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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未来战场
———记优秀大学生干部、南京军区某雷达仓库高级工程师刘茹

本报记者 陈劲松 本报特约记者 丁广阳 本报通讯员 王余根

铁流滚滚。作战装备一枪一炮、一车
一船何处受损、在哪里受损,需要如何保
障,“中军帐”内可全程实时精确感知;
� � 兵撒千里,保障一兵一卒、一弹一铆,
哪里急需,就往哪里调度……

这种战场保障要素一体联动的全新
装备保障方式的实现, 得益于一种获军
队科技进步一等奖、名叫“装备保障感
知系统”的信息化设备的研究成功。 这
套系统的研制者, 是一位优秀大学生干
部、 南京军区某雷达仓库高级工程师刘
茹。

全军军械基层修理所首位女军官

刘茹从小向往军营。
1960 年 3 月, 刘茹出生在六朝古都

南京一个军人家庭, 从军的梦想根植于
她幼小心灵。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 ,南京军区政治
部前线歌舞团特招文艺兵。能歌善舞的
刘茹 ,在数百人的海选中脱颖而出。 然
而, 母亲坚决反对 : 不能丢下学业去当
兵。

1978 年, 刘茹作为我国恢复高考不
久后的考生,正在准备高考 ,部队招飞行
员的消息再次撞击着她敏感的神经。 但
亲朋好友都劝她: 上了大学再说入伍的
事。 这年夏天,南京大学物理系的录取通
知书如期而至 ;大学毕业后 ,刘茹被分配
到江苏南通无线电厂, 但她的从军梦从
未熄灭。

1984 年 3 月, 得知南京军区要特招
一批技术干部的消息, 刘茹非常激动,立

即报了名。就这样,24 岁的刘茹终于进入
了向往已久的军营。 开始,她在南京陆军
学校后勤训练大队当物理教员, 年年被
评为优秀教员。 然而 3 年后,因部队编制
调整,刘茹面临转岗。当时,很多人都想方
设法进部队机关、留大城市,但刘茹却向

部队提出申请:下基层部队,搞技术。
1987 年 11 月 ,刘茹走下讲台 ,从大都

市走向大山深处, 一路颠簸来到皖东一个
叫“小马山”的地方———某雷达仓库修理
所所在地, 成为当时全军军械系统基层修
理所第一位女军官。 (下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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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致电祝贺鲁阿克当选东帝汶总统
新华社北京 4 月 25 日电 国家主

席胡锦涛 25 日致电陶尔·马坦·鲁阿克,
祝贺他当选东帝汶民主共和国总统。

胡锦涛在贺电中说, 中国与东帝汶

建交十年来,两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 ,各领
域交流与合作富有成果。 双方在国际和地
区事务中进行了良好配合。 中方高度重视
发展同东帝汶的睦邻友好关系, 支持东帝

汶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所做的努力。 我愿
与阁下一道,巩固两国传统友谊 ,拓展务实
合作, 推动中国与东帝汶睦邻友好关系不
断迈上新台阶。

闻 听 发 展 到 许 昌
———河南许昌“文化强市”见闻

本报记者 刘先琴 本报通讯员 胡芷滔

“闻听三国事 ,每欲到许昌”,如果
说, 这句诗文留下的是一代文豪郭沫若
对当年许昌文化印象的话 ,那么 ,今天来
到这里, 所见所闻是一番更加崭新的发
展景象。

“建筑就是文化景观”

许都大剧院、 许昌博物馆是近年河
南省许昌市城市建筑的亮点: 现代化的
钢结构屋顶, 被制成极具中国传统特色
的挑檐状, 梯形玻璃幕外墙一眼望去,就
是明显的汉代古城墙风格, 实现了古典
文化与现代建筑的完美结合。

“我们在城市建设中牢固树立‘建
筑就是文化景观’的理念,注重城市建筑
的旋律美、整体美、和谐美 ,力图形成风
格各异、和谐统一的视觉感受。 ”许昌市

委书记李亚在许多场合提出的要求, 已经
化为近年来这座城市的建筑理念。 文化建
设与新型城镇化紧密结合, 彰显文化特色,
传承历史文脉, 使每一位到许昌来的客人
感受到文化的魅力。

以运粮河开发治理为例, 李亚对其提
出要求:“一河清水穿城过, 两岸绿带树成
荫,曹魏文化十八景,休闲宜居景观带。 ”这
里的“一河十八景”分别是以曹操、曹丕、
曹植和王粲等人的 18 首古诗为主题进行
设计的游园广场,其中登秋台游园、倚舟游
园、四海广场、乐行游园等已经建成 ,成为
市民休闲娱乐、观光客旅游的好去处。

