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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并妻：
今天我们有2位战友牺牲，多人受

伤。我就在现场，接下来的安全形势严
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作为一名中国
军人，我已做好牺牲准备，你们也应有
这方面的准备，要坚强，不要哭。”

日前，在北京市朝阳区一家电影院的大屏幕上，这
封第二批赴南苏丹维和步兵营政治教导员鲁成军写给孩
子和妻子的家书让在场许多观众流下了眼泪。

这是战地纪实电影 《蓝色防线》 首映仪式的现场。
这部由中宣部五洲传播中心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
制片厂发起，由河南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委宣传部和海
南省委宣传部联合制作的中国首部海外维和战地纪实电
影，得到了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的大力支持，旨在用影
像的方式向国内观众展示一线维和官兵的感人故事，弘
扬维和精神。

今年是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0周年。30年
来，在危险动荡的联合国维和任务区，中国维和军人履
行使命守护和平。截至目前，中国军队已累计参加 25项
联合国维和行动，派出维和军事人员4万多人次。

随着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正在为联合国维持和平
行动提供更多的支持。“且将英雄志，化作一抹蓝”，一
批又一批的中国维和战士远赴他乡，将战争的硝烟阻挡
在千里之外。在我们安享太平美好的生活时，他们在地
球的另一边，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坚守岗位、勇敢奉献。

“爸爸你不会挂了吧”

电影 《蓝色防线》 为中国第二批赴南苏丹维和步兵
营全体官兵亲历记录，横跨中国和非洲大陆，首次以战
地纪实的形式，真实记录了这群为国出征的中国军人在
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的日常战斗生活，用镜头捕捉其直
面残酷战场、历经战火淬炼的英雄之魂。

“我们的故事主角是抗美援朝的英雄部队——‘杨根
思部队’，我们想以影像纪实的方式讲好这个故事，让更
多人知道不仅仅在 70 年前有先辈军人为我们流血牺牲，
在和平年代，中国军人也在海外为我们建立了一道蓝色
的防线，这是一种革命精神的传承。”在首映式现场，

《蓝色防线》 出品人温文川对本报记者说，“70年前英雄
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抗美援朝，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
绿江，为和平而斗争。现在，中国军人出国保护其他国
家的平民，依然是维护世界和平。在我看来，英雄的中
国军人一直在为保卫祖国安全、维护世界和平这件崇高
的使命而战，而我能做的就是用影像的方式讲好他们的
故事，让更多人了解并记住他们。

电影中的第二批赴南苏丹维和步兵营，主体是从
“杨根思部队”抽调组成，“杨根思部队”的前身是在抗
美援朝时期立下赫赫战功的英雄部队“杨根思连”。1950
年 10月，该连入朝参战，在二次战役分割围歼咸镜南道
美军的战斗中，时任连长杨根思奉命带1个排扼守下碣隅
里外围 1071 高地东南小高岭，负责切断美军南逃之路。
在杨根思的指挥下，全排顽强抗击，接连击退美军在飞
机、大炮掩护下的8次集团冲锋。最后，阵地上只剩下杨
根思和另外两名伤员，子弹也打光了。这时，又有 40多
个美陆战一师的士兵围攻上来。杨根思命令伤员带着重
机枪撤下阵地，自己从容地抱起仅有的一包炸药，拉燃
导火索，纵身扑向敌群，与爬上阵地的敌人同归于尽。
战后，志愿军总部授予杨根思“特级英雄”荣誉称号，
并命名连队为“杨根思连”。

首映礼上，曾经亲历电影记录全过程的杨根思部队
维和战士，鲁成军、刘健、付晓飞、姚道祥、陈秋岑、

杜希林等，身穿维和部队制服亲临现场，这是部分战士
自退伍后首度与老战友们重聚，与观众分享他们参与维
和行动的初心和收获。

“在机场送行时，孩子在我临出征前突然问我：‘爸
爸你不会挂了 （网络用语，意为牺牲） 吧？’”鲁成军对
本报记者说，“我摸了摸他的头，告诉他，作为一名中国
军人，为国牺牲在所不辞。不过你放心，别小看你爸
爸，我们的武器装备还是很强大的，一般不会挂。”

