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科技创新能力已成为国际

竞争的决定性要素。高校作为高层次

创新人才培养的主阵地，迫切需要探

索符合“双一流”标准的特色育人模

式。河南理工大学积极响应国家高等

教育发展战略，针对空间信息类复合

型人才培养展开了深入探索与实践，

在党建引领、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课程

体系重构、教学资源整合、师资队伍建

设等方面形成了显著特色。

党建引领 筑牢思想根基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党建引领

优势，打造“党委政治核心、党支部战

斗堡垒、党员先锋模范”三维党建引领

体系，构建党建与人才培养协同发展机

制。其中，基层党委参与专业集群课程

思政顶层设计，支部参与专业课程思政

指南编写，党员带头实施课程思政改

革，形成了“八维共育”课程思政工作品

牌，涵盖家国情怀、科学精神、地矿文化

等八个维度，为空间信息人才培养提供

了坚实的思想保障和组织支撑。

交叉融合 强化协同创新

河南理工大学以空间信息全产业

链需求为导向，打破传统学科专业壁

垒，整合优势学科资源，构建了支撑空

间信息产业链发展的专业集群。学校

依托测绘科学与技术、遥感科学与技

术等 10个省级重点学科，以及测绘与

地理信息等 3 个省级特色骨干学科

群，跨越 6 个学院，汇聚 14 个相关专

业，形成了以国家一流专业为核心、省

一流专业为支撑、特色专业为拓展的

专业布局。

在专业集群内部，14个相关专业

共建 12门基础课、15门互选课，组建 7
个教学团队，共享 16 个实验室，并形

成 11个创新创业团队，实现资源的共

建共享与协同创新，为学生提供跨学

科学习和实践的机会。

分层分类 筑牢学识根基

构建“四横七纵”课程群体系是空

间信息类人才培养的核心特色之一。

“四横”即通识课程群、基础课程群、专

业核心课程群和拓展课程群，分别从

不同层次支撑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通

识课程群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基本素

养；基础课程群对接产业链人才素养的

共性需求；专业核心课程群依据专业特

性实现分类培养；拓展课程群满足学生

个性化发展需求。

“七纵”课程群对应空间信息全产业

流程的七大应用能力，包括装备研制、数

据采集、数据传输、数据存储、数据处理、

分析建模、应用开发等关键环节，从产业

链需求出发反向构建，提升课程的高阶性、

创新性和挑战度，提升学生核心竞争力。

立体多元 创新培养模式

学校遵循“共建共享、优化整合、对

接产业、服务社会”的原则，整合校内学

科群资源，与行业协会、企业开展深度合

作，共建实践育人平台，打造了“虚-实-
模拟-现场”立体化教学资源库。

依托立体化教学资源库，学校提出

“四对照四结合”新型混合教学模式。即

对照线上教学、沙盘模拟、虚拟仿真、智

慧教学四种教学情境，开展线上与线下、

理论与实践、实操与虚测、创新实践与自

主学习相结合的教学活动，以学生为中

心，让其成为学习的主动参与者，提升课

程参与度和实践创新能力。

创新范式 建强师资队伍

学校推行“一指引两结合”教师成长

范式，打造高水平师资队伍。“荣誉指引”

通过设立“院-校-省-国”四级教师荣

誉体系，激发教师的职业荣誉感和使命

感；“督导和激励结合”建立青年教师“导

师制”与“校-院-系”成长督导体系，为

青年教师成长提供指导和监督，同时制

定激励措施，优化教学资源配备和工作

环境；“培训和终身学习结合”通过多维

度教师培训，鼓励教师多元化发展，促进

学科融合与创新。

这一成长范式成效显著，教师在各

类教学竞赛中屡获佳绩，获得全国高校

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一等奖 1项、二等奖 2
项，其他国家级、省级教学竞赛奖励 59
项，还获得省级文明教师、教学标兵、教

学名师等荣誉称号。

闭环管理 提升培养效能

学校基于 PDCA（Plan-Do-Check-
Act，计划-实施-检查-改进）循环模型，

以 OBE（Outcome-Based Education，成
果导向教育）理念为指导，构建了“三层

循环、三个改进、一个目标”的“三三一”

