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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
京电（记者刘夏
村）“作为一 名
应急救援人，我
将 坚 守 初 心 使
命，在党和人民
需要的时候，不
畏艰险、冲锋在
前。”面对众 多
记者的“长枪短
炮”，肖文儒 语
气坚定。温文尔
雅的他，是国家
安 全 生 产 应 急
救 援 中 心 副 主
任兼总工程师。
30 多年来，他参
加了 700 多起
矿 山 等 事 故 灾
难救援，参与成
功 解 救 被 困 群
众 1000 余名，
创 造 了 多 个 救
援奇迹。
　 　 他 是 应 急
管 理 战 线 的 一
名 优 秀 代
表——— 一年 365
天，每天 24 小
时，他们枕戈待
旦、闻险而动 ，
经 常 逆 行 在 赴
汤蹈火的路上，
奋 战 在 急 难 险
重的一线，被称
为“人民的守夜
人 ”。6 月 1 8
日，中共中央宣
传 部 举 行 中 外
记者见面会，请
应 急 管 理 系 统
党 员 代 表 围 绕

“为安全守护、为生命逆行”与中外记者见
面交流。
　　肖文儒说：“我难以忘记那些惊心动
魄、险象环生的事故现场情景，难以忘记
那些历尽艰辛把被困人员救出时的幸福
和喜悦。”
　　危急时刻、生死绝地，总有他们逆行
出征、向险而行的身影，一次次救民于水
火，助民于危难。
　　陈建，湖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武汉支队
特勤大队一站站长助理，1980 年出生的
他先后参加灭火救援战斗 1.2 万余次，解
救被困群众 820 余人。2020 年疫情期间，
他主动请战，带领医疗废物转运突击队奋
战 100 天。
　　同为“80 后”的韩沂妗，来自湖北省
宜昌市夷陵区应急管理局。转隶到新组建
的应急管理部门 2 年多来，她始终冲在灾
害事故一线，先后参与极端天气预警值
守、巡查排险、抢险救援等各类应急处置
100 余次。在风雨历练中，她也从别人眼中
的“软妹子”，变成了大家心中的应急“女
汉子”。
　　“90 后”森林消防员王德朋，是内蒙
古自治区森林消防总队大兴安岭支队奇
乾中队政治指导员、党支部书记。在茫茫
林海中，他用青春守护着青山，12 年来
累 计 参 加 扑 救 重 特 大 森 林 火 灾 3 0
余起。
　　还有一类应急管理人，他们数十年如
一日默默奉献，甘坐“冷板凳”，为防灾减
灾救灾事业提供科技支撑。中国地震台网
中心党委委员、科技委主任蒋海昆就是其
中的优秀代表。他长期从事地震预测研
究，从地震的周、月、年度震情会商到地震
预测方法研究，再到汶川、玉树等显著地
震事件现场应急工作，一直工作在地震监
测预报第一线。
　　蒋海昆说：“任何一个冷门的科学都
需要有人去探索，只要我们持续不断努
力，就一定会有所收获。”
　　“这是一份生命守护生命的职业。穿
上这身‘火焰蓝’，我们的责任就上了
肩。”陈建坦言，“很多人说，我们无所不
能，但是我想说，我们只是在每一次救援
工作中竭尽所能，为每一个生命全力以
赴。”
　　初心不改，矢志不渝，他们刀山敢上、
火海敢闯；新体制、新机制，赋予他们更强
大的力量。
　　谈及应急管理事业的改革发展，肖文
儒说：“我最大的感受是，国家应对重特大
灾害事故的处置能力显著提升。”
　　这位在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战线奋
战了 38 年的“老将”说，改革后的国家
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安全生产专业
应急救援队伍，在山东栖霞笏山金矿爆
炸事故等救援中，专业互补、密切合作、
共 同 战 斗 ，展 现 了“ 1 + 1 > 2 ”的 改 革
成效。
　　来自基层应急管理部门的韩沂妗也
深有感触。她说，机构改革之后，应急管理
体系得到重建，应急队伍越来越职业化、
专业化。
　　她说，应急管理工作时刻可能面对突
发事件和生死考验。在每一次处置灾害风
险之后，群众眼中的信任和肯定以及万家
灯火背后的平安祥和，是对我们应急人最
大的鼓励和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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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6 月 23 日电（记
者樊曦、周圆）“建设人民满意交通，
我的岗位在一线”…… 23 日，五位
交通运输领域党员代表走进国新办
发布会，讲述在交通领域坚守和奉
献的故事。
　　“我在浦东海事局工作 20 年。
我的感受就是船舶越来越多，水域
环境和空气质量也变好了。”上海浦
东海事局副局长陈维说。
　　自 2002 年参加工作以来，陈
维一直扎根危防监管一线。2019
年，她使用无人机“嗅探”技术，查获

