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塑“劳动最光荣”的价值共识
本报评论员

人世间的美好梦想， 只有通过诚
实劳动才能实现； 发展中的各种难题，
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破解； 生命里
的一切辉煌， 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
铸就。“必须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
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
念……”假日里许多仍辛勤工作在一线
的劳动者，一定是含着眼泪看完习近平
总书记在劳动节到来之际向劳动者致

敬的这段讲话的，这复杂的眼泪中有欣
慰、感动、辛酸和期待。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
伟大、劳动最美丽，这种对劳动和劳动

者的礼赞，听来是那么的熟悉，又是那
么的陌生。熟悉在于，我们过去耳熟能
详，陌生在于，骨感的现实让劳动者感
到，有时候这一个个贴在他们身上的标
签离他们是那么的远。

正因为理想与现实间存在这种反

差， 总书记的这段讲话格外让劳动者百
感交集， 更让亿万劳动者有了一个共同
的中国梦：社会能重塑“劳动最光荣”的价
值共识，让劳动真正与崇高、伟大、美丽这
些字眼联系起来，让“通过诚实劳动实现
美好梦想”成为这个时代发展的动力。

总书记的讲话，并非用空洞的口号
让劳动者感到一种虚幻的精神荣耀，而
恰恰是正面现实问题， 有着很强的现实

针对性， 在充满忧患感和危机感的问题
意识下提出了一个关乎中国改革和发展

的宏大命题：如果没有劳动的支撑，再伟
大的梦想也只是空想空谈； 如果没有对
劳动的尊重， 大到民族的复兴小到个人
的发展，都是一句空话。当一个社会劳动
者得不到尊重，劳动者无体面无尊严，不
劳者却有收获，不劳者反而更光荣时，这
个社会是没有前途的。一个劳动者地位
低下、劳动被贬低的社会，肯定是一个
失去活力、走向衰落的社会。

对劳动的强调，是新领导层亮相以
来一系列精神的延续。倡导“空谈误国，
实干兴邦”，就是要脚踏实地地劳动；高
扬中国梦的理想，也是凝聚“靠诚实劳

动实现自己梦想”的社会共识。
拿什么重塑“劳动最光荣”的共识

呢？首先要让劳动者有尊严，而要维护
尊严则需要一系列的物质、精神和法律
方面的保障。如果劳动者无法靠自己的
劳动获得体面的报酬、过上有尊严的生
活，肯定是谈不上光荣的。如果劳动者
对应的身份标签是“低收入者”，劳动者
的收入与其付出不成正比，自然也谈不
上伟大与美丽。并不是高收入才对应着
尊严，但如果辛勤劳动的人收入远远低
于那些不劳动、不创造价值的人，劳动
者就成了被羞辱者，这样的社会也必然
会失去创新、创富的活力，因为背后有
一种可怕的逆淘汰。 (下转2版)

程林祥：又是一次“回家”
本报记者 陈 璇

这趟到北京， 到海运仓2号，到
中国青年报社， 是43岁的程林祥出
的最远一次门。

从四川汶川县水磨镇连山坡村

的家中出发，他是踏着3年多前新修
的水泥路下山的。 这条从家门口通
往镇上的路， 承载了程家人太多的
悲欢离合———2008年“5·12”汶川特
大地震中， 程林祥和妻子背着大儿
子程磊的遗体，沿着这条路，一步一
步走回家；一年后，他的父亲在这条
山路上出了车祸， 摔下几百米的悬
崖，也永远离开了这个家。

如今， 程林祥再次走在这条路
上，心情已经不一样了。4月26日，他
作为《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对象，被
邀请“回家”，来到报社。

这个朴实的农村男人， 看到
报栏里贴着的一整版冰点特稿

《回家》，指着上面的照片，微笑着
说：“你看， 我那会儿看着比现在
还要老。”

程林祥一家的故事， 一个普
通农村家庭的命运， 曾经两次被
记录在《中国青年报》版面上。第
一次是记者写下的那篇打动人心

的《回家》，另一次是“5·12”一周
年后，记者再次来到程家，写下这
家人修路、重建家园的经历。

就在程林祥来北京的几天

前， 四川雅安遭遇强震。4月20日
早上，他正在家门口修摩托车，突
然感觉到地面晃动， 他的二儿子
程勇也被晃醒了。有过 “5·12”的
经历，程家人再次面对地震，已经
“很淡定”。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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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飞鹏

