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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新华社北京 2 月 6 日电(记者黄明、于晓泉、张汨汨)2019
年，春节。中国大地，在一片节日的祥和氛围中辞旧迎新。

万家团圆时，将士未下鞍。
从东海之滨到高原大漠，从高山海岛到塞北边陲，解放军

和武警部队官兵未忘坚守战位，坚持练兵备战，卫祖国和平，
护人民平安。

(一)

训令如铁，号角催征。
1 月 4 日，习近平主席签署中央军委 2019 年 1 号命令，

向全军发布开训动员令。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迅速掀起实战化练兵大热

潮———
“近年来，我们的训练量逐年增加，近五年的训练量，相当

于过去十年的总量；2018 年飞行训练时间，是 2017 年的两
倍。”陆军第 73集团军某陆航旅参谋长杨保卫说。

在列装的国产某型武装直升机旁，杨保卫说，这个旅去年
一年弹药的消耗量，相当于以前三到五年的总和。

部队贴近实战的大强度、超极限训练，正是对武器装备真实
作战效能的检验——— 刚刚过去的 2018年，杨保卫带领训练编队
千里机动，完成了所有列装武器弹药的极限距离攻击演练。

“不仅使我们对所驾驭装备的实际作战效能有了更进一步掌
握，更催生了官兵勇于突破、敢于争先的训练热情。”杨保卫说。

新年开训以来，这个旅连续组织高强度跨昼夜飞行训练，
提高战术课目比重，不断提高部队实战化水平。

在东海之滨，水面舰艇部队的演练也如火如荼———
“XX 方位 XX 距离发现目标！”“雷达跟踪稳定，请示发

射！”……
东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徐州舰，一条条作战口令的

传达快速而准确，官兵们闻令而动。
“组建近 20 年来，支队紧随国防与军队改革发展步伐，能

打仗、打胜仗能力不断提高。”支队副支队长宫元鑫介绍，去
年，支队在海军某综合演练和东部战区海军组织的某重大比
武中夺魁，为今年实战化训练奠定了良好基础。

记者在徐州舰操演现场看到，舰长指令不断传达到各作
战单元，官兵迅速执行指令，娴熟操作装备。

作为某型国产护卫舰列装首舰，徐州舰曾在护航中为
2000 多名同胞开辟安全通道，创下中国海军首次为撤离海外
受困人员船舶护航的佳绩，荣立一等功。

离开徐州舰，记者又踏上了湘潭舰。2016 年 2 月列装的
湘潭舰，列装仅 43 天就参加了中国海军第二十三批护航编
队，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真正实现了战斗力
由训练生成向任务生成。”

“国家利益所至，舰艇航迹必达。”支队政治工作部主任徐有
铭说，“这，就是让支队全体官兵感到最自豪、最神圣的使命。”

(二)

“什么也不说，祖国知道我。”
西藏军区卓拉哨所，海拔 4687 米，被称为“挂在天上的哨

所”，几近突破人类长期生存的极限。“由于海拔比较高，卓拉
哨所的年平均气温只有零下 7 摄氏度，一年中有 4个月是封
山期。”卓拉哨所哨长罗培介绍，长期低温低氧和高强度紫外
线辐射，每名官兵的脸上都“爬”满了与实际年龄不符的沧桑。

哨所 5 公里外的一个山口，是官兵定期巡逻的地点，沿途
随处可见近半米深的积雪。“最厚的地方深达 3 米。”从福建入
伍的上等兵林元说。

长年累月的戍边巡逻，官兵们都已经适应了高原恶劣的
自然环境。高原雪山，在这群平均年龄只有 23 岁的官兵身上
刻下了永久的印记。“这是我们最骄傲的勋章，也是青春和奋

斗的见证。”林元说。
从雪域高原到西北大漠，不同的巡逻路，守卫着同一个家园。
战略支援部队某部驻地，是一眼望不到头的西北大漠某地。
新春佳节，这里并没有都市的繁华和乡村的热闹。副连长

沈立时带领连队官兵正在训练场上摸爬滚打，“越是节假日，
越要绷紧战备弦。”

毕业于陆军特种作战学院的沈立时，一毕业便扎进了大
漠戈壁，与黄沙作伴，守一方国土。

“春节期间的训练任务和战备工作安排得满满当当。”沈
立时说，战术基础、战伤救护、野营生存等 15个重点课目按不
同阶段细化到具体课时，训练时间贯穿全年。

记者在这个连看到，刚刚结束训练的官兵征尘未洗，又全
副武装负重 20 多公斤踏上巡逻路……

(三)