人才培养质量保障长效机制。外部循环

根据用人单位及第三方评价结果，驱动

人才培养目标的反馈和持续改进；内部

循环依据毕业要求达成度，推动教学保

障体系的反馈和持续改进；微观循环根

据课程目标达成度，促进课程教学活动

的反馈和持续改进。在这一机制的保障

下，学校测绘工程、遥感科学与技术等 8
个工科专业多次通过工程教育专业认

证，多名毕业生获批享受国务院政府津

贴，部分毕业生荣获省级五一劳动奖章。

在全球知识经济蓬勃发展、科技竞

争白热化的时代，河南理工大学在空间

信息类复合型人才培养领域的实践，搭

建起了一套完整且高效的人才培养体

系，不仅为学生的成长成才筑牢了根基，

更在深层次上推动了学科发展与产业进

步，为社会的创新发展注入创新动力。

河南理工大学

铸魂 聚力 提质 构建空间信息人才培养创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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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驻地，一封感谢信和一面

锦旗跨越 2100多公里，被送到战士王静平和齐圆手中。一个多月

前，他们二人与退役军人王政汉一起，救下了车祸现场的受困群

众。时隔 50多天，终于找到救命恩人的周女士不远千里赶来，只

为当面说一声“谢谢”。

事情发生在 1 个多月前，现役武警战士王静平和齐圆适逢休

假，与退役军人王政汉相约到王静平老家参加他的婚礼。1月 14日
傍晚，3人驱车行驶到内蒙古兴安盟扎赉特旗音江公路，正计划着

晚上帮王静平布置婚房，却没想到偶遇了车祸现场的生死一幕。

王静平还记得那一刻的惊险，一辆轿车突然失控，径直撞向了

停在路边的货车。强大的冲击力和惯性让轿车直接腾空，不巧的是

货车上装满钢管，一根钢管直接贯穿了轿车，现场发出巨大声响，

远远地就能看到引擎盖冒出白烟。

“我们看到前车出事故的时候，赶忙踩死了刹车。”王静平回忆

说，当时天色渐暗，路面没有标示牌和路灯，如果不及时阻拦后面

的车辆，后果不堪设想。3人立刻下车，拼命地朝其他车辆大喊：

“停车！快停车！”

后续车辆被喊停，路上排起长长的车队，有群众下车一同赶往

事故现场。零下 30摄氏度的天气，让救援情况不容乐观，有人担

心着，“这天那么冷，人估计都已经没了”。

“天又冷又黑，现场很安静，那时候我感觉自己都快死了，什

么知觉都没有。”后来，受困群众周女士回忆起那一刻只觉得后

怕。但当时，第一时间挺身而出的王静平却没有想太多。

车祸现场，引擎盖不断冒烟，车门被锁死，受困群众陷入昏

迷。一根 30多米长的钢管贯穿了整个车身，撞碎的汽车零件散满

一地，车辆随时可能发生二次事故。

凭借经验，王静平第一时间将车熄火。变形的车门很难打开，他

就和战友徒手去掰。几个人一边用力拉开车门，一边对着伤员大声呼

喊：“坚持住，救护车马上就到！”“不要睡觉，不要睡觉，醒醒！”

