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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对做好 2025 年经济工作提出要求，强调

要坚持系统集成、协同配合，做到“五个

必须统筹”。强军兴军是一项复杂的系

统工程，对军队各级领导干部而言，系统

观念同样是必不可少的思维方式和工作

方法。

唯物辩证法认为，万事万物是相互

联系、相互依存的。系统观念是马克思

主义哲学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贯

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立场观点方法之一。系统治理、系统

工程、系统思维……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系统谋划、统

筹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根据新的实

践需要，形成一系列新布局和新方略，带

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历史性成

就。实践充分证明，只有坚持系统集成、

协同配合，重视统筹兼顾、体系治理，才

不会出现畸轻畸重、顾此失彼，各行其

是、相互掣肘等问题。

军事实践充满各种复杂矛盾运动，

把握系统性、驾驭协同性是推动军事发

展的基本要求。当前，全军正全力以赴

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涉及国防和军队建设各个方面、各个领

域、各个层级，不但关联因素多、牵扯范

围广，而且任务体量大、能力标准高。只

有用普遍联系、全面系统、发展变化的观

点观察分析问题，才能更好地把握军事

实践的客观规律，更好地推动国防和军

队建设发展。

学会“十个指头弹钢琴”。坚持和运

用系统观念观察形势、分析问题、推动工

作，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经济建设

和国防建设，统筹军事斗争和其他方面

斗争，统筹战建备重大任务，科学把握政

治与军事、政略与战略、富国与强军、备

战与止战等重大关系，统筹推进政治建

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

治军，始终站在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高

度思考谋划国防和军队建设，切实把军

事手段这个保底手段搞过硬。

着眼全局谋划工作。国防和军队现

代化建设系统性强，必须用全面的观点

抓建设。坚持全局统筹，着眼实现国防

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加快推

进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

武器装备现代化，统筹推进军队机械化

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要学会站在

党、国家和军队大局上想问题、看问题，

在维护全局利益上做事情、干工作，做到

既为一域争光、更为全局添彩。

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抓

住重点带动面上工作，是唯物辩证法的

要求。面对复杂形势和繁重任务，必须

善于厘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

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区分轻重缓急，坚

持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以协调联

动提高综合效益，在兼顾一般的同时紧

紧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

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实现整体推进

和重点突破相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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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习主席在二○二五年新
年贺词中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
程上，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份付出
都弥足珍贵，每一束光芒都熠熠生
辉。作为国家安全的捍卫者、人民幸
福的守护者，广大官兵不负重托、牢记
使命，赤诚奉献踩实奋斗足迹，精武强
能擦亮忠诚底色，交出了优异的强军
答卷。

夏练三伏、冬练三九。2024年三
伏时节，本报曾推出“三伏探哨”专
栏，讲述新时代官兵的强军故事，触
摸昂扬奋进的时代脉搏，感受普通一
兵的家国情怀。三九时节，本报记者
再次探视哨所、走进哨位、访问哨兵，
见证他们在严寒天气下的无畏坚守，
感受他们在艰苦环境中的忠诚奉献，
分 享 他 们 在 强 军 征 程 上 的 感 悟 体
会。即日起，本报推出“三九探哨”专
栏，敬请关注。