人民的平安，我们守护。
2019 年除夕的前一天，上海，南京西路。一名武警中尉站

在巡逻车前执行勤务，隔街默默相望的一位老人，便是他的父
亲——— 徐建平。“儿子过年回不了家，我理解，我支持。”曾是一
名老兵的父亲说。

现任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一支队十八中队排长的徐洋，
执勤任务区就在家门口，却已连续数年未能和家人共度春节。

“过年有很多种形式。为了大家的团圆，在岗位上过年，我
觉得也很幸福。”“90 后”排长徐洋对自己的职业充满自豪。

记者了解到，节日期间，武警上海总队 3000 余名官兵坚
守在执勤一线，担负各重点目标秩序维持及社会面武装巡逻
等任务，确保上海在平安祥和中辞旧迎新。

执勤三大队教导员武刚介绍，2019 年上海春运高峰期
间，虹桥火车站每日发送旅客达 30 万人次以上，武警执勤官
兵每天早上 5点半就全部到位，确保了旅客平安、春运安全。
坚守战位，以梦为马。
春节前夕，火箭军某蓝军部队的操作方舱内，各种仪器灯光

闪烁，上等兵牛胜龙紧盯着眼前的显示仪，熟练地进行相关操作。
就在他操作动作结束的那一瞬间，红军的通信联络立即

被干扰截断——— 在牛胜龙所在的蓝军分队，一个“95 后”大学
生士兵的高素质蓝军方阵正展露雏形。

上等兵谯树旗和牛胜龙是大学同学，两个人同时参军。
“我们从事不同的专业，同时走上重要岗位，一步步成长为合

格的蓝军战士。”牛胜龙说。
为让每名士兵快速成长，这支蓝军部队给平台、给机遇，

让大学生士兵快速融入部队的学习训练，在各自的专业岗位
上挑重担、当主角。

2017 年哈尔滨理工大学本科毕业的上等兵贺帅入伍不
到两年，不仅能熟练掌握所属专业的 5种装备操作，还承担了
所在专业各种数据采集、分析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在广阔的舞台上，部队为每个人都提供了战位。”贺帅认
为，守卫万家团圆，坚守自己的战位，是一名军人的无上荣光。

(四)

为祖国奋飞，为新时代护航。
连日来，南部战区空军某基地所属多个兵种部队，紧绷战

备之弦，严密组织战备演练。
“空域天气条件具备！”
“某旅双机一等好……”
急促的战斗转进铃声在基地指挥中心响起，指挥员一声

令下，大厅内监控视频上实时显示，所属航空兵某旅数架战机
相继起飞奔赴指定空域执行任务。

新春至，战鼓催。开年仅一个多月，这个旅已先后两次跨
区域机动，官兵们体验了寒冬和阳春的交替。

这支曾以“3比 0”的空战范例闻名于世的英雄部队，近年来
又在一次次远海战巡、前出岛链、海空联训等任务中续写着荣光。

在所属某地空导弹营，记者亲历了一次快速机动作战演
练———

“1分 10 秒！”负责训练监察的参谋李中华按下秒表———
这个成绩，远高于训练大纲标准。

“机动作战，只有更快。”营长李胜利介绍，这次演练是去年
“金盾牌”专攻精练的成果转换为战备训练的一次具体实践。

正月初一清晨，北部湾海域某岛，彻夜燃放的鞭炮焰火已
然止歇，一片静谧中，只有雷达天线在不停旋转，值班机房的
灯光彻夜通明。

雷达站站长赵磊说，“空防警戒，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松懈。”
此刻的祖国大地上，从边海防一线到内陆大地，无数部雷

达正向着天空张开“千里眼”，无数军人正枕戈待旦，用赤诚的
坚守迎来一轮新的朝阳……

(参与采写：刘芳、蔡琳琳、李兵峰、李军学、吴科儒、周小
舟、章龙祥、赵朋超、龙欣、黄演庄、武林垚)

新华社合肥 2 月 6 日电(记者鲍晓菁、廖君)“ 90 后”
已经不空手回家过年了——— 处于 20 到 30 岁之间的“ 90
后”已经长大成人，过年回家给亲人带礼物，也是他们表达
感情的方式。与老一辈相比，他们懂得礼物或走心或实用或
酷炫，但是无论怎样别出心裁，春节礼物依然延续着中国人
的情怀。