不遗余力地文化景观投入, 使许昌市
从坚持规划引领、加快项目建设、实施品牌
带动、推动产业融合、打造旅游集散地等 6
个方面实现了旅游产业转型升级。 统计数

据显示,全市旅游企业由“十五”初的十几
家到“十一五”的 90 多家 ,旅游业带动创
业就业 20 多万人,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快速
健康发展。 在“十一五”期间,全市共接待
国内外游客 1886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91.5 亿元 , 游客人数和总收入年均增加
30%以上。

发挥区域文化资源优势

“抓一把就是三国故事,踢一脚就是汉
砖魏瓦。 ”在许昌,这句尽人皆知的顺口溜
道出的古城文化内涵, 近年来通过各类活
动得到挖掘传承。

据了解, 三国遗迹遗址在国内其他地方
保存尚少,但许昌却有 80多处,市委市政府认
为,这是不可多得的文化资源,市里批专项经
费成立了曹魏文化研究所。 (下转 6 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巡礼⑦

叩问宇宙“我从哪里来”
———探访大亚湾核电站中微子实验站

本报记者 金振蓉

今春 ,大亚湾实验室国际合作组中
方发言人、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
所所长王贻芳宣布 :大亚湾反应堆中微
子实验首次发现了中微子的第三种振
荡模式 ,这是我国诞生的一项重大物理
成果。

发现前两种振荡模式的日本和美
国科学家,都因此而获得了诺贝尔奖。

近日 , 记者来到诞生这项成果的
大亚湾核电站中微子实验站。 站在这
里 ,首先被吸引的 ,是几公里之外的迷
人海景 ,海水碧蓝 、椰林摇曳 、清风习
习、沁人心脾。而上百位世界各地的优
秀物理学家聚到这里 , 却是为了来自
地下 300 米深处的数据。 他们的研究 ,
说起来和百姓的吃喝没多大关系 ,而
是有关哲学家关于宇宙的命题 : 我是
谁 ,我从哪里来。

大科学时代的科研

用“震撼”来概括走进大亚湾核电站
中微子实验站的感受毫不为过。 它完全颠
覆了人们所能想到的关于科学实验室的概
念。 这里完全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建筑。

大亚湾中微子实验站从 2007 年开
始动工建设。 它的主体由地面控制室和
地下五个实验室组成。 地面距地下实验
室的垂直距离 ,最深可达 320 米。 记者随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人员杨长根
和庄红林一道乘车 ,顺着 3 公里长的斜形
隧道进入地下 ,隧道相当宽敞 ,宽 6.2 米 , �
高 7.6 米。

“这是为了运送实验设备而量身打造
的。 差一厘则不能入内,多一分则增加昂贵
造价。 ”庄红林介绍说。

来到三号实验室。 呈现于眼前的,如同

一个巨形舞厅。约 20 米高的顶棚上安装了
探灯, 高出地面的巨大长方形池上覆盖着
幕布。除此,空荡荡的厅内,再也看不到什么
东西了。

杨长根介绍说, 巨形池是一个实验装
置。 巨形池是水泥及喷涂在水泥上与纯净
水兼容的特殊材料制成,池内的中微子探测
器注有被称为“液闪”的荧光剂和 2400 多
吨的水。“这‘液闪’是由中科院高能所的
科学家为实验专门研制的,这是我们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发明。 (下转 16 版)�

小岗位也能成就大事业
谁也说不清, 一个小小雷达仓库与

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之间有多远的距
离,但优秀大学生干部、南京军区装备部
某雷达仓库高级工程师刘茹, 用行动实
现了这一跨越, 她的先进事迹充分表明:
小岗位也能成就大事业。

长期以来,基层在人们的心目中总是
不起眼的,许多人认为,在基层一没地位,
二没待遇,三没出息,能力再强、水平再高
到了基层也是 “被窝里耍拳, 有劲使不

上”,最终也会被荒废。 对这样的错误观
念,刘茹的先进事迹是一个有力的回击。

其实 ,基层条件虽然相对艰苦 ,上升
渠道相对有限,但基层“接地气”,条条框
框束缚较少,创新空间比较大 ,只要有毅
力、有实力,就会有舞台、有作为。 刘茹坚
守基层单位 28 年最终取得丰硕科研成
果的实践,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4 月 9 日,本报以《选择是一种有远
见的生活方式》为题 ,报道了 27 名大学

生重建海南鹦歌岭自然保护区工作站的事
迹。这些大学生的选择与 28 年前刘茹的选
择,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的人生选择,是一
种内心淡定、不为时髦所惑的选择,是一种
遵从理想而不痴迷功利、 寻求价值而不盲
从流俗的选择; 这种选择既符合他们的自
身实际,又符合国家和军队建设的需要。

