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万面五星红旗全城飘扬，
!##个主题花坛扮靓首都，$#余
处灯光秀点亮地标……新中国
%#华诞日渐临近，首都北京满城
盛装迎国庆，处处中国红，浓浓祝
福情。

旗飘扬
“向国旗———敬礼！”今晨 &

时 %分，当第一缕晨曦洒向天安
门广场，伴随雄壮的《义勇军进行
曲》，五星红旗与太阳一起，冉冉
升起。

$&秒后，国旗升至杆顶，全
场爆发出如潮的掌声、欢呼声和
祝福声：“祖国万岁！”“祝祖国越
来越好！”随后，人群并未散去，照
相、合影还不时分享心得：“三点
多就来排队了！”“已经是‘三刷’
升国旗啦！”
眼里看着升旗，手上举起小

旗，脸颊彩绘国旗，人民大会堂、
国家博物馆楼顶升挂红旗，还有
两侧跃动的大屏“红飘带”，整个
天安门广场，红旗是最亮的元素。

身穿蓝背心的摄影师王华，
已经在天安门广场照了 !#多年
相，每年最忙的时候就是十一，每
天最忙的时刻就是升旗。“由于国
庆 %#周年庆祝活动临近，这两天
来看升旗的人也特别多。”
近期，北京全城活动场所升

挂国旗约 !"万面，居民楼口、商
场门口也插挂起国旗，让每条胡
同都是一道亮丽，每个街区都是
一片喜庆。

花绽放
正中是红花组成的“%#”造

型，镶嵌着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
形象，四周点缀着红、粉、黄三色
的七朵“烟花”……在建国门长安
大戏院门前，一座“壮丽 %#年”主
题花坛艳丽芬芳。
“这是黄小菊，那是一串红，红和黄就是

咱们国旗的颜色。”下午 "时，北京市花木公
司工作人员马红治举着水管，给十米多高的
主题花坛喷淋。从 !'日起，他和同事每天四
次养护，让花坛持续保鲜。
东单的“春天的故事”“奋进新时代”、西

单的“中国创造”“命运共同体”，!&岁的天津
姑娘黄翠翠打开手机相册，满是她与多座国
庆主题花坛的合影。今年，长安街沿线以“普
天同庆、共筑中国梦”为主题，布置了 (!座立
体花坛。“打算 (!个花坛都打个卡，等到十一
当天发个朋友圈！”

国庆期间，北京花团锦簇，!##余个主题
花坛，!###万盆（株）地栽花卉，覆盖全市环路、
繁华商圈、旅游景区、机场车站等重要区域。

灯璀璨
夜幕降临，中关村大街变身灯光秀场，沿

线 %#栋楼宇、("座天桥及中关村广场全部
点亮，滚动起巨幅国旗、%#周年标识及祝福
语。这场“祖国万岁”灯光秀，从晚间 &时上演
至零点，吸引市民游客驻足留影。天桥上，)!
岁老伯一边拍照，一边赞叹。他是抗美援朝老
兵，(*+*年还参加了新中国成立 (, 周年的
天安门阅兵。“最期待的就是国庆阅兵，国家
强盛了，军队的实力也越来越强，现在的阅兵
式可比我们那时壮观多了！”
刘长虹是北京退休教师，挎着单反相机

从清河赶来，这些楼宇日常都是关灯状态，如
今五彩缤纷、璀璨夺目，是不可多得的摄影机
会。“高楼的红色外屏、天桥的红色灯饰，连同
地面的红色车灯，一起构成了‘中国红’！”
从三里屯到奥森公园，从望京到通州大

运河，迎接新中国成立 %#周年，北京 $#余处
点位开启主题灯光秀，以光与影向祖国表白
和祝福。 特派记者 范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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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工业发展的见证者
步出地铁车道沟站，不远处，标有“中国

兵器”大字的楼宇映入眼帘，那是兵器工业在
北京的“风水宝地”。记者走访了车道沟某兵
工大院旁的一家杂志社，它在中国军迷圈里
享有盛名，更重要的是，对改革开放后的国庆
阅兵，他们的记录具有档案价值。
“作为兵工学会下属的刊物，论专业性，

我们是认真的。”该刊编辑秦蓁很热情，他拿
出最新一期封面，“这是我海军‘中华神盾舰’
装备的新式反舰导弹照片，可是新鲜出炉。”
“登在国庆前夕的一期上，是不是意味着

它和今年国庆阅兵有关？”记者问。“至于阅兵
上的惊喜，我们下期再说。”秦蓁回。
其实，该刊及其所在的车道沟地区正是

新中国兵器工业成长壮大的“见证者”乃至
“亲历者”。据介绍，解放初，这里有北京工业
学院校舍，后来成立炮所，再后来又是五机部
机械院、国防科工委某院、总后某院和兵器科
学研究院院部，(***年之后进驻新单位，是
名副其实的中国兵工重镇。
秦蓁拿出一份份期刊及当年拍摄的阅兵

