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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7 日，云南开远，解放军第
926 医院。扫雷英雄杜富国的病房来
了几位特殊的探视者：在边境作战中光
荣负伤的战斗英雄、一级伤残军人安忠
文，一等功臣、一级伤残军人王曙光，三
级伤残军人臧雷以及“模范卫生员”钟
惠玲等。这些 30多年前曾奋战在保家
卫国一线的老兵，千里迢迢从黑龙江、
北京、成都等地专程赶来，看望年轻战
友杜富国，为他加油鼓劲。

杜富国，南部战区陆军云南扫雷
大队四队士官。10月 11日，杜富国和
战友在云南麻栗坡县某雷场进行扫
雷作业时，突遇爆炸。危急时刻，他
挡开战友，自己却不幸炸伤致残，失
去了双手和双眼，被南部战区陆军党
委记一等功。

媒体报道后，这个帅气阳光的扫
雷兵牵动着亿万网友的心，尤其是曾
在边境作战中负伤的老兵。他们相
约：“为祖国和人民的安宁流血负伤是
真英雄，我们要去看看他，为他喝彩，
也为他鼓劲！”

听说英雄前辈来了，杜富国很是激
动，立即站起身来迎接。退役军人、黑
龙江省家缘扶贫救助基金会理事长孙
超忙扶他坐下。随后，大家围坐在杜富
国身边，你一言我一语，讲述自己的经
历，也鼓励杜富国战胜伤残。现场气氛
热烈，不时发出笑声，看不出是几位重
伤残人士在交流，更像是一场普通的战
友见面。
“……假如从事文学，我可能成为

李白，假如从事科学，我可能成为牛
顿……为花儿笑的可爱，为炊烟自由
的升腾，为车轮狂热的飞奔，我宽厚的
肩膀啊，我愿撑起这世界所有的幸
福……”1984 年在战斗中以身滚雷为
部队开辟前进通道、失去双眼及一条腿
的“战斗英雄”安忠文，深情地朗诵起自
己创作的诗歌。
“当年您为什么会以身滚雷？”杜富

国询问。“我当时就想，我已经炸成这样
了，要死也拼一把！我多滚爆一颗地
雷，战友就多一分安全！”杜富国点头
道：“我懂，我也是这么想的，战友安全
就好。”

安忠文妻子坐上前来，剥开一个桔
子递到杜富国嘴边：“小杜，我能理解你
面对伤残的痛苦，害怕自己成为家人的
拖累。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家人朋友都
以你为荣，生活依然可以阳光快乐，忠
文和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从攀枝花
老家过来，这是忠文在自家院子里种的
桔树结的果子。来，尝尝甜不甜。”安忠

文接过话茬：“我们眼睛失去了光明，但
是心里要升起一个太阳，这个太阳的能
量要比自然界的太阳更强大，这样才能
战胜自己。”“是！是！”杜富国连声坚定
有力地回答。
“我听说你的事迹后就想来看你，

跟你谈谈我的经历，也告诉你，虽然伤
残了，但我这些年过得也挺好。来，我
先教你怎么用手机……”说着，安忠文
掏出了自己的手机：“现在科技发达，没
有手和眼睛可以安装义眼和假肢。装
了假肢以后，自己喝水、吃饭都没有问
题。但是玩手机，我教你，盲人用的手
机都是普通手机，就是多装了一个软
件，叫读屏软件……”安忠文熟练地用
手肘触动手机屏播放音乐，杜富国侧耳
倾听。
“他一点也没有受影响，虽然没了

腿，却走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对，
全国都在走。”“然后他还干了什么，让

他自己说。”“我安装了义眼，虽然看不
见，但是美观嘛。”……安忠文的回答
让在场的人都笑了。“他现在戴着一副
很酷的墨镜。他在收集牺牲战友的照
片，发动所有的战友一起找，计划将照
片做成瓷片，然后再送到烈士陵园里
一个一个装上去。这几年，为了这件
事情，他跑了几千公里，每年要作许多
场报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介
绍安忠文正在做的事情，杜富国连连
点头。

