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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士刚、乔忠辉报道：“去
年 7月 13日在源汇区湾王北险工段执
行堤坝加固任务中，所需 200根木桩三
个小时内都没有运到……”元旦前夕，
河南省漯河军分区年终工作总结大会
上，摒弃了以往一贯“你好我好大家好”
的一团和气，取而代之的则是“真刀真
枪”的刺耳话，令在场的所有人员如坐针
毡。该军分区领导告诉笔者“复盘式”年
终工作总结为整改立起了“风向标”，问
题导向可以促使大家找到努力的方向。

前不久，这个军分区在研究制订年

终工作总结计划时，党委“一班人”明确
要求，总结年年搞，很容易滋生形式主
义，2017年要坚决根治“走过场、总结读
完一年过关，搞形式、功绩一摆全年无
忧”的思想顽疾，做到讲成绩力戒拔高，
谈问题深挖一锹，在集思广益中寻找“病
根”为来年开展各项工作提供可靠依据。

笔者在现场看到，党委常委、各处
负责人和基层人武部主官一一上台复
盘总结、清零问题，围绕问题查找问题，
并公开作出整改承诺。两个单位因为
查找问题不深、整改承诺不实被当场亮

了“红灯”。“平时训练不认真，只求及格
过关，不求精益求精”“国防教育只停留
在表面上，没有全面普及”“帮扶贫困户
缺乏精准力度和长时间坚持”等问题被
拎到了桌面上。

“如果存在的问题不能具体到事、
明确到人，这样的总结是绝对不合格
的……”总结会上，讲评点到个人，问题
直逼末端，弥漫着浓浓的“火药味”。军
分区政委张宏进说，只有保持清醒头
脑，冷静看待成绩，才能真正把深刻反
思问题当作总结的重点，切实把问题找
准，把思路理清，把措施定实。随后，他
们紧密联系军分区和基层人武部实际，
采取个人自查、逐级检查相结合的方
式，拿起“放大镜”，认真分析形势，深入

查找问题，既查共性问题又查个性问
题，既查现象又找根源，从个人到单位
逐级研究制订整改措施。

在此基础上，该军分区逐级建立督
导小组，从个人总结到单位总结实行

“过筛子”，严肃纠治总结过程中存在的
不实之风，严防流于表面，在肯定成绩
的同时，注重发现问题，敢于提出不足，
真正将总结工作戳到痛处。动员处处
长周建民感触地说：“2017年的年终总
结和往年大有区别，给我感受最深的是
更加实事求是，没有丝毫的形式主义。”

河南省漯河军分区“复盘式”年终工作总结突出问题导向

讲成绩力戒拔高 谈问题深挖一锹

新时代催生新气象，新时代呼唤
新作为！伴随着 2018年的和煦阳光，
《中国国防报》以新的面貌呈现在您的
面前。

25年前，在风起云涌的世纪之交，
《中国国防报》应运而生，秉承“关注国
家安全，助推国防建设”的办报宗旨，坚
持立足国防、面向社会、服务部队，在新
的语境中争夺话语权、增强传播力、扩
大影响力，在国防建设事业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2015年 12月 25日，习主席视
察解放军报社时强调“军报姓党、强军
为本、创新为要”，为进一步办好《中国
国防报》指明了方向。波澜壮阔的强军
实践，为《中国国防报》的发展提供了广
阔天地和源头活水。《中国国防报》立足
国家安全，着眼改革强军，为国家安全
鼓呼，为改革强军呐喊，强化全民国防
观念，展现强军兴军风采，为推进实现
中国梦、强军梦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潮流浩浩

荡荡。96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李
大钊说过：“黄金时代，不在我们背后，
乃在我们面前；不在过去，乃在将来。”
96年后，中国共产党人站在新的历史
方位，向世界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赋予我们以新
使命，新时代赋予我们以新动力。面对
催人奋进的时代号角，面对强军兴军的
震天战鼓，面对媒体融合的强烈冲击，
军事新闻宣传工作如何迈进新时代？
这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并用扎实行动
做出回答的问题。我们要做坚定者、奋
进者、搏击者，而不能做犹豫者、懈怠
者、畏难者，唯有改革创新、锐意进取，
方能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这既是
时代的要求，亦是发展的必然。

新的一年，我们将优化版面设置，
加强内容创新。从 2018年 1月 1日开
始，《中国国防报》“军事特刊”停办，
周一到周五统一版式、统一风格。继
续保持聚焦中心、紧贴部队、问题导向