村、天安门广场受阅的底片!有不少当年因版

面受限而未发表"#身为中国军事科普媒体的
工作者，“与历史同行”的自豪感是无需语言
来表达的。
秦蓁说，新世纪以来，中国国力迎来飞跃

式发展，中国军队和兵工面貌也发生巨变，海
外军刊对中国军队和武器装备的态度也从
“轻视到重视”，“现在我们刊登的图文，不时
被外国权威期刊引用”。

兵工史上的!上海奇迹"

在车道沟，记者还采访了资深专家蔡寅
生，他是中国兵工战线几十年辉煌的参与者，

更与中国阅兵中多次出现的明星武器有着
“不解之缘”。蔡寅生认为，国家一以贯之的政
策支持特别是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使得兵
工科研和生产工作有了引领。“中国在国际互
联网的第一个域名 -.是车道沟大院里的计
算所申请来的，中国第一份电子邮件也发自
车道沟，中国最早的行业中文数据库也是在
车道沟建成的……这一切，都书写着中国兵
工最值得铭刻的辉煌。”
蔡寅生回忆，新时代里，车道沟大院里的

研究机构悄然发生变化，过去外文翻译很吃
香，可现在全民外语水平提高，获得知识渠道
多了，主要靠翻译还有优势吗？过去单位里的
大型计算机“傲视群雄”，可现在遍布各地，单
纯靠计算服务有前途吗？“车道沟人没有固步
自封，他们开动脑筋，打开一片新天地。”他介
绍，创新是车道沟人的主旋律，像制导导航领
域，从最基础的惯性器件做起，为中国兵工占
领信息化制导导航阵地立下汗马功劳。

蔡寅生特意提到上海为中国兵工做出的
卓越贡献。“七十年前，十来位拒迁台湾的上海
兵工专家联名向人民政府提出建立类似兵工
大学的学校，为解放军培养技术人才。(*+!

年，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哈军工，来自上海的研
究室就是哈军工建院的三大主力军之一。”蔡
寅生介绍说，上世纪 ),年代，中国军品外贸急
需大口径榴弹，兵器部自有产能不够，而上海
援建的“小三线”厂经动员也能生产，创造了奇
迹，“上海在中国兵工史上写下辉煌的一章”。

兵器界的!另一高地"

和车道沟大院一样，身处北京槐树岭的
某大院则是中国兵器工业的“另一个高地”，
那些从战场到阅兵场都“气吞万里如虎”的装
甲战斗车辆都凝聚着槐树岭一群默默无闻的
兵工人无私的奉献。“我们可以自豪地告诉大

家，解放军装甲兵庞大的装备体系中，没有一
台车、一门炮、一发弹药来自外国，全部由中
国自己研发制造，中国装甲装备科技水平已
居于世界的前列。”与槐树岭大院相伴超过
!,年的军事杂志主编刘青山说。
在他的指引下，记者来到一片特殊的兵

器主题展区，旁边是游泳池，娴静中却透着抑
制不住的威武。“和别处国防主题园不同，这
里展出各国原产技术兵器，当然中国兵器是
主角，”刘青山深情地说，“这里有许多独一无
二的藏品，以实物介绍技术特性，它们有的至
今仍是部队骨干，有的则像流星划过天空，没
有服役多久，但正是它们所积聚的巨大能量，
才催生出战场上的中国利器。”

记者注意到，+*式坦克、&"式装甲输送
车、)&式步兵战车、红箭/)反坦克导弹……
这些装备都曾在过去的国庆阅兵中出现过，
触摸着它们的“钢铁皮肤”，听着兵工专家叙
说不为人知的故事。“像这台 )&式步战，参加
过 (***年阅兵，而它的技术原型车的来历可
就传奇了。”原来，几十年前，一群从槐树岭出
发的接车小组负责把抵达港口的步兵战车样
车运回北京，“战车装在专列的平板车上，列
车越往北开，天气越冷，那年的雪特别大，专
列开到郑州附近，终因轨道积雪太厚，不得
不停下来，这时候正赶上春节，车站职工主
动请接车小组进屋取暖，车站食堂还为他们
准备了面粉和饺子馅，大家一起动手包饺子，
很是温暖！”
遥想即将在天安门广场阅兵式上亮相的

装甲猛虎们，刘青山兴奋地说：“它们会告诉
世人，新中国‘强起来’有着无可置疑的实力
依托！”
此刻，阳光愈发灿烂，掩映在树林里的战

车钢板反射出耀眼光芒，站在这里，仿若穿越
时空隧道，感受着中国兵工前进的强音。

阅兵前夕，在北京找寻“兵工辉煌”
特派记者 吴健 文
特派记者 刘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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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阅兵在即，“看阅兵，赏兵器”无疑是老百姓期盼的亮点。
首都北京，是中国兵工战线的“司令塔”，许多单位都在这里有自
己的一席之地，有的在闹市，有的在郊区，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
是“功成不必在我，功成一定有我”的责任与担当。日前，记者参观
车道沟、槐树岭这些“内行人都懂”的地标之处，在阅兵前夕找寻
“红色军工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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