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寻亲公告
刘丹语，女，出生日期2021年5月19日，2021年5

月19日在电白区树仔镇卫生院路口被拾到。请亲生

父母看到公告后持相关证件前来认领，联系电话：

13790939026。
公告人：刘星球

2024年9月23日

公 告
茂名市河南郑州商会经茂名市民政局名称预先

核准，现正积极开展商会成立大会筹备工作，同时继

续向社会各界广纳会员。我们期待您的参与与支

持！筹备小组负责人：乔晓美13828699592。

茂名市河南郑州商会筹备小组

2024年9月24日

据茂名日报报道，近年来，信宜市重点打造“信字
号”区域公用品牌，已覆盖三华李、甜柿、大芥菜、高山茶
等7种农产品，实现农产品“优质优价”，有效提升“信宜
出品、信誉保障”的农业品牌竞争力，持续打造“以信为
本”的城市气质和信宜印象。其做法值得推广。

以信为本既是个人的可贵品质，也是企业生存和发
展不可或缺的。尤其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企业要
高度重视以信为本，要制订切实可行的制度，建立健全
以信为本长效机制，营造诚信至上的良好氛围，使以信
为本成为市场运行的价值取向和自觉追求，其社会的公
信度和影响力就会直线上升，企业才会做大做强。

“以信为本”
不可或缺

刘广荣（信宜）
9月22日，广东省庆祝2024年“中

国农民丰收节”主会场设在化州化橘
红博览馆农民运动场对化州来说，这
是一个宣传推介化州现代农业的良好
契机。我们要坚持群众观点办好丰收
节，让丰收节成为集中展示优质农产
品的大平台，成为激发农民群众积极
性、自豪感的加油站，成为惠民利民的
直通车，成为做好土特产文章的金钥
匙，带动农民群众增收致富。

让丰收节成为集中展示优质农产
品的大平台。在广东各地展现优质

“土特产”的年度盛会上，化州集聚化
橘红、番石榴、预制菜等优质农产品，
通过故事分享、产品展示、互动体验等

形式，把拳头产业化橘红发展历程、
“药食同源”特性、文化历史渊源等优
质农产品的特色充分展现，通过丰收
节这个载体广而告之，促进了优质农
产品的消费需求增加，为化橘红等农
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夯实了农民群众从中获利的基础。

让丰收节成为激发农民群众积极
性和自豪感的加油站。组织“村播”与
农民联手，线上推介化橘红、番石榴等

“土特产”，提升农产品品牌知名度，让
全国、广东各地都深入了解化州“土特
产”，提升优质农产品知名度与品尝率，
让为化州优质农产品点赞人数持续增
加，不断提升化州农民群众自豪感，激

发了农民群众扩种增产的积极性。
让丰收节成为惠民利民的直通

车。通过充分利用网红主播力量，线
上线下同时销售向各地推介的优质农
产品，“双线”提升化州“土特产”的市
场竞争力，逐步把“流量”变成“销量”，
多措并举帮助化州农民群众提升各种
优质农产品的销售量，减少甚至杜绝
优质农产品滞销的现象，促进相关从
业农户收入持续增加，在为农户带来
销售便利的同时，让化州农民群众真
真切切可感可及、得到实惠。

让丰收节成为做好“土特产”文章
的金钥匙。要认真吸收本次丰收节上
展示的AI在农业领域的应用成果，为后

续深入推动农业改革提供可推广的思
路与措施，努力为化州土特产发展注入
科技力量。同时，要认真总结举办广东
省首届农事运动会，发扬创新精神，探
索以“月月有赛事”模式持续打造农事
IP，为集聚城乡要素、凝聚社会力量助
推农业深入改革，进一步推动农业产业
发展壮大，让丰收节切实成为做好化州

“土特产”文章的金钥匙的同时，带动化
州农民群众扩种、增产、创收。

借势而为，顺势而上。只要我们坚
持群众观点办好丰收节以及后续赛事，
着力推动农业深入改革，发展壮大“土
特产”，千方百计增加农民群众收入，就
能持续提升广大农民生活水平。