在四川雅安震区 ， 即使是一
些志愿者 ， 也喜欢穿着迷彩服去
参与救援。 在许多受灾群众眼中，
人民子弟兵的出现往往意味着安

全与希望。
“中国武装力量始终是抢险救

灾的突击力量， 承担最紧急、 最艰
难、 最危险的救援任务。” 芦山地
震前4天发布的 《中国武装力量的
多样化运用》 国防白皮书说。

军队反应迅速启动

应急指挥机制

行走在芦山县、 宝兴县灾区，
军用直升机常常在头顶上方轰鸣；
马路边、 村寨里， 随处可见一队队
军人的身影， 他们总是在不知疲倦
地搜救人员 、 拆除危房 、 搭建帐
篷， 或者巡诊防疫。

4月25日举行的国防部例行记
者会上， 新闻发言人杨宇军上校公
布，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经投入兵
力1.3万多人， 组织民兵5900多人，
动用固定翼飞机17架 、 直升机45
架， 车辆机械上千台， 投入芦山地
震抢险救灾工作。

“军队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指
挥机制， 反应迅速。” 杨宇军说。

芦山 “4·20” 7.0级强烈地震
发生后，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立即
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部队迅速投入
抗震救灾第一线。

空军司令员马晓天当时正在云

南部队调研， 立即取消原定计划，
改变行程飞往震区上空查看灾情，
在飞机上部署空军抗震救灾工作。
9时34分， 空军的1架直升机就飞赴
芦山勘察灾情。

当天， 航空兵某师1架运输机
紧急飞赴昆明 ， 将一支国家级救
援队运至地震灾区 。 与此同时 ，
空军部队还在震区开设 4个机降
点 ， 并使用直升机将两名重伤员
运出。

地震发生5分钟后， 成都军区
主要指挥员就进入作战指挥中心，
所属资阳预备役工兵团、 川藏兵站
部、 37医院等部队2000多人立即投
入救灾。 13、 14集团军工兵团等专
业救援力量随即加入。

武警部队具有地理优势， 8时
02分地震发生后， 驻守在震区的武
警芦山县中队、 宝兴县中队就地展
开救援。 正好在芦山县驻训的武警
四川总队第一支队1000多名官兵 ，
震后40分钟就向7个受灾严重的乡
镇开进。

截至目前， 武警部队已经投入
兵力5800多人， 工程机械100多台，
在芦山 、 宝兴 、 天全 、 荥经 、 泸
定和邛崃6个县市全力以赴抗震救
灾。 (下转2版)

芦山地震救灾的“中流砥柱”
———献给奋战在抗震救灾一线的人民子弟兵

探索社会救助新模式 关爱行动重塑城市精神

深圳蝶变“爱心之城”
本报记者 武欣中

如果要给深圳贴上一个标签，
许多人会想到“金钱与速度”。最早
喊出 “时间就是金钱、 效率就是生
命”的这座城市，至今仍在延续经济
发展的奇迹：2012年，全市生产总值
突破2000亿美元， 人均可支配收入
突破4万元，人均GDP、每平方公里
产出遥遥领先国内其他地方。

还有一组数据展现深圳的另一

面：截至2012年年底，全市有注册义
工46万人，累计有223.6万人次参加
无偿献血，献血量达447.2吨 ，成功

完成了132例造血干细胞捐献，约占
全国的1/15。 在首届中国城市公益
慈善指数评比中，深圳名列前茅，被
评为“最慷慨城市”。

如同当年的“敢闯敢试、创新开
拓”一样，“团结互助、扶贫济困”的
关爱精神已熔铸在深圳的城市品格

之中，在创造财富的同时，曾被认为
“人情冷漠、物欲横流”的深圳正蝶
变成一座爱心之城。

延续“地贫儿”生命的“燃料卡”
这个变化， 与一个持续十年的

城市爱心之举息息相关。

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 是典型
的 “陌生人社会”， 人们会因为陌
生而淡漠与疏远吗？ 深圳人的回答
是否定的， 因为天南地北的人离开
家乡来到这里， 最懂得相互温暖的
意义， 陈泽康和 “燃料卡” 的故事
就验证了这一点。

