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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岁的徐瑞田是中国第一代潜艇兵， 虽精力已大不
如前， 但只要一提到 “潜艇” 这个词， 他会立刻变得精
神抖擞。

1950 年， 新中国百废待兴。 刚刚诞生不到 1 年的人
民海军在北京召开重要会议， 确立 “空、 潜、 快” 为重
点的建设方针。

会后， 时任海军司令员萧劲光找到了年仅 32 岁的傅
继泽， 交给他一项任务： 组建一支学习队集中学习潜艇
知识。

潜艇部队， 是在水下遂行作战任务的兵种， 具有良
好的隐蔽性， 较强的突击力， 能长期在水下作战， 是大
国海军不可或缺的重要作战力量。

“我当时很兴奋， 因为新中国成立仅一年， 竟着手
建立一支潜艇部队。” 傅继泽生前回忆时写道。

当年的海军党委对选配潜艇人员的工作非常重视 。
全海军部队行动起来。 经过精挑细选， 275 名政治立场坚
定、 文化水平高、 身体素质好的官兵从各舰队、 学校 、
直属机关等抽调出来， 组成第一批潜艇学习队。

1951 年 4 月 26 日清晨， 装载着学习队人员的专列驶
抵大连站后， 又来了 10 辆罩有帆布遮篷的军用大卡车，
将他们转运到旅顺口某基地。

由于严格的保密纪律， 学员们从到达基地开始， 就
完全断绝了与外界的来往。 不许通信， 不准外出， “纪
律非常严格， 选我们去干什么都不知道， 只知道是执行
任务”。 91 岁的老兵刘作根回忆说， 自己的老家距离学习
地点还不到 5 公里， 但母亲从未收到过他的音信。

“说是文化程度高， 其实那时候选出来的人基本上
都是小学、 初中文化。” 92 岁的老兵慕恩盛回忆， 上级给
出的时间是三年———三年内 ， 必须要掌握航海 、 机电 、
通信、 雷达、 鱼雷、 枪炮等 20 多个专业， 近百门课程。

就是这样一批只有小学、 初中文化的官兵， 开始了中国潜艇部队从 “0”
到 “1” 的迈进。

《潜艇构造》 是一门必学课程。 第一堂课， 教官拿着潜艇模型， 告诉大
家， 潜艇都是根据阿基米德定律设计的。 “阿基米德定律是啥？ 好多学员一头
雾水。” 刘作根说。

不停地有人被淘汰， 又有新的人员补充进来。 为了拿下理论学习的 “高
地”， 学习队的官兵拜能者为师， 互教互学。 上课的时候听苏联教官讲课， 下
课后自己办起了各种文化基础补习班、 专业理论学习班。

等完成理论学习第一次钻进潜艇时， 慕恩盛震惊了。
各种仪表、 设备、 装具， 几千条管路、 上万个阀件， 密密麻麻， 纵横交

错， 留给人的空间被挤压到了最小。 床铺多是可拆卸的吊床。 即便这样， 也不
能满足一人一铺， 艇员们得轮流睡觉。

高温、 高湿、 高噪音， 学员们在狭小的舱室里拿着图纸摸管路， 夜以继日
地翻阅技术资料。

在舱内， 人会无法感知昼夜的更替， 生物钟出现紊乱。 只有 24 小时制的
潜艇钟才能告诉大家， 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

1953 年， 三年学习期将满， 结业考试在即。 学习最紧张的时候， 徐瑞田
收到家中电报， 告知他父亲去世。 徐瑞田忍痛完成了最后的考试。

最终， 潜艇学习队所有学员的结业考试平均成绩 4.7 分， 远高于 4 分的合
格线， 他们顺利结业。

等到徐瑞田请假返乡时， 父亲的坟头早已青草萋萋。
1954 年 6 月 19 日， 经中央军委批准， 海军独立潜水艇大队成立， 人民海

军第一支潜艇部队宣告诞生。 漫漫征程， 由此开启。
“不要问我在哪里， 问我也不能告诉你。 我们是中国海军潜艇兵， 航行在

无边的海洋里……” 70 年过去了， 当年的官兵相继离世， 仅余少数老兵， 也
已是九旬高龄。

他们的一生鲜为人知， 但这首 《潜艇兵之歌》， 记录了他们的青春和誓言。
（新华社北京 6 月 17 日电 记者 黎 云 孙鲁明）

俄总统普京将对
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新华社莫斯科 6月 17日电（记者
华 迪） 据克里姆林宫新闻局 17 日
消息，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 6 月 18
日至 19 日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消息说 ， 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
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 ， 俄
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将于
2024 年 6 月 18 日至 19 日对朝鲜民
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朝中社 17 日也报道了普京将于

