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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上级命令我部前出支援防汛救

灾！”8 月 1 日凌晨 2 时，中部战区空军

某部接到紧急出动命令。官兵迅即出

发，连夜赶往受灾地域支援。

队 伍 中 ，二 级 上 士 赵 勇 神 情 严

肃 。 这 是 他 第 一 次 执 行 抢 险 救 灾 任

务，看着队伍整装待发，赵勇的眼前浮

现出父亲的身影。

赵勇的父亲赵存福，曾是一名侦

察兵。1998 年湖北发生特大洪水，赵

存 福 主 动 写 下“请 战 书 ”，随 队 出 征 。

在抗洪大堤上，他与战友昼夜奋战，封

堵决口，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13 岁那年，赵勇第一次听到父亲

的抗洪事迹，深受震撼。19 岁时，他在

父亲的鼓励下应征入伍。到部队后，

赵勇始终以父亲为榜样，努力当一名

好兵。入伍第二年，他因各方面表现

优异，光荣入党。

那天，执行抢险救灾任务的官兵

到达河北省保定市易县流井乡马头村

附近时，天已经亮了。按照计划，赵勇

和几名战友率先进村勘察。不长的路

程，赵勇和战友在没过大腿的洪水里

跋涉了整整 1 个小时。

“有些地方的水已经齐腰深。”赵

勇告诉记者，“说一点不怕是假的，但

身为党员，我决不能退缩！”

前进，继续前进，是官兵共同的信

念。他们知道，就在前方，马头村一座

水库的大坝出现险情，200 余名村民的

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他们去守护。

“我要像父亲那样去战斗！蹚过

齐腰深的洪水，踩在被洪水冲下来的

碎石上，我感觉自己的脚步和父亲的

脚步重叠了。”当年让赵勇深感震撼和

敬佩的父辈抗洪故事，如今他正亲身

经历着。

1200 余 个 沙 袋 ，2.5 米 高 的 沙 袋

墙，4 个多小时的连续奋战……最终，

赵勇和战友一起守住了大坝，守住了

马头村的安全。

洪水退去，部队回撤。赵勇回到

宿舍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父亲打电话：

“爸，我前几天参加抗洪了，我们圆满

完成了任务。”

电话那头，寡言的父亲关切地说：

“小勇，你们安全返回，我就放心了。”

临挂电话前，赵勇向父亲吐露心

声：“爸，我跟上了您的脚步，没有给您

丢脸。”

电 话 那 头 ，父 亲 提 高 了 声 调 说 ：

“小勇，你和战友都是好样的！危急关

头，子弟兵就要冲锋在前。”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二级上士赵勇—

“像父亲那样去战斗”
■本报记者 朱柏妍 通讯员 甘 欢 宋 珂

8月 16日，北部战区陆军某旅党员突击队在黑龙江省五常市冲河镇进行防疫消杀。 常桂萍摄

抗洪间隙，第 78 集团军某旅某营

副营长毛文鑫默默站在堤坝上，望着

东南方向——那里，是他的家乡。

“ 就 8 公 里 的 距 离 ，不 回 家 看 看

吗？”吉林省舒兰市七里乡长治村村支

书曹永文关心地问道。毛文鑫沉默了

片刻说：“不回家了，这里的群众需要

我们。”

