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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1月 13日，西藏军区总医院医护人员利用便携相机式 X 射线机为群众检查伤情。 何义珂摄

图②：1月 13日，信息支援部队某部官兵与西藏军区某部官兵一同在长所乡临时仓库帮助受灾群众搬运物资。 何彬浩摄

图③：1月 13日，西藏军区青藏兵站部某部官兵在措果乡吉翁村开设“帐篷学校”，为灾区儿童开展自救、卫生、心理教育。 路前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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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 13日在京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
的格林纳达总理米切尔举行会谈

■赵乐际 13日在京分别会见格林纳达
总理米切尔、哈萨克斯坦议会上院议长阿希
姆巴耶夫

■王沪宁13日在京会见哈萨克斯坦议会
上院议长阿希姆巴耶夫

■全国科技工作会议 13 日在京召开。
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

■国办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培育新增长点
繁荣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若干措施》 （均据新华社）

据新华社北京 1月 13日电 近日，

中宣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新闻单位

精心组织开展 2025 年“新春走基层”活

动，动员广大新闻工作者深入基层一线

采 访 ，不 断 增 强“ 脚 力 、眼 力 、脑 力 、笔

力”，充分展现祖国各地欣欣向荣、人民

群众欢度春节的美好景象，积极营造活

力涌动、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

通知要求，大力宣传各地学习贯彻

党 的 二 十 届 三 中 全 会 精 神 进 展 成 效 。

报道各地贯彻落实全会精神的具体举

措、最新进展和经验做法，鲜活反映全

会精神在基层落地生根，广大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

有保障、更可持续，充分展现基层干部

群众坚定改革信心、积极投身改革事业

的精神风貌。

通知指出，大力宣传各地经济社会

发展成就。跟踪报道各地贯彻落实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新举措新进展新成

效，持续做好亮点成就宣传。生动反映

各地一年来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实

现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高质量

发展扎实推进，各项民生事业加快发展，

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充分报道“两新”

