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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梅世雄、梅常伟
解放军报记者张磊峰

　　旗帜引领前进方向，思
想照亮强军征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
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
标，提出一系列重大方针
原则，作出一系列重大决
策部署，推进一系列重大
工作，开创了强军事业新
局面。
　　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人
民军队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上迈出坚实步伐。今年，我们
将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
2020 年目标任务，并乘势而
上，开启基本实现国防和军
队现代化、进而把我军全面
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新
征程。
　　在攻坚克难、砥砺奋进
的伟大征程中，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习近平强军思想彰显出
巨大威力。国防和军队建设
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
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
强领导，根本在于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的科
学指引。
　　全军坚持把思想政治
建设摆在首位，坚持不懈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强军
思想武装官兵，培养“四有”
革命军人，锻造“四铁”过硬
部队，听党话、跟党走的思
想根基更加牢固，练兵备战
实践更加扎实，红色基因赓
续更加深入，凝聚起推进新
时代强军事业的磅礴力量。
　　奋斗新时代，人民军队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

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向着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阔步前行，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为坚强的战略支撑。

举旗铸魂，强固听党指挥思想根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
发展格局，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初冬时节，全军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宣讲活动深入展开，从北国边疆到南国海
岛，从东海之滨到西部高原，习主席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
要求直达官兵。
　　在军委机关、各战区、各军兵种、武警部队和军队院校、科研单
位。在哨所里、战车旁、演训场上，一场场宣讲深入透彻、直面关切，
一次次讨论畅谈体会、凝聚共识，广大官兵自觉用全会精神统一思
想和行动，听党指挥的意志更加坚定，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信心更
加坚定。
　　“人民军队必须牢牢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把这一条当作
人民军队永远不能变的军魂、永远不能丢的命根子。”
　　“铸牢军魂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核心任务，任何时候都不能动
摇。”
　　军队跟党走，强军先铸魂。全军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扎实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
“维护核心、听从指挥”主题教育活动、改革强军主题教育活动等，引
导官兵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
委主席负责制，打牢听党指挥、献身强军事业的思想政治根基。
　　——— 强化思想引领，笃定信仰信念。

　　 40 多年前，“大功三连”官兵在国防施工一线的坑道里，点着
煤油灯学习党的创新理论；40 多年后，连队赓续好传统，坚持用
习近平强军思想建连育人，与时俱进、奋斗如新，被中央军委授予
“学习践行党的创新理论模范连”荣誉称号，成为时代楷模。
　　近年来，全军各级坚持标准更高、走在前列，落实学懂弄通做
实要求，持续深化理论武装，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
想之舵———
　　认真组织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习近平论强军兴军》等理
论著作，跟进学习习主席最新重要讲话，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
常学常新、深学深悟，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不
断增进信赖拥戴。
　　突出坚定信念、改进学风，分期分批组织全军军级以上领导
干部政治理论培训，抓好团级以上单位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
和领导干部理论轮训，以上率下立起真学真信真用的示范。
　　持续开展理论服务走基层活动，紧贴部队建设和官兵思想实
际组织理论讲授、互动答疑、帮带指导，近 3 年来举办理论精讲
178 场次、座谈交流 302 场次，为 34700 多名基层官兵直接作理论
辅导，让习近平强军思想进入官兵心田。
　　全军部队深入扎实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进行了一系列
探索实践。
　　——— 南部战区海军某潜艇支队组织“忠诚蓝鲸大舞台”，南部
战区空军某航空兵旅推广“机翼下的微课”，变一人讲为大家谈，用
小课堂讲述大主题，以小事例阐释大道理。
　　——— 第 77集团军遴选优秀政治教员组成云团队，建立线上工
作室共同备课，推出学习党的创新理论系列云课程。
　　——— 新疆军区某团运用现代传媒技术，打造微讲堂、微视频等
“五微”平台，让理论武装更接地气、更入人心。
　　走深、走实、走心，党的创新理论像磁场一样集聚起强大向心
力，广大官兵筑牢信仰高地，以理论上的清醒保证政治上的坚定。
　　——— 加强军魂教育，锻造绝对忠诚。