“当时她脸上划开了一道很长很深的口子，从外面甚至可以

看见里面的牙齿和骨头。”齐圆回忆说，现场散落的车辆配件划

过周女士的脖颈，离大动脉只有几厘米。鲜血不断流淌着，伤员

早已失去意识。

因为拉扯车门，王静平的手上也受了伤，现在留下几道疤，但

他并不在乎地说，“一门心思救人哪顾得上自己受伤呀。”3人冲上去之后，一些地方

群众也围了上来一同参与救助。他们将伤员挪到安全地带，一边用衣服为她挡风，一

边陪着她等待救护车的到来。

“刚入伍时，听老班长讲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为人民服务’，人民子弟兵为人民

嘛，自己虽然退伍了，但‘为人民服务’的心没有变，军人的本色没有变。”退役军

人王政汉自豪地说。

两个小时的救援守护后，3人将周女士安全交到医务人员手中。经过抢救，周女

士脱离了生命危险，身体也慢慢好转。但在她心里始终有一个心结，便是无法向救她

的几位小伙子道谢，现场他们没有留下任何姓名和联系方式。

周女士让丈夫四处打听，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到处询问。终于，有人看到了

转发的短视频，认出了其中一位正是休假回家办婚礼的王静平。

几经辗转，一个多月后，周女士一家终于得知救她的是 3位军人，其中两名 95
后，一名是 00后。

“车祸这么严重，我的爱人能够幸运地活下来，多亏了他们的及时帮助。他们不

顾自身安危，救了我爱人的生命，也救了我们的家庭。千言万语都无法表达我们的感

激，我们一定要找到他们，当面说一句‘谢谢’！”周女士的丈夫激动地说。

为了当面表达感谢，不久前，还在康复阶段的周女士坚持和家人一起，驱车 20
多个小时，从内蒙古专程赶到部队驻地。送上感谢信和锦旗，缺损了 7颗牙齿的周女

士不顾说话费力，一个劲儿地对两名年轻的战士说着“谢谢”。周女士的丈夫说，如

今妻子常告诉身边人，是武警战士救了她的命。他们还计划等身体康复后，去参加各

种公益活动，“我们要将这份爱传递下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温暖。”

“我们只是做了一件任何人看到都会做的事，更何况我是一名军人，保护人民生

命安全是我们的职责和使命。”战士齐圆解释说，平时训练中，大家不仅要进行体能

训练，还会学习自救互救专业知识，“所有的训练，不单是为了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

奋勇冲锋，也是为了在人民群众遭遇危险的紧急关头，用实际行动践行人民军队为人

民的宗旨与使命。”

□ 杨欢欢 张云皓

近日，由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主

办的“维和 35年·中国军队新征程”学术

研讨会在江苏南京举行，外交部、公安

部，军委机关、部队单位和军地院校相关

单位代表等百余位专家学者参加。

研讨会以“维和 35 年·中国军队新

征程”为主题，围绕“全球安全倡议视

域下的国际维和行动、联合国维和行动

改革与发展、中国军队维和能力建设、

维和人才培养体系创新”等问题进行了

深入研讨和交流。

海军指挥学院、复旦大学、北京外国

语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等单

位的专家学者就“如何推动我国参与联

合国维和行动走深走实、国际维和行动

中的中国贡献、国际维和学科专业建

设”等主题作主旨发言。分论坛研讨活

动由来自军事科学院、空军工程大学、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

京外国语大学、上海政法学院与国防科技

大学外国语学院的专家共同主持，与会代

表作了交流发言。

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是全国最

早、全军唯一一所承担综合性维和培训任

务的军事院校，是我军国际维和培训事业

的开拓者，是我军国际维和人才培养的主

渠道。自 1989 年首次承担维和培训任务

以来，已完成百余期各类维和培训任务，

向维和一线输送了 5000 余名优秀人才，

被誉为中国维和军人的“摇篮”。

“维和35年·中国军队新征程”学术研讨会在南京举行

□ 吴敏文

3月2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授予
波音公司美国空军“下一代空中优势”项
目，即研制、生产美国空军第六代战斗机
的合同，并将战机命名为F-47。至于为
什么称为 F-47，据英国 《卫报》 报道，
是因为特朗普此任为美国第 47 任总统。
美国空军发言人表示，F-47也有“向空
军的创建之年——1947年致敬”之意。

获得美国空军第六代战斗机项目的合
同对于近年来麻烦不断的波音公司意义重
大，重启F-47项目，对于特朗普力促振
兴的美国制造业，乃至美国空军在未来夺
取空中优势的作战能力，都是不可轻视的
大事。特朗普选择这个时候宣布这项决
定，大致基于以下考虑。

一是为美国制造业加油打气。吸引高
端制造业回流、促使美国制造业繁荣是特
朗普的重要政治诉求。为此，特朗普不仅
要求全球著名投资公司、高技术产业投资
美国，而且扬言给进口的美国商品施加高
额关税，而在美国投资的企业，则可避免
这些关税。

军工企业是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核心，
军队则是大笔投资的来源。通过率先研发
先进战机，不仅可以保证美军在空战武器
装备上的领先优势，而且可以吸引欧洲和
美国全球盟友的武器订单。大笔军售不仅
可以摊薄美国武器装备的研发成本，而且
可以赚取丰厚的军售利润，还可以通过军
售控制盟国的军事活动和能力，堪称“一
箭三雕”。