了全国首起在航船舶使用燃油硫含
量超标案件，填补了我国在船舶大
气污染防治监管方面的空白。
　　裴继文也是一位和大海打交道
的人。作为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
高级轮机长，他负责船舶机舱的维
护、保养和管理，确保船舶始终处于
适航状态，能够随时出动参与救助
任务。
　　 30 年来，他和他的团队秉持
着“把生的希望送给别人，把死的危
险留给自己”的救捞精神，战斗在海
上救助最前线。近 10 年来，他先

后参与了 50 多项重大救助任务，
救助遇险人员 200 余人。
　　自动化码头让港口装卸作业实
现无人化，大大提高作业效率。在
自动化码头建设上，山东省港口集
团高级别专家、“连钢创新团队”带
头人张连钢带领他的团队通过自主
创新突破了多个技术难点，仅用三
年半的时间建成了目前世界上自动
化程度最高、作业效率最快的全自
动化码头。
　　北京地铁运营有限公司调度指
挥中心调度总长陈文也是一位岗位

能手。北京地铁拥有规模庞大的轨
道交通线网，包括 24 条运营线路
和 400 多座车站，每天开行 1 万多
列旅客列车。陈文工作的调度指挥
中心就是地铁网络运行的“最强大
脑”。
　　从事调度指挥工作 30 余年
来，面对各项急难险重作务，陈文从
不计较个人得失。正是源于对工作
的满腔热忱，陈文为建设北京地铁

“高效运营组织指挥体系”做出了重
要贡献。
　　青海省公路局海东公路总段养

护中心副主任贺生兰也在自己的领
域扎根坚守了近 30 年。公路养护工
作很辛苦，多数为野外作业，除了日常
的清扫路面、疏通涵洞、清理边沟以
外，还有随时准备抢修保通的工作
任务。
　　“青海海拔高、自然条件差，但是
我们依然坚守在一线养护工作中，为
人民提供安全、畅通的出行条件。”这
是贺生兰对工作的理解。多年来，她
和同事们一直把公路当作自家“责任
田”一样精耕细作，打造“畅、安、舒、
美”的优良路段。

五位交通领域党员代表讲述一线故事

　　离地 390 公里的轨道上，神舟十
二号飞船与天和核心舱成功交会对
接，中国人首次进入自己的空间站；
　　 36000 公里，这个轨道高度上，北
斗卫星遥看地球，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距离地球 38 万公里之遥，嫦娥三
号、嫦娥四号分别在月球的正面和背
面留下中国印迹，嫦娥五号更成功将
1731 克月壤带回地球，上演了“月宫
取 宝 、月 轨 对 接 、太 空 投 递”的 壮
举……
　　所谓壮举，皆因奋斗。成就的背
后，离不开航天报国的“嫦娥”“神舟”

“北斗”团队，他们自主创新、不断突
破，在我国航天史上书写了一页页绚
丽篇章。

嫦娥团队：九天云外揽月回

　　 2020 年 12 月 17 日凌晨，如同茫
茫草原上的一颗流星，嫦娥五号划破
天际，以百米冲刺的姿态回到地球，惊
起一团烟云。
　　作为 21 世纪人类首次月球采样
返回任务，嫦娥五号任务的成功实施
标志着中国航天向前迈出一大步。
　　从嫦娥一号到嫦娥五号，中国探
月工程取得优异成绩，不超预算、不降

指标、不拖时间，如期完成“绕、落、
回”三步走规划，在月球探测领域向
全世界交出了一份亮丽的答卷。
　　回首“嫦娥”团队所走过的艰难
探索之路，嫦娥一号、嫦娥二号绕月
探测的圆满成功，让中国人“到月宫
一探究竟”的梦想有了成真的可能。
　　“我们飞向月球的大门一经打
开，深空探测的脚步就不会停止。”
探月工程首任总设计师孙家栋院
士说。
　　一次次闯关夺隘，一场场拼搏
会战，开拓进取的“嫦娥”团队，秉承
着“以国家任务为己任”的誓言，以
自主创新为团队成长的驱动力，又
为嫦娥三号、嫦娥四号铺就了一条
完美的落月之路，让“中国探月”的