“两重”等重大政策落地成效，展现中国

经济发展的活力和潜力。

通知提出，大力宣传各地各部门民生

保障工作举措，大力宣传各地欢度春节喜

庆景象。报道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

性活动和传统民俗活动，温馨展示各地辞

旧迎新、群众张灯结彩的热闹情景。

中宣部要求各地各新闻单位

精心组织开展2025年“新春走基层”活动

本报日喀则 1月 13日电 13 日 9

时 30 分，西藏定日 6.8 级地震遇难同胞

悼念仪式在受灾最严重的定日县长所

乡举行。西部战区前进指挥所组织任

务部队官兵和民兵在救灾一线各自点

位集体默哀。仪式结束后，官兵和民兵

继续投入到灾后重建工作中。

西部战区前进指挥所按照“计划+

临机”方式统一指挥部队行动，根据每

日工作任务和地方具体需求精准部署

人 员 力 量 ，采 取“分 组 +专 业 ”工 作 模

式，统筹安排群众安置、医疗救治、灾区

重建、废墟清理等任务，不断提高救援

工作效率。

西藏军区现地指挥组整理下发《协

助群众搜索清理物资财产注意事项》，

要求任务部队严守群众纪律，指挥组成

员赴所属点位同步展开检查督导。

在各安置点，任务部队官兵和民兵

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生活。西藏军区青

藏兵站部、武警西藏总队出动官兵在受

灾乡镇清理废墟、转运物资。在长所乡

森嘎村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派出炊事

员为受灾群众供应热食。

在定日县措果乡，日喀则军分区

官兵在安置点附近搭建取水点，保障

受灾群众用水需求。在拉孜县，军分

区官兵协助地方搭建板房，开展防火

用电安全宣传。

西部战区空军某基地组织医护人

员到安置点巡诊送药，提供心理服务。

西藏军区总医院应急医疗队结合巡诊

情况，梳理出受灾乡镇需要重点关注的

患者名单和具体伤病情，会同西藏自治

区卫健委展开精准化跟踪诊疗。

截至发稿时，记者从西部战区前

进 指 挥 所 了 解 到 ，目 前 定 日 县 长 所 、

曲 洛 、措 果 3 个 受 灾 严 重 乡 的 临 时 安

置点已全部通水、通电，一线道路、通

信 持 续 畅 通 。 参 与 救 援 的 任 务 部 队

官 兵 和 民 兵 正 全 力 以 赴 帮 助 受 灾 群

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重建

家园。

（综合记者张磊峰、郭丰宽、李蕾、

邵博康，特约记者杨晓波、彭小明、杨松

松、刘大辉、邓栋之，特约通讯员达星

星，通讯员李磊、张珂蒙、彭毅、左南星、

刘煜钦、邹宁宁、路前进等来稿）

人民子弟兵持续奋战在抗震救灾一线

帮助受灾群众尽快重建家园

“向在西藏定日 6.8 级地震中遇难

的同胞默哀 3 分钟。”

13 日 9 时 30 分，西藏定日 6.8 级地

震遇难同胞悼念仪式在受灾最严重的

定日县长所乡举行。参与救援的解放

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消防救援人

员、公安民警、医护人员、青年志愿者及

有关企业员工、干部职工、震区群众代

表数百人，神情凝重，默然肃立，向遇难

同胞静静默哀。

“ 呜 呜 —— 呜 呜 ——”防 空 警 报

鸣响。

这一刻，行人肃立垂首；这一刻，司

机鸣笛致哀；这一刻，时间仿佛静止。

亲身经历过，才会更加感同身受。

西藏军区某团中士李志洋的思绪一下

子回到 17 年前的那个下午——2008 年

5 月 12 日 14 时 28 分，彼时 7 岁的他正

在学校午休，被强烈的晃动摇醒。

李志洋清楚地记得，是解放军官兵

帮 他 脱 离 了 险 境 。 2021 年 他 光 荣 入

伍，如今正奋战在抗震救灾一线。他

说：“地震只能毁坏我们的房屋，但摧不

垮我们的意志，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正在定日县曲洛乡嘎白村帮群众

转运物资的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在

一栋坍塌的房屋前集合列队，举行悼念

仪式。带队干部李忠海说：“今天我们

哀悼遇难同胞，要化悲伤为力量，全力

以赴帮助受灾群众尽快重建家园。”

停靠在路边的物资运输车上，一条

标语格外醒目——“众志成城，共渡难

关”。武警拉萨支队林周中队列兵旦增

桑旦，面朝家乡方向郑重敬了一个军礼。

旦 增 桑 旦 的 家 ，在 定 日 县 曲 洛

乡。地震中，他家房屋全部倒塌，两名

亲人不幸遇难。支队领导获悉后，在

做好安慰和救济工作的同时，批准旦

增桑旦事假，并派中队长王泽平陪他

回家探望。处理好家事返营后，旦增

桑旦说：“虽然无情的灾难摧毁了我的

家，但我们一定能建设一个更加美好

的家园。”

（本报日喀则1月 13日电）

凝聚力量 共渡难关
—西藏定日 6.8 级地震遇难同胞悼念仪式见闻

■本报记者 郭丰宽 李 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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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1 月 13 日 9 时 30 分，西藏

定日 6.8 级地震遇难同胞悼念仪式在

受灾最严重的定日县长所乡举行。

新华社记者 丁增尼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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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经此一“役”，全团官兵加

深了对自己在体系中所担负角色的理

解，也让其他单位更清晰地看到了运-20

的能力与作用。

“在未来制空作战中，被敌机发现

后怎么办？”一次，该团团长在推动基层

战法理论创新会上抛出这个问题，要求

大家运用体系思维思考和作答。飞行

员 们 纷 纷 开 动 脑 筋 ，想 方 设 法 求 解 答

案 ，提 出 的 对 策 从 自 身 延 伸 到 其 他 单

位，从空中延伸到地面。在大家的研究

探索和集智攻关下，一批新战法投入训

练实践。

融入体系，制胜战场。飞行教官张

磊告诉记者，他们首次参加空军“金飞

镖”体系大考，便从多种机型、数十个参

考机组中脱颖而出，一举夺得“金飞镖”

