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赵朝文

2018 年 1 月 7 日

星期日

要 闻

备战踏上新起点，练兵展现新气象
2018 中国军队新年开训全景大扫描

新华社记者

这是载入史册的历史瞬间———
新年伊始，习近平主席一身戎装亮相沙场，

首次向全军发布开训动员训令。
这是面向未来的崭新起点———
全军官兵闻令而动、厉兵秣马，踏上新时代

强军兴训、练兵备战新征程。
这是正在书写的时代答卷———
从北疆边陲到南海之滨，从东海海域到雪

域高原，全军 4000多个训练场同时开训，一派
生龙活虎、热火朝天的宏阔图景。

新华社记者兵分多路，走进训练一线，全方
位、近距离感受全军将士不辱使命担当、聚力备
战打仗的崭新气象。

陆军：新型力量唱主角，真打

实抗战沙场

地面马达轰鸣、冰雪翻飞，空中铁翼飞旋、
迂回进击……

3 日上午，开训动员一结束，一场合成营战
术对抗演练就在林海雪原深处打响。

开训不预热，开场即战斗。连续 15 年参加
开训的坦克特级驾驶员徐吉强说：“开训当天就
与陆航部队协同联训，这在过去不可想象！陆军
训练正在由平面作战走向立体攻防！”

新年开训，陆军部队官兵顶风冒雪，进战
位、入沙场，迅速掀起实战练兵新热潮。陆航、空
中突击、特种作战等新型作战力量和远火、合
成、防空等兵种专业力量，以冲锋姿态全面磨砺
能打胜仗的精兵劲旅———

西北大漠，冻云密布。西部战区陆军组织一
列列信息化铁甲战车奔赴风雪弥漫的戈壁旷
野，全面检验部队战备水平和应急应战能
力……

江南水乡，雾锁林岗。陆军第 72集团军某
合成旅冒雨组织 20 公里战斗拉练，兵行一路，
“仗”打一路，染毒区域封阻、空中火力打击、野
外伤员救治等 10多个险情难情环环相扣……

中原大地，寒风凛冽。陆军某空中突击旅组
织新型战鹰编队高翔，空中突防、机降突击、搜
索营救、极限飞行等险难课目轮番上阵，树立起
“开训即严”的鲜明导向……

海军：两栖演练向大海，“生死

搏杀”在远洋

南海之滨，云飞浪卷。新型战舰，昂然列阵；
装甲战车，蓄势待发。

“防空兵群实施联合空情预警，防范敌机突
袭”“炮兵群运用远程火力摧毁岸滩火力
点”……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一场实战化背景下
的联合装载登陆兵力、紧急开离码头、联合防空
反导演练拉开序幕。

直升机快速升空警戒，装甲车辆快速沿海
机动，防空分队抢占有利阵地，陆战步兵快速向
装载码头隐蔽集结……

当最后一辆两栖装甲车驶进井冈山舰庞大
的舰舱，所有战斗车辆完成浮渡装载用时，比以
往快了近三分之一。

与此同时，东海舰队某潜艇支队一艘全训
潜艇与一艘舰艇正在进行新年度首航对抗训
练———

时间和海域预先设定，以往“背靠背”的自
由对抗变成“面对面”的生死搏杀，浓烈的“战味
儿”扑面而来。

“报告艇长，方位 XX，发现噪音！”声呐技
师宋平急速报告。艇长黄东海紧急下达指令，数
十个战位闻令而动、待令打击。

“X 管，X 雷发射！”“航向 XX，深度 XX
米，速度 X 节……”黄东海下达发射指令同时
下达了防御口令，“因为鱼雷攻击意味着暴露了
潜艇自身！”

大洋深处，一场激烈的“生死搏杀”搏杀全
面展开……

空军：开飞就上高难度，自由

空战练对抗

华北某机场，寒风凛冽。数十架战机蓄势待
战，一场空战对抗、对地实弹突击的基地开训演
练拉开帷幕。

启动、滑跑、加速……担负红蓝双方不同训
练任务的歼-11B 战机直刺苍穹。

跟踪、咬尾、锁定、摆脱…… 2架歼-11B 展
开一对一自由空战，双方从中距打到近距，杀得
难解难分。

东北某机场，战鹰轰鸣、车流穿梭……北部
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正在进行开飞训练。

