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放軍組建了抗洪搶險應急部隊、地震災害緊
急救援隊、核生化應急救援隊、空中緊急運輸服
務隊、交通應急搶險隊、海上應急搜救隊、應急
機動通信保障隊、醫療防疫救援隊等8支國家級應
急專業力量，兵力規模約5萬人。
其中，中國國際救援隊在原有基礎上人數已經

擴大一倍，增加到450人。中央財政將再投入1億元
人民幣，為救援隊配備先進、實用的救援裝備。
2002年，中國軍隊首次對外援助，向阿富汗提供

救援物資。此後，中國軍隊多次安排軍用專機、

專列對外運送帳篷、毛毯、藥品、醫療器械、食
品、發電機等人道主義援助物資。
截至2010年8月，中國軍隊執行了23次國際人道

主義物資援助任務，共向19個受災國家提供了總價
值超過5億元人民幣的救災物資。

2011年1月11日(星期二)

危機處理，往往事先全
無預警。我們看到，包括
美國的911危機、俄羅斯的
別斯蘭事件以及其他自然
災害在內，獲得準確預警
實際上很難。在突如其來
的災難面前做出迅速有力
及準確的被動反應，這種
能力才最為難得、最為珍
貴。
汶川地震中，解放軍盡

可能多地集中了直升機，
但數量還是太少，中國軍

隊需要進一步強化超越地
表障礙的空中機動能力和
中遠程投送能力。再如複
雜條件下的信息保障能
力：汶川地震使災區通信
台、站、網受到毀滅性破
壞，軍事通信對衛星的依
賴性陡升。這些都是災難
對我們的警示。不能說我
們平時沒有意識到這些問
題，但通過災難救援，我
們有了更加深刻、更加切
膚的認識，同時也找到了
軍隊未來改進的方向。
通過非戰爭軍事行動檢

驗非戰爭軍事行動能力，
培育和輔助生成軍隊的核
心軍事能力，是新形勢下
強軍的重要途徑。

策劃： 新華社解放軍分社　賈　永、曹　智、王建民

香港文匯報　王樹成、李曉惠、張建華　

■2008年5
月15日，航
拍「5．12」
地震四川都
江堰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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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過去的2010年，已走過83年征程的中國軍隊
格外忙碌。

從雲貴旱災、汶川玉樹地震、舟曲泥石流到四川、
陝西、吉林等多省爆發的洪澇災害，軍人於第一時間
出現在最危險的地方，已經成為人們熟悉的場景。而
與此同時，告別戰爭多年的中國軍隊也在應對災難的
戰場上收穫良多。

救人之外　支援重建
中國軍隊在新世紀裡實施的大規模救災行動，始於

2008年5月的汶川大地震。
在那場遇難者達到數萬人的里氏8.0級地震發生後，

來自海陸空的14萬大軍在10萬平方公里的災區同時展
開救災。震後一個多月裡，部隊搜救被掩埋群眾2.7萬
餘人，巡診、救治傷病員136萬餘人。
第二年的4月14日，位於中國西北的青海玉樹發生

7.1級地震。一萬多名軍人再次應聲集結，搜救被埋者
1,584人，救治傷員18,129人。
救人——中國救援體系的核心，也是軍人救災行動

的第一要務。拯救生命的同時，軍人以最快速度出現
在災難現場，能夠為民眾增加戰勝困難的信心。
「解放軍來了，我們就有救了。」記者多次從災區

聽到這句話。而每當救災部隊完成任務撤回時，人們
都會打出「感謝解放軍﹗」的標語。
2009年5月發佈的《中國的減災行動》白皮書指出，

公安、武警、軍隊是中國應急救援隊伍體系的骨幹和
突擊力量。中國軍方2010年7月30日公佈的數據表明，
2009年以來，軍隊和武警部隊累計出動官兵近百萬人
次，參加抗洪、抗震、抗旱、抗颱風和森林撲火等搶
險救災行動。

進入「孤島」、打通道路、實施爆破⋯⋯重大災難
中，解放軍和武警官兵往往承擔㠥「不可能完成的任
務」。值得一提的是，部隊不僅在第一時間趕赴災區，
還派出大量兵力支援災後重建。
僅在汶川地震後的3個多月裡，救災部隊修建臨時學

校166所，修建活動板房25萬餘間，搭建臨時災民安置
點450多個，拆除危房20.9萬餘間，開設飲食供應站192
多個，並為災區援建了康復中心等大型項目。

10年巨變　富國強兵
對於中國軍隊在近期重大災難救援中的出色表現，

國防大學教授金一南認為，這是國力和軍力同時提升
的結果。
98年抗洪，後勤補給一時無法跟上，部隊只能依靠

地方，行動和效率大受影響。而08年以來的一系列救
災行動，軍隊強有力的現代化後勤裝備，不但為十幾
萬官兵提供了保障，還解決了災區民眾的生活急需。
「從這一點可以看出，10年來軍隊建設發生了巨大