8 月 6 日，舒兰市七里乡因连续降

雨引发山洪，13 个村庄、3600 余名村民

受灾。毛文鑫所在部队受命火速驰援

灾区，执行抗洪抢险任务。

“任务地域我熟悉，我随先遣部队

出发！”作为党员，毛文鑫主动请缨，带

领 20 余名官兵先行前往灾区支援。

路面塌陷、桥梁受损……8 月 6 日

下午，毛文鑫和战友即将到达七里乡

时 ，被 损 毁 的 桥 梁 拦 住 了 前 进 的 路 。

毛文鑫拿出地图标记受损桥梁位置，

并带领官兵背上救援物资，徒步绕行

挺进七里乡。

为了缩短主力部队到达的时间，

毛 文 鑫 带 领 官 兵 与 地 方 工 程 车 辆 协

同 清 理 道 路 淤 泥 ，一 干 就 是 6 个 小

时。当天晚上，主力部队抵达七里乡

时 ，毛 文 鑫 和 先 遣 部 队 官 兵 都 成 了

“泥人”。

8 月 7 日清晨，长治村紧急求援，

100 余名受灾群众急需转移。当时的

长治村，几十处房屋被冲毁，待转移的

群众中，不仅有老人，还有婴儿。毛文

鑫像照顾家人一样，一边安抚群众的

情绪，一边引导他们转移。

“不着急，我背着您！”看到崔大娘

步履蹒跚，毛文鑫赶忙走上前去，背起

大娘。

“天黑之前必须让群众都住进去，

救灾一刻也不能耽搁。”毛文鑫在长治

村临时安置点的一句喊话，让现场群

众感动不已，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

在临时安置点，毛文鑫带领官兵

平整地面、填沙垫土、搭建帐篷、搬运

物资……安全住进帐篷后，一名群众

激动地说：“我们有家了，感谢人民子

弟兵！”

在七里乡，毛文鑫带领官兵抢修

道路约 15 公里，为 100 余户清理淤泥，

疏通排水沟 1000 余米。

8 月 10 日，抗洪任务结束，毛文鑫

接到命令带队返营。路上，他收到了

父亲的短信：“儿子，家里一切都好！”

第78集团军某旅某营副营长毛文鑫—

“救灾一刻也不能耽搁”
■本报记者 钱晓虎 特约记者 付晓辉 通讯员 迟 博

李强16日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二次全体会议强调，全面落实党中央
决策部署，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大力提升行政效能，为完成
各项任务提供有力保障 （据新华社）

据新华社北京8月 16日电 8 月 16

日，全国妇联作出决定，追授在防汛救灾

工作中献出宝贵生命的熊丽、王宏春 2

位同志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7月 31日，北京市门头沟区王平镇经

济发展办公室副科长、三级主任科员熊丽

在救援受灾群众时，因被山洪冲塌的墙体

砸倒掩埋，不幸遇难，年仅 36岁。同日，北

京美安居科技有限公司项目主管、房山蓝

天救援队队员王宏春在留守班各庄大桥

拦截劝导人员车辆时，因突遇河道暴发洪

峰被卷入急流，不幸遇难，年仅41岁。

决定指出，在党和人民群众最需要的

时候，熊丽、王宏春不顾安危、果敢逆行，

奔赴抗洪救灾第一线，不畏艰险、迎难而

上，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以顽强

斗志勇挑重担，于危难中奋勇前行，是在

防汛救灾工作中涌现出的优秀女性代表。

全国妇联号召广大妇女向熊丽、王宏

春学习，学习她们人民至上、无私奉献的崇

高境界，学习她们舍身忘我、冲锋在前的意

志品质，学习她们立足平凡、追求崇高的优

秀品格，学习她们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奋

斗精神，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

业之中，做时代的书写人、追梦的奋斗者，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全国妇联追授熊丽、王宏春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据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 记者 16