10 余架国产某新型战机齐装满挂同时启
动。在旅指挥员带领下，飞行员们驾驶战机开始
了陌生条件下大机群、长航程、高难度的机动转
场飞行。

这次飞行，机群将在规定时间内飞越数千
公里到达指定机场，期间要飞越海洋、高原、沙
漠、草原等不同气候环境，对装备和人员都是一
次综合检验。

“升空就是作战、起飞就是迎敌。”带队飞
行的副旅长杨军琪说，作为人民空军首批组
建、首支参战、首获战功的航空兵部队，我们
要一切按照打仗标准，怎么快怎么好就怎么
来。

火箭军：千里布阵砺精兵，神

剑引弓射天狼

南国腹地，长剑昂首。
“号手就位！”火箭军“常规导弹第一旅”官

兵兵分多路，奔向战位。
战车轰鸣、硝烟弥漫。指挥作业车内，作训

参谋梅旭通过荧屏上数十个监控画面，察看
各点位场实时训练情况。

发射阵地，10 余个发射单元紧锣密鼓展
开操作。“起竖导弹！”“起竖导弹！”……在此
起彼伏的口令声中，导弹相继竖起。

去年亲手将该旅第 200发导弹送上蓝天
的指挥长莫徐建说，以前同时下口令让导弹
整齐划一起竖的“假把式”，早已被赶出了训
练场。

西北大漠，冰天雪地。火箭军某导弹旅数
个发射分队驾车仗剑而动，在相距千里的多
个演兵场上摆兵布阵，异地同令展开实战化
训练。

迷彩网掩映之下的指挥所里，指挥员的
一道道指令传输到各个导弹阵地。旅长徐东
峰通过指挥系统精确掌控千里“战场”。

时刻箭在弦上、常态枕戈待旦。在习近平
强军思想指引下，火箭军官兵按照“核常兼
备、全域慑战”的战略要求和“随时能战、准时
发射、有效毁伤”核心标准要求，加快提升战
略能力，不断谱写崭新篇章。

战略支援部队：复杂环境保

畅通，无形战场砺锋芒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
誓……”

3 日上午，战略支援部队某基地 360
余名官兵代表在鲜红的军旗面前庄严宣
誓。

“×××重大任务实战化训练开始！”指挥
所内，键盘声声，荧屏闪烁，各种数据、画面不
停刷新，置身其中，仿佛进入了一场无形的
“战场”厮杀。

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新型作战力量、我
军新质作战能力的重要增长点，实战化训练
和实战任务高度一致，是战略支援部队训练
的一大特点。

连续执行重大任务的系统工程师盛午刚
介绍，为提升岗位人员应急处置能力，演训任
务专门增加故障演练环节，旨在考验各系统
应对最恶劣、最极端突发情况的能力。

战略支援部队某基地领导说：“作为一
支新型作战力量，只有在训练中坚持‘标准
高于实战、要求严于实战’，早一天形成实战
能力，才会在应对现实威胁上多一分主动。”

武警部队：谋战务战拉满弓，

反恐处突斗志昂

“课目：实战化应急训练，内容：野营大拉
练、反恐专业和应急救援训练……”

1 月的新疆，天寒地冻，大雪纷飞。随着
武警新疆总队司令员周建国一声令下，近万
名官兵一路破冰碾雪，直赴茫茫雪野、大漠戈
壁、高山峡谷等复杂地域。

为期 5 天 4 夜的野营拉练，全程融入战
术背景，穿插进行强行军、急行军和夜间行
军，重点完成反劫持、山地搜剿、端“黑窝子”
等 5 类重难险课题训练。

3 日上午，武警江西总队前指带机动支
队一千余人，以处置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和反
恐战斗为背景，从南昌某基地往上饶市方向
摩托化机动。

总队司令员龚明洪说：“当前部队新体
制、新编制已经运行，对备战打仗、谋战务战
的要求更高，必须一开始就拉满弓、一起步就
迈大步。”

南国密林，郁郁葱葱。武警广西总队正在
组织首长机关率直属分队野营拉练。从紧急
出动、机动集结、战斗准备到战斗实施，刚下
队数百名新兵紧跟老兵步伐，没有一人叫苦、
一人掉队。

五大战区：战字当头谋联合，

攥指练强“中军帐”

