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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专业技术二级退休干部、

原军事医学科学院专家组成员、研究员

马贤凯同志，因病于 7 月 25 日在北京逝

世，享年 97 岁。

马贤凯同志系上海市人，1927 年 4

月 出 生 ，1952 年 11 月 参 加 革 命 工 作 ，

1960 年 9 月入伍，1978 年 9 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历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

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研究员等职。

马贤凯同志逝世
本报讯 正军职退休干部、原沈阳

军区副参谋长柳凤举同志，因病于 7 月

31 日在辽宁沈阳逝世，享年 80 岁。

柳 凤 举 同 志 系 河 北 衡 水 人 ，1943

年 11 月出生，1963 年 3 月入伍，1965 年

11 月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 。 历 任 战 士 、参

谋 、副 科 长 、副 部 长 、集 团 军 副 参 谋

长 、师 长 、集 团 军 参 谋 长 、副 军 长 、军

长等职。

柳凤举同志逝世
本报讯 正军职退休干部、安徽省

军区原政委陈培森同志，因病于 8 月 4 日

在北京逝世，享年 88 岁。

陈培森同志系河北故城人，1936 年

8 月出生，1954 年 8 月入伍，1956 年 11 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学员、教员、参

谋、秘书、副处长、处长，第二炮兵五十六

基地政治部副主任、副政委，安徽省军区

副政委等职。

陈培森同志逝世

岭积千秋雪，花飞六月霜。沉睡千

年的莽莽大兴安岭，曾是难以涉足的高

寒禁区。

60 年前，嘹亮的“伐木号子”叫醒了

林海雪原，大兴安岭成为国家重要的木

材生产基地。

10 年前，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

伐，让森林静了、绿了，大兴安岭现已成

为我国北疆重要生态屏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森林是集水库、

粮库、钱库、碳库于一身的大宝库。要树

立增绿就是增优势、护林就是护财富的

理念，在保护的前提下让老百姓通过发

展林下经济增加收入。

从 1964 年开发建设，到 2014 年全面

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再到如今林下

经济和旅游业并举，大兴安岭正加速把

生态优势变为发展优势，在高质量发展、

可持续振兴路上阔步前行。

生态优先 从“一木
独大”到多业并举

“住帐篷房，睡小杆床，吃红高粱，喝

‘三省汤’（省油、盐、菜）”，一句顺口溜还

原了 1964 年大兴安岭开发建设初期的

真实情景。为了支援国家建设，大兴安

岭的开发建设者突破万难，累计生产优

质木材 1.26 亿立方米。

但由于长期高强度采伐，这片林区

森林资源大幅减少，一度陷入“资源危

机、经济危困”的境地。2014 年，大兴安

岭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林区生

态由此出现转机。

停伐后怎么办？林区人给出了答案。

