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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時俱進改革軍隊 邁出強軍興軍步伐
中共十九大報告已明確提出，確保到2020年基
本實現機械化，信息化建設取得重大進展，戰略
能力有大的提升；力爭到2035年基本實現國防和
軍隊現代化，到本世紀中葉把人民軍隊全面建成
世界一流軍隊。為適應世界新軍事革命發展趨勢
和國家安全需求，中國國防和軍隊重塑領導指揮
體制，優化規模結構和力量編成，推進軍事政策
制度改革，調整改革軍兵種和武警部隊，推進國
防和軍隊全面建設，着力解決體制性障礙、結構
性矛盾、政策性問題，邁出了強軍興軍歷史性步
伐。
2015年11月24日至26日，中央軍委改革工作
會議在京舉行。中國國防與軍隊改革大幕由此正
式拉開。面對制約國防和軍隊建設的體制性障

礙、結構性矛盾、政策性問題，過去幾年間，中
國國防和軍隊改革打破了長期實行的總部體制、
大軍區體制、大陸軍體制，形成了軍委管總、戰
區主戰、軍種主建的新格局，改變了長期以來陸
戰型、國土防禦型的力量結構和兵力佈勢，實現
了中國軍隊組織架構和力量體系的整體性、革命
性重塑。

促向科技密集型轉變
改革中，中國軍隊調整軍委總部體制、實行軍

委多部門制，組建陸軍領導機構、健全軍兵種領
導管理體制，重新調整劃設戰區、組建戰區聯合
作戰指揮機構，健全軍委聯合作戰指揮機構等，
構建軍委—戰區—部隊的作戰指揮體系和軍委—

軍種—部隊的領導管理體系；改革組建新的軍委
紀委和政法委，形成新的監管體系。
改革優化規模結構和力量編成，裁減軍隊員

額30萬，非戰鬥單位人員壓減近一半，適度增
加海軍、火箭軍現役員額，推動軍隊由數量規
模型向質量效能型、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
轉變；改革充分發揮創新驅動發展作用，培育
戰鬥力新的增長點，加大淘汰老舊裝備力度，
逐步形成以高新技術裝備為骨幹的武器裝備體
系。改革推進了軍官、士兵、文職人員等制度
改革，深化軍人醫療、保險、住房保障、工資
福利等制度改革，完善軍事人力資源政策制度
和後勤政策制度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沖北京報道

■責任編輯：葉格子 ■版面設計：余天麟

A11

2019年9月14日（星期六）

20192019年年99月月1414日日（（星期六星期六））

2019年9月14日（星期六）

駱駝泉《古蘭經》
見證撒拉族歷史

七旬翁開旅社
宣傳家鄉文化

作為在槍炮聲中長大的一代，70多歲的撒拉族老人馬明善親歷
了國家和民族由弱到強的變遷，深感如今的生活來之不易。馬明
善的父親曾是駱駝泉邊街子清真寺的廚師，從小他便跟隨父親在
清真寺裡長大，對於撒拉族文化更是耳濡目染。
馬明善曾多次參加全國運動會和國際比賽取得好成績，同時作

為國家級摔跤教練，為國培養全國冠軍32人、教練員46人。他對
家鄉文化的傳播亦是不遺餘力。2003年，退休在家的他曾開辦了
旅行社，希望帶領更多人認識他美麗的家鄉。談起這段經歷，馬
明善表示，「隨着開放的步伐加大，循化撒拉族對外界的吸引力
也越來越大。我的旅行社不以掙錢為目的，就是想讓更多遊客了
解撒拉族文化。」

曾經的循化縣地理條件惡劣，阻
礙當地經濟的發展。改革開放

後，循化撒拉人漸漸開始「走出
去」創業，通過開辦拉麵館，改變
自己的人生，56歲的韓福忠就是其
中之一。
1996年，在家鄉青海打拚十餘年
的他因為生意不景氣，面臨着企業
轉型的艱難抉擇。一個偶然的機
會，撒拉族人幾乎天天吃的拉麵，
觸發了他二次創業的靈感。「當時
是正經的『拉一代』艱苦創業期。
雖然拉麵行業已經發展了近10年時
間，但店面依然比較破舊，產品比
較粗糙。」憑着對拉麵行業的基本
判斷，韓福忠很快將目光對準「遍

地黃金」的新興城市深圳。

花兩個月市場調研
到深圳後，韓福忠沒有急於開

店，而是花兩個多月時間進行市場
調研，了解顧客消費水平、消費習
慣等等。最終，他的店舖在蛇口一
炮打響，自開業之日起，每天接待
客人300多人次，營業額8,000多元
（人民幣，下同），3個月下來淨利
潤達50多萬元。幾年後，隨着店面
的不斷擴張，韓福忠在深圳創辦了
自己的第一個拉麵品牌「雪域
情」，並從此走上了拉麵品牌化、
連鎖化經營的道路。
2006年，他轉戰西安推出「韓鼎
記犛牛肉拉麵」品牌，並引入現代
餐飲管理理念和服務模式，使拉麵
館升級為中式快餐廳。而後，韓福
忠2015年在安徽正式推出「韓鼎記
犛牛肉拉麵」和「阿費夫民族文化
餐廳」品牌。
青海省海東市地方品牌產業培育