席位就是战位，值班就是战斗。在东部战
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身穿陆军、海军、空军、
火箭军各色迷彩服的值班人员，坐镇“中军
帐”，共同研判情况、筹划决策……

中心指挥员助理史伟东说：“联指中心每
周下发训练计划，组织值班人员依托值班席
位开展岗位练兵，掌握各类规定和处置流程，
提升联合指挥和情况处置能力。”

3 日上午，一场高原联合作战指挥演练
在西部战区联指中心打响——— 陆地、空中、常
导等席位根据作战态势深入分析研判敌情、
提出决心建议，情报、网电、后装等席位围绕
作战进程适时提供精准数据保障，地面装甲
群、空中突击群、特种作战群等作战力量依令
推进部署……

“千军万马看指挥。”西部战区联合参谋
部参谋张庆丰说，作为第一代战区人，我们
必须专心谋战、研战、练战，切实把战区履行
主战主责、联战联胜重大问题搞清、搞深、搞
透。

南部战区、北部战区、中部战区，各战区
联指中心值班领导每日随机抽查多支部队战
备值班情况，无不枕戈待旦，随时准备闻令出
征！

“宜将剑戟多砥砺，不教神州起烽烟。”走
进新时代的中国军队，正以昂扬的战斗姿态，
全面加强实战化军事训练，全面提高打赢能
力，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
务！ 新华社北京 1 月 6 日电

新华社济南 1 月 6 日电(记
者陈国峰、袁军宝)60 年，时光足
以在一个人的脸上刻下苍老印
迹，却在原本一片荒芜的原山播
下无限生机。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必须
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坐落于山东淄博城郊
的原山林场，在几代林场人的“绿
色接力”中，历经 60 载“点石成
金”：从森林覆盖率不足 2% 的石
头山，出落成漫山苍翠的林海；从
负债 4000多万元的“要饭林场”，
壮大为五大产业板块支撑的金山
银山。

“绿色接力”60 载

咬定生态发展路

在原山林场，新进职工的第
一堂课是学栽树，栽树这项基本
功已传承 60 年。自 1957 年建场
以来，原山林场咬定生态发展路，
积跬步以至千里，硬是将最初不
足 2 % 的森林覆盖率延展至
94 . 4%。

“百把镐头百张锨，一辆马车
屋漏天。”这是对原山林场创建之
初全部家当的真实写照。

“那时群山裸露、满目荒芜，
林场大部分是石灰岩山地，土层
薄、石头多，仅适合栽种柏树和槐
树。”今年 74 岁的段新安 18 岁就
到原山林场工作，“当时的生产条
件是，在石坡上凿坑种树、从悬崖
上取水滴灌。遇上干旱年份，职工
集体在陡峭的林坡上排成‘之’字
形，一百多号人手把手往山上传
水。”

时至今日，原山林场依然推
行“三三一”工作法：林场机关人
员三天办公、三天支援一线建设、
一天休息。这股干事创业的劲头
推动林场面积从原本一个小山
头，扩展到 6个营林区。

林场三分靠种，七分靠护。原
山林场副场长王延成说，为了防
止周边村民上坟引发火灾，逢年
过节林场全员上阵盯防火。

原山林场还组建了一支专业
防火队。隆冬时节，天未完全放
亮，消防队员就要背负 20多斤重
的风力灭火机，徒步 1 小时登山，
在指定地点打烧防火隔离带，20
年已累计打烧 1000多公里。

把林场当作“优质

生态产品”来经营

回眸原山林场的发展史，前
半程只有给荒山增绿添翠“一门
心思”，后半程则算起了闯市场与
保生态“两本账”。

王延成介绍，经过第一代林
场人 30 年如一日的石缝扎根、植
树播绿，到上世纪 80 年代末，荒山披上了绿装。不过山虽
然绿了，人却依然很穷。那时又赶上了“事改企”试点和森
林限伐政策。

财政断奶、限伐断粮的原山林场，开始到市场上找饭
吃。长期与树为伴的林场人先后上了奶牛场、冰糕厂、印
刷厂、陶瓷厂等项目，由于不懂市场多数做成了亏本的买
卖。到了 1996 年，原山林场背负 4000多万元债务，126
家债主轮番上门催债，连收 70多张法院传票。