感恩之礼：为了所爱之人而努力

“初入职场，我的薪水并不高，所以我们的旅行注定
不会奢华。可当看到母亲吃着新鲜出炉的菠萝包，惊叹于
香港的繁华时；当我去排队买票，搞定一切后，她只需安
静地坐在那里；当给她买了米奇的发卡，她笑得合不拢嘴
的时候；我觉得没什么比这次旅行更值得了。”知乎网友
“凭诗入画”第一年上班送的春节礼物是带母亲一起去旅
行。

她的父母是农民，重男轻女的父亲让她辍学之时，
是母亲靠着做手工拼命挣钱、向亲戚朋友借钱供她上
学。当她以全班第一的成绩考上大学，母亲抱着她一边
哭、一边笑。工作后的第一年过年她第一次带着母亲外
出旅游。在陌生的环境里，当年那个为了学费厚着脸皮
借钱的女人变成了需要女儿保护的孩子。而此后的每年
她都会带着母亲去一所城市，从北方的哈尔滨到南方的
香格里拉，别人眼中的老太太，如今已经在城市的地铁
中穿梭自如。看到她走在街上，飘着银发的样子，女儿
心里说不出的自豪。

“我之所以能坐在温暖的办公室打字，不必为一日三餐
而发愁，都是因为那个佝偻着背、满头银发，替我哭替我笑
的女人啊。”“凭诗入画”的回答赢得了 2100 多个点赞，
有网友评论说：“为什么要努力？为了所爱的人啊。”

礼物传达的是心意——— “ 90 后”的礼物，满载着已经
成人的儿女对父母长辈的感恩之情。“爸妈总说什么也不
缺，什么也不要买，但每次带礼物回家，他们总会一边埋怨
乱花钱，一边却喜笑颜开。其实让他们开心的不是礼物本
身，而是我们懂事了，懂得感恩和回报了。”“ 90 后”们
这样说。

礼物的 C 位之争：父母对子女的期盼

“嘴上说不要，却总爱炫耀”——— 这是很多父母收礼之
后的表现。

“我的儿子给我买了新手机。”“我的女儿给我买了金
手镯。”——— 昂贵的礼物，往往给父母挣足了面子，父母纷
纷开启吐槽式炫耀：“就爱乱花钱”。

合肥青年孙立梅拿了丰厚的年终奖给父亲买了一部售价
近万元的智能手机，但是却发现，父亲向老战友炫耀新手
机，用的却依然是廉价的老人机。

“你给的手机我用不好。”父亲尴尬地说。
孙立梅这才意识到，父亲喜爱的并不是昂贵的礼物，而

是用礼物向他人证明自己孩子生活富足、事业有成。

一些新奇酷炫的礼物往往能“脱颖而出”。
“儿子怕我做家务累，特地买了扫地机器人和洗碗

机。”“孩子居然给我买了 VR 眼镜，让我跟着他一起对着
电视玩拳击、射箭。”——— 父母炫耀的是孩子的懂事和贴
心，更是子女愿意和父母分享新鲜事物的亲密关系。

每一位父母炫耀礼物时都不会认输——— 20 岁的张阳还
在上大学，用自己做家教挣来的钱给父母买了两套保暖内
衣，“没想到妈妈居然在跳广场舞时拽出来给阿姨们看。”
张阳说。

即使远在千里之外不能回家，也能用礼物传达心意。今
年决定留在深圳过年的“ 90 后”新妈妈王君给父母的大礼
包里除了衣服鞋子这些常礼，还有一本女儿的周岁相册，这
让在老家的父母乐得合不拢嘴，家里只要来人就会把相册拿
出来“展览”。

“ 90 后”们表示，父母的两种期盼让他们最为难———
一种是“我们什么都不缺”；一种是“我们就希望你带个男
/女朋友回来。”前一种看似“佛系”，但是如果真的什么
都不带，父母会很失落。而后一种指定“礼物”，单身的人
往往让父母很失望。

“父母的心愿其实很简单，就是希望你生活富足、身边
有人知冷知热不孤单。” 29 岁的王君说，自从她当了妈妈
后，才开始懂得了新年礼物的象征意义，也越来越重视礼物

的仪式感。

“90 后”的“慈爱”：从“新意”到“心意”