“特产蓝莓干、沙棘汁、偃松仁，进来

瞧一瞧啦……”走在大兴安岭地区塔河

县的街头，一个个浆坚果商户的高声吆

喝让人应接不暇。在县城边上，一家名

为大兴安岭益康野生食品加工有限公司

的企业格外醒目，多个大型厂房在此规

整分布。

大兴安岭地区农业农村局局长王力

勇说，大兴安岭共分布野生经济植物资

源达 49 种，他们最大程度整合用好生态

产品资源，林产品加工厂、北药种植园在

大兴安岭遍地开花，发展模式也从“一木

独大”向以森林食品、药材加工等为主导

的绿色生态产业体系转变。近两年来，

生态旅游更是在全国爆火出圈。

据统计，2024 年上半年，大兴安岭

地区共接待游客 218.92 万人次，旅游花

费 19.79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35.57% 、

88.48%。大兴安岭地区文体广电和旅游

局局长杨影表示，大兴安岭地区下一步

将持续提升服务质效，深化文旅融合，构

建全域全季旅游发展新格局。

全力守护 筑牢北疆
生态屏障

“独自守在塔尖，瞭望着眼前一座座

青山，为了国家森林资源，守好每分每秒

时间……”一首由大兴安岭集团呼中林

业局瞭望员柯明伟自创的歌曲，将林区

群众十年如一日地悉心守护最北生态屏

障的护林工作娓娓道来。

柯明伟的工作地点在位于大兴安岭

腹地海拔 1404 米的 04 号瞭望塔上。“通

常每半个小时用望远镜瞭望一次。”柯明

伟说，如果处于防火紧要期，干燥和大风

天气增多，为了能及时发现火情，每隔十

几分钟，甚至几分钟就会瞭望一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造林与

护林并重，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决不能让几十年、几百年、上千年之功毁

于一旦。

为了确保发生火情后，能“打在早、灭

在小”，每年进入防火期，大兴安岭各地都

会组织扑火队员进行集训。“除了每日体

能训练，还会不定时进行扑火演练，锻炼

实战能力。”漠河市漠河林场党委书记徐

柏林说，通过不懈努力，当地已连续多年

实现“人为火不发生，雷击火不过夜”。

2014 年全面“禁伐”以来，大兴安岭

通过停、管、抚、造等各项措施，让森林得

以休养生息。

十年前，从塔上远眺，是明晃晃的

城镇和稀稀拉拉的树林，如今再看，建

筑已被繁茂的树木遮蔽，目之所及，尽

是绿意。

据介绍，大兴安岭森林和湿地生态

系统年服务功能总价值已达 7975.03 亿

元。中国最北森林屏障得以重筑，野生

动物也纷纷重返家园。憨憨的狍子在路

边和游客对视、成群的绿头鸭在河水中

嬉戏……莽莽林海焕发出勃勃生机。

富民强边 坚持林下
经济和旅游业两业并举

随着大兴安岭生态持续恢复和产业

转型发展，有着大兴安岭“最后猎人”之

称的鄂伦春族也在当地党委、政府的帮

助下，走出深山，实现了从居无定所到安

居乐业。

走进大兴安岭地区呼玛县白银纳鄂

伦春族乡，在森林的怀抱中，一座座五颜

六色的小屋整齐排列。“刚下山时，住的

是用圆木盖成的‘木刻楞’房子；后来，政

府 为 我 们 盖 了 砖 瓦 房 、楼 房 和 特 色 新

居。”鄂伦春族老人孟淑卿说，她生在传

统的游动性住所“撮罗子”里，她的女儿

在“木刻楞”房子里出生，到外孙出生时，

全家都已经住进了砖瓦房。

漫步白银纳鄂伦春族乡，规整的水

泥路面上不时行驶过几辆来旅游的自驾

房车。“听说前面有鄂伦春民俗博物馆，

我们特地来看看。”跟着游客一道，刚走

进博物馆，身着鄂伦春族服饰的大姐孟

彩红便热情地迎了上来：“欢迎来到民俗

博物馆参观，感受我们鄂伦春族民族的

文化和技艺。”