一等功臣、一级伤残军人王曙光
轻扶杜富国的胳膊说：“别多想，好好
治疗，只要你自己不放弃，你一定能在
黑暗中找到阳光。这些话听起来有点
矫情，但是真心话。我两只脚被炸飞
时，刚从军校毕业，跟你一样 20 来
岁。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条件好。我
现在不是一样没脚也能走四方吗？”
“臧营长脑袋上有块骨头是人造的，前

两天还做了一个弹片取出手术，可他
天天乐呵呵的……”

老兵们这 30 多年的经历都不寻
常：王曙光继续学业，拿到法学博士学
位；安忠文已是文学学士，每天游泳、唱
歌，在网上和别人下象棋，和所有人正
常通信联络。
“别忘了你是英雄！关键时刻挺身

而出是英雄，绚烂过后依旧坚强、不忘
初心更是英雄！”臧雷拍着杜富国的肩
膀鼓励道，杜富国也不时抬起残肢触碰
臧雷的胳膊……

11月 16日，中越边境云南段已扫
雷场移交仪式在云南省麻栗坡县猛硐
瑶族乡举行，扫雷部队的官兵手牵手唱
着军歌走过雷场，用行动告诉当地群
众，这里安全了。这也标志着中越边境
云南段第三次大面积扫雷任务全部完
成。举行移交仪式的雷场就是杜富国
负伤的地方。

南部战区陆军云南扫雷大队四队士官杜富国，在雷场进行扫雷作业时，不幸炸伤致残，失去了双手和双眼。曾在边境
作战中负伤的几位老兵，千里迢迢从黑龙江、北京、成都等地专程赶赴云南，看望年轻战友，为他加油鼓劲—

“眼睛失去光明，心里升起太阳！”
■本报特约记者 边富斌

近日，国家网信办发布自媒体账号

集中清理整治专项行动情况通报，9800

多个涉及恶意营销、抹黑国家形象等内

容的自媒体账号被依法依规处置，部分

军事类自媒体也在其中。依法严管充分

说明了自媒体领域并非法外之地，既维

护了法律法规尊严，也有利于营造良好

网络舆论生态，为真正优质的自媒体带

来新的发展机遇。

机遇来自坚守初心。当前，一些“跑

偏”的军事类自媒体，主要是价值导向出

现问题。将广告点击率、粉丝转发率作

为主要目标，为迎合受众哗众取宠，以假

吸睛、挑战公序良俗，造成与初心相悖。

实施规范管理后，自媒体人更应注重自

查自纠，吃别人的“堑”长自己的“智”，传

播正能量，不断提升账号公信力、纯洁

度。在新常态下，坚守创办自媒体的初

心，要始终坚守正确的政治方向、宣传导

向，以铁肩担道义、以妙笔树正气、以特长

助强军，自觉接受群众和舆论监督，才能

赢得更多的信赖和支持。

机遇来自内容为王。国家网信办发

布的信息除了强调“依法严管将成为常

态”，也提出了“对自媒体账号实施分级

分类管理，属地管理和全流程管理”思

路。自媒体出现违规、抄袭、侵权等不良

记录，将面临限制转发、禁言或封号等处

理。“依法严管”新常态对内容的规范化、

质量的优质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

时，各平台版权意识的强化、原创保护功

能的升级也将为促进正常传播秩序提供

保障。军事类自媒体更应把握机遇，强

化内容为王的意识，潜心在军事领域深耕

细作，打磨更多优质原创内容，合法合规

运营，从而收获更多平台和政策释放的红

利，实现社会效益和生存效益双丰收。

机遇来自善于创新。从被处置的部

分军事类自媒体来看，有的公众号并非

不能创新而是不善创新、创新跑偏，为了

赚赞赏、求关注不惜丧失底线。军事类

自媒体的创新应该“善”在主题策划，抓

好时事热点与军事常识、正能量宣传相

结合；以内容动人、细节感人，而不靠谣

言煽动情绪；真正坚持初心，靠内容、形

式创新树立自媒体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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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9日晚，记者的微信朋友圈被
一部小成本电影刷了屏——由陕西省榆
林市榆阳区军地联合摄制、以榆阳区补
浪河女子民兵治沙连为故事原型的影片
《大漠巾帼情》，将在中央电视台电影频
道黄金时段播映。

