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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天地

平均海拔 4500 米的藏北阿里高原，被称为“世
界屋脊的屋脊”。每年近 8 个月的冰冻期，使之成为

“生命禁区”。在阿里守防官兵的心中，有这样一个
人，他就像“雪域牦牛”那样默默守护着官兵的安
危。他就是阿里军分区保障部部长钱有武。

“在这里快乐守边，多亏我们的好部长，”山岗边
防连战士马勇说。吃新鲜蔬菜，对阿里官兵来说曾是
奢侈的事情。漫长的大雪封山期，让很多边防连成为

“孤岛”。“当我看到跟自己儿子年纪相当的战士们脸
色不好、指甲凹陷时，我心里真是难受！我没有能力
改变阿里恶劣的自然环境，但可以尽我所能改善部队
的生活条件，让高原官兵戍边守防有个好体魄。”钱
有武说。

2008 年，钱有武走马上任军分区保障部部长，
第一个“惠兵计划”就是要在“世界屋脊”上打破阿
里种不出新鲜蔬菜的梦魇。草都不长的地方，种菜之
难可想而知。平整土地修建大棚，选种育苗浇水施
肥，查找资料请教专家，经过 4 个多月反复试验，当
第一茬小油菜冒出地面时，钱有武高兴得像个孩子。

近 4年来，军分区共为边防一线连队修建温室 25
座，年产各类蔬菜 4 万多公斤。如今，守防官兵四季
都能吃上自产的新鲜蔬菜。

过去，典角前哨班生活保障条件差，官兵每月换
防回连队才能洗上澡。战士雷田对前来蹲点的钱有武
说，“巡逻回来能洗上热水澡，然后美美地睡一觉，
那就是神仙过的日子了”。看着官兵灰头土脸的样
子，钱有武心里很不是滋味。在新营房建设之初，他
把浴室和热水问题摆在优先位置考虑。现在，巡逻归
来的官兵，已可以先躺在床上吸上半个小时氧，然后
再冲个热水澡，长途跋涉的疲惫得到了缓解。

钱 有 武 说 ，“ 边 防 哨 卡 是 领 导 干 部 的 另 一 个
‘家’，基层官兵就是家里的亲人。只要家中有难，哪
怕山高路险，哪怕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2009 年 8 月，新藏线噶尔公涧沟路段多处被山
洪冲垮，无法通行。上级要求迅速改道，打通补给
线，钱有武主动请缨带队勘察路线。在翻越一处崖壁
时，马失前蹄，他连人带马掉到河里，一下被洪水冲
出好远，幸亏抓住官兵扔过来的背包带才躲过一劫。

今年 4 月 16 日，一项重大保障任务紧急下达：
上级命令修建某执勤哨所板房和进出道路。钱有武连
夜组织人员赶赴现场，制订施工方案，并根据执勤需
要将原定的 60 平方米调整为 126 平方米，同时配套
设置了太阳能、程控电话、网络和简易工事。他带领
官兵 48 小时内就完成了板房搭建，5 天内修通了 4.5
公里的进出道路，开挖堑壕 500 米，铺埋通信光缆
11.5公里，完善了用水、用油、用电，以及战备、学
习和生活等设施，提前 3 天完成了建设任务，啃下了
这个“硬骨头”。

近几年，随着边防建设投入不断加大，每年资金
流量都以亿元计，找部队要工程的、推销建材的人多
起来了。2008 年 12 月，钱有武担任保障部长后，第
一件事就是修改完善军分区 《联审会签实施细则》、

《预算外经费管理规定》 等 13 项制度规定，每一项都
是对他这个部长权力的分解和限制。他说，“阿里的
保障工作，保的是国家领土完整，保的是官兵生命健
康，每一分钱都要花得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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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解放军后勤学院“名师讲坛”如

期举办，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孟祥青的

报告引人入胜。“有听头，耐琢磨，特解渴！”会后

大家这样评价。

孟祥青，作为国防大学的杰出中青年专家

和学科学术带头人，两次获得全军院校育才奖

银奖，连续13年获得学校“优质大课奖”，主编或

合作出版学术著作50余部，成功入选全国干部

教育培训专家师资库⋯⋯。他是众人眼中炙手

可热的明星教授，而他却称自己只是一名“忧对

天下的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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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曙光，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研究员，一个嗅着战