　　 2015 年，“红一连”52 名官兵加入中国首个维和步兵营。远在
非洲，他们坚持自觉贯彻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严格落实
组织生活制度，定期向党组织汇报思想，集体向党旗宣誓。
                       （下转 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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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守望相助
共克疫情　携手同心
推进合作——— 在金砖
国家领导人第十二次
会晤上的讲话》单行
本出版

新华社记者骆国骏、李德欣、熊琳、丁静

　　这里曾是亚洲最大的居住社区——— 面积
63 平方公里的回龙观、天通苑地区，常住人
口达 80多万人。
　　这里曾是全国知名的“睡城”，由于缺乏
相应配套，职住严重分离，“除了吃饭睡觉啥
都干不了”。
　　这里曾是北京著名的“堵城”，数十万居
民起早贪黑、早出晚归，潮汐般的人流车流令
交通承载不堪重负。
　　上学难、就医苦、出行烦、治安乱…… 20
多年间，“回天地区”从当初房地产业的样板
工程逐渐沦为“价值洼地”。虽几经修补、整

治，终因规划先天不足，喟叹“回天乏术”。居
民们纷纷抱怨，更有人频频迁离。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2018 年 8 月，北京
市出台《优化提升回龙观天通苑地区公共服
务和基础设施三年行动计划》。100 余项措施
渐次落地，剑指民生痛点；一系列城市治理体
制机制创新，着力补足发展内生动力。“回天
地区”的老百姓不仅感受到“幸福来敲门”，也
目睹着“家门口的变迁”。曾经的“睡城”渐渐
苏醒……

回天之变：民生短板加速补齐

　　清晨 7点半，回龙观科星路上，进城的车
流熙熙攘攘。王乙星登上公共汽车便戴起耳机
学英语，他说：“自打这条路通车，我就不再开
车绕行了，每天在公交车上‘充充电’，还能比
以前早半小时到公司。”轻松喜悦溢于言表。
　　科星路作为林萃路北延，是连接“回天地
区”和北京主城区的重要通道。早在 2009年，

大部分路段就已建成通车，唯独中间 930
多米成为“断点”，而且一断就是 11年。
　　“主要问题卡在五星啤酒厂。”昌平区
“回天专班”副班长薛岩介绍，有 400 米路
段要穿过该厂厂区，涉及复杂的征地拆迁
等问题，而且啤酒厂地处邻区，协调难度
更大。
　　“从我家楼上就能看到五星啤酒厂南
面空旷的马路，却天天绕着走。”居民丁羡
铭说，“‘回天地区’能不能‘回天’，我就看
这林萃路通不通。”
　　随着三年行动计划落地，北京疏解整
治促提升力度加大，2019 年 6 月，五星啤
酒厂红线范围内腾退完成。今年 6 月 30
日，林萃路全线通车。
　　“路通了，心宽了，现在朋友来家做客，
我都会提醒他们走林萃路，既一路畅通又
能看看咱‘回天’新貌。”丁羡铭高兴地说。
　　在家门口上一所“好学校”，曾是多少

“回天地区”家长们梦寐以求的事情。随着
三年行动计划的实施，梦想终于照进了
现实。
　　家住天通苑的 80后“宝爸”李泽宇，从
孩子出生就为今后上学的事情犯愁。“最近
的小学步行要半个多小时，学校规模也较
小。曾经打算把这个大点的房子卖了到城
里换个‘老破小’学区房，可家里三代人实
在住不下啊。”2018 年夏天，李泽宇发现，
自家附近一处荒废多年的院子有人进场施
工了。“说要建小学，但没想到这么快。”
　　 2019年 9月 1日，一年前杂草丛生的
院落和烂尾楼经过装修改造，“变身”清华
附小昌平学校挂牌开学，首期招生 6 个班
240余人，李泽宇的孩子就在其中。
　　“我们是从荒地里‘抢 ’出了一个学
校。”清华附小昌平学校执行校长刘建伟
说，学校还将逐步放大优质资源，尽量让更
多的学生来校上学。   （下转 3 版）