變化。」金一南說，「富國強兵是一個統一體，沒有
國力的發展，強兵永遠只是夢想。」

除了硝煙彌漫的戰場，他們的身影出現在人民最需要的地方：汶川、玉

樹、舟曲⋯⋯哪裡有他們，哪裡就不再絕望。其中，僅汶川一役，中國軍隊

就出動14萬人，搜救被掩埋群眾2.7萬人。老百姓說：解放軍來了，我們就

有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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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22日，在玉樹抗震救災中，解放軍官兵頂風冒雪為孩子們搭建帳篷，早日
復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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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
解放軍戰
士搶運受
災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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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救援培育
核心軍事能力

山上的積雪還沒有融化，5級大風吹得全身
透涼。剛上高原的戰士們背包一放，忍㠥劇
烈的頭痛和眩暈開始搜救。實在堅持不住，
就捂㠥胸口靠在坍塌的房屋一側喘幾口氣。
一位名叫侯永強的戰士發燒到攝氏38.5度，最
後被戰友們強行從廢墟上帶回帳篷輸液⋯⋯
這是2010年4月記者在青海玉樹震區看到的

一幕。玉樹地區的海拔在4,000米左右，氧氣
含量只有內陸的60%。
事實上，每一次救災行動中，部隊官兵都

曾面臨巨大挑戰。

創下高空盲投奇跡
空降研究所所長李振波至今記得兩年前傘

降茂縣的那一刻——「從飛機上往下看，白
茫茫一片。下面沒有人指揮，怎麼跳、什麼
時候跳都得我們自己決定。跳下去可能會犧
牲，但也可能安全㠥陸⋯⋯」
2008年5月14日上午，在李振波的帶領下，

空降兵某部15名官兵在無氣象資料、無地面
引導、無地貌資料的情況下，在因地震而與
外界隔絕的四川茂縣4,999米高空實施傘降，
創造了中國空軍歷史上高空盲投的奇跡，發
回了有效的災情報告。
在跳傘之前，李振波對他身後的空降兵們

說了三句話：「第一，我們是黃繼光生前的
部隊，此時我們要繼承黃繼光的精神，堅決
完成任務。第二，祖國和人民需要我們。第

三，空降兵在任何時候都是不畏艱險、不怕
犧牲的，這次跳傘有生命危險，希望你們做
好心理準備。」
黃繼光是中國人民志願軍的一名士兵。半

個多世紀前的朝鮮戰場上，這位年僅21歲的
戰士用身體擋住了敵人的機槍槍口，使後續
部隊得以攻下高地。他所在的部隊，日後成
為了中國第一支空降兵。
即使大多數官兵並未經歷過戰爭，在今天

的中國軍隊，以黃繼光精神為代表的英雄主
義仍然沒有褪色。
「人民軍隊中的『80後』、『90後』們在大

災難面前義無反顧、敢打敢拚，延續了人民
軍隊壓倒一切困難而決不被困難所屈服的光
榮與輝煌。」這是軍事專家金一南多年觀察
的結論。

■2008年5月16日，解
放軍官兵於汶川縣都江
堰段使用大型水上運輸
裝備轉運地震受災群
眾。

■1976年7月，參加唐山抗震救災的解
放軍官兵正在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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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21日，江西省軍區組織民兵進行
消防演練，打造安全江西，為地方經濟建設作
貢獻。

■2008年5月21日，醫護人員對在
「5．12」地震廢墟中獲救的賴元平
實施急救。在廢墟中被埋196小時的
賴元平全身多處骨折並伴有腎衰，
能頑強堅持196小時，是生命奇跡。

■2010年2月28日，在伊犁雪災搶險救護中，
陸航旅周江偉特設師抱㠥孩子跑向飛機，順利
把他送到了飛機上。

■2010年昭蘇
地震解放軍出
兵救援。 ■2010年9月10日，解放軍某部在

舟曲泥石流災害中搶險。

跳下去就有可能犧牲，但還是要跳

即使過去了兩年多，飛行員陳遠康仍記得那些驚心動
魄的飛行。

每個動作　只有一次機會
「每一回飛，都與死神擦

肩而過。」在峽谷中貼㠥山
峰飛行，在狹窄的江邊尋找

降落點，在強烈的氣流中迂迴顛簸
⋯⋯ 陳遠康說，拐彎、拉升、降
落，飛行員的每個動作，只有一次
機會。
汶川大地震發生後最初的日子

裡，直升機是通向震中的唯一工
具。就在這些拯救生命的飛行中，成都軍區某陸航團邱光華機
組不幸失事遇難。他們是：51歲的特級飛行員邱光華、27歲
的副駕駛李月、47歲的空勤機械師王懷遠、28歲的空勤機械
師陳林、23歲的物資裝卸和地面警戒員張鵬。他們的生命定格
在2008年5月31日那個風雲突起的下午。
當天12時，機組接到命令——運送10名防疫專家前往理縣。

