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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突如其来的汶川特大地震
夺走数万同胞的生命。10年来，从抗震
救灾、过渡安置、恢复重建到脱贫攻坚、
发展振兴，驻川部队官兵始终和震区人
民心连心，携手共渡难关，在特殊的战
场上谱写了新时代人民军队建设祖国、
服务人民的新篇章。

冲锋在前，山崩地裂

无所惧

5 月 10日，西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
运输搜救团杨光机组再次飞赴汶川地
域，航拍震区灾后重建新貌。

10年前，就是他们机组在汶川县映
秀镇上空架设起“空中生命通道”，第一
个将救灾物资投送到震区。5年前，芦
山强烈地震，该机组在能见度极低、气
流紊乱的不利条件下，冒着生命危险飞
赴震区实施救援。

巴山蜀水地质气候复杂，灾害频
发。哪里最危险，哪里就有解放军的
身影。10年来，从汶川特大地震、芦山
强烈地震到茂县特大山体滑坡、九寨沟
地震，每一次灾难来袭，子弟兵始终不
畏艰险冲锋在前，为人民群众筑起一
道道安全保护屏障。
“废墟下发现生命迹象！”武警阿坝

支队官兵通过声波生命探测仪发现被
埋压群众；救援组官兵使用破拆装备，
在废墟中开辟“生命通道”；汶川县民兵
水上救援分队队员驾驶冲锋舟，营救被
困河滩上的群众……5月 9日，在四川阿
坝州自然灾害应急演练现场，驻川部队
多家单位参与，反应及时、集结迅速、指
挥精准、行动有序。

汶川地震之后的 10年间，一次次救
灾行动见证了驻川部队抢险救灾能力
的不断提高和应急救援力量建设的整
体跃升：

指挥体制更顺畅。西部战区联指
中心建立抗震救灾应急响应机制，在灾
害来临时实现战区范围内调兵用兵；

应急反应更快速。四川省军区加
强应急机制建设，自上而下建立涵盖
各类紧急情况的省、市、县、乡四级预
案体系；

保障支援更高效。通过深度军民
融合，建立多边联供、前后一体的支撑
平台，后勤资源在优化调控中实现保障
有力……

聚力发展，托起百姓

小康梦

坚固的教学楼、标准化的操场、整
洁的塑胶跑道、现代化的教学设施……
由中央军委统一部署、原成都军区援建
的都江堰八一聚源中学如今已成为灾
后重建的一个样板工程。陆军某陆航
旅为该校配备了军事辅导员，定期组织
学生赴营区参观见学。

孩 子 是 祖 国 的 未 来 、民 族 的 希
望。援建学校是驻川部队支援震区恢
复重建的重点项目，在四川震区的很
多县市都可以看到以“八一”命名的中
小学校，这些由部队援建的新学校已
成为震区学校恢复重建的精品示范工
程。10 年来，驻川部队多家单位与援
建学校建立长期共建关系，帮助学校
开展国防教育和学生军训，激发学生
求知报国的热情。

在驻川部队参与下，公路通了、房
屋建好了、公共设施齐备了，脱贫攻坚
与恢复重建同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焕
发新的生机。

汶川县龙溪乡退伍军人唐林在当
地政府和人武部的支持下，通过发展生
态庄园，3 年时间带领 300 多名群众就
业脱贫。四川省军区发挥民兵突击力
强的优势，部署开展“民兵争当致富带
头人”活动。活动开展以来，当地涌现
出很多像唐林一样的基层民兵致富带
头人。

一组组数据展现了驻川部队助力
脱贫攻坚，助推产业发展的丰硕成果：
近年来，四川省军区共筹措扶贫专项资
金 5680 万元，联系帮扶贫困村 299 个，
落实帮扶项目 1765个，帮助 12000 余名
贫困群众实现稳定脱贫。原成都军区
帮助安岳县护建镇滑石村建起 80亩核
桃种植示范点和 100 余亩稻田养鱼合
作社；武警四川总队与 20 余个村寨结
成对子，成功帮助 160 多户特困家庭摘
掉了“贫困帽”，免费发放各类药品价值
200余万元……