“回天之力”唤醒一座“睡城”
北京破解超大型社区治理难题样本观察

　　新华社西宁 12 月
2 日电（记者李占轶）
高原冬日，青海省玉树
藏族自治州治多县多
彩乡境内，远处巍峨的
雪山脚下，广袤的草原
早已褪去青色，许多绿
色的身影活跃在草地
上，一个个遗弃的塑料
瓶、食品袋被他们捡
起，寂静的草原变得生
动起来。
　　 33 岁的江文朋
措是绿色身影中的一
个，他是治多县的一
名行政工作人员。
2016 年的一个夏日，
江文朋措和几个朋友
到治多县城周边的草
原游玩时发现，饮料
瓶、塑料袋之类的生
活垃圾随处可见。
　　“治多”藏语译为
长江源头，该县素有
“万里长江第一县”之
称，地处三江源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三江
源国家公园和可可西
里世界自然遗产地
“三重叠加”的特殊地
理 位 置 ，平 均 海 拔
4500 米以上。
　　当地群众的生活
条件越来越好，产生
的生活垃圾随之增
多，然而许多人的环
保理念还没有跟上。
　　“垃圾像是草原上的伤痕一样，看着
很刺眼，让人心里很不舒服。”江文朋措说。
　　回到家后，江文朋措和两个朋友商
量着成立了治多捡垃圾志愿队，利用闲
暇时间在县城周围捡拾垃圾。
　　捡垃圾听起来容易，坚持做下去却
很难。江文朋措说，泥里有垃圾，要趴在
地上挖，草地里有碎玻璃，要蹲在地上
抠。每次出去捡垃圾，一次能装满十几个
编织袋，再用自家的小汽车运到县城的
垃圾处理厂。
　　说起捡垃圾的辛苦，志愿者们都有
故事——— 垃圾放时间久了恶臭难闻，有
些志愿者捡着捡着突然开始呕吐；汽车
后备厢装过垃圾之后，车里的臭味过了
一周都没有散尽；还有人嘲笑他们“累死
累活不赚钱”。      （下转 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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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 日电（记者刘奕湛、
熊丰）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截至今年
10 月底，全国累计打掉涉黑组织 3463 个、涉
恶犯罪集团 10878 个，查控涉黑涉恶资产
5439 亿余元。其中，资产在亿元以上的涉黑
组织 528 个，查控资产 3369 亿元，平均每个
涉黑组织 6.38 亿元；涉金融领域 708 个，占
比达 20.4%。
　　牟取不义之财、攫取非法利益，是黑恶势
力犯罪的主要目的之一。全方位清缴“黑财”
“隐财”，既打准了黑恶势力的“七寸”，彻底摧
毁了其经济基础，又改善了营商环境，有力服
务“六稳”“六保”工作大局。

精准“打财断血”

防止黑恶势力死灰复燃

　　在林国彬涉黑案中，被告人林国彬等人
与公证处人员勾结串通实施“套路贷”犯罪，
涉及北京 11 个区 70 余名被害人及家庭，造
成经济损失上亿元，致使部分老年被害人流
离失所，严重破坏首都经济和社会安定。
　　为最大程度实现追赃挽损，北京市三中
院一审依法加大财产刑判处力度，判处没收
林国彬等 10名骨干分子个人全部财产，冻结
被告人名下银行账户 119个、查封房屋 9套，
将涉案公司股权变价用于退赔被害人。

　　“以商养黑、以黑护商”是黑恶势力坐
大成势的重要特征，涉黑涉恶犯罪分子更
是依靠其巨额“黑金”图谋“东山再起”。
　　太原任爱军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是
全国扫黑办挂牌督办的重大涉黑案件。
2013 年，任爱军违规减刑出狱后，依托经
济基础，并且纠集“两劳人员”（劳动改造人
员和劳动教养人员），以亲友为纽带，形成
了以他为主的黑社会组织，继续组织实施
违法犯罪活动。
　　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童碧山说：“他们
之所以又能‘死而复生’，都与过去‘打财断
血’不彻底紧密相关。”这次打掉的山西任

爱军、广西张树辉涉黑组织，办案人员把扫
黑除恶与追缴涉案财产同步进行，对其涉
案资产、股权全部予以清缴。

　　山西省开展“黑财清底”大会战，逐案制定
执行方案，妥善处置涉案资产；吕梁市对全国
扫黑办挂牌督办的李增虎案所涉的钢铁公司
依法托管，加快推进复工复产，力争通过产能
整合，打造一个 500万吨钢铁产能的特钢基地。
　　决战决胜扫黑除恶收官之战，各地坚持
抓捕涉案人员与查清涉案财产同步进行，有
效防止黑恶势力转移、隐匿涉黑涉恶资产，
运用追缴、没收非法所得等多种手段，彻底
摧毁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 （下转 4 版）