在首映礼现场，已经成长为一个高大少年的儿子，
向鲁成军献上了自己亲手绘制的礼物——“我眼中的维
和爸爸”素描画，作为爸爸参与维和行动的纪念，将爸
爸人生中最帅最高大英勇的形象永远留住。

看到素描画的瞬间，鲁成军的眼泪夺眶而出。
擦干眼泪，鲁成军缓缓把当年给妻子孩子写下的战

前家书念给大家听。
写下这封家书的时刻，正是 2016 年 7月 10日南苏丹

局势急剧恶化之时。当时中国苏丹维和步兵营全营官兵
已经做好应对危险情况的心理准备。在上战场之前，鲁
成军写下这封信，希望给妻子留几句话：“亲爱的，你这
么多年跟着我受苦受累。我是军人，对家照顾不周，也
照顾不上你，让你辛苦了。”他对儿子殷殷叮嘱：“要健
康成长，不仅要身体健康，更要有一个好的意志品行，
正直善良。要乐观向上，遇到任何困难，都不能退缩。
积极面对人生，遇到再难的事也不能当逃兵。”

“救救我的兄弟，别把我受伤的事
告诉我媳妇”

在南苏丹维和的日子里，中国维和战士们面对的，
是生与死的较量，是真正的战争和苦难。

在战乱频仍的南苏丹，中国维和部队担负着守卫难
民营的任务，需要防备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险情况。在零
上50摄氏度的天气中，军人们需要穿戴着60斤重的防弹
衣和单兵装备，在营地四周岗亭轮流站岗。站岗时，总

是热得头晕眼花，大汗淋漓。有战士开玩笑说，站一次
岗，就像洗一回热水澡。站岗完毕，身上起热痱子，甚
至晒伤都是家常便饭。

2016年下半年，南苏丹局势急剧恶化。
7月8日开始，南苏丹政府军和反政府军在联合国维

和部队营地附近持续交火。7月10日早上，步兵营决定派
出一支分队，赶往难民营 4号哨位执行警戒。听到消息，
22岁的李磊和33岁的杨树朋自告奋勇，请求执行任务。

李磊说，“我擅长修理，假如战车出现意外，我可以
迅速把故障排除。”

杨树朋说：“我战斗经验多，假如有敌人来袭，我能
准确用炮弹还击。”

原本当天他们不执勤。可由于他们百般坚持，领导
还是同意了。

谁知这一去，再回来时，便是马革裹尸。
执勤时，一枚炮弹飞了过来，击中他们乘坐的战车。
22岁的李磊，身体被弹片击中多处。
当晚不治身亡。
临终前，李磊向战友说：“我这辈子都交给党了。”
整理遗物时，李磊的家人，发现了这样一段文字——

“假如有一天我走了，你们不要想我。这些都是我自
己的选择，我自己无悔。”

而杨树朋，则在最后一刻，还担忧着李磊的安危。
他留下的最后两句话是——

“救救我的兄弟，别把我受伤的事告诉我媳妇。”
在给烈士亲属打电话说明情况时，鲁成军强作镇

定。可当他要说“牺牲”两字时，情绪再也控制不住，
硬生生把这两个字给吞了回去，按住听筒无声落泪。

有人牺牲在路上，有人继续负重前行。
2016年12月23日，第二批赴南苏丹维和步兵营官兵

胜利完成联合国维和任务，返回国内。一年来，该营官
兵先后在联合国框架内，完成9次长途巡逻、52次武装护
卫和8次应急处突任务，并担负联合国营区内外巡逻、平
民保护区安全警戒等职能，累计出动兵力 18.6 万人次，

动用武器 17.4 万余件次。全体官兵被授予联合国“和平
荣誉勋章”。

谈及为什么大家都自愿参加维和行动，鲁成军表
示，所有人的初衷就是为国出征、精忠报国。在和平时
期，选择去南苏丹这样一个最危险的国家，去接受生与
死的考验、血与火的洗礼，才能真正检验出中国军人的
精神。而当最终圆满完成了为期一年的维和任务后，大
家最大的收获和体会，就是我们“80后”、“90后”这些
年轻的官兵靠得住，他们懂得报效国家，在国家需要的
时候，不怕牺牲，勇于奉献。

离开前的最后一次巡逻中，维和战士们遇到这样
的一件事：“我们的车刚进入难民营，小孩们就笑着
跑过来，伸着大拇指对我们说：‘China good （中国
真好） ’。”

