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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月下旬，安

徽省涡阳县人武部

以重要目标防卫为

背景，组织各民兵

分 队 展 开 城 市 管

制、抢修抢救、警戒

防卫、综合保障等

多个课目的演练。

图为卫勤分队正在

抢救“伤员”。

张纯洁摄

就该站前排牵头抓
———记山东省定陶县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张红旗

■宋述泉 王贞勤

提及山东省定陶县，大家自然就会

想到由刘伯承、邓小平在这里指挥的定

陶战役，这场战役被毛泽东誉为“集中优

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光辉范例。如今，在

这片红色热土上，崇军尚武的优良传统

薪火相传，县委书记、人武部党委第一书

记张红旗，怀揣这枚火种，用关心支持国

防建设的实际行动务军兴武。

2013 年 7 月，张红旗刚上任，就马

不停蹄对全县的武装工作进行调研。他

发现，县里部分领导对武装工作“欠账较

多”，往往是种了“经济地”，忘了“武装

田”。他决定从建章立制入手，为武装工

作立好规矩。随即，《关于进一步加强新

形势下党管武装工作的决定》《定陶县武

装工作考核实施办法》《关于进一步加强

专武干部队伍建设的意见》 等一系列文

件相继出台。“我既然是全县兴武强武第

一责任人，就该站前排牵头抓。”张红旗

掷地有声地说。

2013 年 11 月，县人武部领导向张

红旗汇报，由于民兵训练量不断加大，

训练标准要求也水涨船高，导致民兵训

练事业经费缺口逐年增加。张红旗听后

当即表态：“为武装工作提供保障，任何

时候都不能打折扣。”随后，县委、县政

府制定出台了“全县军事斗争准备补助

经费自然增长机制”，增幅同县国民生

产总值增长率同步，较好地解决了县人

武部经费短缺的问题。今年，经张红旗

及相关部门领导多方论证，定陶县民兵

训练基地的改扩建工程被提上议事议

程，目前，该项目已经列入全县城市建

设综合规划。

管武装更要用武装。着眼担负保障

部队机动和遂行多样化非军事任务的需

要，张红旗组织县人武部先后修订完善

了黄河、内河防汛、维稳处突等应急预

案，精编应急、支援、储备 3 支拳头型民

兵队伍，并充实配备了新型应急装备。

2014 年 5 月，定陶县人武部组织民兵应

急分队参加上级比武考核，一举夺得射

击、盾牌操等多个课目的前三甲。

专武干部年龄偏大、能力偏低等，是

一直制约全县武装工作提升的老大难问

题，张红旗下决心打破这一瓶颈。他多次

协调相关部门一起想办法、出点子。最

后，《加强基层专武干部建设规定》 应运

而生。《规定》将专武干部的选拔、考核、

培训、任命统一纳入制度化轨道，在全县

范围内统一培训、统一考评、统一调配，

并坚持只要人武部不推荐、不提名，县委

不研究任命。

今年 3 月，该县专武干部队伍大调

整，提拔转岗 4 人，新任职 3 名武装部

长，交流离岗年龄偏大的 5 名同志，专武

干部队伍焕发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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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7 日下午，河北省霸

州市的民兵综合训练基地内，人

武部正在组织民兵抢险应急分队

进行点火管制作及实爆作业课目

的训练。

训练刚开始不久，今年新入

队的年轻民兵杨远航就找到负责

组织训练的军事科长梁鑫宇，结

结巴巴地说：“导火索那么短，万

一时间不够用，雷管爆炸了咋办？

实在是太危险了，我有点害怕！”