真情呵护，群众冷暖

挂心头

“子弟兵又来我家啦！”在 10年前的
地震中，家住什邡市的赖元平由于被埋
时间长导致恢复缓慢。此后，武警四川
总队医院的医生每年都会上门对赖元
平进行复检。

这是驻川部队医院发挥自身医疗
资源优势、开展健康帮扶工作的一个缩
影。在灾后恢复重建过程中，武警四川

总队医院每年坚持开展以持续推进震
区卫生事业、持续开展心理干预、持续
跟踪重症伤员康复为主要内容的“大爱
在延伸”活动，为震区群众身心健康提
供可靠保障。

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成都总医院针
对当地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先心病易发
高发的特点，积极探索军地联合救助新
模式，免费筛查疑似先心病患儿 3000余
例，实施手术 1400余例。
“解放军叔叔好，我是晓坝镇小

学四年级一班的陈艳。地震夺走了
我父母的生命，这 10 年，你们成了我
最亲最爱的人……”近日，第 77 集团
军某旅官兵收到 24 封震区学生寄来
的感谢信，这是全旅官兵 10 年来把驻
地当家乡、把震区群众当亲人的生动
见证。

自 2008 年至今，该旅先后经历 2
次整编重组、1 次移防转隶，但无论
编制怎么调整、驻地如何变化，该旅
官兵坚持开展共育共建、助学帮困活
动不断线，累计帮助 127 名贫困学生
完成学业。
“感谢亲人解放军！”“震区人民不

会忘记你们！”在汶川特大地震纪念
馆，一行行标语、一封封感谢信，诉说
着巴山蜀水永远铭记子弟兵的恩情。
人民子弟兵牵挂震区群众的冷暖，也
得到震区群众发自肺腑的拥护和支
持。四川省青年应征入伍的热情近年
来持续高涨，兵员质量显著提升。去
年征兵报名人数近 30 万人，新兵中近
一半是大学生。当年取名“军生”“爱
军”的娃娃们在慢慢长大，他们将续写
军队与人民的鱼水深情。

军旗高扬，誓让巴山蜀水展新颜
——驻川部队积极投身汶川特大地震灾区恢复重建纪事

■本报记者 宫玉聪 侯 磊 特约记者 孙绍建

“等杏子熟了，你们一定要来尝尝！”
5月 1日，新疆阿克陶县阿克陶镇其克尔
铁热克村村委会前，村民们与前来走访
慰问的新疆军区机关干部依依不舍。村
民司马义·塔西拜克一边往军区群联处
处长许峰的手里塞煮鸡蛋，一边热情地
邀请他下次再来。

同干农家活、同吃农家饭、同睡农家
炕、同照全家福、同升一面旗……今年
“五一”小长假期间，新疆军区组织 40余
名机关处以上领导干部，分批从千里之
外的乌鲁木齐，奔赴和田、喀什、克孜勒
苏和阿克苏四地州的 6个偏远乡村开展
走访活动。

4月 29日一早，和田县罕艾日克镇
巴拉马斯村村民阿不都·热合曼就站在
家门口张望，焦急等待着军区参谋部直
工处处长田兴锋的到来。

2016 年，时任驻地某部政委的田
兴锋与阿不都一家结为亲戚，在走访
帮扶中，田兴锋了解到阿不都会装修
手艺，就主动帮他联系工作。去年，凭

借手艺阿不都挣了两万多元，一家人
高高兴兴住进了新的安居房。今年年
初，田兴锋到军区机关任职后，没有忘
记这门亲戚，前不久还托人买东西送
到阿不都家里。
“解放军官兵，亚克西！”疏勒县塔孜

洪乡台吐尔村的阿巴拜科日·吾拉伊木
一见到军区参谋部动员处处长蔡绪俊，
就紧紧拉住他的手，久久不愿松开。
2016 年，蔡绪俊刚与他家认亲戚时，阿
巴拜科日还有点儿担心，怕结亲不长
久。没想到的是，两年来蔡绪俊不仅经
常打来电话关心一家人的生活，还多次
利用假期到家中看望。