6 月 18 日至 19 日对朝鲜进行国事访
问的消息。

2023 年 9 月， 金正恩出访俄罗
斯。 据朝中社报道 ， 金正恩在俄远
东地区阿穆尔州东方航天发射场同
普京举行 “历史性 ” 会晤 ， 双方讨
论了多项重大问题和合作事项 ， 并
达成协议和共识 。 其间 ， 金正恩邀
请普京访朝， 普京接受了邀请。

（参与记者： 王 超）

以色列总理解散战时内阁
新华社耶路撒冷 6 月 17 日电

（记者 王卓伦 吕迎旭） 据以色列
媒体 17 日报道，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
16 日晚在安全内阁会议上宣布战时
内阁已正式解散。

多家以色列媒体报道说， 内塔尼
亚胡 16 日晚在安全内阁会议上说 ，
战时内阁是应甘茨的要求并与他达成
共识后组建的。 当前甘茨已经离开，
就不再需要战时内阁， 也不会再组建
新的战时内阁。

《以色列时报》 报道说， 战时内

阁解散后， 内塔尼亚胡、 国防部长加
兰特将与其他相关官员就作战问题进
行小规模临时磋商并做出关键决定，
此后相关决定需得到以安全内阁的最
终批准。

去年 10 月 7 日新一轮巴以冲突
爆发后， 以色列组建战时内阁， 以中
左翼力量代表、 主要反对党国家团结
党领导人甘茨与内塔尼亚胡和加兰特一
道， 成为拥有表决权的 3 名核心成员。
本月 9日， 甘茨宣布退出战时内阁， 并
呼吁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进入单陀螺仪模式
哈勃望远镜恢复观测

新华社洛杉矶 6 月 16 日电 美
国航天局日前发布消息说， 此前因陀
螺仪故障暂停科学观测的哈勃空间望
远镜转入仅使用一个陀螺仪的工作模
式后， 已恢复日常的科学观测， 设备
运作总体稳定。

据美航天局介绍， 哈勃望远镜在
今年 5 月下旬由于其 3 个仍在运转的
陀螺仪中的一个出现故障， 望远镜随
之进入安全模式。 陀螺仪用于测定望
远镜转动速度， 帮助它对准并锁定观
测目标。 望远镜进入安全模式后， 就
会停止科学观测， 需要等待地面控制
中心发出新指令。

负责哈勃望远镜运作的团队为解
决故障， 将望远镜从利用 3 个陀螺仪
的工作模式转入仅依靠一个陀螺仪的
工作模式， 以确保望远镜能持续观测，
同时让另一个仍可运作的陀螺仪作为

备用。 团队还会持续监测出问题的陀
螺仪， 评估未来它是否还能使用。

美航天局表示， 尽管在单一陀螺
仪模式下 ， 望远镜运作会有一些限
制， 但大多数科学观测任务都能继续
开展， 并且团队会通过经验积累来逐
步改善这一模式下望远镜的性能。

“高龄” 的哈勃望远镜在今年 4
月就曾因陀螺仪故障进入安全模式，
但经过一系列调整， 望远镜随后恢复
了科学观测。

哈勃望远镜于 1990 年进入太空，
美国在 2009 年利用航天飞机运送宇
航员对哈勃望远镜进行最后一次维
护， 为其更换了 6 个新的陀螺仪， 但
在最新的故障出现前， 仅剩下 3 个能
运作。 一般来说， 望远镜有 3 个陀螺
仪正常运转能维持高效的观测活动，
仅一个陀螺仪也可以维持运转。

努力构筑更加牢固的北疆万里绿色屏障
———“三北” 工程攻坚战进行时

6 月 17 日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
日。 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
之一， 荒漠化土地面积超过国土总面积
的四分之一。

20 世纪 70 年代，“三北”工程区森林
覆盖率仅为 5.05%， 每年风沙天数超过
80 天。

多年来，我国高度重视防沙治沙，尤
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加速推进“三北”
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 努力在祖国北疆
筑起一道绵亘万里的绿色屏障。

2023 年 6 月，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
开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
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强调“努力创
造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 提出
“打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各地各部
门闻令而动、共同推进，“三北”工程这道
绿色屏障正在不断延伸、加固。

加速攻坚推动荒漠化防
治进程

夏日的骄阳，炙烤着浑善达克沙地。
在沙地南端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
县， 站在百万亩樟子松造林工程滦源镇
项目区观景台远眺，由樟子松、柠条等乔
灌木汇聚而成的“绿色海洋”令人心旷神
怡。绿海边缘，百余名农牧户正热火朝天
地播撒草种、种植林木。

