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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防治农作物病虫害，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保护生
态环境，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制定本
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农作物病虫害防
治，是指对危害农作物及其产品的病、虫、
草、鼠等有害生物的监测与预报、预防与控
制、应急处置等防治活动及其监督管理。

第三条 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实行预防
为主、综合防治的方针，坚持政府主导、属
地负责、分类管理、科技支撑、绿色防控。

第四条 根据农作物病虫害的特点及
其对农业生产的危害程度，将农作物病虫
害分为下列三类：

（一）一类农作物病虫害，是指常年发
生面积特别大或者可能给农业生产造成特
别重大损失的农作物病虫害，其名录由国
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制定、公布；

（二）二类农作物病虫害，是指常年发
生面积大或者可能给农业生产造成重大损
失的农作物病虫害，其名录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制定、
公布，并报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

（三）三类农作物病虫害，是指一类农
作物病虫害和二类农作物病虫害以外的其
他农作物病虫害。

新发现的农作物病虫害可能给农业生
产造成重大或者特别重大损失的，在确定
其分类前，按照一类农作物病虫害管理。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
对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工作的组织领导，将
防治工作经费纳入本级政府预算。

第六条 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
责全国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的监督管理工
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
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的
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按照
职责分工，做好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相关
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协助上级人民政府
有关部门做好本行政区域农作物病虫害防
治宣传、动员、组织等工作。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
主管部门组织植物保护工作机构开展农作
物病虫害防治有关技术工作。

第八条 农业生产经营者等有关单位
和个人应当做好生产经营范围内的农作物
病虫害防治工作，并对各级人民政府及有
关部门开展的防治工作予以配合。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应当
配合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做好农作物
病虫害防治工作。

第九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开展农作物病
虫害防治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依法推广应
用，普及应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推进农作
物病虫害防治的智能化、专业化、绿色化。

国家鼓励和支持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国
际合作与交流。

第十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使用生态治
理、健康栽培、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等绿色

防控技术和先进施药机械以及安全、高效、
经济的农药。

第十一条 对在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工
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予以表彰。

第二章 监测与预报

第十二条 国家建立农作物病虫害监
测制度。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编
制全国农作物病虫害监测网络建设规划并
组织实施。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
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编制本行政区域农作
物病虫害监测网络建设规划并组织实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
应当加强对农作物病虫害监测网络的
管理。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
损毁、拆除、擅自移动农作物病虫害监测设
施设备，或者以其他方式妨害农作物病虫
害监测设施设备正常运行。

新建、改建、扩建建设工程应当避开农
作物病虫害监测设施设备；确实无法避开、
需要拆除农作物病虫害监测设施设备的，
应当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
门按照有关技术要求组织迁建，迁建费用
由建设单位承担。

农作物病虫害监测设施设备毁损的，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
及时组织修复或者重新建设。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
村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开展农作物病虫害监
测。农作物病虫害监测包括下列内容：

（一）农作物病虫害发生的种类、时间、
范围、程度；

（二）害虫主要天敌种类、分布与种群
消长情况；

（三）影响农作物病虫害发生的田间
气候；

（四）其他需要监测的内容。
农作物病虫害监测技术规范由省级以

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制定。
农业生产经营者等有关单位和个人应

当配合做好农作物病虫害监测。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

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务院农业农村
主管部门的规定及时向上级人民政府农业
农村主管部门报告农作物病虫害监测
信息。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瞒报、谎报农作
物病虫害监测信息，不得授意他人编造虚
假信息，不得阻挠他人如实报告。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
村主管部门应当在综合分析监测结果的基
础上，按照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的规
定发布农作物病虫害预报，其他组织和个
人不得向社会发布农作物病虫害预报。

农作物病虫害预报包括农作物病虫害
发生以及可能发生的种类、时间、范围、程
度以及预防控制措施等内容。

第十七条 境外组织和个人不得在我
国境内开展农作物病虫害监测活动。确需
开展的，应当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
村主管部门组织境内有关单位与其联合进