在疏勒县塔孜洪乡台吐尔村，军区
政治工作部办公室主任豆恩社与村民热
合曼·艾山尽管是第一次见面，却像老朋
友一样聊得格外开心。

豆恩社是接替上一任主任宗建明与
热合曼结为亲戚的，去年宗建明工作调
整时，将热合曼的家庭情况与豆恩社进
行了交接。今年春节前，豆恩社给素未

谋面的热合曼一家捎去了面粉、食用油
和学习用品。这次，他又带来了急需的
帮扶物资。热合曼激动地说：“有了‘兵
亲戚’的真情关怀，家里的生活条件越来
越好了，等有机会一定要到咱‘兵亲戚’
家串串门。”

军区政治工作部兵员和文职人员处
处长王宾的结亲对象叫木合塔尔·玉麦
尔，是阿克陶县阿克陶镇其克尔铁热克
村的村民，由于文化水平不高，一家人主
要靠种植和养殖为生。今年，王宾积极
协调有关部门为木合塔尔家新建了羊
圈，还送去了 16只羊。这次，王宾专门
带来了《“红色基因代代传”双语连环
画》，耐心细致地教他们学习汉语，令木
合塔尔一家人感动不已。

军民团结一家亲，天山南北情谊
浓。新疆军区领导介绍，从 2016 年
开始，新疆军区按照自治区党委统一
部署，组织 4000 余名团以上干部与
驻地各族群众结对认亲，开展“民族
团结一家亲”活动，积极帮助群众解
决子女入学、看病就医、培训就业等
实际困难，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党和军
队的温暖，受到驻地各族群众的广泛
赞誉。

天山南北情谊浓
■本报特约记者 许必成 通讯员 郭发海 张 虎

■李克强当地时间 9日在东京同日本
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谈时强调，努力实现
中日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会谈后，双
方共同会见记者

■李克强当地时间10日在东京会见日
本众议长大岛理森

■李克强当地时间10日在东京会见日
本参议长伊达忠一

■李克强当地时间10日在东京会见日
本天皇明仁

■李克强当地时间10日在东京与日本
首相安倍晋三共同参观“让文物活起来——
故宫文创展”

■李克强当地时间10日在东京会见参与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约进程的日方代表人士

■李克强日前就加强品牌建设作出重
要批示强调，瞄准人民群众的新需要和不
断升级的市场需求，着力增品种提品质创
品牌 （均据新华社）

在福州闽江畔，一幅革命浮雕颇为
抢眼，上面刻画着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
运动领袖王荷波开展工人运动的事迹，
一股信念感“穿透”黄岗岩扑面而来。
“他是一个信念极其坚定的人。革

命早期，事业能不能成功，完全是一个
未知数。很多人因为害怕、犹豫走向了
歧路，而他则到临牺牲的那一刻依然十
分坚定，并留下遗嘱‘希望党组织教育
我的子孙不要走与我相反的道路’。”王
荷波的侄孙王飞说。

在众多为国捐躯的革命英烈中，王
荷波的名字也许鲜为人知。然而，这位
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早期

领导人之一，他的人生经历、他对中国
革命的贡献、他“品重柱石”的共产党员
本色却永垂青史。

王荷波，原名王灼华，1882年出生
于福州。1916 年，王荷波考入津浦铁
路南段的浦镇机厂。1922 年 6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不久，浦口党小组成立，
王荷波是负责人之一。在他的组织领
导下，很快成立了浦口铁路工会。王荷
波严以律己，公私分明，从不乱花大伙
一文钱，深得工人群众的信赖。在他
40岁生日时，工友们送他一块大红绸，
上面写有“品重柱石”四个大字。

1923年 1月底，王荷波代表津浦路
铁路总工会筹备组到郑州出席京汉铁
路总工会成立大会，随后又组织津浦路
沿线工人举行罢工，有力地支援了京汉
铁路工人的二七大罢工。

1923年6月，王荷波赴广州出席党的
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执行
委员。9月，王荷波被增补为中央局委员。

1925年 1月，王荷波在上海参加了
党的四大，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同年 2月，王荷波当选为中华全国铁路
总工会委员长；5月，当选为中华全国
总工会执行委员。

1926 年 2月主持召开了全国铁路
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5月出席第
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继续被选为中华全
国总工会执行委员。