“要把林场当作一种优质生态产品来经营。”林场人
开始重新审视眼前这片绿水青山，他们以超前的眼光，决
定发展森林旅游，开启了林业产业化之路。

1999 年，原山林场在山东省建立了第一家森林乐
园，恰逢当年国家假日旅游政策出台，原山抢得了先机，
当年即收回全部投入。山东省第一家鸟语林、第一家民俗
风情园、第一家山体滑草场……原山林场一鼓作气创造
了 6个“山东第一”，生态旅游品牌逐渐打响。

此后，苗圃、绿化公司、养老地产、酒厂……一项项由
森林资源催生的“林业经济”，带动原山林场驶入快速发
展轨道。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目前，原山林场已兴
起生态林业、生态旅游、旅游地产、文化产业和餐饮服务
业五大产业板块，成为固定资产 10 亿元、年收入过亿元
的现代企业集团。

谋求绿色产业蝶变升级

“十九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原山林场党委书记孙建博说，原山
林场也有个现代化目标。那就是到 2020 年基本实现林场
现代化，在生态林保护、民生建设、产业发展、文化引领等
方面寻求更大提升。

为积蓄发展后劲，原山林场正运作林业产业上市。他
们将下属的绿化公司与行业内一家上市公司融合，入股
而不持大股，借助后者资金、管理、经验等优势，推动园林
绿化业务向更高层次发展。原山的旅游板块要创 5A级
旅游景区，但硬件、管理都跟不上，也将借力上市公司走
融合发展的路子。

“下一步的业务拓展不会盲目铺摊子，而是市场需要
什么就干什么。”孙建博介绍，他们发现苗木研发有巨大
的市场潜力，于是与北京林业大学合作共建种苗花卉研
发中心，并与中国林科院合作建设院士工作站，联合攻关
苗木新品种。此外，原山林场通过租赁、购买周边村庄的
荒山坡地，打造了 2000 亩的林业科技示范园。

原山林场的绿色产业不断膨胀，开始“溢出”原山、走
向远方。这个在全国属“小字辈”的林场，却有打造百万亩
大型林场的雄心。原山只有区区 5 万亩，何谈上百万亩？孙
建博介绍，“走出林场办林场”，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场外造
林”。目前，他们已与山西省五台山林管局合作造林 10 万
亩。

“我们还将目光投向海外，依托苗木、绿化、防火方面
的优势，让林业产业走出国门，服务‘一带一路’沿线的生
态建设。”孙建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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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

新华社北京 1 月 5 日电(记者高敬)随着住
建部日前下发通知，今年 46个城市的生活垃圾
分类有望步入快车道。垃圾分类这个困扰人们
多年的难题如何解决？记者日前跟随中华环保
世纪行采访活动前往江苏、上海、浙江等地，看
看当地在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方面采取了哪些高
招。

积分制激励居民从源头分类

“社区最近开始推行‘绿色账户’，通过账户
积分鼓励大家对干垃圾、湿垃圾进行分类投
放。”上海市徐汇区梅陇三村小区居民周宝娣
说，拥有绿色账户的居民每次分类投放垃圾后
可以刷卡积分，再用积分去小区内的兑换点兑
换洗洁精等生活用品。

平时社区志愿者“绿主妇”团队会组织宣传
活动，告诉大家如何快速区分干、湿垃圾等垃圾
分类小知识。“大家发现垃圾分类能改善环境，
还能兑换奖品，操作起来也不麻烦，就有了积极
性和自觉性。”她说。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局长陆月星介
绍，上海按照干垃圾、湿垃圾、有害垃圾、可回
收物四类在小区和单位实施分类投放。截至
2017 年 10 月底，上海生活垃圾分类已经覆盖
500 万户家庭，其中“绿色账户”覆盖 400 万
户。

与上海、南京等对垃圾实行四分法不同，记
者在浙江金华厅上村看到，每家每户门口都摆
放着黄、绿两个垃圾桶。绿色垃圾桶用来扔树
枝、菜叶等会腐烂的垃圾；黄色垃圾桶用来装纸
类、玻璃等其他废物。

金华市政协主席陶诚华告诉记者，金华在
农村推行“二次四分法”——— 第一次由村民来
分，垃圾分成“会烂”和“不会烂”；第二次则由村
里的保洁员将“不会烂”的垃圾再分为可卖的、
有毒有害的，并将会烂的垃圾送去阳光堆肥房，
产生的有机肥很受农民欢迎。