二是为了党派和政治利益。2024年大
选中，特朗普获得压倒性大胜的原因，很大
一部分是来自所谓“摇摆州”对特朗普的支
持。这些“摇摆州”同时也是美国所谓的“铁
锈地带”，即因为美国钢铁冶炼和相关制造
业的外流，导致工人失业、经济停滞、收入
下降、民生艰难的地区。这些地区的选民对

美国政治和政客的怨气很大，特朗普通过
搅动民粹，宣称为这些选民带来工作岗位
和增加收入，从而获得支持。

波音公司第六代战机研制项目可以直
接创造2.3万个工作岗位，辐射链覆盖的
12 个州大多为“铁锈地带”和“摇摆
州”。这有利于特朗普展示兑现竞选承诺
的“守信”形象，为特朗普所代表的美国
共和党赢得即将到来的 2026 年中期选举
创造有利条件。据估测，这个项目将为共
和党带来多达47万张选票。

在宣布波音公司获得第六代战机合同
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
F-47 将是“有史以来最先进、性能最
优、杀伤力最强的飞机”，将在飞行速
度、机动性和有效载荷等方面大幅、全面
领先已有战机。

F-47的最早服役时间预计在2030年，
很多技术细节、参数未定。但是，依据技术
发展的支持、对未来空战的需求预测，以及
与现有第五代F-22和F-35战机的比较，
F-47将具有以下典型的战技术性能。

一是在速度、隐身性、航程等基本参
数方面更加优秀。在隐身性方面，美国空
军参谋长戴维·奥尔文表示，F-47的隐身
涂层将更耐用，维护时间更短，部署所需
的人力和基础设施也大幅减少。在最大航
程方面，F-22 加挂外部油箱时航程为
1850英里 （3000千米） 以上，F-47将比
它更远。

二是具备与无人机群协同作战能力。
在智能技术大量运用于军事领域，从信息
化向智能化的军事变革如火如荼之际，第
六代机F-47必然广泛应用智能技术。F-47
被定性为有人驾驶，其与无人机的配合、
协同是必然具备的能力。

三是具备穿透性制空作战能力。制空
权是空战的核心诉求，也是战斗机的中心
任务。所谓穿透性制空，核心在于“穿
透”，即强调美军在空战中能够穿透敌方
密集的防空体系，深入敌后方纵深实施打

击。穿透性制空作战，即通过高度隐身的
多个先进空中作战平台，实现对敌方防空
体系的快速穿透和精准打击，通过指挥控
制信息系统实现高水平协同，发挥体系优
势，从而在危险空域夺取并保持制空权。

一代战机从型研到样机、首飞、定
型，到批量生产，交付作战部队，再到形
成战斗力，是一个时间较长、充满不确定
性的过程。F-47能否成为一代成功的主
战机种，至少面临三方面挑战。

首先，F-47 的研发面临研制费用昂
贵和防务开支削减的问题。特朗普二次入
主白宫，在对军队进行“重整美军战斗
力”改革的同时，宣布在他的 4 年任期
内，每年削减军费开支8%。据估计，F-47
的整个研制费用将达500亿美元，每架平
均 3 亿美元。如果按照计划生产 414 架，
总的支出则超过 1000 亿美元。特朗普政
府如果真的削减年度军费开支，F-47昂
贵的研制、生产费用又如何支付？

其次，盟友的不信任使得F-47不可
能靠盟友联合研制摊薄成本。战斗机研制
历来成本高昂，为了降低美国承担的研制
费用，于是采取与盟国联合研制的方式，
一方面摊薄研制成本，另一方面通过增加
生产架次摊薄生产成本。

然而，特朗普此番上任后切断对乌克
兰的武器支援和情报共享的做法，使得其
在F-35战机上设置“致命开关”的问题
浮出水面。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想在
F-47研制生产上效仿F-35的方式恐怕很
难实现。

第三，技术不确定性也会影响 F-47
的成败。美军装备研制因技术问题导致半
途而废者不乏先例，“科曼奇”直升机、

“十字军”火炮都是在耗资百亿美元之后
被迫放弃的。现在距首架 F-47 入役的
2030年还有5年，各种不确定因素带来的
影响，其是否能够按计划服役，让我们拭
目以待。
（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信学院）