“鄂伦春文化也为乡亲们开辟了一

条致富新路。”白银纳鄂伦春族乡副乡长

方娜说，近两年，乡里围绕鄂伦春族文化

创新宣传策划，打造了一个又一个文旅

热点，吸引不少游客来此参观、打卡，新

修缮的博物馆不仅为村民提供了就业岗

位，还提供了创业机遇。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随着

“生态家底”越来越厚，“致富路子”也越

走越宽，勤劳质朴的林区人，正在富民强

边的大道上阔步前行。

（据新华社哈尔滨 8月 25日电 记

者王春雨、徐凯鑫、张玥）

增 绿 就 是 增 优 势
—大兴安岭筑牢最北生态屏障

李强 25日参观调研 2024世界机器人
博览会 （据新华社）

22 日清晨，像往常一样，陈大进早

早洗漱完毕、吃过早饭，步入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第一师医院上班。作为浙江

省“组团式”援疆医疗队专家，从西子湖

畔到天山南麓，为守护边疆群众身体健

康，陈大进和同事们在第一师医院已经

工作了三年。

陈大进说，做好医疗援疆工作不仅

是治好一个病人、开展一次巡诊，从踏上

新疆之初，他们就在思考如何把东部地区

先进的医疗制度引入新疆、如何在受援地

留下一支带不走的高水平医疗队伍。

南疆五地州地处环塔里木盆地周

边，偏远的地理位置、恶劣的自然环境，

一度让这里有就医需求的群众苦恼不

已。历经多年发展，南疆的医疗条件早

已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但优质医疗资

源匮乏依然是当地很多患者寻医问药

时面临的难题。

到新疆不久，援疆医疗队就组织团

队成员前往阿克苏地区沙雅县开展义

诊活动，饱受病痛折磨的小女孩古丽、

患有罕见病的小阿迪力等人在此期间

看病并得到救治。

“第一次发现古丽的时候，我们的

第一反应是心疼。”陈大进说，患病两年

来，孩子长期吐血、黑便，不得不辍学养

病。为让她尽快恢复健康，团队积极与

后方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专

家协调沟通。在两地专家携手合作下，

2022 年 3 月 4 日，历时 208 分钟的手术

顺利完成，古丽逐渐康复。“我的孩子能

重获新生，都要感谢我们的援疆专家，

感谢党中央的援疆政策。”古丽的妈妈

古丽米热·玉苏普说。

三年来，浙江省援疆医疗队深入基

层开展各类健康宣教、巡回义诊达到

500余次，健康科普宣教受益 5.8万余人。

目前，医疗人才“组团式”援疆采取

“以院包科”的支援模式，通过整院“组团

式”援助，有针对性地提升当地医院临床

专科水平。同时，各方援疆力量注重引

入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和医疗理念。“‘组

团式’医疗援疆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变‘输

血供氧’为‘造血制氧’。”第十一批“组团

式”援疆广东省医疗队队长、喀什地区第

一人民医院院长肖非说。

在广东省援疆专家指导下，南疆首

例新一代腹腔热灌注治疗、南疆首例内

镜下结肠支架置入术等 46 项先进医疗

技术在喀什地区落地；在辽宁省援疆力

量支持下，塔城地区人民医院建设艾滋

病毒基因检测实验室、肿瘤诊治中心

等，一批重点专科领域实现“从无到有”