“你放心，只要按规定动作操作，

不会有危险的。”梁鑫宇看到小杨

苍白的脸，赶忙安慰他。可无论梁

鑫宇怎么说，杨远航始终迈不过

心里那道坎。无奈之下，梁鑫宇只

好同意杨远航将导火索延长 10
厘米，杨远航这才如释重负走向

实爆作业场地。

正当他手持导火索长 20 厘

米的点火管向实爆地点跃进时，

在现场检查训练情况的人武部部

长黄四春看出了端倪，叫停了作

业。了解实情后，黄四春语重心长

对小杨说：“实爆训练不仅考验我

们的心理素质，更重要的是对我

们战斗精神的一次历练。《大纲》

中明确要求导火索切取长度为

10 厘米，这个长度足够人员撤至

安全地点，我们平时的应急训练

如果粗枝大叶、大而化之，那么一

旦任务来临时就会掉链子。”说

罢，黄四春拿起杨远航的点火管，

“咔嚓”一下，用雷管钳将导火索

剪掉了 10 厘米，并现场做起了示

范：插入、固定、包缠、跃进……一

整套的战术动作后，只见黄四春

右手一拉导火管，而后迅速转身

回撤，随着一声闷响，点火管顺利

引爆，干净利落的动作赢得大家

的热烈掌声。

此时，杨远航仿佛吃了颗定

心丸，信心倍增。他按照平时应急

训练时所规范的动作要领，制作

好点火管，跃进至实爆场地，成功

引爆。杨远航兴奋地对其他准备

作业的队友说：“只要胆大心细，

严格按照动作要领和操作规程来

做，肯定没问题！”

杨远航的欢呼瞬间点燃了战

友们的训练激情，大家个个摩拳

擦掌，跃跃欲试，黄四春的脸上也

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时间过得飞快，在一声声闷

响之后，天色已近黄昏，迎着夕

阳的余晖，参训民兵们迈着整齐

的步伐，高唱着《民兵之歌》离开

基地……

“这是我的战斗岗位”
———记广东省紫金县民兵武器装备仓库保管员张心豪

■王露顺 阳胜国 甘志辉

在广东省紫金县人武部，有一位话

不多、个不高的老同志，扎根战位十几

年，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演绎着不平凡

的人生故事，他就是人武部民兵武器装

备仓库职工张心豪。

当兵一回，受益一生。1984 年，青

春年少的张心豪怀揣报国志，应征入

伍，在某船运大队服役，多次被评为“优

秀共产党员”“红旗驾驶员”。2000 年，

张心豪依依不舍地离开军营，转业回到

家乡。那时，他有机会进其他事业单位

工作，可浓厚的军人情结让张心豪毅然

来到县人武部，当了一名民兵武器装备

仓库保管员。

守库的日子是枯燥乏味的，每天重

复着同样的工作：出入库统计，弹药数

质量清点、库房温湿度的检查、各种视

频监控维护与保养……有人劝张心豪，

没必要这要认真，几天检查一次就行

了。张心豪一听就急了：“这是我的战斗

岗位！要是把武器装备保养得不好，让

弹药受潮装备受损，那我就等于打了败

仗！”张心豪在这个战位上一守就是 15

年，他的辛勤耕耘，换来硕果满枝：民兵

武器装备仓库蝉联广州军区达标仓库

“十连冠”。

年过半百的张心豪为了不断提高业

务能力，仍在不停地学习，他从书本学、向

友邻单位学，在战斗力标准大讨论中学，

不断积累经验，对专业知识始终做到“问

答一口清、问题一看准、隐患一查明”。去

年，在处理一批报废武器弹药时，刚参加

工作不久的一名保管员缺乏经验，在装

载运送时误将零散弹混装在同一批次

上，张心豪看出了问题，立刻重新按类型、

日期、性能重新装卸、重新组合，及时消除

了安全隐患，避免了事故的发生。

今年，在河源军分区组织的军事竞

赛大比武中，张心豪老骥伏枥，以一名

老党员、老同志的身份率先垂范投入实

战化训练，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向身边的

战友传递正能量。他总是第一个到达训

练场，最后一个离开训练场，还把理论

知识制成口袋书、剪贴本随身携带，每

天坚持背 20 道理论题。功夫不负有心

人，比武场上，张心豪理论考核满分，步

枪精度射击 48 环，荣获河源军分区个

人总分第二名的好成绩。

由于岗位的特殊性，张心豪经常是

24 小时在岗。他向笔者讲起了几年前的

一件事，这件事是张心豪心中的痛，但他

说他不后悔，如果时光倒流，他仍会这样

选择。那是 2010 年 5 月的一个深夜，张

心豪在值夜班，突然接到年迈老母亲病

危的消息，妻子在电话里哭得泣不成声。

当时另一名保管员不在本地，张心豪根

本走不开。一边是武器仓库的安全，一边

是母亲的安危，张心豪让妻子赶紧叫救

护车，自己仍坚守在岗位上……

还还是是当当年年那那份份深深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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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 区 干 部 好 作 风 ，自 带 干 粮 去