行，并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向境外组织

和个人提供未发布的农作物病虫害监测
信息。

第三章 预防与控制

第十八条 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
组织制定全国农作物病虫害预防控制方
案，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
部门组织制定本行政区域农作物病虫害预
防控制方案。

农作物病虫害预防控制方案根据农业
生产情况、气候条件、农作物病虫害常年发
生情况、监测预报情况以及发生趋势等因
素制定，其内容包括预防控制目标、重点区
域、防治阈值、预防控制措施和保障措施等
方面。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
村主管部门应当健全农作物病虫害防治体
系，并组织开展农作物病虫害抗药性监测
评估，为农业生产经营者提供农作物病虫
害预防控制技术培训、指导、服务。

国家鼓励和支持科研单位、有关院校、
农民专业合作社、企业、行业协会等单位和
个人研究、依法推广绿色防控技术。

对在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工作中接触有
毒有害物质的人员，有关单位应当组织做
好安全防护，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发放津
贴补贴。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
村主管部门应当在农作物病虫害孳生地、
源头区组织开展作物改种、植被改造、环境
整治等生态治理工作，调整种植结构，防止
农作物病虫害孳生和蔓延。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
农村主管部门应当指导农业生产经营者选
用抗病、抗虫品种，采用包衣、拌种、消毒等
种子处理措施，采取合理轮作、深耕除草、
覆盖除草、土壤消毒、清除农作物病残体等
健康栽培管理措施，预防农作物病虫害。

第二十二条 从事农作物病虫害研究、
饲养、繁殖、运输、展览等活动的，应当采取
措施防止其逃逸、扩散。

第二十三条 农作物病虫害发生时，农
业生产经营者等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及时
采取防止农作物病虫害扩散的控制措施。
发现农作物病虫害严重发生或者暴发的，
应当及时报告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
村主管部门。

第二十四条 有关单位和个人开展农
作物病虫害防治使用农药时，应当遵守农
药安全、合理使用制度，严格按照农药标签

或者说明书使用农药。
农田除草时，应当防止除草剂危害当

季和后茬作物；农田灭鼠时，应当防止杀鼠
剂危害人畜安全。

第二十五条 农作物病虫害严重发生
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
门应当按照农作物病虫害预防控制方案以
及监测预报情况，及时组织、指导农业生产
经营者、专业化病虫害防治服务组织等有关
单位和个人采取统防统治等控制措施。

一类农作物病虫害严重发生时，国务
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对控制工作进行
综合协调、指导。二类、三类农作物病虫害
严重发生时，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对控制工作进行综
合协调、指导。

国有荒地上发生的农作物病虫害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控制。

第二十六条 农田鼠害严重发生时，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采取统一灭
鼠措施。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做好农作物病
虫害灾情调查汇总工作，将灾情信息及时
报告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人民政府农业
农村主管部门，并抄送同级人民政府应急
管理部门。

农作物病虫害灾情信息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商同级人民政府
应急管理部门发布，其他组织和个人不得
向社会发布。

第二十八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保险机
构开展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相关保险业务，
鼓励和支持农业生产经营者等有关单位和
个人参加保险。

第四章 应急处置

第二十九条 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
门应当建立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应急响应和
处置机制，制定应急预案。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农作物病虫害应急处
置需要，组织制定应急预案，开展应急业务
培训和演练，储备必要的应急物资。

第三十条 农作物病虫害暴发时，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立即启动应急响
应，采取下列措施：

（一）划定应急处置的范围和面积；
（二）组织和调集应急处置队伍；
（三）启用应急备用药剂、机械等物资；
（四）组织应急处置行动。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有关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农作
物病虫害应急处置工作。

公安、交通运输等主管部门应当为应
急处置所需物资的调度、运输提供便利条
件，民用航空主管部门应当为应急处置航
空作业提供优先保障，气象主管机构应当
为应急处置提供气象信息服务。

第三十二条 农作物病虫害应急处置
期间，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根据需
要依法调集必需的物资、运输工具以及相
关设施设备。应急处置结束后，应当及时
归还并对毁损、灭失的给予补偿。