F-47战机的前景如何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郑天然
通讯员 马 军 李金涛

又一年清明将近，陕西汉中的饶素珍

开始期盼着收到来自墨脱边陲的消息。

2000 多公里外，西藏墨脱的门巴族老阿

妈嘎玛措姆收拾好饼子，准备去为安葬在

烈士陵园的“兵儿子”饶平扫墓。

西藏军区“墨脱戍边模范营”某连

烈士饶平，是亲生母亲饶素珍和老阿妈

嘎玛措姆 21 年来共同的牵挂。2004 年饶

平牺牲后，两位母亲跨越近半个中国的

距离，用同样的思念延续着对英雄儿子

的守望。

喜马拉雅山下的守护

清晨，雅鲁藏布江畔的晨雾还未散

尽，松脂的清香弥漫在墨脱县背崩乡烈士

陵园。

“阿妈来看你了，带了你最爱吃的饼

子和糖。”饶平烈士墓碑前，65岁的嘎玛

措姆佝偻着腰，从竹篓里掏出祭品摆放

好，轻声呼唤着逝去的“兵儿子”。

21 年前，西藏军区“墨脱戍边模范

营”某连官兵在巡逻途中突遇泥石流，

饶平为救战友壮烈牺牲，长眠于此。而

千里之外的陕西汉中老家，只留下了一

座衣冠冢。

在嘎玛措姆的记忆里，饶平一直是那

个“爱笑的兵娃娃”。他是连队班长，在

地东检查站驻守时，经常帮助当地百姓修

房子、干农活、修电器，是嘎玛措姆家里

的常客。饶平曾腼腆地对嘎玛措姆说，

“要是一个妈妈在陕西，一个妈妈在墨

脱，该多幸福啊。”从那时起，嘎玛措姆

便认下了这个“兵儿子”，饶平和战友们

也开始喊嘎玛措姆“干妈”。

家乡远在千里之外，饶平将嘎玛措姆

当作了自己的另一个“妈妈”。那时候，

嘎玛措姆家里有什么好吃的，总是先想到

饶平，经常塞给他水果、腊肉，为他缝补

衣服。饶平有什么心事，也总都爱跟老阿

妈说。2003 年休假结束归队后，饶平硬

是徒步走了 3天，翻越多雄拉雪山，把一

大兜从老家带来的特产背给了嘎玛措姆。

让嘎玛措姆没想到的是，和“兵儿

子 ” 饶 平 相 处 的 时 光 竟 如 此 短 暂 。

2004 年 7 月 7 日，该营巡逻队突遇泥石

流，未满 24 岁的饶平为推战友脱离险

境，自己被泥石流掩埋。那时，他入党才

仅仅 7天。

嘎玛措姆还记得，噩耗传来时她扔下

手里正在缝补的迷彩裤，踉跄着跑了 14

公里山路，跑到营区却只看到饶平静静地

躺着，早已没有了呼吸。她怎么也不敢相

信，曾经爱笑的“兵儿子”就这样倒在了

边防线上，甚至没来得及告别。

饶平被安葬在了墨脱县背崩乡烈士陵

园。一年后，嘎玛措姆把家从 14 公里外

的地东村搬到了背崩村。此后每隔一段时

间，她就会带上饶平爱吃的大饼和腊肉去

看望他，清理坟头的杂草。

时间一天天过去，嘎玛措姆的年纪越

来越大。2013 年，子女们曾劝她搬到条

件更便利的墨脱县城生活，但她坚决不同

意，说要在这里陪饶平，还带家人一起去

陵园祭奠。她告诉饶平，“墨脱通公路

了，出去不用翻多雄拉山了，你的白玛妹

妹也当老师了……”

这个与饶平毫无血缘关系的老阿妈，

一边说着，一边用粗糙干瘪的手指抚过墓

碑，眼里噙满泪水。 21 年来，饶平墓

前，她最常说一句话——“你是我儿子，

让我骄傲，我陪你一辈子。”

