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的时针回拨到 2012年 9月 25日，我国第一艘航空母舰完成建造和试验试航，
正式交付海军，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辽宁舰”，舷号为“16”。

那一刻，全中国为之沸腾。从那一天起，中国迈步进入航母时代。
砥砺十载，辽宁舰逐步建立起航母编队综合攻防体系，形成了包括远海作战运用的

系列战法，实现了从试验训练平台到备战打仗先锋的华丽转身。

服役满 30 年的老兵阮万林退役

前向组织提了一个请求，希望能走

上甲板，亲身感受“飞鲨”起降时的

震撼。

作为一名机电舱段兵，阮万林多

年来一直工作在主甲板以下的底层

舱室，始终与高温、油污、噪音和热浪

为伴，穿梭于管线之间，很难有机会

亲眼目睹飞机起降那壮阔的场景。

当年“航母 style”“凌空一指”的

画面曾风靡全国，如今刚满 26岁的吴

永靖，成为辽宁舰上最年轻的起飞助

理。面对舰载机起飞时发动机剧烈的

轰鸣和强大的尾流，他说，“戴着头盔

和耳罩仍感觉耳朵快炸了”。

10年来，一茬茬官兵守护着辽宁

舰驶向深蓝，如果说舰载机飞行员是

站在光里的英雄，那么荣耀也同样属

于那些曾经来过却没多少人知道的

普通官兵。

在迈向深蓝的航程上，更多的

辽宁舰官兵像种子一样，撒向了山

东 舰 、福 建 舰 和 全 海 军 部 队 。10 年

来，辽宁舰先后为后续航母部队输

送千余名骨干人才。舰载机飞行员

徐 英 ，成 为 山 东 舰 副 舰 长 。辽 宁 舰

首批舰员刘辉，如今成长为山东舰

上的一名一级军士长 。同 为 辽 宁 舰

首 批 舰 员 的 张 桂 忠 ，则 成 为 海 军

士 官 学 校 声 呐 教 研 室 的 一 名 军 士

教员。

新学期开始，服役两年的王心仪

把军装和领章、肩章悉数上交，回到

了北京大学的校园。两年里，王心仪

随辽宁舰参加了 10余次演训任务，跨

黄海、过东海、进西太平洋，亲眼见证

辽宁舰走向深蓝的壮阔航迹。她和众

多退役老兵一起，把辽宁舰的强军故

事讲给了高山和海洋。

●深蓝印记

很多参加首次着舰试验的人回

忆，那一天渤海湾特别冷，所有的人

都在寒风中仰望着天边。

寻舰、绕舰、触舰、着舰、阻拦成

功。戴明盟一出机舱落地，就被现场

指挥员一把抱住，两人紧紧拥抱，哽

咽无言。

舰载机，是航母的灵魂，也是衡

量航母战斗力的重要标准。舰载机

飞行员，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

职业之一。

2016 年 4 月 27 日，飞行员张超

驾驶舰载战斗机进行陆基模拟着舰

训练时，飞机突发故障，他因弹射高

度低跳伞坠地后受重伤，经抢救无

效壮烈牺牲。

就在张超牺牲前三周，飞行员曹先

建在升空训练时，飞控系统工作异常。

为挽救战机，他直至战机坠海前2秒才

被迫跳伞，胸椎、腰椎等多处爆裂性骨

折。

10年来，有人倒下，更有人跟上。

一批批舰载战斗机飞行员成功完成

阻拦着舰，加入“尾钩俱乐部”，优秀

的舰载机飞行教官群体和飞行员群

体快速成长起来。

2016 年 8 月，飞行员王勇通过航

母资质认证考核，后来逐渐成为一名

舰载机飞行教官。海军航空大学教官

团队不断刷新着飞行、带教、空域利

用等极限，一整套专业化、规模化、标

准化的舰载战斗机飞行人才培养方

案逐渐清晰。

2020年 11月，海军首批从高中招

收的飞行学员取得昼间航母资质认

证，我国舰载战斗机飞行人才“改装

模式”和“生长模式”双轨并行的培养

路径全面贯通。

从陆基到舰基，从单机到编队，从

近海到远海，从单一培养到双轨并行，

从昼间到全时，舰载机飞行人才队伍

以一种加速度的方式传递着“火炬”。

●海上飞鲨

辽宁舰入列之时，世界航母已有

百年历史。作为中国第一艘航母，辽

宁舰带给国人的是实现梦想的喜悦，

留给海军官兵的是民族的期盼和如

山的重任。

海军从五大兵种和海军各级机

关、院校中高起点、高标准选拔了首

批辽宁舰舰员。军官中，具有本科及

以上学历的达 98％以上，硕士博士有

50 余人。曾任护卫舰舰长、驱逐舰舰

长的张铮出任辽宁舰舰长。

面 对 22 层 甲 板 、300 多 个 直 梯

斜梯、3000 多个舱室、长达几公里的

内部通道，首批辽宁舰舰员在上舰

之初，几乎都有迷路的经历。有的舰

员说，中国航母的启航，是从寻路开

始的。

时任机电部门士官的刘辉，光领

到手的辅机冷凝水系统资料，就有一

尺多厚。全舰官兵叫响了“掌握新装

备、勇做开拓者”的口号，夜以继日地

推动航母早日形成战斗力。

仅两个月后，11 月 23 日，舰载机

试飞员戴明盟驾驶歼－15 飞机成功

阻拦着舰，人民海军实现了舰载战斗

机上舰的历史性突破。