第五章 专业化服务

第三十三条 国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等方式鼓励和扶持专业化病虫害防治服务
组织，鼓励专业化病虫害防治服务组织使
用绿色防控技术。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
应当加强对专业化病虫害防治服务组织的
规范和管理，并为专业化病虫害防治服务
组织提供技术培训、指导、服务。

第三十四条 专业化病虫害防治服务
组织应当具备相应的设施设备、技术人员、
田间作业人员以及规范的管理制度。

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需要办理登
记的专业化病虫害防治服务组织，应当依
法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申请
登记。

第三十五条 专业化病虫害防治服务
组织的田间作业人员应当能够正确识别服
务区域的农作物病虫害，正确掌握农药适
用范围、施用方法、安全间隔期等专业知识
以及田间作业安全防护知识，正确使用施
药机械以及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相关用品。
专业化病虫害防治服务组织应当定期组织
田间作业人员参加技术培训。

第三十六条 专业化病虫害防治服务
组织应当与服务对象共同商定服务方案或
者签订服务合同。

专业化病虫害防治服务组织应当遵守
国家有关农药安全、合理使用制度，建立服
务档案，如实记录服务的时间、地点、内容
以及使用农药的名称、用量、生产企业、农
药包装废弃物处置方式等信息。服务档案
应当保存2年以上。

第三十七条 专业化病虫害防治服务
组织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为田间作业人
员参加工伤保险缴纳工伤保险费。国家鼓
励专业化病虫害防治服务组织为田间作业
人员投保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专业化病虫害防治服务组织应当为田
间作业人员配备必要的防护用品。

第三十八条 专业化病虫害防治服务
组织开展农作物病虫害预防控制航空作
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公众公告作
业范围、时间、施药种类以及注意事项；需
要办理飞行计划或者备案手续的，应当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九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
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履行职责；
（二）瞒报、谎报农作物病虫害监测信

息，授意他人编造虚假信息或者阻挠他人
如实报告；

（三）擅自向境外组织和个人提供未发
布的农作物病虫害监测信息；

（四）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
弊行为。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侵占、损
毁、拆除、擅自移动农作物病虫害监测设施
设备或者以其他方式妨害农作物病虫害监
测设施设备正常运行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
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可以处
5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
村主管部门处 5000 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
款；情节严重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
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擅自向社会发布农作物病虫害预
报或者灾情信息；

（二）从事农作物病虫害研究、饲养、繁
殖、运输、展览等活动未采取有效措施，造
成农作物病虫害逃逸、扩散；

（三）开展农作物病虫害预防控制航空
作业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公告。

第四十二条 专业化病虫害防治服务组
织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
情节严重的，处 2000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不具备相应的设施设备、技术人
员、田间作业人员以及规范的管理制度；

（二）其田间作业人员不能正确识别服
务区域的农作物病虫害，或者不能正确掌
握农药适用范围、施用方法、安全间隔期等
专业知识以及田间作业安全防护知识，或
者不能正确使用施药机械以及农作物病虫
害防治相关用品；

（三）未按规定建立或者保存服务
档案；

（四）未为田间作业人员配备必要的防
护用品。

第四十三条 境外组织和个人违反本条
例规定，在我国境内开展农作物病虫害监测
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
部门责令其停止监测活动，没收监测数据和
工具，并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情
节严重的，并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
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四条 储存粮食的病虫害防治
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自2020年5月1日
起施行。

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

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725号

《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已经2020年3月17日国务院第86次常务会议通过，现
予公布，自2020年5月1日起施行。

总理 李克强
2020年3月26日

1.王兵，女，汉族，1947年10月出生，湖
南湘潭人，中共党员，生前系武汉市洪山区王
兵西医内科诊所主治医生。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在医疗资源极为紧张的情况下，王兵
同志不顾个人安危，主动参与疫情防控工作，
坚持开门接诊救治患者，在工作中不幸感染
新冠肺炎，于2020年2月18日经抢救无效以
身殉职。2020年3月被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追授为“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先进个人”。

