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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夏时节，位于上海市宝山区的
“南京路上好八连”事迹展览馆内，参
观者络绎不绝。

“‘南京路上好八连’是我们上海
的一张名片。”上海民航职业技术学
院退休干部陈龙华说。

1947 年 8 月 6 日，八连前身——
华东军区特务团四大队辎重连，在山
东省莱阳县城西小园村组建。解放
战争中，连队先后参加了淮海、渡江、
上海等战役战斗。

上海解放后，连队随大部队进驻
上海，改编为内卫一团二营八连，负
责在南京路等地巡逻执勤。

“面对‘进城’这张考卷，组建不
满两年的八连，在南京路考出了好成
绩。”展览馆讲解员龚明辉说，“面对
敌对势力的拉拢、十里洋场的诱惑，
八连战士身居闹市，一尘不染，没有
被‘香风毒雾’所侵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八连身处繁
华都市，始终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
风，逐渐形成了“节约五个一”“四个
自己动手”等优良传统。木工箱、补
鞋箱、理发箱“三箱”传家宝由此产

生，并传承至今。
1961年，沈西蒙、漠雁、吕兴臣等

以八连为原型创作了话剧《霓虹灯下
的哨兵》。

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
人先后观看了话剧。毛泽东号召全
军向八连学习，写下诗篇《八连颂》：

“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
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
沾……”

1963年，八连被国防部授予“南
京路上好八连”称号。第二年，根据
话剧改编的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
在全国公映。

随着使命任务的改变，八连不再
担负在南京路执勤的任务，但他们的
身影并没有从南京路上消失。每月
10 日、20 日是八连的“为民服务
日”。从 1982 年开始，每逢这两天，
八连官兵都要来到南京路，为居民免
费理发、补鞋、磨刀。从 1983 年开
始，八连与南京东路街道云中居委会
30多位孤老结对帮扶，定期上门为民
服务。

2017年，八连换装转型成为一支
新型特种作战力量，不到一年就完成
了从“霓虹哨兵”到“特战尖兵”的转
变。转型以来，八连出色完成进博会
安保等任务。

自命名以来，八连取得的主要
荣誉有 100多项。2018年，八连被集
团军评为“基层建设标兵连队”；
2019 年，荣获“最美奋斗者”称号；
2020 年，被评为陆军“四铁”先进单
位。

如何在新时期赋予八连新的时
代内涵，是政治指导员王鸿绪来到连
队就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为人民，是八连精神的核心之
一。”王鸿绪说：“服务社会，奉献爱
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传统我们
不能忘，但如今我们更要苦练特战本
领，用胜利和打赢为人民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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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路上好八连”：

从“霓虹哨兵”到“特战尖兵”
在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大楼三

层，有两所办公室始终被保留
着。一所是力学所首任所长钱学
森的办公室，另一所是首任副所
长郭永怀的办公室。

钱学森、郭永怀，他们都属于
一个被历史铭记的英雄群体——

“两弹一星”先进群体。
“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

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1955
年，钱学森克服重重阻力和困难
回到祖国，将自己的余生贡献给
这片他热爱的土地。

回国后，钱学森受命组建中
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主持
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
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
卫星的研制等。

“虽然条件艰苦，但是大家都很兴奋。”中
国工程院院士、神舟飞船总设计师戚发轫回忆
上钱学森的课，仍然记忆犹新。在那几期培训
班的学员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为中国航天的领
军人物，推动了“两弹一星”和中国航天事业的
进步。

早一步归国的钱学森数次写信给同门师
弟郭永怀：“快来快来，我们拼命地欢迎你！”

郭永怀归国后，便投身于我国“两弹一星”
的建设。1968年 12月 5日，郭永怀在完成第一
次热核弹头试验准备工作返回北京时，因飞机
着陆失事不幸遇难。

当人们从机身残骸中找到郭永怀时，发现
他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胸前保护着完好无
损的装有绝密实验资料的公文包。

像钱学森、郭永怀这样的前辈科学家还有
很多，他们有人放弃国外优越的科研与工作条
件，冲破重重阻力，义无反顾地投身新中国建
设事业中；也有人隐姓埋名数十载，风雨兼程，
为攻克科研技术难题而通宵达旦；还有人甚至
为科研奉献了自己的生命。

这些科学家们白手起家、攻坚克难，不被
任何困难所压倒，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科技奇
迹，让“东方巨响”震惊了世界！

1964年 10月 16日，沙漠深处惊天动地一
声巨响，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6年 10月 27日，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
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

1967年 6月 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
验成功爆炸；

1970年 4月 24日，我国用“长征一号”运载
火箭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

“两弹一星”是不朽丰碑！它筑起了新中
国的安全屏障，也为新中国的科技发展打下牢
固根基。

1999年 9月 18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
委决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
献的 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并授予于敏、王
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
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
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两弹一星功
勋奖章”，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
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
章”。

作为共和国长空利剑的铸造者，“两弹一
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始终不忘初心，赤胆忠诚，
求真务实，把自己全部的热血和青春，奉献给
了祖国的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为祖国和人
民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卓著功勋，他们的名字与
功勋将被历史永远铭记。

伟大事业铸就伟大精神。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
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激励着一代又
一代科研工作者勇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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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弹一星”先进群体：