“金字招牌”闪耀在茫茫太空。
　　“一个人没有想象力、没有好奇
心是没有动力的。”从力主嫦娥四号
到月球背面去，到嫦娥五号获取最年
轻的月壤，嫦娥一号卫星系统总指挥
兼总设计师、“人民科学家”叶培建院
士始终认为，“要想得更远一点。”
　　从嫦娥三号、玉兔号到嫦娥四
号、玉兔二号，再到嫦娥五号，一个
个中国探测器成功到访月球所勾勒
描绘的，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

的逐梦足迹。

神舟团队：托举千年飞天梦

　　“心至苍穹外，目尽星河远。”这
是中国航天人最真实的内心写照。
此刻，举目仰望，3 名中国航天员正
遨游太空，中国逐梦空间站迈出新
步伐。
　　 2021 年 6 月 17 日，航天员聂
海胜、刘伯明、汤洪波乘神舟十二号
飞船成功飞天，成为中国空间站天
和核心舱首批入驻人员，开启了中
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阶段的首次
载人飞行任务。
　　从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的神话
传说，到屈原《天问》、李白“举杯邀
明月”的文学想象，自古以来，飞离
地球、遨游太空就是中华民族的梦
想之一。为了圆梦，一代代中华儿女
在实践中探索着飞天之路。
　　当神舟十二号成功发射，卸任
神舟飞船总设计师多年的戚发轫院
士第一次有机会在现场看飞船发
射，他的眼眶一度湿润了，但面对记
者，他却退到一边，把接受采访的机
会留给了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年
轻的女总设计师容易，还笑着说：

“看见她，就容易了！”
　　事非经过不知难，面对载人飞
天的巨大挑战，谈何容易！“神舟”团
队就是这样顶住压力，把困难变得
容易，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从神舟一号到神舟十二号，几
代“神舟”团队怀着强烈的爱国情
怀，像拧螺丝一样把自己拧在工作
岗位上、拧在祖国的航天事业中，在
平凡的岗位上追逐着不平凡的人生
理想，以实际行动兑现了“用成功报
效祖国、用卓越铸就辉煌”的庄严
承诺。

北斗团队：中国北斗耀苍穹

　　 2020 年 7 月 31 日，北斗三号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成暨开通仪式
在京举行，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
系统全面建成并开通服务，标志着
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拥有全
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
　　 26 年间，参与北斗系统研制建
设的全体人员迎难而上、敢打硬仗、
接续奋斗，发扬“两弹一星”精神，培
育了新时代北斗精神。
　　“关键核心技术一定牢牢掌握
在自己手中”“这是一项团队工程，

没有个人英雄”“中国的北斗、世界
的北斗、一流的北斗”……“北斗”团
队正是秉持着这样的信念，让中国
北斗星耀苍穹。
　　从北斗一号、北斗二号、北斗三
号分步实施的战略决策，到中国特
色北斗卫星导航体制的设计，再到
星间链路、高精度原子钟等 160 余
项关键核心技术攻克和 500 余种器
部件国产化研制的突破，无不彰显
着北斗团队创新的志气和追求。
　　“这是中国人艰苦奋斗、自力更
生发展大国重器的又一次胜利。”令
北斗三号卫星首席总设计师谢军倍
感自豪的是，“北斗已成为中国享誉
世界的一张名片。”
　　“我们的卫星除了上天之外，更
需要‘落地’，需要跟经济建设更好
地结合起来，发挥更大的效益。一句
话，航天最终要造福老百姓。”孙家
栋说。
　　到 2035 年，中国将建成更加泛
在、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国家综合定
位导航授时体系，进一步提升时空信
息服务能力。北斗将以更强的功能、更
优的性能，服务全球，造福人类。