“环境大变样， 终于过上了踏实日
子。”趁着休息的间隙，多伦县诺尔镇新
民村村民马云平唠起了过去的岁月。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受自然和人为
因素共同影响， 多伦县生态环境急剧恶
化。据 2000 年卫星遥感监测显示，全县
风蚀沙化面积达 3365 平方公里，占土地
总面积的 87%， 还形成了三条大沙带。
“那时空气里整天弥漫着尘土味，担心村
庄被沙子埋了。”

自 2000 年开始，当地下定决心植绿
治沙，经过 20 多年的“持久战”，多伦县
森林覆盖率由 2000 年的 6.8%增加到
37.9%，空气质量变好了，沙尘暴等自然
灾害的发生频率也显著下降。

“虽然治理效果明显，但我们还有面
积不小的沙化土地没有完成治理； 已经
治理的沙化土地，如果不加以保护，也容
易退化。”多伦县委书记王延功说，借着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的契机，全县还
将进一步推进沙化土地治理。

在千里之外的宁夏吴忠市盐池县花
马池镇沙边子村，向最东边远眺，一片起
伏的流动沙丘被草方格织成的巨网紧紧
缚住，柠条等沙生植物点缀其中。治理区
域的边缘竖起了一圈围栏， 以防牛羊踩
踏这片尚显娇嫩的新绿。

这片黄沙横跨宁夏和内蒙古两地，
属于毛乌素沙地。不久前，这里刚刚打了
一场省际联手治沙的攻坚战。

20 世纪 80 年代，盐池县沙化土地面
积占比超过 82%。经过几十年努力，全县
200 万余亩严重沙化土地重披绿装，唯独
剩下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交
界的这片沙丘迟迟未能治理。

盐池县林草服务中心主任孙果告诉
记者， 过去治沙往往以行政区划为单位，
各治各的，一些省市县交界处容易留下林
草带断档盲点，直接影响治沙成效。

自“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后，陕甘
蒙宁四省区五地共同签订 《毛乌素沙地
区域联防联治合作协议》，将单打独斗变
为抱团共进，从四周向中心织网锁沙，顺
利推进了省际林草带断档盲点的治理。

为了更好推进“三北”工程攻坚战，
各地各部门协同作战，形成合力：

今年新开工的重点项目全部向边界
和上下风口靠拢；内蒙古、辽宁协同打造
科尔沁沙地南缘的跨省区锁边林草带；
内蒙古阿拉善盟、宁夏中卫市、甘肃民勤
县在腾格里沙漠省界处开工建设阻沙生
态防线。

协调安排特别国债和专项补助资
金、加强林草生态用水保障……国家林草
局最新数据显示， 仅一年时间，“三北”工
程攻坚战完成造林种草约 4000 万亩。

科学治沙让绿色屏障更坚牢
经过多年治理，“三北” 工程进入到

六期工程建设期，容易治理的已经完成，
剩下的多是需要攻坚治理的 “硬骨头”。
要构筑更加牢固的北疆绿色屏障， 离不
开科技治沙的支撑。

在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扎兰营子
镇哈达村干支庙屯西山， 层层水平槽依
山而建，山枣和油松树向阳生长。

阜新市林草局局长段文刚说， 扎兰
营子镇作为绕阳河的发源地， 拥有丰富
的山地资源， 但雨水经年累月从山上冲
刷而下，带走了泥土，留下了深深的侵蚀
沟。“过去直接在土坡上种植树苗， 沙土
存不住水， 一场雨过后很多树苗根部就
裸露出来，种下的树活不了。”

为了解决这一技术难题， 当地林业
专家和水土保持专家一道反复试验，最
终探索出运用现代化的机械装备， 在山
体上先建设水平槽，再植树，既保持了水
土，也有效提高了种树成活率。

扎兰营子镇通过水土保持的方式，
提高种树成活率， 是我国三北地区因地
制宜治沙造林的探索之一。

记者调研了解到，近年来，从引进沙
木蓼、 四翅滨藜等苗木新品种提升荒漠
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到运用刷状网
绳式草方格沙障技术提高效率， 再到沙
障铺设机、无人机、全地形运输车等一批
先进适用的防沙治沙机械装备集中亮
相，科学治沙正让“三北”工程这道绿色
屏障更加坚牢。

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不可分割的生态
系统。坚持系统治理，是科学治沙的重要
方面。