促進局副調研員馬金星表示，如
今，循化撒拉人已在內地200多個
大中城市開設7,500家拉麵館，年輸
出勞動力4萬餘人，年實現拉麵經
濟綜合收入20億元以上，年人均收
入5萬元以上。

800多年前，世居中亞的尕

勒莽、阿合莽兄弟二人因受到

當地統治者的排擠打擊，帶領

部落170戶族人沿絲綢之路開

始東遷之旅。歷時17個月，

他們最終在部落靈畜「白駱

駝」的指引下，定居於青海省

循化縣駱駝泉邊，之後與周邊

漢、藏民族融合，逐漸繁衍形

成撒拉族。融匯多民族智慧的

撒拉族不僅頭腦精明善於做生

意，同時還擁有一門絕佳的拉

麵技藝。近年來，循化撒拉人

依靠拉麵手藝，走出一條「一

年當跑堂、兩年做麵匠、三年

成老闆」的小康之路。2018

年，循化撒拉自治縣成為全國

第一個少數民族區域性整體脫

貧摘帽的縣域。■香港文匯報

記者 唐瑜、李陽波、張仕珍

青海循化報道

一家人 一家親

撒 拉 族
是中國信
仰伊斯蘭
教的少數
民 族 之

一，民族語言為撒拉語，
通用漢文。主要聚居在青
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縣、
化隆回族自治縣甘都鄉、
甘肅省積石山保安族東鄉
族撒拉族自治縣的大河
家，撒拉族全國總人口數
約13萬人。

循化縣地處青海省東部
黃河谷地，是中國撒拉族的發祥
地，也是全國唯一的撒拉族自治
縣。全縣總面積2,100平方公里，
平均海拔2,300米，轄3鎮6鄉154
個行政村，總人口達到 16.1 萬
人，少數民族人口佔總人口的
94%。其中撒拉族 10.1 萬人，佔
總人口的63%。

2018年9月29日，青海省人民
政府批覆並發佈公告，批准2017
年度計劃摘帽的循化撒拉族自治
縣退出貧困縣。

撒
拉
族
聚
集
區
概
況

2�
$

■■進行軍隊改革進行軍隊改革，，有利中國推進國防和軍隊全面有利中國推進國防和軍隊全面
建設建設。。圖為汽車兵模擬敵情訓練圖為汽車兵模擬敵情訓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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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化縣撒拉族
基本數據

循化縣2018年生產總值

32.2億元

循化縣2018年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

29,491元

循化縣2018年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10,662元

循化縣撒拉族人口

10.1萬人

全國撒拉族人口

13萬人

■■韓福忠的餐廳廣受食客歡迎韓福忠的餐廳廣受食客歡迎。。
香港文匯報青海傳真香港文匯報青海傳真

循化縣撒拉族人最引以為豪的無疑是
駱駝泉與手抄本《古蘭經》。二者相互
守望，與撒拉族先民尕勒莽、阿合莽兩
兄弟陵墓相伴，共同見證了撒拉族數百
年的滄桑歷史。
相傳，當年撒拉族先民尕勒莽和阿合

莽兩兄弟，用白駱駝馱着手抄本
《古蘭經》和故鄉的水土，一路
從中亞土庫曼斯坦的馬雷州，途
經撒馬爾罕來到中國。到達循化
縣的當天，在最後一次禮拜後，

眾人決定就此
宿營，卻不想領
頭的白駱駝在夜裡
突然走失。於是，族
人們打起火把四處尋找，
一夜未果。翌日清晨，正當大
家一籌莫展時，尕勒莽和阿合莽突
然發現，在面前的平地上，白駱駝已化
身為一尊面西而向的白玉石，一汪清泉
從其下汩汩而出，駝背上的水土和《古
蘭經》卻完好無損。

族群已逾10萬人
此情此景下，尕勒莽和阿合莽兄弟似

乎領悟到什麼，趕緊上前取下水土，同
腳下的黃土和泉水進行融合，兩者的味
道竟然出奇一致。再環望四周，周邊的
山巒和樹木，竟和家鄉一模一樣。於
是，這支隊伍便在駱駝泉旁定居下來，
逐漸與當地融合繁衍形成了撒拉族，至
今族群已有逾10萬人。
幾百年來，駱駝泉被撒拉族視為聖
泉，在撒拉族文化中佔有重要地位。當
年隨白駱駝而來的手抄本《古蘭經》，
則被安放在與之毗鄰的街子清真大寺古
蘭經珍藏館內。800年來，無論經歷天
災還是戰亂，撒拉人一代接一代拚死默
默守護駱駝泉和手抄本《古蘭經》。如
今，國家昌盛，民族富強，不僅撒拉人
迎來了好生活，駱駝泉和手抄本《古蘭
經》也在新時代煥發出新的價值。

■駱駝泉景區內後人仿建的白駱駝，與旁邊的手抄本
《古蘭經》珍藏館交相輝映。 香港文匯報青海傳真

■韓福忠餐廳的員工在合肥市少數
民族拉麵技能大賽現場比賽。

香港文匯報青海傳真

■■韓福忠韓福忠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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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明善介紹
撒拉族文化。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李陽波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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