打准“黑七寸” 改善“软环境”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助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十三五”这 5 年，对“90 后”科技工作
者隋延林来说，是他对引力波从陌生到熟
悉，再到深深热爱的 5 年。

　　布满高科技设备的实验室里，屏幕上
闪烁复杂的程序代码，科研人员不时记录
数据……这是隋延林入职中国科学院长春
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前，所想象的
工作场景。

　　现实中，他和团队十几位成员挤在一间
大办公室，桌上堆着各类设备，桌子下是装泡
面和面包的纸箱。这次受访，隋延林从小山一
般的书籍、文献后露出头，与记者打招呼。

　　 2015 年，隋延林从四川大学电子信息
学院毕业，考入长春光机所进行硕博连读，
研究方向是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目标识别
技术。很快，他完成了人生一次重要抉择：加
入光机所空间一部空间引力波探测团队。

　　 2017 年，由中国科学院发起的空间引
力波探测“太极计划”正式启动。2019 年 8
月 31 日，我国首颗空间引力波探测技术实
验卫星“太极一号”成功发射，长春光机所
空间一部空间引力波探测团队负责其中两

个关键有效载荷的攻关任务。如今，项目已
进入“太极计划”三步走的第二步。

　　攻关“太极一号”时，隋延林还没有加
入团队。但这支“魔鬼团队”的“盛名”早已
在研究所传遍：成员们忙到没时间吃饭，泡
面成主食；随时准备出差，生物钟完全搞
乱，不少人把行李箱放在办公室……
　　 2019 年，这支团队招贤纳新，隋延林
报名了。

　　在隋延林看来，引力波无处不在，充满
神秘感。追逐引力波，成为他奋斗的方向。

他所在团队攻关的“太极计划”两个关键有
效载荷在卫星中至关重要，宛若大脑之于
人类。他准备“大干一场”。

　　隋延林觉得，自己当时失之天真。加入
团队后，他主要负责载荷的电子学设计部
分，与学生时代所学迥异。他每天都在“恶
补”，看了数百篇文献，不停地向同行专家
请教。其后，正式开始进行电子学方案设
计、论证仿真、硬件电路设计、协调软件开
发等工作。

　　隋延林这样解读他的工作——— 宇宙中
存在无数的声音，类似于无数的歌曲，引力
波这首歌微弱地藏在其中。利用常规电子
学设计手段捕捉到这些歌曲时，采到的节
奏都会有些偏差，时而快进、时而慢进。对

于绝大多数常规歌曲来说，这种节奏的
快慢不明显，不影响对它们的分辨。但引
力波是很“矫情”的信号，必须研制出更
精密的仪器尽可能消除快慢进的偏差，
帮助科学家解读“歌曲”的奥秘。

　　他负责设计的电子设备精度是常规设
备精度的数百倍，只能一点点去设计、测试。

　　最让他崩溃的环节是电路调试。引
力波探测是崭新的科研工作，无先例可
循，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所选器件内部有
偏差，板上电阻焊错，软件代码写错，上
位机指令下错，都会导致测试出问题 。
“我也崩溃过，也想过放弃，但很快又接
着干。”隋延林说。

　　“后悔是绝对不可能的。”隋延林说，
能够做空间引力波项目的“打工者”，感
到痛并荣耀着。

　　如今，隋延林与其他成员正针对“太
极计划”第二步中的更高精度载荷进行
攻关。“十四五”规划中提出，瞄准深地深
海等前沿领域，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
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这让他很振
奋，更有荣耀感。他最大的梦想是，不久
的将来，中国人研制的仪器可以传回引
力波的声音。

（记者孟含琪）新华社长春 12 月 2 日电

痛并荣耀着：当“90 后”爱上引力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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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 日，位于浙江省苍南县县城新区的杭深
铁路苍南高铁站改扩建新站房正式启用，建筑面积
扩建到 26993 平方米。   新华社记者黄宗治摄

苍南高铁站新站房启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