办 公 ，日 着 草 鞋 闹 革 命 ，夜 打 灯 笼 访

贫 农 …… ” 这 首 当 年 红 遍 苏 区 的 山

歌，今天又唱响在赣南大地。

10 月 14 日，江西省石城县横江村热

闹非凡，江西省军区的扶贫工作组又来到

了这里。石城是全国出了名的贫困县，而

横江村又是该县最为贫困的山村，是江西

省军区的重点扶贫对象。今年以来，这支

穿军装的扶贫工作队着手思想扶贫、科技

扶贫，变“输血”为“造血”，与 43 户贫困家

庭结对认亲。“他们真像当年的红军啊！”

上岁数的乡亲红着眼眶说。

反哺报恩 精确对接

像当年红军那样，访民情、知

民忧，与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程中，由

于受到自然条件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江

西这片红土地上，仍有 21 个扶贫开发工

作重点县。老区不富，寝食不安。助力帮

扶横江村，仅是江西省军区开展精准帮

扶革命老区群众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江

西省军区官兵走出营门、走向贫困村、走

进老乡家，打响了一场扶贫攻坚战。

今年初，该省军区党委制定下发了

《倾情助力江西革命老区建设发展的意

见》，确定扶贫帮困、扶教助学、健康关

爱、文明示范、烈士荣光、和谐平安等 6
项工程，并列出详细的时间表。省军区党

委一班人率先垂范，赴革命老区调查研

究，参加扶贫助学活动。省军区各级迅速

推出帮建基层组织、援建基础设施、开展

智力扶贫、扶持产业项目、资助困难对象

等一系列“组合拳”。

为全面掌握扶贫对象情况，吉安军

分区组织扶贫工作组深入各挂点帮扶

村，根据帮扶对象的致贫原因、生产条

件、劳动能力、收入来源等情况，建立结

对帮扶机制。

赣州军分区对挂点帮扶的 19 个贫

困村，采取农户申请、组级评议、组级公

示、村级审核、村级公示、乡级复核、村级

公告的“七步法”，逐户进行核实认证，精

准锁定扶贫对象。

宁都县人武部针对结对扶贫的赖村

镇莲子村的实际，乘着“互联网+”浪潮，

从免费培训、信息服务等方面进行扶持，

协调有关部门优先安置贫困户到电商产

业园落户创业，帮助贫困户借助新农商

网、阿里巴巴“村淘”、京东商城、农村 e
邮等平台销售农产品，拓宽农产品销售

渠道。

一组组数据、一个个项目，彰显出子

弟兵造福革命老区的迫切心情。

找准贫根 精准发力

像当年红军那样，尽心尽力

解难题，结对帮扶攀穷亲。

今年初，江省军区专门组成工作组，

赴赣南、井冈山革命老区进行专题调研，

围绕党组织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特色产

业创办等方面，汇总了 620 余个帮扶数

据信息，找准“穷根子”，精准发力。

军地合力“强一部”。他们出台《关于

加强民兵预备役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意

见》，以健全民兵预备役基层党支部为抓

手，培育扶贫带头人。吉安县天河镇天河

村民兵党支部作为后进单位列入吉安县

人武部帮扶计划。在县人武部的帮扶下，

该党支部班子成员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带

领全村人找项目、找门路，提前摘掉了落

后帽子。

整合力量“富一村”。每个军分区（警

备区）、预备役师（旅、团）、人武部各定点

帮扶 1 个贫困村。井冈山市人武部工作

队进驻马源村，将 113 户村民组织起来

创办农业种植实体，引进新型莲藕品种

“太空莲”，聘请农林专家传授种植技术。

如今，仅“太空莲”一项产业，该村每户年

均增收 3000 多元。

对口兴教“扶一校”。原中央苏区县所

在人武部各帮建 1 所学校，机关和各师级

单位各帮建 1 至 2 所学校。今年，江西省

军区投入 100 万元帮扶井冈山毛泽东红