坚持群众观点办好丰收节
汤杰华（化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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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市场上有一种“神奇”的理疗床垫，在一些商家的嘴
里，被吹嘘得神乎其神：改善睡眠、治疗疾病甚至能延年益寿
……许多老人为了购买这些昂贵的床垫，不惜动用自己的养
老钱，让子女无奈又苦恼。（新闻来源：央视财经）

天价床垫背后的套路其实很多年前就已经存在，但为何
今天还有人特别是许多老年人上当受骗，个中原因值得深
思。针对老年人科学素养相对较低，又渴望健康、害怕疾病的
心理，不良商家通过各种温情手段获取老人信任，从而让老人
心甘情愿地掏出重金。试想，如果真有“包治百病”的床垫，那
么它应该出现在药店、医院，而不是家居店了。可见，加强市
场监管，提高广告真实性，以及提高公众的健康科学知识，是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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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每
每听到这熟悉的旋律，17 岁入伍投身革
命，如今已93岁高龄的黄宗德依然热泪盈
眶。

胸前一枚枚奖章，默默讲述着老英雄
不朽的功勋：荣获“二级战斗英雄”、胜利功
勋荣誉章，荣立一等功、二等功各 1 次，被
朝鲜授予“一级国旗勋章”。

黄宗德时常会念起当年那些牺牲战友
的名字，他说：“我是幸存者，他们才是英
雄！”

智勇双全：连破5个火力点，只身俘敌
22人

74 年前，当侵略者把战争强加到新生
的共和国头上，亿万中国人民发出正义的
呐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952 年 8 月，21 岁的黄宗德奉命奔赴
抗美援朝战场。

1953 年 7 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金
城反击战。黄宗德所在的志愿军第 24 军
74 师 220 团 2 营 5 连奉命攻打上九井西
山。他们面对的是南朝鲜军用雷区、铁丝
网和火力点交织构筑起的防线，被敌人叫
嚣为“模范阵地”。

13 日夜，总攻开始。连长让因得痢疾
正发高烧的黄宗德殿后。他却说：“就是死
也要死在战场上！”冒着敌人密集的弹雨，
黄宗德第一个跃出阵地，率领全班突破 7
道铁丝网，攻下敌前哨阵地。

完成既定任务后，他带尖刀班主动策
应两翼兄弟部队突破敌防线，连续摧毁敌
5 个火力点，打退敌 1 个班的反扑，攻占
主峰。

战斗打了整整一夜，惨烈程度超乎想
象。战斗结束后全连仅剩13人。

第二天，黄宗德独自一人遭遇了躲在
坑道内的残敌。在冲锋枪被打坏，右前胸
负伤的情况下，他没有退缩，而是抱着必死
的决心，用仅有的手榴弹和炸药包炸开坑
道。敌人纷纷缴枪投降。

“我的枪早就打不响了，为了稳住敌
人，我大喊：‘五班六班快过来。’”黄宗
德说，“事实上只有我一个，哪有五班六
班？”

此次战斗，黄宗德打掉敌地堡 3个，毙
敌 7人，只身俘敌 22人，缴获卡宾枪 12支、
步枪8支、冲锋枪4支、报话机2台。

因表现英勇，黄宗德被志愿军总部授

予“二级战斗英雄”荣誉称号，并荣立一
等功。

70 多年过去了，回忆起当年牺牲的战
友，黄宗德依然泣不成声，“他们才是英雄，
我是替他们接受的荣誉。”

永感党恩：“是党把我从贫苦少年培养
成革命战士”

1931 年 8 月，黄宗德出生在山东荣成
一户贫苦的农民家庭。

黄宗德的姐夫和姐姐都是地下党员。
在他们的影响下，黄宗德加入了青年抗日
先锋队，为组织传递消息，站岗放哨。

1948 年 12 月，17 岁的黄宗德参军入
伍，成为山东省荣成县海防大队的一名战
士。

1949 年 4 月，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
黄宗德被编入解放军第 25军 74师 221团，
第一次参加了战斗。黄宗德回忆说：“我不
会水，但有一个信念，我绝不能牺牲在这，
我们要解放全中国。”