（记者胡喆）
新华社北京 6月 23日电

所谓壮举皆因奋斗 航天报国圆梦飞天
记航天报国的“嫦娥”“神舟”“北斗”团队

　　浩瀚海洋蕴藏着无尽宝藏。在
我国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征程中，
涌现出一大批奋斗者，他们勇攀高
峰、锐意攻关，他们无惧风险、百折
不回，他们舍生忘死，以身许国。载
人深潜英雄集体、中国船舶集团（原
中船重工）第七六 〇 研究所抗灾抢
险英雄群体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2020 年 11 月 10 日，马里亚纳
海沟，载有 3 名潜航员的“奋斗者”
号成功坐底，下潜深度达 10909 米，
创造了中国载人深潜新纪录，达到
世界领先水平。
　　从“蛟龙”号，到“深海勇士”号，
再到“奋斗者”号，向深海进军，中国
起步虽晚，却迎头赶上。这背后是载
人深潜团队无数日夜的接续奋斗，
他们践行“严谨求实、团结协作、拼
搏奉献、勇攀高峰”的中国载人深潜
精神，为科技创新树立了典范。
　　先后担任“蛟龙”号主任设计
师和首席潜航员、“深海勇士”号
副总设计师、“奋斗者”号总设计
师的叶聪，见证了我国载人深潜
的每一次跨越。
　　 2009 年起，叶聪驾驶“蛟龙”号
进行了数十次下潜。茫茫海面上，经
历过潜水器与母船“失联”；5000 米
深海中，机械臂突然断裂造成油污
泄漏让潜水器成了“睁眼瞎”；7000
米的海底，大量沉积物覆盖采样篮
让“蛟龙”号难以作业……面对一次
次险情，他从未退缩，为中国潜航事
业积累了珍贵的一手资料。
　　与载人航天一样，载人深潜也
秉持“一棒接着一棒跑”的传统，形
成了一批领军科学家队伍。徐芑南、
何春荣、胡震、杨申申、杨波……载
人深潜事业快速发展的背后，伴随
着他们大胆决策、锐意攻关、无惧风
险的奋斗身影。

　　为完成“奋斗者”号的研制工作，
我国组织近百家科研院所、高校、企
业开展攻关，近千名科研人员“没有
单位、只有岗位”，为“奋斗者”号倾注
了全部心血。钛合金载人球壳、固体
浮力材料、操控系统、通信系统……
一项项技术难题被攻克，“奋斗者”号
部件的国产化率超过 96.5%。
　　自 2020 年 7 月起，“奋斗者”号
先后赴南海、西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
海域分阶段进行了海试验证，累计完
成 30 次下潜，其中 8 次突破万米。
　　“参研参试人员克服了多个台
风的阻挠，经历了无数惊涛骇浪的
考验。向世界最深处进军是我们不
懈追求的目标。”叶聪说。

　　国有重器，以身护之。有这样一
个群体，他们为守护重点试验平台，
将生死置之度外，谱写了一曲新时代
的生命壮歌。他们是“时代楷模”———
中国船舶集团（原中船重工）第七
六○研究所抗灾抢险英雄群体。
　　 2018 年 8 月 20 日，台风“温比
亚”过境辽宁省大连市，受其影响，停
靠在中国船舶集团（原中船重工）第
七六○研究所的国家某重点试验平
台出现重大险情。危急关头，第七
六○研究所原副所长黄群等 17 名
同志，面对台风和巨浪，挺身而出、英
勇无惧，对试验平台进行加固作业。
　　监控摄像机如实记录了当时
的情景：狂风怒吼，大海咆哮；10

余米高的巨浪呼啸扑来，将 10 多
个身影掀翻、湮没在白色浪花里，
浪头一过，这些身影又顽强站起
来；大浪猛袭下，码头上 7 吨重的
铲车，被生生地横拍出两米！但是，
没有人退缩。
　　“浪打在身上很疼，睁不开眼
睛，那时候考虑不了个人安危，就想
赶快过去，把平台控制住，把平台上
的人保住。”当天参与抗灾抢险的孙
逊说，“黄群副所长就是那样一个
人，如果还有一次这种情况，他还会
是同样的选择。”
　　一个大浪打来，正在作业的黄
群和姜开斌被卷入海中；剩下的人
和平台上的人一起营救，又一波大

浪打来，又有人落水。各方紧急施援，
4 人先后被救起，而黄群、姜开斌和宋
月才，壮烈牺牲。
　　勇士们用生命，保住了平台。
　　“只有奋斗的一生才称得上幸福
的一生”“牢记使命，勇于担当”“随时
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英雄
生前留下的手书催人泪下、感人奋起。
　　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
对党忠诚、恪尽职守、不怕牺牲的优秀品
格，用宝贵生命践行了共产党员“随时准
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初心和誓言，
激励着无数人坚定理想信念，投身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事业之中。

（记者张泉）
新华社北京 6月 23日电

载人深潜无惧风险 奋斗不息以身许国
记载人深潜英雄集体、中国船舶集团第七六 〇 研究所抗灾抢险英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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