从朝鲜长津湖畔到南苏丹朱巴山下，“杨根思部队”
的精神旗帜从未倒下。

“中国本土无战事，中国军人有
牺牲”

9月1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军队参加联
合国维和行动 30年》 白皮书，这是中国政府首部维和专
题型白皮书。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主任罗为少将、国防
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大校、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
潘庆华大校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言人胡凯红在发
布会上介绍了 《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 30年》 白
皮书有关情况，并回答了记者提问。

胡凯红说，今年是联合国成立 75周年，是习近平主席
出席联合国维和峰会5周年，是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
行动 30周年。在这个重要历史节点，中国政府发布 《中
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 30年》 白皮书，全面回顾中
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0年来的历程、实践和贡献，
全面展示中国军队落实习近平主席出席联合国维和峰会
时宣布承诺的重要成果，系统阐述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
和行动的初心使命和政策主张，深入阐明中国军队为世界
和平出征，是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定力量。

30年来，中国军队先后与90多个国家、10多个国际
和地区组织开展了合作与交流。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
第二大出资国，也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兵最
多的国家。

“5 年来，我们组建完成 8000 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
队，先后派出25批7000多人次的支援保障力量，为60多
个国家培训维和、扫雷等相关人员 2800多人。”罗为说，
中国军队派出由 4架直升机组成的首支维和直升机分队，
对非盟提供 1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正在积极落实之中。
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已经安排了 23个项
目 1000 多万美元用于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目前，有
2521名中国维和官兵在8个维和特派团和联合国总部执行
维和任务。

长期以来，中国军队在参与监督停火、稳定局势、
保护平民、安全护卫、支援保障等维和行动任务中，广
泛传递推动维和国际合作的真诚意愿，积极服务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用真情播撒希望、守护和平，用实际行
动彰显大国担当、大爱情怀，赢得了联合国和驻在国人
民的真诚赞誉。

“中国本土无战事，中国军人有牺牲。”潘庆华说，
30年来，一批又一批的中国维和军人为世界和平英勇出
征。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先后有 16名中国军人为了人
类和平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

“中国军队始终做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任国
强说。

和平是人类共同愿望和崇高目标。联合国维
和行动为和平而生，为和平而存，成为维护世界
和平与安全的重要途径。维和行动给冲突地区带
去信心，让当地民众看到希望。

当前，在世界很多地方，冲突地区民众依然
饱受战乱之苦，对和平的渴望更加强烈，对联合
国的期待更加殷切，对维和行动的期盼更加凸
显。中国主张：

——恪守维和基本原则。联合国宪章和哈马
舍尔德原则是维和行动的根本指南，应该继续坚
持。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应该得到完整执行，任何
国家不能越权行事。维和行动要根据当地形势和
人民意愿，及时制定并落实撤出战略。

——完善维和行动体系。维和行动既要同预
防外交、建设和平纵向衔接，也要同政治斡旋、
推进法治、民族和解、民生改善等横向配合。联
合国安理会要更多听取当事国和出兵国意见。联
合国应该同相关地区组织建立更协调的维和伙伴
关系。

——提高快速反应水平。维和行动快速部

署，能为和平争取机会，为生命赢得时间。中国
欢迎联合国实施新的“维和能力待命机制”，呼
吁会员国积极加入。

——加大对非洲的帮扶。维和行动的主要需
求在非洲。从长远计，国际社会和联合国要支持
非洲国家提高自身维和维稳能力，以非洲方式解
决非洲问题。

……
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已有18位中国军人和

警察牺牲。5 年前，中国维和女警察和志虹在海
地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时不幸殉职，留下年仅 4
岁的幼子和年逾花甲的父母。她曾经写道：“于
大千世界，我也许只是一根羽毛，但我也要以
羽毛的方式，承载和平的
心愿。”

这 是 她 生 前 的 愿 望 ，
也是中国对和平的承诺。

——摘自习近平在联合国

维和峰会上的讲话 （2015年 9

月28日）

11月10日，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在上海落下帷幕。在进博会的精彩舞台上，
有琳琅满目的展品，有振奋人心的成交额，
还有一群让人暖心的“小叶子”。