“从有到优”的飞跃；在湖南省援疆团队

帮助下，吐鲁番市培训本地医疗人才 4

万 余 人 次 ，开 展 110 多 项 新 技 术 新 项

目，医疗人才队伍素质大幅提升，一些

项目在吐鲁番实现了零的突破。

2023 年 2 月 16 日，浙江大学医学

院附属邵逸夫医院专家，通过国产原研

微创手术机器人操作台，向远在几千公

里外的第一师医院的机械臂发出手术

指令，成功为一名当地患者实施了胆囊

切除术，这也是我国首例 5G 超远程机

器人肝胆手术。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多年来，

浙江、广东等医疗人才“组团式”援疆省

市的近百家高水平医院，累计选派千余

名援疆医疗人才，为守护新疆各族群众

生命健康作出了突出贡献。受益于医

疗人才“组团式”援疆支持，新疆受援医

院临床救治能力大幅提升，医院管理体

系不断完善，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医

院管理水平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新

疆各族群众的健康获得感不断提升。

（新华社乌鲁木齐8月25日电 记

者何军、苟立锋）

不
以
山
海
为
远

守
护
万
家
安
康

—

医
疗
人
才
﹃
组
团
式
﹄
援
疆
成
效
显
著

据新华社天津 8月 24日电 （记者

戴小河、梁姊）中国海油 24 日发布消息

称，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

中 19-6 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过 10 亿

立方米。

渤中 19-6 气田位于渤海中部海域，

区域平均水深约 20 米，已探明天然气地

质储量超 2000 亿立方米、探明石油地质

储量超 2 亿立方米，是我国东部第一个

大型、整装的千亿方大气田。气田试验

区和一期开发项目分别于 2020 年 10 月、

2023 年 11 月投产。目前建成海上油气

平台 6 座，高峰日产天然气达到 240 万立

方米，产能建设进入快速上升阶段。

中国海油天津分公司渤海石油研究

院开发地质资深工程师程奇介绍，渤中

19-6 气田的油气埋藏在深度超 5000 米

的 潜 山 储 层 ，布 置 的 开 发 井 平 均 井 深

5598 米，深度超过 6000 米的超深井多达

20 口，最深的达到 6494 米。

该气田目前已经成功实施了两口超

深井，地层温度超过 180 摄氏度，井底压

力 达 56 兆 帕 ，油 气 储 存 在 只 有 0.01 至

0.1 毫米宽的裂缝中，相当于在头发丝中

抽取油气，对勘探开发技术要求极高。

为应对钻采难题，渤海油田创新采收

方案，破解多项技术瓶颈，并通过自主研

制抗高温高润钻井液，建设国内增压能力

最大的海上循环注气平台等方式提升采

收率，为深层油气藏开发提供解决方案。

渤中 19-6 气田项目对保障京津冀

及环渤海地区的用气需求，保障国家能

源安全，优化能源结构有重要意义。

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累产天然气突破10亿立方米

8 月 24 日，贵州金（金沙）仁（仁

怀）桐（桐梓）高速桐梓河特大桥开始

进行荷载试验，数十辆大货车按照精

密设计的方案停放在特定位置，模拟

极端荷载下的桥梁状态，全面评估桥

梁工作性能，确保其安全无虞（无人

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刘 续摄

新华社香港 8月 25日电 （记者孟

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

区驻军法》和中央军委命令，中国人民解

放军驻香港部队于 8 月 25 日组织了进驻

香港以来第 27 次建制单位轮换行动。

据介绍，此次轮换出港的官兵圆满完

成了以履行防务为中心的各项任务，以实

际行动展示了人民军队威武文明之师的

良好形象。他们在离港之际通过驻军新

闻发言办公室，感谢香港社会各界和广大

市民对他们在港工作期间的关心与支持。

轮换进港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

练和认真学习，具备了履行香港防务的

能力素质。他们表示，将坚决听从党中

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加强部队全

面建设，坚决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

遵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驻军法，不

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为维护国家安全

和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为推进“一国两

制”实践在香港行稳致远作出更大贡献，

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

本次建制单位轮换行动，得到了香

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

持，驻军对此表示衷心感谢。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

（上接第一版）

改革转型，需要每一步
都脚踏实地

“改革调整中，我们队虽然人员减

少、点位收缩，但整体工作效率却更高

了。”漫步营区，该基地某综合保障队领

导边走边向记者介绍，“这是改革发展

带来的红利。以前，我们采用人工检查

检测方式巡库，效率低还容易出错，如

今借助科技手段，巡库效率明显提升。”

托盘化打包、模块化入储、基数化堆

垛……供应保障训练现场，机器人来回

穿梭，将货物送进送出。质检、验收、盘

点……流水线式操作，让记者眼界大开。

“只有不断探索智能化、精细化、多

样化保障手段，才能实现保障模式新变

革。”该基地领导说，进入新时代，现代

物流和信息化技术加速发展，助推基地

大型化、综合化、集约化的军事物流枢

纽建设进一步提速。

走进某技术保障室，记者看到，三级

军士长黄海业正通过油库物联网实时监

控收发作业。屏幕上，油料种类、存储数

量等信息一目了然。黄海业说，依托改

革创新成果，基地充分释放创新活力，为

战场保障插上了“科技的翅膀”。

虽然从军近 20 年一直战斗在后勤

岗位上，但这几年黄海业感到了本领恐

慌，开启了学习成才的加速度——获得

4 项国家发明专利，考取多本中高级职

业资格证书。因为常驻深山，他还考取

了森林消防员职业资格证书。

“要想跟上改革的脚步，就必须时

刻 保 持 能 力 扩 容 、本 领 升 级 的 紧 迫

感。”谈及部队这几年的转型发展，黄

海业深有感触地说，“作为基层官兵，

我们要始终保持昂扬斗志，认真学习

钻研，为实现战时保障快捷、高效、精

准贡献力量。”