又过了一年以后，辽宁舰通过台

湾海峡，奔赴祖国的南海。

2015 年 7 月，辽宁舰首次组织实

弹射击，取得了全部命中的好成绩。

2016年起，以辽宁舰为核心的航

母编队多次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域

开展实战化训练，开始推动全要素、

全流程整体训练。

特别是 2021 年 12 月，辽宁舰编

队历时 20 余天，跨黄海、东海并经

宫古海峡进入西太平洋多个海域，

进行多个课题综合演练、互为条件

对抗训练。

●大国首舰

据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

——写在中国海军辽宁舰入列十周年之际

辽宁舰在某海域机动航行辽宁舰在某海域机动航行（（资料照片资料照片）。）。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歼－15 舰载战斗机从辽宁舰滑跃起飞（2021 年 9 月 14

日摄）。 新华社发

▲歼－15 舰载战斗机进行实际使用武器射击（视频资料

截图）。 新华社发

▲辽宁舰起飞助理放飞歼－15 舰载战斗机（2021 年 9 月

15日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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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加强野外火源管控，有效预防

和遏制森林火灾发生，维护我市森林生态安

全，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防火条例》等法律

法规规定，特发布森林防火禁火令。

一、禁火时期
2022年 9月 23日至 2023年 5月 10日。

二、禁火区域
全市所有森林和距林地边缘 500 米范

围内。

三、禁火行为
禁火期间，在禁火区域内，严禁一切违

法违规野外用火。

（一）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携带火种和

易燃易爆物品进入禁火区；

（二）严禁烧田埂、烧土灰、烧稻草、违规

炼山、烧疫木以及其他生产用火；

（三）严禁在林区吸烟、烧火取暖、野炊、

烧木炭、烧马蜂窝、放孔明灯、使用火把以及

其他生活用火；

（四）严禁在林区烧纸钱、香烛、燃放鞭

炮及进行其他祭祀用火；

（五）严禁烧山驱兽、驱虫和使用其他一

切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方法捕猎、狩猎；

（六）严禁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独自进入林区，如进入须有监护

人陪同。

四、禁火责任
（一）县级人民政府要履行属地责任和

主体责任，依托林长制工作体系，构建责任

到人、到山头地块责任体系，布网设防，严防

死守。

（二）林业、应急管理、农业农村、民政、

公安等部门和乡镇（街道）村（社区）要按照

职责分工密切配合做好森林火灾的科学预

防、管制、扑救和处置工作。

（三）国有林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

等各类森林经营单位切实履行森林防火主

体责任，加强辖区巡查布控与人员可追溯

管理。

五、处罚措施
凡违反禁火令规定的，将严格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森林防火

条例》的有关规定，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等

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失职失责的工作人员，由纪检监察机关从

严问责追责。

火情举报电话：119、12119、28895382（市

林业局)、28681758（市应急管理局）。

株洲市人民政府
2022年 9月23日

株洲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火禁火令
第1号

我国进一步扩大社保费
缓缴政策实施范围

据新华社北京 9月 24日电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四部门办

公厅近日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自2022年 9月起，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可根据本地区受疫情