日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共青团中央、全国

青联作出决定，追授在防汛救灾中因公牺

牲的冯振、张郅昭“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冯振生前系北京市海淀区北安河消

防救援站特勤一班班长、西小营小型站

站长，一级消防士消防救援衔。7 月 31

日，冯振在北安河北路带队营救被山洪

围困的群众时，突遭山洪暴涨，因连续作

战体力耗尽被山洪冲走，不幸壮烈牺牲，

年仅 30岁。

张郅昭生前系吉林省舒兰市人民政

府办公室综合二科科长、四级主任科员。

8 月 3 日，张郅昭在舒兰市开原镇青松林

场组织解救被洪水围困群众时，突遇特大

山洪，遇险失联，因公牺牲，年仅 35岁。

决定指出，冯振、张郅昭在防汛救灾

工作中逆行奔赴、勇毅担当，深入灾情严

重、抢险困难、群众需要的第一线挑重担、

当先锋、打头阵，以生命赴使命、用挚爱护

苍生，展现了消防救援人员与人民群众生

死与共的信任，彰显了党员干部与人民群

众血脉相连的情谊，是广大奋战一线、脚踩

泥泞、心系群众的优秀青年的典型代表。

决定号召，各级共青团和青联要广

泛学习宣传冯振、张郅昭的先进事迹，引

导广大团员青年发扬“党有号召、团有行

动”的优良传统，组织动员广大团员青年

在防汛救灾中充分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

作用。广大团员青年要以冯振、张郅昭

为榜样，站稳人民立场、厚植家国情怀、

砥砺斗争品格、发扬奉献精神，坚持与党

同心、与祖国同行、与时代同向，切实肩

负起新时代新征程党赋予的使命任务，

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挺膺担当，为推

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

冯振、张郅昭被追授“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新华社北京 8月 16 日电 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李鸿忠 16 日在京出席青藏高原生态

保护法实施座谈会并讲话。他强调，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增强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

觉，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关

于首个全国生态日的重要指示精神，推

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全面有效实施，

汇聚高水平保护青藏高原生态的法治

力量。

李鸿忠指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

是一部特殊地域生态环境保护的专门

法律，将于今年 9 月 1 日起实施。要认

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护青

藏高原生态的重要指示精神，准确把握

立法宗旨和原则，坚持生态保护优先，

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

持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综合治理、系统治

理、源头治理，坚决守住自然生态安全

边界。

李鸿忠强调，要抓好重点工作，大力

普及宣传法律知识，全面落实政府法定

职责，持续加强生态环保司法保护力度，

做好法律配套衔接，确保青藏高原生态

保护法实施开好局起好步，用法治力量

筑牢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根基。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