2.冯效林，男，汉族，1954年5月出生，湖
北武汉人，1973年10月参加工作，生前系黄
陂区人民医院中医科返聘的副主任医师。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冯效林所在的盘龙城
院区被黄陂区防控指挥部作为定点医疗机构
收治患者，他每天坚持接诊救治患者，在工作
中不幸感染新冠肺炎，于2020年2月27日经
抢救无效以身殉职。

3.江学庆，男，汉族，1964年3月出生，湖
北洪湖人，中共党员，1986年7月参加工作，
生前系武汉市中心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党支
部书记、主任、主任医师。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江学庆同志坚守岗位，在临床一线承担
诊断及治疗工作，在工作中不幸感染新冠肺
炎，于2020年3月1日经抢救无效以身殉
职。2020年3月被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追
授为“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先进个人”。
4.刘智明，男，汉族，1969年1月出生，

湖北十堰人，中共党员，医学博士，主任医师、
教授，生前系武汉市武昌医院党委副书记、院
长。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刘智明同志始
终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全力救治新冠肺炎
患者，在工作中不幸感染新冠肺炎，于2020
年2月18日抢救无效以身殉职。2020年3月
被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追授为“全国卫生健
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

5.李文亮，男，满族，1985年10月出生，
辽宁锦州人，中共党员，2011年7月参加工
作，生前系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主治医师。
李文亮同志不顾个人被感染的风险，仍然坚
守一线岗位，2020年1月6日在收治一名患
者时不幸感染新冠肺炎，他在住院治疗期间
表示，康复后要再投入抗击疫情战斗中，表
现出医者仁心、不惧危险、救死扶伤的优秀
品质，2月7日经抢救无效以身殉职。2020
年3月被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追授为“全
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
进个人”。

6.张抗美，女，汉族，1952年4月出生，湖
北武汉人，1968年参加工作，2002年退休，生

前系武汉市硚口区宝丰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返聘全科诊室临床内科医生。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以来，张抗美同志主动要求到社区服务
中心发热诊室负责发热患者预检分诊工作，
在工作中不幸感染新冠肺炎，于2020年2月
14日经抢救无效以身殉职。2020年3月被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追授为“全国卫生健康
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

7.肖俊，男，汉族，1970年10月出生，湖
北武汉人，1987年2月参加工作，生前系武汉
市红十字会医院普外科医师。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后，肖俊同志在工作中不幸感染新冠肺
炎，于2020年2月8日经抢救无效以身殉
职。2020年3月被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追
授为“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先进个人”。

8.吴涌，男，汉族，1968年8月出生，辽宁
沈阳人，中共党员，1989年8月参加工作并参
警，生前系武汉市硚口区公安分局汉正街利
济派出所共和社区民警，一级警长职级、二级
警督警衔。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吴涌全
力以赴做好社区封控、患者转运、服务群众等
工作，在社区抗疫第一线连续奋战61天。
2020年3月22日，在抗击疫情一线工作岗位

上因公殉职。
9.柳帆，女，汉族，1960年10月出生，湖

北武汉人，中共党员，生前系武汉市武昌医院
梨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护师。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后，柳帆同志一直在梨园街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注射室参与救治护理工作，
不幸感染新冠肺炎，2020年2月14日经抢救
无效以身殉职。2020年3月被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追授为“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

10.夏思思，女，汉族，1990年6月出生，
湖北武汉人，生前系协和江北医院（蔡甸区人
民医院）消化内科住院医师。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以来，夏思思同志主动请战，一直奋战在
抗疫一线，不幸感染新冠肺炎，于2020年2月
23日抢救无效以身殉职。2020年3月被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追授为“全国卫生健康系统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

11.黄文军，男，汉族，1977年6月出生，
湖北武汉人，中共党员，医学硕士，副主任医
师，生前系孝感市中心医院呼吸内科副主
任。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黄文军同志主
动请战，一直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不幸感染
新冠肺炎，于2020年2月23日抢救无效以身

殉职。2020年3月被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追授为“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先进个人”。