“我给外甥买了限量版钢铁侠，现在我这个舅舅说话比
他爸妈还管用。”

“买了任天堂游戏，和弟弟妹妹一起疯玩了两天。”
“给小侄女买了同款汉服，小姑娘天天拉着我一起拍抖

音。”
刚刚长大成人的“ 90 后”“ 00 后”“ 10 后”，有着

许多共同的兴趣爱好：动漫、电影、游戏等等。他们给小朋
友们准备的礼物，总是最合孩子们的心意。

最懂你的人也能伤你最深——— “去年过年，家里的侄子
侄女拿走了我的手办，今年过年，我给他们每个人准备了一
套练习题。” 25 岁的小李说。

从以前嘻嘻哈哈收礼物的小朋友，到一脸严肃给孩子们
发放礼物的大人，“ 90 后”就在这角色转变中成长。

23 岁的陈莹莹今年第一年给家里的小朋友们送礼物、
发红包。“家里的长辈在一旁给孩子‘讲解’：阿姨在大城
市上班，你以后好好学习，也能找到好工作，挣钱买礼物。
忽然觉得自己责任很重、压力很大。”陈莹莹说。

“在孩子们心目中，我应该是一个很酷的叔叔。”
“ 90 后”小江是一名导游，工作以后每年过年他总是给侄
子侄女带去世界各地的旅游纪念品和各种新奇有趣的故事。

“每年过年送礼物，看着小孩子们崇拜的眼神，我都特
别有成就感。”小江说，然而不知从何时起，他开始操心起
侄子侄女的学习、健康。今年过年，他给已经近视的侄子带
了护眼仪，给侄女送了电子词典。

“当我一边送出礼物和红包，一边唠叨侄子侄女的学习
时，我发现自己跟父母越来越像了。”小江这样说。

无论礼物是什么，春节送礼物这种传统仪式一直是用来
表达对长辈的孝敬、对晚辈的关心。“ 90 后”们给小朋友们
送出或酷炫或搞怪的礼物，其实是为了满足自己刚刚成人的
优越感。而当他们的礼物逐渐回归到平凡实用的“俗礼”
时，他们方才懂得了春节礼物的意义，新年礼物的传统，也
真正完成了传承。

“90 后”的你，带了什么礼物回家？

向祖国报告：我在战位守万家团圆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新春佳节备战执勤记事

▲ 2 月 6 日，驻守在班公湖畔的库尔那克堡边防连巡逻官兵踏雪向点位前行。 新华社发（刘晓东摄）

据新华社华盛顿 2 月 5 日电(记者刘
晨、朱东阳)美国总统特朗普 5 日宣布，他
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将于 2 月 27 日
至 28 日在越南举行第二次会晤。

分析人士认为，美朝领导人第二次会
晤地点选择越南，与该国的地理位置等因
素有关，2 月下旬这一时间点的选择也颇
有讲究。美朝对此次会晤各有期待，但在关
键问题上的分歧依旧。双方能否“得偿所
愿”是二次“金特会”一大看点。

地点时机显考量

特朗普当晚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演讲
时宣布了这一消息。他并未公布两人见面
的具体城市。此前有媒体报道，越南首都河
内和中部城市岘港在备选地点之列。

美朝双方最终敲定越南，或有多重考
量。美国智库韩国经济研究所分析师凯尔·
费里埃认为，从实际操作层面看，越南的地
理位置适宜，朝鲜领导人乘坐的飞机可以
从首都平壤直飞越南而无需经停第三地加
油。

美国总统与国会研究中心副主任丹·
马哈菲则表示，美国和越南一度是敌对国
家，这些年紧张关系缓和。此次选择越南，

或显示美朝有意参照美越关系演变模式来
塑造美朝关系的未来。

分析人士指出，从会晤日期看，选择 2
月底，一方面是美朝双方“对表”领导人日
程安排的结果，但背后也不乏美方的政治
考量。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会长
包道格认为，特朗普领导的共和党在去年
11 月国会中期选举中失去众议院掌控权，
美国随后又出现史上最长“政府关门”。白
宫急需外交“加分”来提振士气。