和“优胜单位”两项殊荣。

夜 越 来 越 深 ，“ 鲲 鹏 ”结 束 训 练 归

航。此刻，华灯闪烁，格外安静祥和。塔

台指挥员指着远方对记者说：“我的家乡

就在那个方向，训练时我们经常会从上

空经过。”这位航迹遍布几个大洲多个地

区，多次在重大任务中经受考验的钢铁

汉子，话语中满是深情。

“国泰民安，就是军人最大的愿望！”

望着这名指挥员，记者深受触动地接过

话茬。此时，几簇烟花在远处绽放，一刹

那便照亮夜空。“一晃又要过年了！”现场

的指挥员和飞行员们感叹时间过得太

快，始终有一种紧迫感萦绕心头。

时近午夜，“鲲鹏”平稳着陆，顺利

“归巢”。

一次训练的结束，是另一场“战斗”

的开始。塔台讲评室内，参训飞行员在

复盘中掀起“头脑风暴”，一个个问题被

解答，一批新的想法和思路随之涌现。

次夜，一个个飞行机组再次登机，一

架架“鲲鹏”再次振翅。带着上一次的经

验和思考飞行，飞行员们进一步精进技

战术动作，精练新的飞行方案。“日拱一

卒无有尽，功不唐捐终入海。”一名飞行

教官不无诗意地说，战斗力的提升就在

日复一日的苦练精飞中实现。

星 空 之 下 ，目 击“ 鲲 鹏 ”奋 飞 炼 铁

翼，记者感慨不已。蓦然回首，中国军

人 奋 斗 与 守 护 的 意 义 ，就 在 那 万 家 灯

火处。

（上接第一版）

“能力淬炼时不我待，
向战为战只争朝夕，这是
高级军士群体的‘士兵
突击’”

新年伊始，一幅幅生动的练兵画卷

在深山导弹阵地铺展开来。连续多课目

模拟对抗训练结束后，该旅领导欣喜地

告诉记者，经过专攻精练，完成任务时间

又缩短了。

一个“又”字，既彰显着这支部队战斗

力提升的坚实印迹，也见证着该旅高级军

士群体备战强能、向战攻坚的冲锋身影。

在这支部队，高级军士群体分布在

基层一线重要岗位，个个是独当一面的

行家里手，也是部队日常管理、军事训练

中不可替代的骨干力量。

有一年，全旅装备换型，进入能力重

塑“调整期”。作为专业班组带头人，高级

军士群体面临专业再学、岗位重定的考验。

一级军士长汪志峰积极适应转变，

带头开启转型跨越——

专攻新专业，他学习电路原理、仿真

应用等知识，参加见学、跟训，艰难“啃”