军学校、瑞金大柏地乡元坑村八一希望小

学，学校基础设施建设再上一层楼。

倾情助力“帮一户”。他们为 800 余户

贫困家庭制订精准扶贫方案，做到一户一

本台账、一户一个脱贫计划、一户一套扶

贫措施。信丰县人武部结合驻地丘陵地形

和亚热带气候条件，邀请江西农业大学的

专家，在油山镇长安村、大塘埠镇合兴村

实施脐橙、茶油等 5 个种植项目，受益贫

困户达 1210 余户，减贫 620 户。

结对帮扶“助一生”。他们组织省军

区机关和直属单位正团职以上干部与贫

困学生结对，实施"1+1"助学活动。通过

与帮扶学生结对认亲，及时了解帮扶学

生的学习、生活和家庭情况。省军区还设

立励志助学金，每年拿出 50 万元资助江

西师范大学、江西农业大学的 100 名贫

困大学生。

建章立制 精细统筹

像当年红军那样，以百姓为

先，以老乡为本，聚民心。

“扶贫攻坚，必须像苏区红军干部那

样，争创‘第一等工作’，并形成扶贫工作

的长效机制。”针对参与扶贫开发工作难

度大、时间长等特点，江西省军区党委形

成这样的共识。

为建立长期的扶贫攻坚机制，江西

省军区党委在深入调查研究和广泛征

求意见的基础上，坚持分类指导、全方

位联系、多举措帮扶，《江西省军区组织

官兵开展老区扶贫帮困活动实施意见》

《助推赣南苏区振兴发展工作方案》《助

力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实施方案》等文

件相继出台，确定扶贫攻坚项目、投资

规模、实施内容、帮扶计划，确保项目规

划到村到户，资金落实到村到户，扶贫

效果到村到户。

该省军区党委要求，省军区主官每

半年、师团主官每季度带机关到扶贫现

场办公。吉安军分区将扶贫帮困工作列

入军分区每月办公会议题，各活动小组

组长定期汇报工作进展情况，军分区扶

贫小组和督察办采取重点督察、专项督

察等方式，不定期对各活动小组进行督

导，并将督察结果作为年度考评的重要

依据，确保扶贫帮困活动落到实处。

赣州军分区领导注重加大对扶贫工

作一线的督导，与扶贫小组群策群力，通

过打造“公司＋合作组织＋农户”扶贫新

模式和互帮互助机制，积极引导帮扶群

众参与“万村千乡市场工程”，为群众拓

宽增收渠道。

该省军区党委还坚持把扶贫参建与

创先争优活动相结合，每年年初向地方

党委、政府公开承诺帮扶重点、职责和各

项量化指标，切实做到真扶贫、扶真贫，

扶贫一个村，致富一个村。

今年初，针对横江村 2000 余户群众

饮水难、集体经济底子薄等问题，该省军

区专门组织召开军地协调会，会同省住建

厅、水利厅，以及在石城挂点帮扶的国家

司法部和国院扶贫办等单位，积极争取项

目和资金援助，实施饮水安全工程，引进

工艺品加工厂，扶持该村发展集体经济。

上图：江西省军区扶贫工作组来到

石横村，展开扶贫工作。

左图：江西某预备役团卫生队为乡

亲们送医送药。

吴心意摄

今年 3 月 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两会”江西代表

团审议时强调指出: 要着力推动老区特别是原中央苏区加快发

展，决不能让老区群众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掉队，立下愚

公志、打好攻坚战，让老区人民同全国人民共享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成果。江西省军区官兵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带着当年红军

前辈与老区群众结下的深厚情感，与地方政府一起为精准识贫、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想办法、出实招、见真效，以实际行动诠释了

新时期军民鱼水情的深刻含义。

写 在 前 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