渡过长江后，因为天降大雨，黄宗德和
战友们分散在老乡家避雨。“几个国民党散
兵也来敲门，我俘虏了3个敌人，立了三等
功。”黄宗德说。

回忆起自己的革命历程，最让黄宗德
骄傲的是，自己的政治生命和共和国同
岁。75年过去了，入党时的细节老人记忆
犹新：“1949 年 6 月，在江苏镇江的一处破
庙里，我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后，黄宗德一路随军作战，多次立
功。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黄宗德回忆说，当时正在福建前线，消
息传来，他和战友们一起欢呼拥抱，“别提
多高兴了！”

“是党把我从贫苦少年培养成革命战
士。”黄宗德说。

不忘初心：“共产党员没有特殊的权利”
今年 88 岁的王锦华和黄宗德伉俪情

深，已经共同度过了 67 个春秋。在她眼
中，丈夫就是一名普通的军人。“他很少跟
我和子女讲他过去的战斗经历。”王锦华
说。

从朝鲜战场回国后，黄宗德先后担任
团政治处主任、团副政治委员、团政治委
员、师副政治委员等职务。

“三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他都在部队，
没在我身边。”在王锦华记忆中，丈夫一心
扑在工作上，照顾家庭很少，“但我并不怨

他。他是军人，属于军队，属于国家。”
在黄宗德影响下，三名子女都曾参军

入伍。
二儿子黄毅从部队转业时请求父亲

给予帮助，黄宗德对他说，共产党员没有
特殊的权利，你自己该怎么办就怎么
办。黄毅说：“怨过父亲，但现在更感恩
父亲。”

1986 年，黄宗德从副师职顾问的岗位
离休。尽管离开工作岗位，但他仍然关心
国家大事，每天收看《新闻联播》，阅读《参
考消息》。天津警备区某干休所工作人员
李学武说，黄老每次学习文件，都是用手指
着，一字一句地看。

离休后，黄宗德将大量精力投入开展
爱国主义教育的工作中。干休所政委孟玮
说，黄老是多所中小学的校外辅导员，曾到
机关、企业、社区做过几十场报告。

如今，已年过九旬的黄宗德仍十分关
心国防和军队建设。“强大的军队是国家安
宁的保证。部队的同志们要忠于党和人
民，好好提高本领，为保卫国家和世界和平
作出更大贡献。”黄宗德说。

新华社天津9月16日电

黄宗德：英勇战斗 以身许国
李秉宣 李明刚 周文剑

主持研制中国第一部三坐标雷达等多
部世界先进的雷达，引领中国预警机事业
实现跨越式、系列化发展……他坚信“中
国人一定能行”，终其一生为祖国国防事
业打造“千里眼”。

他是我国著名雷达专家、预警机事业
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小
谟。2023 年 3 月 6 日，王小谟溘然长逝，
享年84岁。

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前夕，王小谟被
追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

“要为国家站岗放哨”
王小谟说，雷达事业的重大意义，就

是要为国家站岗放哨。
1961年，从北京工业学院（今北京理

工大学）无线电专业毕业的王小谟，被分
配到国防部第十研究院第 14 研究所 （今
中国电科14所），从事雷达研究。

雷达被称为国防“千里眼”。上世纪
60 年代起，三坐标雷达成为当时国际雷
达研究的前沿领域。此前，14 所已在苏
联专家帮助下开始三坐标雷达的研制。
1960年，随着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走专
家，只留下一摞资料。

当时，我国电子工业水平整体不高，

迫切需要研制出自己的雷达装备部队。面
对严峻的形势，王小谟暗下决心：“一定
要做出世界一流的雷达，为国争光！”

一番苦心研究后，王小谟创造性地提
出了在当时世界领先的脉内扫频方法，为
日后的雷达研制打下基础。一年后，英国
才提出同样的技术方案。

1969 年，响应国家“三线”建设号
召，王小谟与同事们投身贵州黔南大山，
创建电子工业部第 38 研究所 （今中国电
科 38 所），开启了筚路蓝缕的创业岁月
——