下一张张电路图、原理图；解锁新技能，

他练就新装备操作本领，带头研制模拟

训练平台，助力实现“没有装备能操作、

有了装备能打仗”的目标。

数月后，他成为装备换型后所在专

业第一批取得上岗资格证的号手，又第

一个跨入新专业技术尖子行列。

在这场装备换型考验中，数十名高

级军士交出合格答卷。他们带头组成多

个“攻坚班”，探索新专业学习训练方法，

相继取得上岗资格证，缩短了部队战斗

力生成周期。

“能力淬炼时不我待，向战为战只争

朝 夕 ，这 是 高 级 军 士 群 体 的‘ 士 兵 突

击’。”该旅领导说，近几年，面对任务变

化、装备换型，以高级军士担纲领衔，各

营连针对性加强新装备、新技能、新战法

训练，强化典型行动专攻精练，为战斗力

建设按下“快进键”。

直面新挑战，一名名高级军士展现

过硬技能——

几平方米，是一级军士长徐品森的战

位面积。这个战位，每一个按钮、每一条指

令、每一项数据，他都熟稔于心。一次训

练，徐品森大胆运用革新技术成果，优化流

程、缩短时间，有力助推部队战斗力跃升。

数厘米，是某型设备与车体边缘的

距离，也是符斌施展技能的舞台。一次

野外机动途中突遇特情，该设备发生故

障，导致车辆熄火“趴窝”。由于设备内

部空间狭小，符斌只能蜷缩起来，凭肌肉

记忆完成抢修，确保后续任务如期进行。

催生战斗力，一名名高级军士目标

定位更高更强——

一次模拟发射任务，三级军士长白

立宾发现新号手操作存在误差，当即要

求重新操作。他说：“导弹操作，差之毫

厘，失之千里，决不能有任何误差。”

一次适应性训练，上级要求在预定

时间内到达指定点位。面对陌生地域，

三级军士长高真勇主动请缨，驾驶战车

勇闯蜿蜒山路提前到达。他说：“未来战

场瞬息万变，快一秒就多一分胜算。”

从茫茫雪原到大漠戈壁，从深山腹

地到北疆林海……这些年，该旅高级军

士群体跨越春夏秋冬、走过大江南北，铆

定战位加速冲锋，努力实现从“会打”到

“能战”的转变跃升。

“师傅是弓，徒弟是箭，
弓的责任就是让射出去的
箭具有强大能量”

在该旅高级军士群体中，唐兴春的名

气不小。他在 4 个班当过班长，还带出 7

名高级军士。唐兴春常说：“高技术部队

需要高素质人才，咱们老兵的作用就是要

育人才、带精兵。”

和唐兴春一样，一级军士长牛永春

对“带徒弟”的事非常上心。他与三级军

士长宁旭的互助故事，被官兵传为佳话。

2021 年，年龄相差一轮的牛永春和

宁旭，同时到院校参加培训，分别为晋升

一级军士长、三级军士长作准备。

培 训 期 间 ，两 人 学 习 工 作 相 互 扶

持。一天，正在备考高级技师的宁旭突

然接到通知：连队三级军士长满编，目前

没有晋升名额。

那段时间，宁旭情绪低落，学习和训

练成绩也出现下滑。牛永春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想方设法给他加油鼓劲：“都

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只有把本事

练过硬，才有资格和能力把握机会。”

在牛永春的帮助引导下，宁旭看淡

“走与留”，一门心思钻研本领，各项考核

都取得优异成绩。没想到，一项新政策

恰好当年出台，宁旭顺利通过考核，成为

首批延期服役的军士。

“时代给了我圆梦的机会，我要奋力

冲锋。”宁旭不断学习新的专业知识，主

动请缨参加训练任务，认真帮带专业骨

干，去年成功晋升为三级军士长。

“师傅是弓，徒弟是箭，弓的责任就

是让射出去的箭具有强大能量。”采访

中，一级军士长李明亮同记者分享了一

段带兵的经历。

几年前的一次新号手集训，李明亮

发现一名新兵接受能力强、学东西快，但

这名新兵有个性，与身边战友相处不够

融洽，多次流露出到期退伍的想法。

“好兵都是夸出来的。”带兵实践中，

李明亮发现，面对年轻战友，要学会用欣

赏的眼光看待他们，想方设法助力他们

成长成才。

“你的动作很到位，上台演示一下！”李

明亮一有机会就让这名新兵“露脸”，并鼓

励他发挥特长，担任专业小教员、操作示范

员。很快，这名新兵就适应了新岗位，成长

为一名技术过硬的业务骨干，并在同批战

士中第一个被评为等级号手，荣立三等功。

“高级军士要努力做大师傅，带出好

徒弟。大师傅要有大师傅的样子、大师

傅的担当。”据了解，这个高级军士群体

中，80%担任班长，都是基层分队专业教

练员，为部队带出一大批骨干人才。

结束采访，记者受邀参加该旅组织

的一堂情景课。数十名高级军士身披绶

带、胸挂奖章，健步走上讲台，面向官兵

庄严敬礼。

一个导弹人才方阵正加速成长，托

举大国长剑威震九天。

砺剑！出鞘！他们奔向未来战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