目前, 又到了数百万应届大学毕业生
择业的关键时期, 刘茹的人生道路对他们
当不无启示。

短 评

第四届优秀通俗理论读物推荐
活动初评入选图书网上投票开始

本报讯 中宣部、 新闻出版总署组织开展的第四届优秀通
俗理论读物推荐活动, 经专家评审确定了初评入围图书 39 种。
为做好评审工作,现通过人民网、光明网（光明导读区）、中国文
明网进行网络评选,征求广大读者意见,欢迎读者踊跃投票。网络
投票截止日期为 5月 20日。 (初评入围图书名单见 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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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发文,
组织实施“国家扶贫定向招生专项计
划”。 从 2012 年开始,“十二五”期间,
每年在全国普通高校招生年度计划总
增量中安排 1 万名左右本科招生计
划, 面向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参加
全国统考的考生,实行定向招生。 生源
范围为国务院确定的 21 个省(区、市)
的 680 个贫困县。

文件一出, 立即得到各地的响应,
北京市确定 4 所市属院校今年定向招
收贫困地区生源 131 人, 北京大学招
生办向记者表示今年将向此计划投放
30 个招生指标。

教育部部长助理林蕙青说:“这是
促进教育公平并加快贫困地区发展的
一项重要举措,将进一步增加农村、贫
困地区学生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
会, 计划对于促进贫困地区基础教育
发展、提高教育质量和水平,以及为贫
困地区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也具
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据她介绍,实施
专项计划后, 贫困地区考生一本录取
率与中西部平均录取率差距将由
2011 年相差 1.4 个百分点, 减少至相
差 0.7 个百分点。

“国家扶贫定向招生专项计划”
只是近年来轰轰烈烈教育改革中一个
小小的浪花。 教育是最大的民生,无论
是教育公平 ,还是教育质量 ,教育改革
历来都是从关注每一个人的发展起
步,终点却是民生福祉。

教育改革有序推进

2011 年,西藏、青海、甘肃、四川 4 个省区“两基”国检的完
成,标志着我国全面实现“两基”目标。 这是我国教育发展史、中
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2011 年, 也是教育改革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一年———425 个
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全面展开, 一些重点领域改革取得积极
进展。

在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方面,开展普通本科和高等职业教育分类
入学考试试点,去年高职单独录取考生约 66万人。 (下转 16 版)�

﹃
中
国
网
事·

感
动2012

﹄
第
一
季
度
网
络
人
物
评
选
揭
晓

刘
真
茂
获
得
第
一
名

本报讯 “中国网事·感动 2012”第
一季度网络人物评选结果日前揭晓,中国
网民用数十万张选票选出了心中的草根
英雄,他们中的第一名为“山神”刘真茂。

刘真茂是一个老兵,坚持做像雷锋那
样的人,用 30年时间守护一座大山。 他与
孤独、误解以及人性的贪婪对抗,成为人们
眼中的“山神”。 2 月 23 日,《光明日报》
头版以一个整版的超常规形式推出《新时
代的 “活雷锋”———共产党员刘真茂 30
年守护山林的故事》, 让刘真茂走进全国
人民的视野。

“中国网事·感动 2012”网络人物评
选活动由新华社主办, 新华网为官方网站,
中央新闻网站、主要商业网站承办,知名地
方网站、都市报和手机媒体共同参与,评选
在网民中有较大影响力、 主要事迹发生在
本年度或在本年度引起网络广泛关注的网
络人物。 在 2011年首届评选中,徒手接住
从 10楼坠下的女童的最美妈妈“吴菊萍”
等 10名“草根英雄”当选年度网络人物。

刘茹和战友一起测试保障装备。 本报通讯员 汪志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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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内江市机关干部 文国云

眼下 , 基层有一种现象值得警惕 :
一些部门常年借用基层干部“打工” ,
有的部门甚至借用多达二三十人。 举
办活动临时抽人 , 推进工作临时挖人 ,
动议机构临时借人……

借用干部是推进工作的一种有效
方式 , 其目的在于给干部搭建多岗学
习锻炼的平台 , 以便更好地激发潜能 ,
服务基层。 然而现实操作中有时却走
了形。 一方面 , 借人单位只顾用人 ,把

借调干部当成“差人”、“丫鬟” ,专干
跑腿、写作、熬夜等苦事累活 ,使干部
学无所获、练无所长。 另一方面 ,由于
基层干部缺口大 ,“村官” 不在村办 ,
镇干县干不在岗位 , 致使工作亟须安
排却无人落实 , 难免造成工作 “脱
节”、 群众办事不便。 这样的 “借人
风” ,表面看是在锤炼干部 ,实际却是
用人上的不严谨 , 是对基层工作的不
负责。

刹住不良“借人风” ,必须严把组织
关。 有关部门应加强干部监管 ,严格借调
标准及审批程序 ,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价
和管理机制 , 既要通过借调考验基层干
部 ,又要“不拘一格降人才” ,确保干部
队伍的合理配置和有序流动 , 让优秀借
调干部有干头、有盼头 ,调动基层干部干
事创业积极性和主动性 , 真正促进工作
开展 ,推动事业发展。

(本报记者 杨旗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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