12.梅仲明，男，汉族，1962年11月出
生，湖北武汉人，农工党党员，1986年7月参
加工作，生前系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副主任、
主任医师。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梅仲明
同志坚守武汉市中心医院工作岗位，在临床
一线收治患者，不幸感染新冠肺炎，于2020
年3月3日经抢救无效以身殉职。

13.彭银华，男，汉族，1990年12月出
生，湖北云梦人，生前系武汉市江夏区第一人
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科医生。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以来，彭银华同志始终坚守抗击疫情一
线，全力救治新冠肺炎患者，不幸感染新冠肺
炎，于2020年2月20日抢救无效以身殉职。
2020年3月被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追授为

“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先进个人”。

14.廖建军，男，汉族，1970年6月出生，
湖北武汉人，中共党员，2000年8月到武汉市
硚口区六角亭街民意社区工作，生前系该社
区党委委员、居委会副主任。2020年1月26
日社区出现一名疑似患者病情加重，廖建军
自己使用轮椅将病人送至医院就诊，在工作
中不幸感染新冠肺炎，2020年2月4日经抢救
无效以身殉职。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牺牲烈士简要情况

湖北14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牺牲人员被评定为首批烈士
新华社武汉4月2日电 近日，湖北省

人民政府根据《烈士褒扬条例》和《退役军
人事务部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关于妥善
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牺牲人员烈士褒扬
工作的通知》精神，评定王兵、冯效林、江学
庆、刘智明、李文亮、张抗美、肖俊、吴涌、柳

帆、夏思思、黄文军、梅仲明、彭银华、廖建
军等 14 名（按姓氏笔画排序）牺牲在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一线人员为首批烈士。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
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
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医务人员和防疫
工作者英勇奋战在疫情防控工作第一
线，为坚决打赢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
作出了突出贡献，涌现出一大批可歌可
泣的先进典型，王兵等 14 名同志就是其

中的优秀代表。
“烈士”是党和国家授予为国家、社会

和人民英勇献身的公民的最高荣誉性称
号。首批评定的 14名烈士，有的是直接参
与一线救治工作的白衣战士，用生命守护
生命，以大爱诠释医者仁心；有的是始终坚

守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公安干警，以生命践
行使命，用热血铸就警魂；有的是用真心真
情帮助解决群众生活困难的社区工作者，
用生命书写担当，用爱心守护家园。他们
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他们的崇高精神永
垂不朽！

徐建平：用心血与
生命托举战鹰高飞

机务兵是人民空军航空阵列里一群特
殊的人——他们日日与战机为伴，却没机
会驾机冲上云天；他们长年身处机场一隅，
冻伤和晒伤是季节轮换的标记，油渍与汗
渍是终年常伴的迷彩。徐建平就是机务战
线上的一员。

从普通学员到地面机械师，再到机务
中队长、机务处主任、航空兵师装备部副
部长，穿着一身灰蓝色的工作服，徐建平
在这样的岗位上，一干就是28年。

2010年4月，徐建平带队到某军工
厂接收大修的飞机。这是他所负责的这
款飞机第一次在国内大修。接装过程45
天，他的体重整整掉了10斤。

接装组凯旋，他又接到了新的任务：
率队出国，完成新机型的改装学习。高强
度学习，让他身体里埋的那个“地雷”炸开
了——腹部剧烈疼痛，彻夜难眠。白天，
他挣扎着走进课堂、走上训练场；晚上，他
在灯下摊开书本，夜夜复习到凌晨。新机
改装验收考试，徐建平以总评93.5的高分
名列第二。在他的感召下，改装小分队全
体以优异成绩获得新机培训合格证书。

学成归来的第二天，徐建平被送往医
院。诊断结果让人惊讶和痛心：肝癌，晚
期。临终前，徐建平开始大口大口地吐
血。接到消息的同事从机场排故完毕，急
匆匆赶往医院。正打着吊瓶的他有气无力
地问：“你怎么穿着工作服？飞机有情况？”

2011年2月26日，徐建平溘然长逝。
新华社记者 张汨汨

据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