场硝烟寻求科研之道，为官兵锻造生命盾牌的卫勤装备科研专家。他研制出

的系列扫雷防护装具，被联合国列装维和部队；他研发的系列装甲救护车，填

补了复杂地理环境下多样化军事任务野外救生空白。

国防聚焦

上海宝山某训练场，一场以执勤、处突维稳、反恐

突击、抢险救援和应急保障为主要内容的“五种力量”

能力建设汇报演示日前在这里举行。图为武警上海

总队战士正在进行格斗技术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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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安徽武警总队安庆市支队日前开展以
“忠心献给党、热心献给部队、孝心献给父母、爱心献给
战友、信心留给自己”为主要内容的“五心”教育，收到
了积极效果。该支队在政工网开辟“五心直播”专栏，
刊载官兵“忠诚奉献、感恩奋进”的动人故事；开展“读
书每日格言”活动，每天由战士轮流公示自己崇信的格
言警句，实现官兵共育共享；开展“践行‘五心’要求、争
当合格卫士”活动，组织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营造学
习典型、弘扬先进的良好氛围；采取“床头贴士”、“橱窗
挂星”等办法，分“忠诚之星、奉献之星、尽责之星、友爱
之星、感恩之星”5 个类别，开展“亮牌示范”活动，营造
了学有榜样、赶有目标的生动局面。

（刘斌 李阳）

“五心”教育提升官兵素质

“学生都是军地高级干部。如果说每个人都是
一本有内涵的‘书’，那么孟教授就是要让自己成
为更厚的‘书’。”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主任肖天
亮说。

为此，孟祥青广泛涉猎数千本各学科书籍，
精雕细琢课程教案，记下上百万字的读书笔记；
引入战略理论体系展开学术研究，积极创新学科
思维方法；苦练授课两三个小时不用讲稿的硬功
夫，坚持睡前读书研习⋯⋯

“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全心投入和精心施教，使
高中级干部学员视野更开阔、思虑更高远、决策更
科学。”孟祥青说。

他力求每堂课都有最新的学术观点支撑，有古
今中外史料的汇集，有打动自己也有打动别人的共
鸣点；不仅要有现实的维度，还要有历史的厚度；
不仅要讲热点，还要谈政策；不仅要解读国际形
势，还要紧贴我军实际。

2008 年，孟祥青受命成为中央军委军事理论
学习讲座第四讲 《非战争军事行动特点规律研
究》 的主讲人。他走访了 10 多家研究机构，做了
数万字笔记，收集了数十万字资料。这次授课新
颖独到、讲解入木三分，军委领导高度认可。

5 年来，他几乎承担了学校所有重要班次的
大课讲授任务，所开设的 《中东北非剧变及思
考》、《钓鱼岛争端走势及思考》 等 10 多门课程均
成为精品课、主干课，他还先后为全国人大外委
会、外交部、部队等单位授课数百次。

为教之道为教之道

“一个教员，做点学问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在学术的
道路上不畏艰险、不断攀登。”孟祥青说。

2004 年初，指挥员班的一名学员问孟祥青，“当前在学
术界有一个普遍的认识：非传统安全问题应主要采用非传
统手段来解决。那么，军事斗争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究竟
如何？”

很快，他便以《军事斗争手段在非传统安全中的地位和
作用研究》为题，申请了年度课题，提出了“要把军事斗争作
为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必要手段”的观点，阐述了军事手
段运用的特殊性原则和策略，获学校“十大创新观点奖”。

“他的科研课题基本都在围绕国家安全战略展开，战
略性和政策性强，层次高，涉及面广。”国防大学政治部主

任吴杰明评价说。
“中国威胁论”在西方具有一定市场。孟祥青从上世

纪 90 年代就开始关注并深入研究这一问题，收集整理了大
量国内外资料。

他认为，反驳“中国威胁论”既要揭露少数国家的“居
心叵测”，做好发展中国家的“释疑解惑”工作，又要承认并
改革我们发展中的一些弊端，探索出新的发展模式。

随后，他撰写的《中国发展让世界放心》、《中国国际角
色完成历史性转变》等文章陆续问世。文中提出的“和谐、
绿色的发展之路”等观点，有力回击了“中国威胁论”。

多年来，孟祥青坚持每天早晨上网浏览和梳理重大事
件，跟踪最新研究成果，用卡片记录体会和感悟，定期到北
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院校听课，虚心向身边同志请教，
定期深入部队一线。