从万米高空俯瞰， 在腾格里沙漠边
缘， 青土湖宛如镶嵌在黄沙中的一块翡
翠，与蓝天交相辉映。

谁能想到，这片水草丰茂之地，曾经
干涸了半个多世纪！ 当地居民回忆起上
世纪 60 年代，青土湖干涸后，那里更加
风沙肆虐，湖边的村庄“沙上墙、驴上房、
地撂荒”。

从 2010 年起，当地实施石羊河流域
综合治理，固沙造林、生态输水、荒漠植
被修复等一系列措施落地见效， 让这个
“沙漠之湖”重现碧波，成功阻挡了腾格
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握手”。

走出治沙又致富的绿色
发展新路

走进科尔沁沙地南缘的内蒙古赤峰
市敖汉旗敖润苏莫苏木， 一排排高低起
伏的光伏板在阳光下连成蔚蓝色的 “海
洋”。光伏板下，草方格内的沙打旺种子
正在沙土里生长，待到盛夏长成牧草时，

就会成为牛羊的主要饲料。
敖润苏莫苏木苏木达李柏龙说，这

个项目利用了村里 6000 余亩闲置土地，
在光伏板下种植优质牧草， 可以利用光
伏板挡风降速，提高植被存活率，治沙的
同时也能实现光伏发电， 每年还能为千
余头牛羊提供优质牧草。 当地正在积极
争取一个更大规模的光伏治沙项目，规
划在光伏板下发展种植业、养殖业、旅游
业。

漫天黄沙退却， 绿色的希望接续铺
展。

各地在科学治沙的同时， 将防沙治
沙成效与产业发展、群众增收紧密结合，
逐渐走出了一条绿色、清洁、低碳的高质
量发展新路。

在新疆柯柯牙， 当地政府推行以林
果业为主的“谁建设、谁管护、谁投资、谁
受益”荒漠绿化造林模式，在防护林网中
套种苹果、核桃、红枣等经济林，延续生
态成果。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 沙坡头
景区地处腾格里沙漠东南缘。 随着防沙
固沙科学体系的建立， 中卫市以沉浸式
体验游为特色，建成星星酒店、黄河宿集
等一批高端休闲度假产品。

“没有治沙，就没有沙坡头景区。”扎
根腾格里沙漠 30 多年的治沙人唐希明
感慨道。2023 年， 中卫市共接待游客超
1500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超 88 亿元。

“防沙治沙是一项长期的伟大事业，
需要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 未来应进一
步创新治沙模式， 形成更加科学有效的
荒漠化防治、 沙产业和新能源开发融合
发展的治沙体系， 引导社会各界共同参
与治沙。”中国林科院首席科学家、三北
工程研究院院长卢琦表示。

绿色生态屏障矗立在北疆， 生态文
明的种子根植在人们心里。

从加速攻坚推动荒漠化防治进程，
到坚持系统治理、科学治沙，在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三北” 工程攻坚
战深入推进。未来，这将是一道更加坚固
的绿色长城， 更是一条永续发展的生态
文明之路。（新华社北京 6 月 17 日电
记者 胡 璐 侯雪静 王 靖 马丽
娟 张逸飞 程 楠 付瑞霞）

加 沙 冲 突 中 的 美 国 谎 言

最近， 大批示威者聚集在白宫外，身
着红色服饰，高喊“我们就是红线”，抗议
美国政府纵容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推进军
事行动并造成严重伤亡、不断踩踏“红线”。

美国总统拜登曾公开表示， 如果以
军进攻加沙南部城市拉法， 即踩踏 “红
线”。但事实上，以色列进攻拉法已有月
余，甚至将坦克开进拉法市中心，美国至
今从未认定以色列越过“红线”。

“红线之说就是一个谎言。”美国康
涅狄格州前民主党籍州议员布赖恩·贝
克尔说。巴勒斯坦政治分析人士伊亚德·
加拉指出，“美国为以色列入侵拉法划了
一条‘红线’，但实际上它为以色列入侵
整个加沙地带大开绿灯”。

“完全就是一个笑话”
“正在发生的事情不是种族灭绝。”

这是拜登 5 月 20 日对国际刑事法院检
察官决定以“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对以色
列领导人申请逮捕令的回应。

“听着，当谈到以色列时，我们不讨
论红线。” 这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5 月
12 日被问到是否会因以色列全面进攻
拉法而扣留对以援助武器时的回答。

“我说过，我们不希望看到大规模地
面行动。 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这种情况
发生。”这是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

略沟通协调员约翰·柯比被记者问及以
军 5 月 26 日轰炸拉法难民营缘何未被
认为踩踏“红线”时的回应。这场轰炸造
成至少 40 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对于美国的特定国防产品或服务
是否以不符合国际法的方式被使用，通
常很难做出迅速、 明确的评估或决定”，
“鉴于加沙冲突的性质，……很难对个别
事件作出评估或得出结论性的调查结
果”。 这是美国国务院 5 月 10 日提交国
会的报告措辞。 美国国务院高级顾问斯
泰茜·吉尔伯特随后因不满报告“歪曲事
实”而辞职。