丁仲礼出席会议。

有关部门、有关地方负责同志，全国

人大代表，专家学者等在会上发言。

李鸿忠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实施座谈会上强调

深 入 学 习 贯 彻 习 近 平 生 态 文 明 思 想
汇聚高水平保护青藏高原生态的法治力量（上接第一版）

在防化中队的专业训练现场，防护

快、侦检快、化验快、洗消快……记者看到，

每名官兵都在精益求精，都在分秒必争。

“分秒必争是实战要求。”中队指导

员陈真玉对记者说，实战不允许我们慢，

慢就意味着危险，就意味着人民群众的

生命可能受到伤害。

在工程机械训练现场，切割机操作

手罗斌，正操作 25 斤重、锯片直径 350 毫

米的切割机，在厚度不足 1 毫米的电灯

泡上切割钢丝，任何细微的抖动、呼吸的

起伏，都可能导致挑战失败。

电机轰鸣，罗斌调整好呼吸，沉稳、

精准地操作切割机。随着切割机的轰鸣

声停止，钢丝应声落地，灯泡完好无损。

“我练习在灯泡上切钢丝的绝活，可

不是炫耀，而是为了在抢险救援中能做

到精准无误，减少对受困人员造成二次

伤害。”罗斌郑重地对记者说。

攥指成拳，每一根指头都要过硬，也

正是有了成百上千像罗斌这样的“硬指

头”，才凝聚起支队无坚不摧的铁拳之力。

由营区向西南 40 余公里，是支队的

野外驻训点。沿着蜿蜒的道路，记者来

到这个锤炼铁拳的演兵场。

那 一 次 ，支 队 千 余 名 官 兵 在 此 驻

训。3 个多月幕天席地、风餐露宿，一座

座野战帐篷被烈日晒得褪色。

在风吹日晒中练体能、打基础，在酷

热难耐中练专业、精技能，在沙尘滚滚中

练战术、促协同……官兵们脸庞晒得黝

黑、双手布满老茧，眼神愈发坚定，战斗

精神更加旺盛。

砥砺剑锋，为的是关键时刻亮剑。

那个仲夏，总队兵种协作区比武在某训

练基地举行，支队作战支援大队和其他

4 个单位赛场争锋。

场地在变，特情在变，考核组随机导

调，要求现场排爆……

支队官兵顶着高温酷暑，狭小空间破

拆分毫不差，障碍物机械拆除争分夺秒，

排爆作业大胆精细，他们将 22 个课目中

的 13项冠军收入囊中。

训为战，训即战。这是支队军事训

练的成绩单——近年来，他们 4 次通过

武警部队军事训练一级达标考核，30 余

人次在总队以上比武中创破纪录，330

余人次因军事训练成绩突出立功，2020

年被中央军委表彰为“全军军事训练先

进单位”。

（二）

来到支队作战室，记者在屏幕上看

到，任务区、营区各个角落的实时画面不

断切换，任务区各种情况变化尽收眼底。

担负值班任务的通信科科长柏青告

诉记者，这里不仅作战指挥各种要素一应

俱全，指挥和通信手段也日益完善。

“战场时刻在变，对手时刻在变，科

技时刻在变，我们不能坐井观天、原地踏

步。”柏青对记者说，实现建军一百年奋

斗目标，要紧跟世界新军事革命发展趋

势，大踏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在演训场

上主动知变、适变，应变、求变。

铁拳之变，变在科学组训上——

作训参谋杨益点击支队训练数据

库，各单位最新上报的军事训练考核成

绩一目了然。

记者在电脑屏幕上看到，有展示各

单位不同时期训练水平变化的折线图，

有展示多个军事课目考核成绩数据变化

的柱状图，有展示各大队军事课目强弱

项的“雷达图”……

“这是支队‘大数据、小数字’量化分

析抓训机制的数据库。”杨益解释说，横

向对比，能看出各分队训练水平彼此间

的差距；纵向对比，能够分析每年各阶段

各类人员每个课目训练水平、进步幅度，

从而查摆出制约训练成绩提升的瓶颈，

为科学训练、安全训练提供可靠的数据

支撑。

铁拳之变，变在组训理念上——

“ 组 训 者 要 懂 科 学 、讲 科 学 、用 科

学。”采访期间，陈攀峰说，“抓训练这么

多年，我的体会是，合格的组训者至少要

懂心理学、运动学、行为学等专业知识。”

聊起这个话题，陈攀峰侃侃而谈：

“肌肉呈块状的战士，爆发力强，适合特

战搏击；肌肉呈条状的战士，耐力好，适

合越野；性格勇猛的战士，适合当突击

手；性格沉稳的战士，适合当狙击手；胆

大心细的战士，适合当机枪手……为每

名战士找到最适合的岗位，最大限度地

挖掘个人潜力，是提升整体战斗力的基

础。”

铁拳之变，变在训练手段上——

体能训练，他们借助智能体测仪、训

练伤防控系统，对官兵训练数据进行精

准采集、科学分析。

射击训练，他们引进红外激光瞄准

系统，现场还原瞄准点、弹着点、飞行弹

道，通过数据对比、复盘校错，有效提高

训练针对性、精准度。

战术训练，他们利用新技术手段升

级部队训练设施，融入仿真、激光等技

术，营造出声响、光亮、地形等实战背景，

并逐步完善动态勤务管控等应用模块，

提升官兵战场适应能力。

铁拳之变，变在战法招法上——

采访中，一级上士张家润向记者讲述

他们的战法探索：一次演习，担任红方的

特战大队，踌躇满志地参加交通工具反劫

持战斗行动，没承想，蓝方一发炮弹打乱

了他们的阵脚……虽然任务完成，但战损

率太高，行动被判定为失败。

“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

张家润和战友们集智攻关，创新开展特

战队员一专多能训练和小队战术训练，

探索抵近侦察、伪装侦察和技术侦察等

手段。

在不久后的一次训练中，侦察小组

利用无人机捕获蓝方目标影像，突击队

员诱导逼近、佯装进攻、隐蔽突袭，圆满

完成任务。

置身演训场，记者感到，以“网络+”