10 年来，他独立或者参与完成课题 70 多项，独立或合
作撰写的政策咨询报告中有 10 多份获得上级批示。

一路求索

2011 年 8 月，我国发布《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孟
祥青被指定为军方解读白皮书的唯一专家。2011 年底，在
布鲁塞尔举办的“中欧论坛”上，他发表了有关“中国和平
发展战略与中国国防现代化”的演讲和公开辩论，向世界
说明我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倡导
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赢得我驻欧盟使团的
高度评价。

有了厚实的积累，孟祥青把自己的讲台拓展到了一座座军
营、党政机关、院校和研究机构。他的研究成果，通过报纸、电
台、电视台和网络，传播给了千百万关注国防的人们。

“备战才能止战，重战才能国安。”孟祥青说，“培育与中
国梦和强军梦相适应的全民国防观念，做一名报国忧天下的
军人，是荣誉责任，更是使命担当！”

“和平并不等于安全，发展也蕴含着风险；不仅要居安思危，
还要居危思危⋯⋯”，孟祥青的讲演总是紧扣时事，在许多敏感
问题上，其看法总是有着常人难以下探的深度。

“我的目的是让大家感觉到，在改革开放的和平年代，威胁
和挑战仍然不少且复杂多元，战争离我们其实很近。”孟祥
青说。

作为军内的战略研究专家，通过公共媒体，孟祥青拥
有大量“粉丝”。特别是在涉及大国关系、地区热点、周边冲
突等重大问题时，他都能准确把握方针政策，引导公众瞭望
万象云吞的世界，观察风云际会的军情，唤起人们对国家安
全的认知。

居危思危

从参军入伍在研究所当战士实验员，到
被保送南京理工大学学习武器装备设计，再
到第三军医大学野战外科研究所从事卫勤
装备科研，身材高大的李曙光不断坚定着自
己的信念：“军人不是个个都上战场，但不论
干什么都是为了战场，科研能出战斗力！”

2001 年 8 月，陆海空协同演习在某海
域展开。在向岸边推进的装甲集群中，两辆
红十字装甲救护车分外抢眼。参演官兵说，

“有两栖装甲救护车伴随我们冲锋陷阵，心
里踏实多了！”

我军作战部队装备序列中第一次出现
的装甲救护车，是李曙光带领团队攻关的杰
作。2001 年 5 月，李曙光突然接到“3 个月内

研制出某型装甲救护车参加重大演习”的命
令。3 个月就要搞出装甲救护装备，大家闻
讯有些发懵。李曙光说，“军事医学科研关系
千千万万战士的生命，军令如山，容不得犹
豫退缩”。下部队调研，战士们一番话更让他
坚定了决心。“李教授，我们打仗不怕死，但
受了伤得不到及时救治，那滋味肯定非常痛
苦。”他发誓，一定要研制出无论在什么环境
下都能上得去、救得下的装甲救护装备，为
官兵锻造生命盾牌。

要把冲锋陷阵斩关夺隘的装甲车改造成
拯救生命的救护车，涉及几十个学科、上万个
元器件，让加装的诊治救护设备与其他功能
设备兼容，使它有足够的舒适度保证伤员在

运送中不受新的创伤，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李曙光带领团队把行军床搬到实验室

和工厂车间，不分昼夜逐一攻克装甲车内嘈
杂、温度高、烟雾大、震动强烈，以及伤员上
下车困难、体位固定等难题。3 个月后，装甲
救护车在陆海空协同登陆演习中精彩亮相。