右图：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官兵

迎着朝阳举行升旗仪式。

陶成烽摄

隆 冬 北 国 ，清 晨 的 天 色 仍 有 些 灰

暗。南下的西伯利亚冷空气砸在黑龙

江的冰面上，激起浓浓雾气。茫茫雪原

万籁俱寂，水天交接处，一抹玫红色带

着喷涌的力量，在天地间蔓延开来。

当暖橘色的霞光染上鼻尖，二级上

士、哨兵姜鑫雨知道，自己即将把朝阳

迎进祖国大地。

姜鑫雨所在的北部战区陆军某边

防连东极哨所，被誉为“东方第一哨”。

哨所位于祖国陆地版图最东端的黑瞎

子岛上，是祖国最早迎接太阳的地方。

日出给小岛染上亮色，却未能驱散

浓浓的寒意。零下 30 摄氏度的寒气如

冰水漫过肌肤沁入骨髓，让人仿佛置身

于一个巨大的冷冻室中。道路两旁，冰

花悄悄爬满了营区的玻璃展板，光秃秃

的枝丫上挂满了雾凇。在寒冷的天气

里，连呼吸都要小心翼翼——猛吸的冷

气似乎能让肺腑结冰，呼出的哈气在面

罩上凝成白霜。

2008 年 10 月 14 日 ，中 俄 两 国 在

黑 瞎 子 岛 上 举 行 两 国 国 界 东 段 界 桩

揭幕仪式。从那一天起，东极哨兵们

正式登岛接防，担负起卫国戍边的神

圣使命。

“当年，官兵们战天斗地、不畏艰

辛，在冰天雪地里用手提肩扛的方式搬

运建材，一砖一瓦建起一座营盘。”记者

跟随指导员李政轩爬上哨楼 171 级台

阶，李政轩告诉记者，如今，在上级关怀

下，官兵已入住宽敞温暖的新一代营

房，配发了先进的防寒装备，管边控边

信息化手段升级，“智慧边防”让哨所边

境管控质效倍增。

2016 年 5 月 24 日，习主席来到哨所

看望官兵，登上哨楼察看执勤设施，询

问执勤情况，在观察情况综合登记本上

签下自己的名字。听取连队建设和执

行任务情况介绍后，习主席叮嘱大家发

扬以岛为家、艰苦创业精神，忠诚履行

戍边职责。

“牢记统帅嘱托、传承艰苦创业精

神，就是要在一个有意义的地方，当一

个好兵。”李政轩告诉记者，连队戍守祖

国“东大门”，使命光荣、责任重大，这是

全连官兵的共识。

戍守“东方第一哨”，怎样当一个

好兵？

“迎第一缕朝阳、升第一面国旗、筑

第一道屏障、创第一流成绩”，这就是连

队官兵的回答。在这座每天为祖国迎

进朝阳的哨所，官兵时刻都保持着“勇

争第一”的紧迫感。

姜鑫雨曾多次在上级组织的比武

竞赛中摘金夺银，获评先进个人，荣立

三等功。谈及秘诀，他说：“一个优秀集

体可以改变一个人。”

2017 年，姜鑫雨从其他单位转隶至

该连。上岛之初，他不适应新环境，一

度萌生了提前退伍的念头。然而，第一

次站上“东方第一哨”，看着火红的朝阳

喷薄而出，面向只有优秀官兵才有资格

亲手升起的国旗敬礼，他感到自己全身

的血液瞬间被“点燃”。自那以后，姜鑫

雨积极向老班长请教，加上勤学苦练，

他的军事训练成绩突飞猛进。

在东极哨所，激励官兵前行的，还

有连队荣誉和老兵故事。

中士李博展是姜鑫雨带出来的兵，

综合素质过硬，至今仍保持着双杠课目

旅队纪录。去年，李博展与连长、班长

一起参加上级组织的比武。武装越野

课目中，李博展因体力不支放慢了脚

步，班长看到后鼓励他：“东极哨所的

兵，就得争第一！”一句话，让李博展再

次咬紧牙关甩开步子。

那次比武，该连 12 名官兵无一人

掉队。参赛官兵奋勇争先，最终夺得第

一名的好成绩。连队官兵告诉记者，他

们已连续多年在旅队组织的群众性比

武竞赛中蝉联第一。

“我们被称为‘东方第一哨’，不仅

源自地理位置，更来自官兵过硬的本领

和作风。”该连所属某营干部张欣鹏，曾

任该连主官。谈及连队官兵见红旗就

扛、见第一就争的拼搏精神，张欣鹏深

有感触地说：“如果当不了最优秀的一

个，那就做最拼的一个。”

北方的冬夜，在这座边陲哨所降临

得格外早。下午 4 点，墨色笼罩大地，

寒霜爬上台阶，但哨所地下训练室里，

却是一派火热景象。二级上士邹英杰

告诉记者，受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的限

制，连队采取室内室外相结合的训练模

式，全连官兵不用监督，自觉加练是常

态。他说：“每个人都生怕努力的脚步

稍慢一点，就落在别人身后了。”

在东极哨所，“勇争第一”的精神已

深入每个战位——

从零起步完成指挥室改造到连队

“智慧边防”建设取得新成果，一级上

士、通信技师刘相生始终觉得自己被

“追着跑”。“装备更新换代太快了，能

力素质必须跟上。”尽管已是战友眼中

的业务“大拿”，但刘相生仍有一种本

领恐慌。

近年来，哨所信息化装备不断更新

完善：鹰眼全景系统让辖区无死角，多

媒体背负式终端将一线画面实时回传，

无人机、微波通信车、卫星电话数据直

通各级作战室……“无论后勤班还是战

斗班，我们争的每一个第一，都是为了

让管边控边能力变得更强。”刘相生告

诉记者。

在东极哨所，荣誉感责任感已融入

官兵血脉——

在连队采访，无论新兵老兵，谈及

“ 荣 誉 ”，关 键 词 都 绕 不 过“ 东 方 第 一

哨”。

从艰难困苦战天斗地到昂首阔步

争创一流，一级上士孙洪亮和自己的连

队，共同沐浴着朝阳成长。那一年，孙

洪亮的父亲来到儿子常夸的“好单位”