芝加哥大学朝韩问题专家詹娜·吉布
森也认为，选择此时举行朝美领导人会晤，
有助于特朗普政府对内展现其在外交层面
“积极”作为的一面。

欲破僵局需让步

特朗普在演讲中表示，他与金正恩关系良好，美朝间“仍
有很多工作要做”。

目前，朝美在去核路径上分歧依旧。朝方将发表朝鲜战争
终战宣言视作构建朝美互信、发展双方关系的首要步骤，美方
则将此看作朝方进一步做出去核承诺后的“奖励”；朝方希
望美方解除制裁，美方则认为朝鲜的实质性无核化举措须先
于相关安全保障和解除制裁的谈判。

分析人士指出，相较第一次美朝领导人会晤重在“接
触”，美方希望第二次会晤能产生更具体的成果。

包道格认为，美朝领导人第二次会晤预期将聚焦终战宣
言、对朝制裁、朝鲜去核进程可核查性等问题上。

美国朝鲜政策特别代表斯蒂芬·比根 6日访问平壤，为美朝
领导人第二次会晤做准备。比根 1月 31日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发
表演讲时强调，特朗普政府认为现在是结束朝鲜半岛持续近 70
年战争和敌对状态的时候。但他重申，朝方实现无核化之前，美
方不会解除对朝方制裁，并坦承美朝就“无核化”定义有分歧。
费里埃认为，特朗普政府希望利用此次会晤促成朝鲜做

出“实质性”去核承诺，而这无疑需要美方做出“对等”安
全承诺。

据新华社华盛顿 2 月 5 日电(记者徐剑梅、孙丁、刘阳)
美国总统特朗普 5 日晚在国会发表任内第二份国情咨文，主
题为“选择伟大”。他继续力推加强边境管控等在美国国内
颇具争议性的政策，同时声称要谋求跨党派合作、打破党争
带来的政治僵局。

分析人士指出，虽然特朗普讲话基调着眼“团结”，但在分
裂加剧的华盛顿政治圈，他释放的这一信号恐难以落实。

特朗普当晚演讲历时约一个半小时。他上来就强调团结
的重要性，表示自己将提出的议程不是共和党或民主党的议
程，而是“美国人民的议程”。特朗普呼吁淡化党派纷争、选择
“政治妥协”而不是“政治复仇”，但看起来效果不尽如人意。

当特朗普追溯二战、阿波罗登月等美国昔日荣光，向二
战老兵、抗癌女孩等致敬，提及美国目前女性就业人口数
量、女性国会议员数量均创历史新高时，会场出现两党议员
共同鼓掌的情形。

但“团结”场面仅止于此。当特朗普开始宣示政绩和阐
释未来施政方向时，两党议员的现场反应截然不同：共和党
议员起立鼓掌之时，民主党议员往往一脸冷漠地端坐席上，
也鲜有鼓掌。

尽管特朗普强调“团结”的重要性，但涉及具体政策时，却
把最多篇幅用于两党当前最为对立的话题，即修建美墨边境
墙问题上。他在演讲中重申美墨边境“非常危险”，指责非
法移民给美国带来犯罪、贩毒、人口走私等危害，并再度强
调“要把墙造起来”。此外，他继续指责“通俄”调查具有
党派色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指出，这番反差让人难
以相信他真心寻求“团结”。

白宫提前数日就透露了国情咨文演讲的“团结”基调，但
舆论对此不甚乐观。特朗普演讲前，《纽约时报》评论说，他的
“团结”呼吁将不会被理睬。国会参议院少数党(民主党)领袖
舒默则表示，特朗普关于团结的呼吁比政策承诺更空洞。

美国圣安塞尔姆学院助理教授克里斯蒂·加尔迪耶里告
诉记者，考虑到美国社会分裂现状，他不认为这篇国情咨文
能改变华盛顿政治现状或给特朗普与国会民主党关系带来明
显改观。

特朗普原计划 1 月 29 日发表国情咨文，但受政府被迫
关门影响，民主党籍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将日期推后至 2 月
5 日。而这次演讲 10 天后的 2 月 15 日，特朗普和民主党如
果仍未能达成妥协，政府关门可能再度上演。

从目前磋商情况看，双方仍无妥协迹象。之前，联邦政府
部分关门长达 35 天，却没达到让国会拨款造边境墙的目的。
这让特朗普大受挫折。而近期民调也显示，多数美国人认为特
朗普要对政府关门负主要责任。

分析人士认为，国会参众两院由共和、民主两党分治的政
治现实，意味着特朗普任期后半程必将深受民主党掣肘。明年
美国大选又将开锣，两党新一轮博弈势将更加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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