喝彩声中，李曙光带领科研团队再接再
厉，紧密结合军队装备发展和任务特点，不
断优化救护舱布局，进行隔音降噪、照明、温
度控制、供氧、电磁兼容改造，大幅提升伤员
救治微环境质量。他们成功研制了轮式、履
带系列装甲救护车，满足部队在高原、高寒、
湿热、沙漠、山岳丛林等多种环境下的伴随
救护任务。总后勤部组织专家评审认为，系
列装甲救护车救护能力、人机环境设计、舱
室微环境质量和伤员运载量等综合技术指
标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其实，李曙光的成名之作是系列扫雷防
护装具。上世纪末，中国政府在云南边境进
行第二次大扫雷，上级把解决排雷防护装备
的重担压在了李曙光肩上。

当时，在 1000余公里边防线上，地雷密
度达每平方公里 3600 枚。李曙光在进行地
雷伤情调查时了解到,当时扫雷部队的防护
装具相当简单，衣服里绑块钢板，防护鞋是
又长又宽的气囊，根本保证不了扫雷官兵的
生命安全。

一双小小防雷靴，涉及生物医学、力学、
材料学、结构学等多门学科。“我们研制的扫
雷防护装具，既要能保士兵生命，又要能防
致残，否则会给战士留下一生的伤痛。”为掌
握准确数据，李曙光在雷场上进行了几百次
实爆试验。28 天后，随着地雷爆炸后硝烟散
尽，“穿”在鞋里的动物肢体安然无恙，世界
上第一双能完全防护地雷的靴子诞生了！

在扫雷防护装具配装部队后的第一次
扫雷中，李曙光站在队前大吼一声，“兄弟
们，今天的雷场我先上！”

从防护 TNT 当量 50 克到 210 克的地
雷毁伤，李曙光研制出的系列扫雷防护装具
达到了世界最高级别，被联合国指定为维和
装备，配装了 26个国家的扫雷维和部队。

初秋清晨，粤澳边界的海平面一片静
谧，广东珠海边防支队 4 名官兵已驾驶快
艇，乘着粼粼波光，为等待投入施工作业
的港珠澳大桥工人们送去刚办好的出海作
业证。

自港珠澳大桥获国务院批准开建 3 年
多来，大桥建设始终保持高速稳健的步
伐，而这离不开珠海边防支队所开辟的海
上作业“绿色通道”和警务前移服务。

全长 49.968 公里的港珠澳大桥，施工
难度堪称世界之最，自动工以来，已有超
过 200 多家公司企业及 2 万多施工人员参
与工程建设，由于人员密集、流动性强，
该支队在有效跟进边防管理的前提下，探
索出台 《港珠澳大桥临时出海作业证》新型
管理模式，相应建立了“点对点”办证服务
机制、“开放式”进出港申报机制、“无障
碍”海上通行作业机制等“绿色通道”服

务，着力保障港珠澳大桥建设。
以前在海上作业，每季度一换的 《临

时出海船民证》 是施工方头痛的问题。2万
多人的施工队伍，平均每天有 230 人需要
换证。

施工方的队长丁必忠说，过去办证都
得自己乘船上下岛到市区来回跑，来来回
回最快也得 7天。

2010 年初，该支队先后建立起与中铁
大桥局、中交一航局等主体工程承建单位
之间的“点对点”办证联络机制，以统一

搜集、“一站式”办理、主动送上门等服务
大大缩短了工人们的办证周期。

支队长姚文红介绍说，开放式进出港
申报机制和“无障碍”海上通行作业机制
是另外两项便利措施。过去，船只欲进珠
海必须逐一申报审批。如今，未到工地，
珠海“大门”便已敞开，这些施工船无需
大费周折逐级申报，只需主体承建单位提
前通过传真、网络等形式进行船只及人员
登记备案，即可快速投入施工建设，更缓
解了海上交通拥堵的现象。

截至目前，进出港登记备案的施工船
只达 55.8万艘次，人员超过 122.9万人次。

今年以来，港珠澳大桥多项工程顺利
完工，在净化海上施工作业环境和保障施
工人员安全的工作中，珠海边防支队展开
警务前移服务，启动警民联防、零距离接
处警机制，治安管控覆盖整个工地，同时
加大了边防巡逻艇的海上巡逻密度。支队
政委钟振儒说，“经济发展到哪儿，我们的服
务就跟进到哪儿，为地方发展保驾护航是我
们的光荣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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