改 革 转 型 ，需 要 每 一 步 都 脚 踏 实

地。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多项新技术

已在该基地试点应用，正成为联勤保障

加速转型升级的“助推器”。

向战疾行，奔赴新的
“保障战场”

身处新的作战体系，如果还是按部

就班、一步一动，能力只会在低层次徘

徊，就难以适应现代战场。在起步就是

快车道的改革大潮下，唯有以“一刻也不

停歇”的紧迫感真抓实干、紧张快干，才能

让保障力更好地转化为战斗力。

记者在该基地油料队采访时，一道

保障指令突然传来，官兵快速集结、紧

急前出。

“随着实战化训练不断深入，这样的

紧急出动已是常态。”谈起近年来保障训

练新变化，该油料队陈副队长深有感触。

任务量增加，倒逼保障力提升。这

些年，该油料队官兵不断探索训练实

装、油囊实储、油泵实输、抢修实操的能

力生成路径，一步步踩实实战化训练的

脚印，锤炼过硬实战实保能力。

油料队的变化，是改革后该基地大

抓练兵备战、大抓实训实保，加速能力

生成的一个缩影。

刚刚组建 2个月，该基地某保障队便

接令抽调精干力量，编入联勤综合保障

队，奔赴高原执行驻训任务。一年多的时

间里，官兵翻越大山、蹚过冰河，多次化解

险情，出色完成各项实战化训练任务。

从内陆平原到边境山林，从大海之

滨到雪域高原，从联合演兵场到国际维

和战场……近年来，该基地官兵一次次

拓展保障地域，不断延伸“保障半径”，

奔赴新的“保障战场”。每年，都有约三

分之一的官兵在外执行任务，平均时间

达半年以上。

加 速 冲 锋 ，是 转 型 重 塑 的 迫 切 要

求 ；负 重 前 行 ，成 为 基 地 官 兵 的 工 作

状态。

对于下士王梦兰而言，加速冲锋意

味着突破。正在备战国际军事比赛的

她，每一天都在挑战极限。这名被评为

全国优秀共青团员、荣立二等功的年轻

女兵，在摘得联勤保障部队比武桂冠后，

又加速奔跑在为国争光的精武之路上。

“刀不磨不利，兵不练不精，训练是

最好的磨刀石。”指着军史长廊里新增

的两块练兵备战先进单位的奖牌，该基

地领导感触尤深。这些年，该基地探索

形成多项练兵成果，其中 1 项战法被上

级推广应用，3 项成果获奖。

改革强军，向战疾行。近年来，该

基地在转型之路上加速冲锋，向战为战

的脚步踩得越来越实，战斗力生成越来

越快——

力量类型多样、专业需求多类、人员

编组多元、转型趋向多能的建设目标举棋

落子；机动保障力量抽组集结快、机动前

推快、部署展开快、支援保障快，综合保障

能力不断提升；保障时机常态化、保障方

向全域化、保障对象多元化、保障行动快

捷化，全天候机动保障能力实现跃升……

深夜，该基地机关楼仍灯火通明。

一名副参谋长的办公桌上，两摞厚厚的

资料已被翻了多遍。近期，他正在攻关

研究一项联合保障课题。他说：“只有

认清自己的能力边界，才能更好突破极

限，充分释放联勤保障效能。”

翻 过 一 山 又 一 山 ，快 马 加 鞭 未 下

鞍。当时间被任务定义，昼夜晨昏在官

兵的一日生活制度表上，便不再有明晰

的界线。

强军新征程上，这支换羽新生的综

合保障新质力量正昂首疾行，奔向未来

战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