汉江河畔的思念

距离墨脱 2000 多公里外的陕西省汉

中市城固县，小院里红花盛开。饶平的亲

生母亲饶素珍满头银发，颤巍巍地打开箱

包，里面褪色的军装、磨破的背包和亮眼

的大红花，是饶平留下的全部念想。

饶素珍抚过大红花，又想起儿子入伍

时的样子。那天他向母亲保证，“放心

吧，我在部队一定会好好干”。

在饶平的相册里，为数不多的几张军

装照格外显眼。饶素珍还记得，当年她对

饶平说，想亲眼看看他穿军装的样子。

2003 年休假时，饶平穿了一身军装，英

姿挺拔，让饶妈妈心里乐开了花。

如今，每隔一段时间，饶素珍都会

把饶平的军装和大红花拿出来晾晒，看

到军装就仿佛又看到儿子的身影。饶平

喜欢花草，她就在院子里种满盆景，每天

精心呵护。

尽管已是 76 岁高龄，但饶素珍对儿

子的记忆格外清晰。她始终记得饶平说

过，边防军人必须完成巡逻任务，退伍前

要去走一趟巡逻路。

饶平永远留在了墨脱边陲，一等功奖

章和“舍己救人英雄”证书是他守护边关

的见证。有时饶素珍觉得，葬在边关，也

是儿子的心愿。

家中的孙子孙女们没有见过饶平，饶

素珍便拿出饶平的照片和奖章给他们介

绍。“这是你们大伯，当兵在部队，为救

战友牺牲了。”饶素珍坚定的话语中满是

骄傲，“他是为国捐躯，很光荣！”

没能见到儿子最后一面是饶素珍心中

的遗憾，但这些年来，一茬茬边防官兵被

饶平的事迹感染，将烈士母亲当作自己

的母亲，饶妈妈便也多了一群“兵儿

子”。每到清明节前夕，官兵们都会通过

电话和视频，为这位远方的妈妈送上关

心和祝福。

“饶妈妈身体还好吗？怎么头发这么

白了？”“我身体还可以，你们巡逻一定要

小心！”每次接到来自墨脱的视频电话，

饶素珍都百感交集。她说，看到视频里和

饶平年龄相仿的这群兵娃娃，就好像找到

了儿子的影子，格外亲切。

饶平当兵后，饶素珍开始关注西藏电

视台，了解关注墨脱的信息。饶平牺牲

后，她依然会通过电视、互联网等途径搜

索墨脱的消息，牵挂着墨脱，因为她知

道，那里有一群像饶平一样的年轻人，都

是她的“兵儿子”。

雪域边防的传承

墨脱是西藏高原海拔最低、雨量最充

沛的地方，这里气候多变，自然灾害活动

频发，周围被雪山包围，几乎与世隔绝，

又被称为“雪域孤岛”。

由于交通不便，很长一段时间里，

饶素珍都没能来看一看儿子战斗的地

方。 2017 年清明时节，饶素珍第一次来

到饶平生前所在连队，见到了饶平的干妈

嘎玛措姆。

两位母亲泪流满面，拥抱在一起，互

相诉说着饶平的故事。她们和官兵一起祭

奠了饶平，离开时，饶素珍从饶平墓前装

了一抔泥土。

“你放心，你在那么远的地方来不

了，我来照顾他，我陪他。”分别前，嘎

玛措姆拉着饶素珍的手说。此后饶素珍便

知道，儿子在墨脱也有一个家。

“饶妈妈，您看我这会儿在哪儿呢？

我和战友们过来看一下饶平老兵，您在家

把自己照顾好。”烈士陵园里，战士牛志

伟为饶素珍拍下祭扫视频。每年清明，官

兵们都会自发来给饶平扫墓，并将照片视

频发给远方的饶妈妈。

嘎玛措姆擦拭完饶平的墓碑，拿出手

机，向他分享了一段饶素珍专门发来的视

频。视频里，头发花白的饶妈妈带着孙子

孙女做完家务，说起想念饶平的话。

“这是你妈妈，你们两个碰一下头。”

拭去泪水，嘎玛措姆把手机紧紧贴在饶平

墓碑上，送来饶素珍的思念。

事实上，为了守卫祖国边防线， 63
年来，“墨脱戍边模范营”有 30位年轻的

官兵献出了生命，永远留在了这片边防

热土。

但这并不妨碍一茬又一茬官兵前赴后

继。如今，新一代戍边官兵接过先辈的接

力棒，继续沿着饶平和战友们的足迹，一

次又一次义无反顾地踏上巡逻路，接续守

卫祖国的藏南边陲。

每一次巡逻，官兵们都会在边境线上

手握钢枪，展开国旗。他们像无数前辈一

样，面对雪域高原庄严宣誓：“我站立的

地方是中国，我用生命捍卫守护，边防有

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两位母亲一个儿

噶玛措姆祭奠饶平烈士。 杨振坤/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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