1927 年 3月，王荷波与周恩来、罗
亦农等一道组织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
次武装起义。5月，党的五大在党的历
史上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
会，王荷波当选为首任主席。

1927 年八七会议上，王荷波当选
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并担任北方局书

记。会后，被派往北京领导北方党的工
作，他拟定了工人武装起义计划，秘密
建立北京总工会，发展会员。由于叛徒
出卖，王荷波于10月 18日被捕。

1927年 11月 11日，王荷波被军阀
张作霖下令枪杀，壮烈牺牲，时年45岁。

如今，王荷波离我们而去已有 91
年，但他的精神仍然在鼓舞着后来者。
2017年，话剧《王荷波》在多地上演，该
剧编剧赵瑞泰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
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王荷波是
后一种人。”

剧终时，“王荷波”深情地嘱托道：
“再见了，我的亲人们；永别了，我的同
志们！当你们以后过上了我们曾经奋
斗追求的幸福日子，要珍惜啊！”台下，
一位年轻党员热泪盈眶：“王荷波为了
信仰不惜牺牲一切，时代在发展，现在
生活好过了，但初心不能忘。”

（新华社记者 刘 娟）
左上图：王荷波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品重柱石”王荷波

新华社深圳5月10日电 （记者
史竞男）5月 10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座谈会在深圳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
话，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
坚定文化自信，担当责任使命，锐意改
革创新，推动新时代文化改革发展开创
新局面。

黄坤明指出，文化自信是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标
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自信的重
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历史传承和文化基因，阐明了坚定文
化自信对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意义，集中体现了当
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观、文明观，是
指导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科学
认识论和方法论。

黄坤明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目标导
向、问题导向、实践导向相统一，坚持战
略规划、协同推进、重点突破相结合，着
力推动文化体制机制创新完善，着力促
进文化事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着力激发
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切实增强人民文化
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高中华文化国际
影响力，以文化体制改革的新气象新作
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会前，黄坤明还考察了第十四届中
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

黄坤明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座谈会上强调

以坚定的文化自信推动新时代
文 化 改 革 发 展 开 创 新 局 面

蜜5月9日，德令哈现代有轨电车
项目首列车在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

股份有限公司下线，预计今年年内投

入运营，将成为首列开进青藏高原的

现代有轨电车，也将是世界上运营海

拔最高的有轨电车。 新华社发

本 报 讯 尹 闻 博 、 张 厚 政 报
道：近日，空降兵某航运旅修理厂
厂长田晓虎又一次来到驻地流动献
血站，无偿献血 400 毫升。“我是一
名军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
的职责所在。”8000 多毫升血，接近
一个青壮年全身血量的两倍，这是
田晓虎 19 年来无偿献血的总量，而
且是稀有的 RH 阴性血。他一次次
无偿献血，为需要帮助的人送去生
的希望，展现了一名军人的担当与
大爱。

1999年春天，还是新兵的田晓虎
在一次无偿献血中，得知自己的血型
是稀有的 RH阴性，也就是大家常说
的“熊猫血”。于是他当即在血站登记
了个人信息，成为一名为危重紧急病
人献血的志愿者。此后每年，田晓虎
都会在身体状况良好时到驻地血站进
行无偿献血。自 2003年拥有第一部个

人手机以来，他从不轻易关机，也不
更换手机号，“就怕有人求助，不能及
时赶到”。

2012 年 7月的一天，田晓虎接到
驻地血站的电话，一名女大学生不
幸遭遇车祸，手术中急需 RH 阴性
血。挂断电话后，他直奔医院。由
于输血及时，女大学生的手术十分
成功。

19年来，田晓虎多次被评为驻地
“无偿献血先进个人”，还获得过全国
无偿献血奉献奖。
“献血看似是小事，却教会了我更

加认真对待工作生活中的每一件事。”
自入伍以来，田晓虎在工作中爱岗敬
业、认真负责，始终奋战在飞行保障
一线，累计检查飞机上千架次，发现
排除各类故障 500多起，5次荣立三等
功，多次被评为优秀基层干部、优秀
共产党员。

空降兵某旅干部田晓虎19年无偿献血——

8000毫升“熊猫血”彰显军人大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