进博会的举办场馆是国家会展中心 （上
海），俗称“四叶草”，活跃在这里的志愿者
有一个昵称——“小叶子”。

23 岁的张芦童就是一名“小叶子”。两
个月来，他见过国家会展中心凌晨 1 点的灯
光、清晨 4 点的朝阳，坐过最早班的公交，
乘过最末班的地铁。

张芦童是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上海电力”） 的员工，今年，他与 19 名同
事一起成为进博会 “ 长 期 管 理 岗 位 志 愿
者”。长期志愿者与短期志愿者不同，在进
博会举办前的两个月，他们就开始忙碌了，
承担起信息登记、证件制作、统筹协调等方
面的工作。

“今年，上海电力选派了 20 名优秀青年
成为长期志愿者，约占进博会长期志愿者总
数的 21%。在往届进博会上，来自上海电力
的长期志愿者一直超过总数的 1/5。”上海电
力团委副书记季莹鑫说。

志愿者们如何服务进博会？记者采访了
几位来自上海电力的“小叶子”。

蓬勃的朝气、热情的笑容、贴心的服
务，“小叶子”们让中外宾客印象深刻。

前段时间，一位新西兰驻华使节做了膝

盖手术，行动不便。她有些担心，能否完成
进博会上的活动。

当进入国家会展中心后，她发现，担心
是多余的。“小叶子”们为她准备了电动车和
小椅子。两天时间里，她参观了进博会，顺
利完成了预定活动。

张芦童参与了这位使节的接待工作。“我
们用了一周时间，为她设计了最优参观计
划、最短参观路线，并反复到现场踩点。”张
芦童说。

进博会的成功举办离不开志愿者们的细
致工作。

60万条！这是“小叶子”张宇处理的证
件信息数量。她每天要与 20 多个部门沟通，
确认证件信息，从望而生畏到超额完成任
务，她刷新了证件处理速度的记录。“曾经同
时打开 4 个文件夹、7 张 Excel 表，就是为了
寻找一小条数据。”张宇说。

陶宇轩同样很细心。在制作车证时，他
发现有一张车证上的括号有问题。“前括号是
全角字符，后括号是半角字符。”陶宇轩说，

“虽说不算错误，但影响美观。”于是，陶宇
轩和团队成员决定，把经手的所有车证排查
一遍。从早上一直查到晚上 7 点，确认了所
有车证没问题后，他们这才放心。

繁忙的工作对志愿者是不小的考验。

“在这里，真是锻炼了‘三头六臂’的本
领。”姜越说，她被分到了外事部门。因为工
作沟通需要，她加入了 5 个微信群。忙起来
的时候，起身倒杯水，回来一看手机，每个
群都冒出了很多未读消息。经常是，早上时

手机电量满格，半天不到，手机就没电了。
本届进博会，疫情防控工作严密细致。

人员管理、货物管理、环境监测、疫情应急
处置……每一位志愿者都有自己的防疫规定
和流程。“为了方便记忆，我手绘了很多流程
图。只有将流程牢记在心，一旦有情况发生
才能快速处置。”姜越说。

从第一届进博会开始，傅卓君就一直是
志愿者。今年志愿服务期间，她每天处理大
量证件和核酸检测报告，常常是清晨 6 点出
门，忙到晚上 8 点才回家。她说，自己逐渐
从“小叶子”成长为了“小树苗”。

“小叶子”们挂在嘴边一句话是：“忙碌
并快乐着。”

“披星而出，戴月而归。每一个展台位置
我们都熟记在心。每天 3 万多的步数，见证
了我们的努力和付出。”张芦童说，“奋斗
本 身 就 是 一 种 幸 福 。 每 一 次 圆 满 完 成 任
务，得到与会嘉宾赞许时，我收获的是满
满的幸福。”

志愿服务的经历，对“小叶子”今后
的工作也是很有帮助的。“志愿服务工作让
员工们开拓了眼界，锻炼了沟通能力、协
调能力，培养了站在更高层面上思考问题
的能力，这正是我们公司海外和新能源项
目开发所需要的能力。”上海电力有关负责
人表示，未来将继续为进博会输送合格的
志愿者。

给冲突地区带去信心
让当地民众看到希望

“且将英雄志，化作一抹蓝”

用影像讲述维和故事
本报记者 杨俊峰

“且将英雄志，化作一抹蓝”

用影像讲述维和故事
本报记者 杨俊峰

“每天3万多步，收获满满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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