影片以女子民兵治沙连为原型，围
绕老连长马翠的女儿刘青苗从被迫去民
兵连锻炼到成为新一任连长，带领全连
为治沙事业奉献青春这一主线，穿插讲
述了治沙连 40多年扎根大漠，在极其艰
苦条件下治沙造林的感人事迹。

在榆林军分区会议室，军地领导、补
浪河女子民兵治沙连老中青三代民兵代
表、榆林市道德模范代表齐聚一堂，共话
影片背后的故事。榆林市地处毛乌素沙
漠南缘，20世纪 70年代，这里黄沙漫漫，
除了星星点点的骆驼刺，几乎见不到绿
色。为了改变恶劣的生存环境，榆林人
民决定向沙漠要绿色。

“从昔日黄沙漫漫，到今天绿波万
顷，一代又一代治沙连姑娘用青春和热
血，诠释着信念的力量。”榆林军分区政
委赵西月告诉记者，影片最大的魅力，在
于挖掘、传承治沙连艰苦奋斗、自强不
息、薪火相传的精神基因。

传承，在三秦大地被反复讨论着、思
索着、践行着：在陕北高原，延安市延川
县梁家河村女子民兵班，有个“为她们点
赞、向她们学习”的约定；在关中平原，宝
鸡军分区民兵通过手机客户端集中收
看，人人撰写影评；在陕南山区，安康军
分区组织机关和人武部两级官兵、职工
围坐在电视机旁，一睹治沙连风采……
“身边的典型最有说服力。”陕西

省军区政治工作局负责教育的干事王
晓年拷贝了影片，计划下发全区部队，
作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教材，引导
官兵传承红色基因，积极投身强军兴
军伟大实践。

荧屏内外，大漠巾帼情动三秦
■张同斌 本报记者 曹 琦

10月 11日和 11月 3日，金沙江西藏
江达县白格段两次发生山体滑坡，导致
金沙江断流，形成堰塞湖。堰塞湖最大
蓄水量达到 5.78亿立方米，严重威胁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接连发生的
自然灾害，西藏军地启动应急响应，准确
判断灾情，统筹救援力量，有序组织转移
安置群众。这是一场应急救援实战，也
是对国防动员实力的一次检验，西藏军
地用无缝的指挥对接、有力的机动保障
和过硬的遂行任务能力交出合格答卷。

新装备捍卫“零伤亡”

10 月 16 日，3 架直升机出现在“孤
岛”白格村上空，蔬菜、肉类、棉衣、帐篷
等物资“从天而降”，被困多日的乡亲们
笑颜舒展。堰塞湖险情发生后，因水位
上涨，通往白格村的救援道路被淹没，空
中侦察救援成为最有效的救援方式。于
是，西藏军区派出直升机组，第一时间开
辟空中通道，打通“生命走廊”。

带领官兵奋战在救灾一线的前进指
挥所指挥长、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汪海江
介绍，此次抢险救灾，除空中救援外，专
业力量从拉萨出发，一车多驾，远征
1400余公里一步到位；舟桥分队灵活机
动，化整为零将大型装备快速运送至坝
体；民兵侦察分队利用各种装备，在千沟
万壑中实时传出灾情状态……

应急反应、快速机动、险情探察、应
急渡河等能力今非昔比，装备器材的更
新换代，是获得这些能力的保证，是取得
抢险救灾“零伤亡”的基础。通过视频指
挥、电话接力建立的“军区——军分区
——任务点”应急指挥通信网络确保了
前方和后方一体联动；民兵侦察分队利
用无人机、摄像机等装备为指挥决策提
供第一手资料；医疗救护、野战炊事、电
力保障等新装备为便捷化、快速化抢险
救灾提供了保障。过去官兵执行救援任
务时，携带的是钢钎、铁锹等简易工具，
救援设备和工程机械无法运至灾区，只
能“纯手工”作业，医疗救护力量薄弱，救
援速度缓慢、救援效率低下。

现如今各种装备“鸟枪换炮”，冲锋
舟、大型工程机械、新型漕渡门桥等新式
装备相继列装，部队抢险救灾能力显著
提升。在此次抢险中，官兵熟练运用新
装备，在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及

时打通生命通道中立下汗马功劳。

硬功夫确保“零事故”