探亲，却对眼前的场景大失所望。向来

话少的父亲，探亲结束后破天荒地给他

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劝他“服役期

满就回家”。

如今，几次服役期满都选择留下的

孙 洪 亮 ，已 在 边 防 线 上 坚 守 了 14 年 。

温暖祖国的朝阳，最早从这个一年里有

8 个月在过冬的哨所升起；见证官兵成

长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倾注着他

火热的青春和汗水。在这里，孙洪亮和

战友们意气风发、书写连史，用实际行

动践行统帅嘱托，用如火热情建设过硬

连队。忠诚刻印在心，哪怕狂风肆虐、

大雪没膝，哨所的国旗总能准时升起，

官兵巡逻的脚步必到界碑。年复一年，

官兵始终叫响“只有争光的义务，没有

抹黑的权利”，将连队打造成东部边陲

一张闪亮的“名片”。

在东极哨所，过硬的连队有过硬的

担当——

深 夜 ，握 住 冰 凉 的 门 把 手 推 开 楼

门，记者发现 3 个“雪人”迎面走来：虽

是晴天，刚站完岗下哨的战士，从帽子

到作训大衣，从眉毛到睫毛，全都覆盖

着一层白霜。

严寒，在这里司空见惯。官兵在严

寒天气里爬冰卧雪、刻苦训练，战风斗

雪、执勤巡逻，用过硬的本领、过硬的作

风、过硬的担当，捍卫祖国领土安全，以

实际行动唱响《我把太阳迎进祖国》。

近年来，连队先后被评为“全军先进基

层单位”、陆军“四铁”先进单位、北部战

区“海空边防工作先进单位”，荣立集体

一等功 2 次、二等功 7 次、三等功 9 次。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我们要

做的不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而是担

起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把连队这棵

‘树’浇灌得更加茁壮。”该连干部于成

成说。在该连，每名官兵都有一个属于

自己的“东极卫士”编号。这份独有的

荣誉，激励着一个个“东极卫士”在朝阳

下、在战位上，以时不我待的使命感履

行职责，以舍我其谁的责任感擦亮荣

誉。

当“东极卫士”将第一缕阳光迎进

祖国，这阳光便带着边防官兵的光与

热，从雄鸡版图的“金喙”徐徐向着心脏

地带挪移。等到天安门广场上军乐响

起、国旗飘扬，在祖国最东边，官兵们已

迎着金色阳光，用脚步丈量着国土，昂

首行进在皑皑界江边、强军征程上……

东极哨所：我为祖国迎朝阳
——探访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

■杜迎春 本报记者 许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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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定日县措果乡卫生院，院长格桑达