影响情况和社会保险基金状况，进一步扩大缓缴政策

实施范围，覆盖本地区所有受疫情影响较大、生产经营

困难的中小微企业、以单位方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

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事业单位及各类社会组织，

使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惠及更多市场主体。

据了解，四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阶段性缓缴

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主要是为

切实发挥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效果，促进保市

场主体保就业保民生。

通知提出，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到期后，可

允许企业在 2023 年底前采取分期或逐月等方式补缴

缓缴的社会保险费。补缴期间免收滞纳金。

通知强调，各地社保经办机构在提供社保缴费查

询、出具缴费证明时，对企业按照政策规定缓缴、补缴

期间认定为正常缴费状态，不得作欠费处理。企业缓缴

期间，要依法履行代扣代缴职工个人缴费义务。已依法

代扣代缴的，职工个人缴费状态认定为正常缴费。同

时，要主动配合当地相关部门，妥善处理与职工落户、

购房、购车以及子女入学资格等政策的衔接问题。

嫦娥七号
2026年前后发射
为月球科研站建设奠定基础

据《北京晚报》 国家航天局日前发布《嫦娥七号

任务搭载机遇公告》。公告显示，嫦娥七号将于 2026年

前后发射。

中国探月工程四期嫦娥七号任务，主要是开展月球南

极的环境与资源勘查，包括月球南极月表环境、月壤水冰

和挥发组分等探测任务，获取全月球、着陆区与巡视区域

的遥感和就位科学数据，并为月球科研站建设奠定基础。

嫦娥七号探测器包括月球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

及飞跃器等，轨道器及着陆器设计寿命均为 8年，着陆

区选址在月球南纬 85 度以上的南极-艾特肯盆地区

域。嫦娥七号任务搭载机会将面向世界各国和我国港

澳台地区，开放嫦娥七号轨道器和着陆器部分资源。

据新华社北京 9月 24 日电 当

前，长江中下游江段及鄱阳湖、洞庭湖

水位均为历史同期最低，长江流域旱

情持续。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

姚文广 24 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表示，目前抗旱供水总体可控，将继续

优化长江流域水库群联合调度，保障

城乡供水安全。

长江流域耕地受旱面积
2985万亩

水利部统计显示，今年 7月以来，

长江流域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少近五

成；长江干流及主要支流来水量较常

年同期偏少二成至八成。

姚文广说，当前，长江干流及鄱阳

湖、洞庭湖两湖水位较常年同期偏低

4.56米至 7.72米，宜昌以下长江江段及

两湖水位均为历史同期最低。

其中，9月 23日 6时，鄱阳湖星子

站水位 7.10 米，刷新 1951 年有水文记

录以来历史最低水位；当日 7时，江西

省水文监测中心发布枯水红色预警。

据水利部统计，目前长江流域耕

地受旱面积 2985 万亩，仍有 29 万人、

35万头大牲畜因旱临时饮水困难，主

要分布在重庆、湖南、江西、湖北、安徽

和贵州六省市。

新一轮水库群联合调度
专项行动补水18.7亿立方米

姚文广说，面对持续旱情，水利部

门密切关注、积极应对。水利部滚动预

测、预报长江流域旱情，及时发布干旱

预警，加强分析预演。同时，实施长江

流域水库群抗旱保供水联合调度专项

行动，有针对性地部署抗旱工作。

9 月 12 日，水利部启动新一轮长

江流域水库群抗旱保供水联合调度专

项行动，调度长江上游水库群、洞庭湖

水系水库群、鄱阳湖水系水库群为下

游补水，确保群众饮水安全，重点保障

“一江两湖”旱区的 356座大中型灌区

1460 万亩中稻和晚稻灌溉用水需求，

以及众多小型灌区秋粮用水需求。目前，新一轮专项行

动已补水 18.7亿立方米。

据介绍，水利部商财政部下达中央水利救灾资金

65亿元，支持旱区打井、修建抗旱应急水源工程、建设

蓄引提调等抗旱应急工程、添置提水运水设备、补助抗

旱用油用电。目前，有关省市已将资金分解到县，水利

部已下发通知和召开视频会议，要求 1个月内落实到具

体项目，充分发挥救灾资金效益。

姚文广表示，目前，长江流域抗旱供水总体可控，大

中型灌区的灌溉水源和城镇集中供水得到有效保障。

多措并举应对可能持续或发展的旱情
据预测，今年秋季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偏少，长江

干流和两湖水位将持续走低，旱情可能持续或发展。

“综合分析目前水库蓄水与秋粮灌溉需水，大中型灌

区秋粮作物灌溉是有保障的，水利部将根据作物生长周

期，科学调度，满足灌溉用水需求；长江中下游和两湖地区

多属平原地区，地下水位高，部分大中型灌区末端和众多

小型灌区可通过打井提水有效解决灌溉水源。”姚文广说。

他说，下一步，水利部将根据旱情发展和流域用水

需求变化，精准对接不同阶段供水保障目标，优化以三

峡水库为核心的流域水库群联合调度。指导旱区加强

节约用水、建设抗旱应急水源工程、强化抗旱水源统一

调度和管理，保障城乡供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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