他说，要从农村实际出发，让农民能够快速
掌握分类方法。目前，经过“二次四分”，能将垃
圾减量 80% 至 90%。

记者看到，当地村民的房前屋后种树栽
花，墙上绘着宣传垃圾分类的漫画，村容整洁
优美。不少村民说，以前村里垃圾遍地，蚊蝇
多，夏天都不敢开窗，推行垃圾分类后，垃圾不
落地，村里干净了不少，很多城里人也来村里
玩儿。

探索分类运输、分类处置

有人说“我分类了有什么用，反正也是混在
一车拉走”。针对这个问题，苏浙沪三地探索生
活垃圾分类运输、分类处置，破解“前端细分类、
后端一勺烩”难题。

南京市东城世家小区居民蒋女士告诉记
者，可回收物品，每周由一家环保企业在社区进
行回收。至于各家各户做饭的厨余垃圾，则每天
早晨由专门的垃圾运输车来收，居民正确投放
后可以获得积分。

江苏省住建厅副厅长宋如亚介绍，居民分
出来的可回收物，可以促进垃圾减量、资源增
量。对于居民其他垃圾和厨余垃圾等，江苏着力
推动实施垃圾运输车辆的配套和分类改造，逐
步实现“一种垃圾、一种车辆收运”或实施运输
车单独分隔、单独分装，避免“垃圾分、混装运”
现象。

上海市配备了干垃圾收运车 4000 余辆、
湿垃圾收运车 400 余辆，配置专门的有害垃圾
收运队伍，基本实现分类处理。为了严控“混装

混运”，对未实行垃圾分类或分类不符合要
求的单位，建立“首次告知整改，再次整改后
收运；多次违规拒不整改的，拒绝收运并移
交执法部门处罚”的“不分类、不收运”的倒逼
机制。

实行垃圾分类投放、分类运输，一般垃圾
进垃圾焚烧厂或填埋场，分类出来的餐厨垃
圾也有自己的去处。

上海文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杨
元晖说，公司每天可处理餐厨废弃物达 200
吨，通过一项专利技术，将其中 55% 转化为
肥料，用于土壤改良，销路很好，真正实现将
垃圾变废为宝。

做好垃圾分类这道必答题

城镇生活垃圾产生量仍在持续增长。解
除“垃圾围城”“垃圾围村”威胁，实现垃圾减
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推行生活垃圾分类是
一条必由之路。

记者了解到，居民源头分类仍是一大难
题。在金华的一些村子里，有的居民家门口贴

着“垃圾分类小能手”标识，有的村里在显眼
位置张贴垃圾分类“红黄榜”。

“农村是熟人社会，村民上一次黄榜觉得
很丢脸，接下来就会努力做好分类，改掉陋
习。”陶诚华说，但想让城市居民养成垃圾分
类的好习惯，需要推行新举措，耐心科普和引
导。

宋如亚说，垃圾分类看似小事、实是大
事、更是难事。要加强垃圾分类知识的宣传
引导、优化投放设施布局和设置、建立激励
措施等，让居民懂得分类、方便分类、愿意分
类。

陆月星表示，上海将通过专业的第三方
公司加强全程分类的监督检查与考核，在党
政机关全面推行垃圾强制分类，并且要整区
域推进，抓好物流体系协同配套，严控“混装
混运”。

同时，还要注重末端建设，进一步加强无
害化处置和资源化利用。一方面将末端设施
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一方面协同推进
生活垃圾清运网和再生资源回收网，保障可
回收物的回收利用。

生活垃圾分类，苏浙沪有何高招

上 海 浙 江 江 苏

按照干垃

圾、湿垃圾、有害

垃圾、可回收物

四类实施分类

社区推行
“绿色账户”，居

民每次分类投

放垃圾后可以

刷卡积分，再用

积分去小区内

的兑换点兑换

洗洁精等生活

用品

在农村推行

“ 二 次 四 分

法”——— 第一次由

村民把垃圾分成

“会烂”和“不会

烂”；第二次由村

里 的 保 洁 员 将

“不会烂”的垃圾

再分为可卖的 、

有毒有害的 ，并

将会烂的垃圾送

去阳光堆肥房

着力推动实施垃圾运输
车辆的配套和分类改造，逐步
实现“一种垃圾 、一种车辆收
运”或实施运输车单独分隔 、

单独分装，避免“垃圾分、混装
运”现象


	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