……
类似谎言比比皆是。在加沙冲突中，

美国一边摆出努力缓和冲突的姿态，一
边持续推动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 并阻
挠国际社会对以色列问责。 美国的谎言
已成为加沙地带停火止战的一大障碍。

“美国领导人最近在有关拉法问题
上的一系列表态， 完全就是一个笑话。”
突尼斯马格里布研究中心副主任希沙
姆·哈吉说，几个月来，美国一直在为以
色列领导人提供政治和外交掩护， 并持
续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和资金， 使其继续
对巴勒斯坦人进行无差别袭击。

自去年 10 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
以来， 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
造成超过 3.7 万巴勒斯坦人死亡、逾 8.5
万人受伤。其中，以军对拉法的持续进攻
导致近期伤亡人数快速增加。 仅在以军
6 月 8 日对加沙地带中部努赛赖特难民

营等地发动的特种作战行动中， 就有超
过 270 人死亡、近 700 人受伤。

美国左翼网站 Mondoweiss 说，美国
政府和国会正在为了以色列和美国未来
的利益而破坏国际法。

巴勒斯坦政治分析人士胡萨姆·达
贾尼也说， 美国实际上是加沙冲突的主
要参与者 ， 它资助以色列对加沙地带
200 多万巴勒斯坦人发动 “全面战争”，
其中绝大多数是手无寸铁的平民。 美国
口头称将努力制止冲突， 但实际上却在
军事援助、财政资助以色列军队。拜登政
府这么做，既为利益，也为选票。

“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
对于美国信口雌黄、编造谎言，不能

忽视其背后的深层动因———军工复合
体。

近年来， 美国每年流入以色列的军
火达数十亿美元。加沙冲突的持续，为美
国军工企业提供了稳定的市场和利润来
源，因此，维持地区紧张，满足军工复合
体的利益需求， 成了美国政客们最大的
“政治正确”。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 美国军工
巨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首席执行官詹
姆斯·泰克利特难掩激动之情：“有些冲
突需要用武器来解决， 而我们已经准备
好了这些武器。”

4 月 24 日，拜登签署一项对外援助
法案， 其中包括向以色列提供约 260 亿
美元额外战时援助。6 月 4 日，以色列国

防部驻美代表团与美国政府正式签署协
议， 以色列将从美国采购 25 架洛克希
德-马丁公司制造的 F-35 战斗机，采购
协议金额达 30 亿美元。泰克利特告诉投
资者， 新的需求将为该公司未来几年的
增长“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华盛顿邮报》文章披露，新一轮巴
以冲突后， 拜登政府已悄悄批准并向以
色列兑现了超过 100 笔军售订单， 包括
精确制导弹药、炮弹及其他武器等，其中
只有两笔交易被公开， 其他绝大多数都
未经任何公开辩论。 拜登政府前高级官
员、 国际难民组织主席杰里米·科宁迪克
说，在如此短时间内完成“异乎寻常数量”
的军售，“确实强烈表明，没有如此程度的
美国支持，以色列军事行动难以为继”。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白宫一场会
议上曾说，冲突“利好”美国经济，因为能
“扩大生产、创造就业”。美国智库昆西治
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威廉·哈通撰
文指出，美国两党领导人反复鼓吹“把钱
花在武器上对经济有好处”，但这将导致
“更加军事化的经济”，威胁美国“未来几
十年的和平与繁荣”。

独立智库全球未来研究所创始人钱
德兰·奈尔撰文说，在乌克兰和加沙发生
的冲突“撕掉了军工复合体的面具，让世
界真正了解了这头野兽的本质———它是
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

（新华社北京 6 月 17 日电
执笔记者： 柳 丝 参与记者： 邓仙来
黄 灵 王一盛 黄泽民 柳伟建）

拼版照片： 左图为
内蒙古鄂托克前旗呼和
陶勒盖嘎查的牧民曹扎
娃出门劳作 （2023 年 6
月 14 日摄）； 右图为曹
扎娃的承包地 （2023
年 6 月 14 日摄， 无人
机照片）。 20 世纪 80
年代， 在毛乌素沙地
中， 曹扎娃主动承包了
2300 多亩沙地。 这么
多年来， 曹扎娃坚持种
树治沙， 最终将沙地变
成了林海。

新华社记者
刘 磊 摄

国 际 观 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