當天已經執行了2個架次任務的機長邱光華和副駕駛李月、機

械師陳林立即作飛行準備。得知機上還缺一名空勤機械師，正
在午休的王懷遠一躍而起。快要起飛時，這些天來一直在幫各
機組裝卸物資的士官張鵬也蹦上了直升機。
5名聞令而動的官兵，沒有絲毫猶豫。其實，他們中的好幾

位，原本不在救災人員的名單上。

當代大禹　離家800米不入
按照飛行員管理規定，還有11個月，邱光華就將到齡停飛

——而他的老家，就在重災區。
邱光華說，這一帶地形複雜，我經驗比較豐富，應該到最前

線去，而且，我還能多帶帶年輕人，讓他們盡快成長起來。
作為我國第一代少數民族飛行員，來自羌寨的邱光華，是茂

縣人的驕傲。這次災難中，家中房屋被毀，年近80歲的父母住
進了窩棚——這是地震發生5天之後，邱光華才得知的消息。
儘管邱光華曾多次飛過家鄉上空，一次甚至降落在距家不足
800米處，在等待升空的間隙，他仍然沒有離機回家。
「那麼多的救災物資，早一分鐘完成裝卸，就能早一點到達

災民手中！」從地震發生那天起，作為汽車司機的張鵬，把自
己的崗位從地面轉移到了天空⋯⋯
如同此前的63次飛行一樣，當邱光華機組第64次飛向地震

災區時，人們安靜地等待㠥，等待他們帶回傷員和一大堆替災
區群眾報平安的紙條。
然而——這一次，他們沒有回來。
與他們一起長眠在川西山谷間的，是那架尾號為734、上個

世紀90年代初裝備部隊的米－171直升機。
王懷遠曾經是殲擊機飛行員，一次身體小恙導致停飛。從地

面機械師到空勤機械師，不放棄的王懷遠重回藍天，帶出了一
批為飛行員護航的年輕機械師。
陳林軍校畢業4年後就通過考核，是同批技術人員中第一個

「提空」的。
還有被列為重點人才培養的李月，駕駛技術出色的張鵬⋯⋯
若沒有這場不期而至的事故，這該是一個多麼優秀的團隊！

英雄妻子：我為他們而自豪
當戰友們小心翼翼地說出飛機失事的消息，邱光華的妻子

說：「我能接受這個事實，我為他們的英勇行為感到光榮和自
豪⋯⋯」
聞此言，一屋慟哭。
王懷遠再也無法兌現自己的承諾了——就在直升機失事前幾

天，他對患有腿疾的弟弟說，執行完這次任務，就帶他到大醫
院做假肢。還有幾年就能退休的王懷遠，早已替自己的退休生
活做好了安排——回四川瀘縣的老家，種橘子。
今天，在他摯愛的這片土地上，新的家園已然葉繁果豐。

邱光華機組：長眠災區的雄鷹
災難面前中

國軍隊的快速
反應，得到了
世界的公認。
汶川大地震

發生1 3分鐘
後，軍隊應急
機制全面啟

動。距地震發生不到10個小時，上萬名解放軍和武警官兵已
到達災區開展救援。
玉樹地震發生僅10分鐘，駐玉樹部隊850人展開救災；不到3

小時，第一批救災部隊4,000人從西寧出發。
2010年6月21日，江西撫州唱凱堤發生潰決。1個半小時後，

武警水電二總隊官兵已火速奔赴撫州⋯⋯
災難救援不是打仗，卻近似打仗。災難救援行動全面檢驗

了中國軍人的政治素質、戰備水平和快速反應能力，鍛煉了
各級指揮機關應對突發事件的指揮處置能力。
這些能力，都屬於中國軍隊的核心軍事能力，即打贏信息

化條件下局部戰爭的能力。
《2008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指出，中國軍隊重視加強反

恐、維穩、處突、維和、搶險救災等非戰爭軍事行動訓練。
自2009年1月1日起，全軍和武警部隊按照新一代《軍事訓練

與考核大綱》施訓。新大綱增加了非戰爭軍事行動的訓練內
容。
作為和平時期非戰爭軍事行動的經常性實踐，中國軍隊的

災難救援已經走出國門。中國國防部強調：「對外救援行動
實現了人道主義的目的，同時也彰顯了中國和中國人民解放
軍所承擔的國際責任。」

災後10分鐘即出動 應急效率舉世肯定

援手海外23次

■2008年5月21日，駐渝某部正在轉移於
「5．12」地震中的受傷群眾。

■2010年4月19日，空軍動用大型機運送在玉樹地震中
受傷的藏族同胞。

■ 2008年5月16日，濟南軍區某部官兵冒㠥塌方和飛石徒步
急行軍奔向「5．12」大地震重災區汶川。

■2008年5
月18日，海
軍陸戰隊轉
移災民。

第一時間出現在最危險的地方 出色救援彰顯軍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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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官兵運送在「5．12」
地震中的受災群眾。

■2008年5月24日，最後撤離「5．12」大地震重災區北川的
防化部隊官兵在進行拉網式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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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
5 月 2 1
日，為營
救「 5 ．
12」地震
的 重 傷
員，軍用
直升機降
落在峽谷
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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