4个月大的时候， 陈泽康就被诊
断为患有地中海贫血症，对于在深圳
打工、 月收入只有1000多元的陈泽
康父母来说， 每月数千元的治疗费
让这个家庭生活的担子无比沉重。

一度， 小泽康走到了生命的边
缘， 由于三四个月才能输一次血，

他的血红素只有5克多， 而健康人
是12克。 小泽康的爸爸记得， “那
时候， 孩子像个大头娃娃， 全身水
肿， 不能走路”。

“地贫儿” 陈欢的妈妈陆有群
有一个账本， 本子上密密麻麻记录
了100多笔借款， “开始是借上万
元， 后来就几千元、 几百元， 甚至
10元”。 有一次她带孩子到医院输
血， 结果钱全用光了， 不得不向医
生借了10元回家。

账本， 记载了“地贫儿”生命的
艰辛，对小泽康和陈欢来说，转机出
现在2004年。 (下转2版)

4月25日， 救援部队的战士们将搭建好的帐篷移动到指定位置摆放 （资料照片）。 新华社记者 刘 潺摄

程林祥在本报报史长廊观看关于他在汶川地震期间背遇难儿子回

家的报道 《回家》。 本报记者 陈 剑摄

4月22日， 医生在宝兴县体育场安置点为受
灾藏民提供医疗服务。

本报记者 田文生 通讯员 王中委摄

4月24日， 救援官兵撤离临时营地， 两名学
生哭着说： “叔叔把方便面都留给我们了！”

刘海山摄（新华社发）

4月24日， 武警警官学院的官兵和蓝天救援
队的队员共同将四川宝兴县穆坪镇雪山村雪山组

78岁的村民李玉明用担架抬下山准备施救 。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摄

4月22日， 芦山县太平镇村民李安全在修山
路时失踪，成都军区第13集团军派出40余名官兵
前往搜索。 高效文摄（新华社发）

子弟兵救灾影像

新疆巴楚县“4·23”严重
暴力恐怖犯罪案件告破
新华社新疆喀什4月29日电

（记者何军 于涛） 29日， 新疆警
方发布消息 ： 28日 ， 巴楚县 “4·
23” 严重暴力恐怖犯罪案件告破，
以喀斯木·买买提、 艾比布拉·巴拉
提为首的25名暴恐团伙成员全部归
案。 其中6名暴徒被击毙， 当场抓
获8人， 逃往喀什、 巴音郭楞蒙古
自治州和乌鲁木齐等地的11名犯罪
嫌疑人先后落网， 查获20枚爆炸装
置， 3面 “圣战” 旗帜， 以及大量
制爆原料、 管制刀具、 习武器材和
非法宗教宣传品等作案工具， 查明
了该暴恐团伙形成、 活动及案发等
基本情况。

2007年7月 ， 该团伙骨干成员
木沙·艾山曾因涉嫌暴恐活动被公
安机关审查。2010年9月，木沙·艾山
与喀斯木·买买提、 艾尼瓦尔·阿布
都热依木结识。此后，喀斯木·买买
提先后与团伙成员买买提明·巴拉
提、买买提明·马合木提、艾比布拉·

巴拉提、艾尼瓦尔·阿布都热依木等
人相识。2012年9月以来， 上述人员
经常参加喀斯木·买买提组织的地
下讲经班， 观看宣传宗教极端和暴
恐内容的音视频，形成了以喀斯木·
买买提为头目的暴恐团伙。

2012年12月初，喀斯木·买买提
带领买买提明·马合木提、 木沙·艾
山等人及家人集中至巴楚县色力布

亚镇分散租住， 团伙成员经常集中
在买买提明·巴拉提家中进行体能
训练， 并模仿暴恐视频练习杀人技
巧，喀斯木·买买提对团伙成员进行
了分工。

2013年3月初， 喀斯木·买买提
纠集团伙成员筹备暴恐活动经费，
制造爆炸装置、 头套、 遥控器等作
案工具， 为暴恐活动做准备。 3月
中旬， 该团伙制造了8把大刀， 先
后进行5次试爆活动， 并预谋今年
夏天在喀什市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

“干大事”。 (下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