将军带领年轻的战士们一砖一瓦建起来的。

总书记站在校歌的陈列板前，逐字端详。

“ 民 族 的 命 运 ，担 在 双 肩 。 努 力 莫 迟

延 ……”国与家的休戚与共，在学校初创时

就镌刻于血脉。

在 2014 年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态度鲜明提出“牢固树立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之纲。

青葱校园里，总书记走进位于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

师生们正在讨论，热烈分享着外出调研的经历：

哈密刺绣从零散的小作坊办起了合作社；克拉玛依那些

在草原上和牛羊打交道的牧民，也走进了现代企业……习近平

总书记听得仔细。

“每年的调研实践，形成什么样的成果？”总书记亲切询问

大家。

“万方乐奏有于阗。”师生们纷纷回答。牧场的毡房、乡村的

晾房、城镇拔地而起的楼房，思想观念、文化理念、生产生活方式，

共同向现代化迈进。再偏远的山村，也在感知祖国变化的脉动。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我国的

一个显著特征。所以我特别用了‘石榴籽’来形容。”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

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

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迎着师生们的目光，

习近平总书记娓娓道来：

“通过调研我们要建立一种自信。我们

的民族理论和政策是好的、管用的，都是压

不倒的。各民族大团结的中国一定是无往

而不胜的，一定是有着光明未来的。我们一

定要格外珍惜现在这样的一种大好形势。”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育人的根本在于

立德。

习近平总书记仔细翻看一本本教材、一

篇篇史学著作，语重心长：

“必须强调，各民族命运始终同中华民

族整体命运紧密相连，中华文明是新疆各民

族文化的根本所在。讲清楚这些，不是个简

单的认识问题，而是事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重大政治问题。”

“立德立什么？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办

学方向，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增进师生对伟大祖国、

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认同。”

“我到任何一个地方都关心青年。同学

们生逢盛世，身在其中，好好努力，好好干，

真正成为国家有用之才！”

各民族优秀文化
百川汇流而成

7 月 13 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汉代的“司禾府印”，见证西域屯田戍边

的开拓；唐代的“过所文书”，印证西域同中

原的往来；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碑，斑驳的

文字镌刻了不容置疑的事实。总书记一件

件、一幅幅端详思索。

中华文明璀璨浩瀚，文化认同是最深

层次的认同。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文化润疆”，“就

是要从根本上切实解决政治认同、人心向

背的问题”。

“开展文化润疆首先要解决向东看还是

向西看的问题。”

向东看，五千多年文明瑰宝，铺展了大

开大合的宏大叙事。展厅内，习近平总书记

深受触动：“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是由各民族优秀文化百川汇流而成。我们

要好好研究新疆历史，真正认识到新疆历史

是中华民族交往中形成的历史，从而也更有

力地证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

观、宗教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

博物馆内，民族史诗《玛纳斯》说唱展

示。乐曲声起，雄浑激昂。代代相传的《玛纳

斯》，是同《格萨（斯）尔》《江格尔》齐名的我国

少数民族三大史诗，礼赞英雄的经典之作。

坐在正中的《玛纳斯》传承人，是 57 岁的牧民江努尔。

“可以唱多久？”总书记观看了绵绵不绝的史诗，笑着问他。

“一天一夜都唱不完。”

听到江努尔的答案，3 岁起就学艺的徒弟在一旁自愧不

如：“我只能唱 60 分钟。”

“也不简单了！”总书记亲切望着这个 14 岁少年，“年轻一

代要很好培养，更好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把各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你们还遇到什么困难没有？”

“我想让全世界了解认识《玛纳斯》。”江努尔目光里满是憧憬。

“是要传播到全世界。它们既属于少数民族，也是中华民

族文化宝库中的宝贵财富。中华文化要和世界文化更好地开

展交流互鉴。党中央重视和支持这项工作。”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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