从战备执勤到救援一线、从山上驻
训到江边阵地，从办公桌前到堰塞坝
体……驻军部队、应急民兵等各种救援
力量动若风发，昼夜驰援。军区部队迅
速从备战状态升至临战姿态，救援力量20
分钟完成集结，一声令下、开赴灾区。某
工兵防化旅采取自备干粮、一车三驾模
式，一口气驰骋 1400 余公里，人歇车不
停，为专业救灾赢得时间。江达县军警
民救灾分队翻雪山、蹚冰河、爬悬崖，第
一时间出现在被困群众面前……

近年来，西藏军区强化战斗队思想，
坚持战斗力标准，立足管边固防和应急
抢险实际，以使命任务为牵引坚持思想
立根深挖和平积弊、靶向发力深纠问题
症结、实践磨砺深化练兵备战，实现战斗

力的快速跃升。
他们针对高原实际，平时突出抓好

驾驶、卫勤等保障课目训练，将车队拉到
海拔 4500 米以上的高原雪山，展开夜
间、负重、复杂道路驾驶等险难课目专攻
精练。某工兵旅救灾分队能够晓行夜
至，就归功于平时的“爬坡上坎”。某陆
航旅官兵加大复杂气象条件下练兵力
度，经常在风雪中组织悬停起落、暗夜飞
行、野外着陆等险难课目演练。此次救
灾地域地形复杂，气候条件恶劣，但该旅
任务机组沉着应对，圆满完成运送救灾
物资、搭载专业力量等任务。

磨刀亮刃，换羽高飞。西藏军区将
国防动员系统转型重塑作为重要环节，
狠抓人武部队伍基础体能、军事技能强
化训练，定期组织不少于 40公里的战备
拉练，积极探索研究通信指挥、侦察警
戒、防护救护、保交通路等课题，规范演
练“走、打、吃、住、藏、管、通”的动作。

军区还巧借军工和地方科技成果，主动
与地方有关部门开展联演联训，进行地
震、泥石流等应急抢险实战化演练。去
年，我军在西部高原组织陆军、空军、火
箭军、战略支援部队相关单位跨越夏秋
冬三季联合训练，区域内地方力量全程
参演，探索了部队快速机动、民兵分片
协同、地方沿线保障的国防动员模式，
为各类行动提供坚实后盾，此次抢险救
灾动人、动车、动设备“零事故”也就不
足为奇。

精对接打造“零失误”

11月 13日上午，抢险救灾联合指挥
控制中心荧屏闪烁、电话不断，最新灾情
信息从前方纷至沓来，一条条指令通过
电波迅速传至任务点。

灾情发生后，西藏军区针对抢险救
灾行动参与力量多元、隶属关系复杂、组

织指挥和协同保障难度较大的实际，着
力在“协同、协调、协作”上下功夫，建立
军地一体、双轨并行的联合应急指挥机
构，统一协调现役部队、指挥民兵应急队
伍和各行业系统应急救援队伍行动。

西藏军区充分利用灾情信息军地共
享机制、军警民应急联合机制、联合信息
发布机制，协同抢险、科学抢险。有效利
用民兵灾情预警报知信息网，利用视频、
电话、微信等手段实时上报灾情信息，掌
握抢险救灾主动权。依托作战值班室建
立灾情联络和通报机制，与地方防汛、气
象等部门和武警部队保持联络，实时共
享灾情信息，为指挥决策提供依据。坚
持集中统一指挥，充分发挥好桥梁纽带
作用，协调组织好部队和民兵预备役人
员抢险救灾行动。

同时，该军区根据不同任务和环境
特点，科学组织用兵，坚持按方案用兵、
成建制用兵，提高抢险救灾效益。江达
县人武部应急民兵坐镇主场当好主力，
积极参与搜救伤员、转移群众、搬运物
资；陆航、工化、运输分队快捷高效，主动
承担运送人员、转运物资、开辟通道任
务；驻军部队作为突击力量，在关键部
位、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

更快 更准 更有力
—从西藏白格堰塞湖救灾行动看国防动员能力提升

■何 勇 本报记者 晏 良

安忠文向杜富国介绍如何使用手机。 钟惠玲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