精神之光 永不熄灭

辽宁省从 5月 14日报告发现本土确
诊病例至今，已经连续 10多天无新增本
土确诊病例，此前于 5月 31日全域降为
低风险。在这场与疫情的赛跑中，阻击
速度更快，防控更为精准。

区域联动
快速反应

沈阳市民徐先生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了。“看样子，儿子的高考可以正常进行
了。”徐先生说，“原以为疫情怎么也要三
四周，这次控制得真是快。”

回顾本轮疫情，区域联动、快速反应
起到了关键作用。

——闻令而动。从安徽省 5月 13日
向辽宁省通报安徽发现的新增本土确诊
病例有营口旅居史，到营口市报告发现
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没有超过 24小时。5
月 20日开始，辽宁省本土确诊病例再无
新增。

与之同步，沈阳市也对“五一”假期
到过营口的人进行核酸筛查。新增本土
确诊病例，均为到过营口或与到过营口
人员有密切接触。

——精准布控。西市区、站前区、老
边区……营口市的这些区域除了群众按
照政府要求全员核酸检测和疫苗注射
外，其他生活秩序正常。在疫情较为严
重的鲅鱼圈区，划定了鲅鱼圈区为重点
管控圈，熊岳镇为核心管控圈，精准布
控。

在沈阳市，疾控部门根据确诊病例

居住和活动局域，有针对性地对和平区
全域、沈河区北站街道等区域的居民进
行免费核酸检测，区域外群众生活、工作
基本如常。

——精准治疗。本轮疫情，辽宁省
共发现确诊病例 14例，目前除辽宁省集
中救治中心大连中心有 4名确诊患者仍
在院治疗外，其他确诊患者全部治愈出
院。辽宁省卫生健康委中医医疗处处长
张立军介绍，营口市发现新增本土确诊
病例后，省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派驻省
级中医药专家开展中医药救治，采取“一
人一方案”“一人一处方”，对确诊患者和
无症状感染者进行分类施策、个性化中
医药治疗。

快速集结
筑牢阵地

逆行的“大白”、奔跑的社区工作者、
身披红马甲的志愿者……与疫情发生同
步，这些熟悉的身影迅速集结，构筑起坚
实的阻击阵地。

——这一跪顶起了责任。在营口，
疫情发生 4小时内，迅速调配全市采样人
员 1251人，为支援鲅鱼圈区全员核酸检
测采样工作，辽宁省卫生健康委派出全
省核酸检测支援人员 162人……

此间，一位护士跪在地上为一名残
疾人做核酸检测采样的照片感动了网
友。有网友说，“跪下的是身躯，挺起的
是责任”。

——这种“起飞”是坚守。“忙到起

飞。”38岁的营口市西市区新湖社区党支
部书记景爱杰说，疫情期间她几乎每天
都要走上 2万多步。“一方面要筛查重点
人群，另一方面要协助做好集中隔离居
民的照护工作，社区干部都忙得脚不沾
地。”

营口市把所有封控小区划分为 61个
网格，落实总网格长、网格长及网格协管
员 186人，并组织 3000余名志愿者、4900
余人次机关干部深入一线。

——这样的逆行是大爱。 5 月 20
日，沈阳市沈河区的一处核酸检测点内，
有这样一对夫妻。他们放弃了一起去太
原旅游的计划，双双加入志愿者队伍
中。战“疫”中，他们度过了特殊的

“520”。
不止这对夫妻，有的人和他们一样

披上红马甲冲上一线；有的人把物资送
上了前线，转头便走；还有人在微信朋友
圈中为深夜坚守的“大白”点赞叫好，线
上线下的力量不断汇聚。

接种疫苗
构筑屏障

疫苗是目前预防新冠肺炎最安全有
效的手段。加快疫苗接种，构筑群体免
疫屏障，是未来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
重要手段。

——保证供给。辽宁省自 2020年 12
月开始新冠疫苗接种工作。“目前全省单
日最大接种量已达 92万剂次。”辽宁省卫
生健康委疾控处处长李丹说，辽宁省卫

生健康委正组织各地按照辖区内接种单
位接种能力，精准调配疫苗，做到合理分
配。

——增派人力。面对激增的接种
市民，沈阳市大东区新冠疫苗方舱接种
点迅速从社区街道、机关单位和群众中
动员了 100 余名志愿者。中国医大一
院大东医院党支部书记刘兰介绍，接种
点近 70 名医护人员每天早上 8 时准时
到岗，经常工作到晚上 11 时左右才能
结束。

据了解，疫情发生后，辽宁省逐级开
展新冠疫苗接种培训。“我们这个疫苗接
种点已经先后有五批共 103名医务人员
完成了疫苗注射培训，确保能够有足够
人手完成疫苗接种任务。”东北国际医院
皇姑院区院长赵昕说。

——优化管理。在沈阳市沈河区一
些人流密集的地区，市民可以看到新冠
疫苗移动接种车。“市民只要拿着身份
证，扫码填信息就可以接种了。”沈河区
卫生健康局公共卫生管理科科长张革
说。

辽宁省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处处长
梁宏军介绍，为最大限度满足群众需求，
各市增加了大型集中接种场所数量，做
好医疗保障。

日前，辽宁省内疫情警报虽然解除，
但是疫情防控的弦还不能松，加快疫苗
接种，排查封堵隐患漏洞的速度还要加
快，与疫情赛跑慢不得，歇不得。

新华社沈阳6月3日电

辽宁疫情是怎样快速控制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