“科技+”“数字+”为代表的一条条训练

理念、一项项训练方法、一个个战法应运

而生，正在为战斗力快速生成注入强劲

动力。铁拳之变，有量变，有质变，也有

嬗变。

（三）

低矮的平房，起伏的坡地，掩体前方

不时传来阵阵枪声。

记者来到射击场，想见一个曾经在

射击场大显身手的人——少尉韩昊川。

这位看起来憨态可掬的小队长，在

射击场上是一名勇敢坚毅的狙击手。

“那是总队组织的一次潜伏狙击比

武。”韩昊川说，前方 200 米处，随时可

能有射击目标出现，每个目标只停留 10

秒，稍不留神就可能错过。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全副武装的韩

昊川静静趴在阵地上，敏锐地盯着前方。

“平时没啥感觉的头盔越来越沉，眼

睛有些模糊，人禁不住有点犯困。”韩昊

川说，他开始咬舌头、咬嘴唇，让自己始

终保持清醒和专注。

这次潜伏狙击 8 小时，韩昊川 5 发 5

中，取得总队第一名的好成绩。

潜伏结束时，韩昊川连翻身的力气

都没有了。

“要成为党和人民信得过、能打仗的

忠诚卫士，就要吃得了别人吃不了的苦、

迈过别人迈不过的坎，就要不畏艰险、英

勇顽强、敢打硬仗。”韩昊川说。

入伍 9 年，凭借这股劲，韩昊川练就

了快、稳、准的狙击技能，3 次夺得总队

狙击专业比武桂冠，3 次荣立三等功。

气为兵神，勇为兵本。与官兵近距

离接触越多，记者的感受越强烈：面对艰

难险阻，官兵身上都有一股“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的劲头，都有敢打必胜的血性

胆气。

“夫战，勇气也”。官兵反复对记者

说，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绝不会是

敲锣打鼓、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我们必

须提着那么一口气，鼓着那么一股子劲，

开辟奋斗新境界，抵达发展新高度。

挑战极限，练就一身钢筋铁骨——

中士白剑，是名二次入伍的老兵。

他多次参加“魔鬼周”训练。挑战极限，

对他来说是常态考验。

盛夏，他负重 50 多斤随战友一起山

地奔袭，随后，边搜索、边射击，常常肩膀

掉皮、脚上起泡；寒冬，山顶白雪皑皑，近

零下 20 摄氏度，他和战友一起进行抗寒

训练，洗雪浴、强体魄。

“苦吗？”记者问他。白剑说：“说不

苦是假的，但能练就一身钢筋铁骨，值！”

无惧风险，不完成任务誓不罢休——

特战队员尹春生，曾经在总队比武

中，摘得搏击项目桂冠。在武警部队军

事训练等级评定考核中，尹春生代表支

队迎战 5 个兄弟单位的搏击高手。第 4

场比赛结束后，尹春生的右小腿和脚掌

接连出现骨裂，体能也消耗殆尽。

最后一场比赛，尹春生包扎好腿脚

咬牙上阵，稳扎稳打，沉着应战，最终取

得了五战五胜的骄人战绩。

甘于奉献，“国家”二字重千钧——

去年年初，支队受命担负一项重要

安保任务，时间跨度长，执勤点位的生活

条件和自然环境十分艰苦。

二级上士王爽和 10 名战友坚守在

两个哨位，吃住都在狭小的空间里，每人

每天站哨 6 至 8 小时，连续执勤 40 多天。

“只要党和人民需要，再多的困难我

们 也 能 克 服 ，再 难 的 任 务 我 们 也 能 完

成。”王爽坚定地表示。

“背后是盛世繁华，面前是责任担

当。”支队虽然驻守在首都，官兵虽然身

处许多重大活动现场，他们执行任务时

却往往要背对繁华、甘于寂寞。

指导员樊钊江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大会现场执勤时，亲眼看到

战机从头顶飞过，10 万只和平鸽展翅高

飞，当时忍不住热泪盈眶。

面对记者采访，樊钊江感慨地说：

“在祖国心脏执勤，有时觉得国就是家、

家 就 是 国 ，家 与 国 都 在 自 己 的 心 灵 深

处。所以，每一次任务都是一次成长，都

能让我们对‘国家’二字的理解越来越具

体、越来越深刻。”

在营区西南角，一块巨型展板上，醒

目地写着“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开

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展板左

侧，一名军人高举军号，昂首挺胸，仿佛

正吹冲锋号。

军号声声，使命催征，驻守京畿的

这支部队，正在向着新的奋斗目标，加

速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