住在四面透风的油毡茅棚里，交通不
便、食物匮乏……而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
下，1972年，王小谟被任命为总设计师，
主持研制首部国产三坐标雷达。

经过十余年的大胆创新、潜心研制，历
经无数次试验失败的至暗时刻，1984年，我
国第一部集成化、数字化、自动化的三坐标
雷达在贵州山沟中成功问世！

此后，我国三坐标雷达一举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实现我国防空雷达从单一警戒
功能向精确指挥引导功能的重大跃升。三
坐标雷达家族由此成为我国国土防空网的
主干力量。

打造中国自己的“争气机”
预警机被称为“空中帅府”，战争中

拥有了预警机，就如同“深夜用肉眼看见
20公里外有人划了根火柴”。上世纪90年
代时，预警机已成为战争中不可或缺的一
员。

1992年2月，王小谟调任中国电子工
业总公司军工局局长，开启我国预警机装
备的论证与研制。当时，两种观点相持不
下：一部分人认为需求紧迫，“造不如
买”；王小谟等人则主张自主研制。

“从国外买省时省力，但一旦战争爆
发，国外只要卡住几个配件，我们买回来
的预警机就用不了！”王小谟据理力争。

最终，国家决定“两条腿走路”：一
边引进国外产品以应急需，一边与外方合
作研制国产预警机。

作为中方技术总负责人，王小谟深知
“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坚决主张并部署
安排国内同步研制。其间，他在国际上首
创了背负式、大圆盘、三面有源相控阵雷
达的新型预警机方案。

2000年，外方迫于压力终止了与中国
的合作，王小谟力主自主研制预警机，并
主动请缨主持研制。

“一定要争口气！”夏天 40 多摄氏度
的高温，冬天零下 30 多摄氏度的严寒，
90 分贝以上的噪声，都没有让王小谟退
缩。他在条件简陋的试验场每天工作十几
个小时，只为早日实现心中蓝图。

历尽艰难成伟业。多年攻关，研制团
队突破了 100余项关键技术，累计获得重
大专利近 30 项，国产预警机创造了世界
预警机发展史上的9个第一，成为世界上
看得最远、功能最多、系统集成最复杂的
机载信息化武器装备之一。

2009 年国庆 60 周年阅兵式上，中国
预警机第一次在世界面前公开亮相，引领
机群飞过天安门广场。观礼台上，70 岁
的王小谟流泪了。

“把中国的预警机做到最好”
这些场景，很多老同事历历在目：

在预警机工程的关键时刻，王小谟顶住
遭遇车祸和癌症的双重打击，坚持在病
房交流工作；临终前，他刚刚化疗结
束，就直奔会场阐述预警机总体关键技
术……

可王小谟只说：成长、奉献于这个时
代，我感到非常幸运。

2013年，王小谟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

术奖。面对聚光灯，他不愿多谈自己的成
就，却拿出 500 万元奖金中的 450 万元，
又多方筹集 2000 万元，设立了雷达创新
奖励基金，用于奖励在雷达和预警探测技
术领域作出贡献的年轻人。

这是甘为人梯的拳拳之心——
为了使年轻人得到锻炼，他经常组织

专题讨论，听取大家的意见；他把重要的方
案设计交给年轻人，同时又给予具体指导；
他牵头编写的《雷达技术丛书》，影响了几
代雷达人的成长。

在他的言传身教下，一批年轻人陆续
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领军人才，为我国预警
机事业积蓄了发展后劲。

这是殚精竭虑的赤子深情——
直至耄耋之年，王小谟仍坚持上班，与

年轻人一起讨论技术问题。2022年，他领
衔成立空基技术实验室，谋划推动预警机
事业转型升级。

“中国梦，往大了说是国家强盛、民族
复兴，在我这里，就是要把中国的预警机做
到最好，做到卓越。”他说。

王小谟离开了，他开辟的道路，后辈们
还将坚定地走下去。

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王小谟：用一生为祖国打造“千里眼”
新华社记者 温竞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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