瓦告诉记者，地震发生后，5名群众重伤，

已经被送往定日县人民医院接受治疗，另

有3名轻伤群众正在乡卫生院接受治疗。

争分夺秒！国家卫生健康委紧急

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重症医学、骨科和

急诊科等专业专家赶赴地震灾区，开展

指导救治工作，周边省份国家紧急医学

救援队伍做好救援准备，随时支援。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紧急调派北京

中医医院、四川省骨科医院等专家赶赴

灾区。日喀则市藏医院 6 名医护人员已

到 达 定 日 县 开 展 医 疗 救 治 工 作 ，国 家

（西藏）中医紧急医学救援队 16 名队员

赶赴灾区。

国家疾控局迅速派出国家突发急性

传染病防控队（西藏）整建制赶赴灾区；

组派国家疾控局工作组于当日赶赴灾

区；组织中国疾控中心开展地震灾区灾

后公共卫生风险评估。

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已调派 8 辆医

疗救援车辆和 26 名医务人员赶赴灾区，

当地卫生健康部门配合有关部门开展

伤员搜救等工作，灾区相关医院开通伤

员救治绿色通道，伤员救援和医疗救治

及公共卫生等工作有序进行。

在震中救援的定日县人民武装部

政委杨斌说，现场抢险救援情况有序，

正在做好应急和生活物资储备，为受灾

群众搭建帐篷。

抓紧抢修，打通生命
救援通道

强震来袭，当地部分水、电、交通、

通信等基础设施受损。相关部门立即

组织专业力量打通救援生命通道。

交通运输部紧急部署抗震救灾工

作。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启动二级

应急响应，定日县措果乡 G219 线经紧

急抢修已恢复半幅通行。国家区域性

公路交通应急装备物资拉萨储备中心

已进入待命状态。

受地震影响，拉日铁路停运 1 月 7

日日喀则至拉萨 C886 次旅客列车，加

开 1 月 7 日日喀则至拉萨 C924 次旅客

列车。中国铁路青藏集团公司对有震

感的 7 个车站和区间，展开地毯式排查，

全面检查铁路线路、桥梁等设备设施，

密切防范余震和次生灾害。

日喀则交警支队启动全线交通管

制，管制区域内的客运车辆根据实际情

况调整运营线路或暂停运营。

通信是抗震救灾看不见的“生命通

道”，保障畅通十分关键。

日喀则市定日县共有 751个基站，截

至 7 日 13 时，退服 96 个，退服率 12.78%，

影响用户 600余户。目前，西藏移动曲洛

乡光缆中断，西藏电信曲当乡 1处本地网

断点，西藏联通长所乡、措果乡 2 处本地

网断点，暂未出现通信全阻乡镇。

工业和信息化部第一时间派出工

作组携带卫星通信设备赴西藏组织协

调应急通信保障工作，紧急调拨临近省

份应急通信装备支援西藏。信息通信

行业出动应急人员 154 人次、应急车辆

57 台次，开展通信设施抢修和应急通信

保障。当地通信服务基本正常，受灾区

域暂未出现乡镇级通信全阻。

奔赴日喀则！国务院国资委督促

指导中央企业迅速排查电力、通信等基

础保障设施受损情况，指导企业积极参

与 抗 震 救 灾 。 中 国 安 能 集 团 调 派 156

人 的 专 业 救 援 力 量 ，携 带 装 备 54 台

（套）参与抗震救援行动；国家隧道应急

救援中国中铁二局西藏队已分 4 批次

投入 23 名救援人员、30 余台（套）专业

救援设备……

地震发生后，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

司累计派出 6 支应急队伍共 141 人、40

辆抢修车、17 辆应急保电装备赴现场。

截至 17 时 20 分，定日县县城及协格尔

镇、岗嘎镇、加措乡、绒辖乡、克玛乡已

恢复供电。

截至 1 月 7 日下午，航天科技集团

资源卫星中心安排卫星成像 8 次，及时

提供灾情状况信息，持续为震后抢险救

灾、灾害评估等工作提供遥感卫星数据

保障和分析服务。

妥善安置，确保群众
温暖过冬

时值寒冬，千方百计保障灾区群众

基本生活和温暖过冬至关重要。

在定日县，记者在现场看到，震中

所在的措果乡和受灾最严重的长所乡，

部分民房已经损毁，大量群众撤离到开

阔地带避险。在拉孜县，县城部分建筑

物出现损坏，一些建筑物墙体脱落，车

辆受损，当地在中小学操场等开阔地带

安置群众。

在 日 喀 则 市 ，得 知 当 地 医 院 用 血

需 求 ，西 藏 军 区 某 团 数 百 名 官 兵 在 献

血 点 前 排 起 长 队 献 血 。 23 岁 的 运 输

分 队 驾 驶 员 刘 志 勇 主 动 献 血 400 毫

升 。 顾 不 上 休 息 ，他 和 战 友 们 又 投 入

到搬运物资、救助伤员、清理道路的任

务中。

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下达 1 亿元中

央预算内投资，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

桥梁、学校医院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设施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

生产生活秩序。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 1 亿

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重点做好搜

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

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

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物资是保障灾区群众生活的关键

环节。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

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紧急向灾区调拨棉帐篷、棉大衣、

棉被等 2.2 万件中央救灾物资，以及高

寒高海拔地区特殊救灾物资。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应急响应，

派出工作组及救援队员赶赴震区，现场

开展灾情需求评估及救援救助工作，紧

急调拨棉帐篷、棉被等救灾物资 4600 件

（套），用于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

和生活保障工作。

住房城乡建设部启动地震应急二

级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指导开

展震后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安全应急

评估、抢险抢修，以及活动板房建设等

工作。

水 利 部 启 动 水 利 抗 震 Ⅳ 级 应 急

响 应 ，对 震 区 水 利 工 程 和 可 能 引 发 的

堰 塞 湖 等 次 生 灾 害 开 展 拉 网 式 排 查

和 风 险 研 判 ，落 实 危 险 区 群 众 预 警 和

转 移 措 施 。 西 藏 自 治 区 水 利 厅 已 在

日喀则市及定日县、定结县、萨迦县、

拉 孜 县 等 开 展 排 查 监 测 ，未 发 现 重 大

险情。

中 国 气 象 局 提 升 地 震 灾 害 气 象

服 务 三 级 应 急 响 应 为 二 级 ，西 藏 自 治

区 气 象 局 围 绕 震 中 的 定 日 、定 结 等 6

县 开 展 专 项 服 务 。 气 象 部 门 提 醒 ，未

来 三 天 震 区 及 周 边 有 4 至 8 摄 氏 度 的

降 温 过 程 ，要 防 范 大 风 和 降 温 的 不 利

影响。

夜幕降临，震区炊烟起。抵达定日

县震区的一支救援官兵已展开炊事作

业，预计可保障 300 余名灾区群众晚餐。

寒冬的深夜，高原上的救援仍在持

续进行中。

（新华社北京 1月 7日电 新华社

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