和深度报道特点，拓宽内容涵盖面，增
加一版信息量，增强新闻时效性，形成
鲜明的大国防特色。在办好原有的

“专题”版、“动员”版、“视点”版、“论
坛”版、“长城”版的同时，四版开辟“国
际”版（周一、三、五）、“兵器”版（周
二）、“战史”版（周五）。力求加强国际
军事报道，拓展报纸的全球视野；加强
科技装备新闻，拓宽国防科技报道领
域；突出“战”字回望历史，为备战打仗
提供借鉴和启迪。

2016年《中国国防报》启动改版
时，提出“六度”办刊标准。2018年，我
们将进一步开掘“深度”，研究深层问
题，加强深度报道；夯实“厚度”，增大
信息量，讲述好故事；加快“速度”，力
求一事一报，提高传播时效；磨砺“锐
度”，加大评论宣传，强化观点引导；提
升“高度”，提高思想站位，拓宽报道视
野；增加“温度”，更加贴近受众，提高
报道质量。

新的一年，我们将持续改进文风，
增强亲和力、感染力。增加一线新闻采
访，增加亲历式报道；倡导短、新、实、
活，深度报道一般不超过2500字，一版
的报道最长控制在 2000字左右，力戒
穿靴戴帽、任意拔高、空乏生硬、大而无
当、老一套、程式化；改进表达方式，减
少机关腔、材料味、虚话、套话，多用群
众语言、鲜活语言、简洁语言、个性化语
言，多一些以点带面、以小见大、层层展
开、步步深入。我们深知，改进文风永
远在路上。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
越。回望来路，感触良多；展望前程，信
心满满。我们将永葆新闻情怀，秉承国
防担当，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
神，努力实现习主席提出的“政治上更
强、传播上更强、影响力上更强”的宏伟
目标，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用宣
传报道凝聚国防力量，谱写加强国防和
军队建设新的华章。

拥抱新时代 谱写新华章
—新年致读者

2017年12月15日，辽宁省沈阳市再
迎大雪，气温骤降至-20℃。而此时的沈
阳警备区民兵综合训练基地，却被热火
朝天的冬训激情点燃。警备区司令员赵
恒志告诉记者，从2017年开始，他们依托
民兵综合训练基地，全年不间断对全区民
兵进行集中轮训，实现了落实民兵训练任
务与保持战备值班状态的有机结合。

提升训练质量要有过硬保障——
建设一流民兵训练基地
“建设一流训练基地，推动训练创新

发展”。走进沈阳警备区民兵综合训练
基地，两行醒目的大字首先映入眼帘。
赵恒志司令员说：“民兵训练质量提升
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强有力的训
练保障，致使民兵训练始终在低层次徘
徊。”基于这一认识，该警备区建成了这
个占地20余万平方米，拥有信息指挥控
制中心、多功能电教室、工化和兵种专业
教室、非战争军事行动专业教室，集信
息、教学、管理、训练、监控于一体的民兵
综合训练基地。

和赵司令员边看边谈，记者首先来到
教学楼。根据民兵分队任务与编成，教学
楼内建有多媒体教室、战术指挥作业室、
网络专修室和教学信息中心。在核化模
拟训练室内，一组民兵正在进行考核。记
者看到，这里面设有监控评估区和熏蒸
室、防护准备区和救援训练区，考核采用
模拟核化救援环境、视频监控与自动评估
方式，逼真的战场环境、仿真的训练装备
和科学的训练方式让记者眼前一亮。

从教学楼出来，我们来到室外训练
区。这里，不仅有轻武器射击场，还有防空
兵、工兵、防化、通信训练场以及抗洪抢险、
抗震救灾训练场。在占地1400平方米、高
8米的防空兵训练中心，还配备了先进的
高炮营（连）指挥模拟仿真训练系统，能
够实现高炮营（连）作战指挥、分队协同、
战术合练和训练考核等功能，解决了防
空兵训练受场地、空域、实弹制约等问题。

站在训练场中间环顾基地，赵司令
员说，该基地可同时保障1000人训练和

生活，是目前东北地区最大、功能最完备
的民兵训练基地。“我们的目标就是着眼
民兵组训模式改革创新，以模拟化、网络
化建设为重点，着力在创新训练手段、配
套训练功能、提高训练效益上下功夫，打
造综合性、多功能的训练基地。”

优势资源要发挥优势作用——
“大集中”训练取代“各自为战”

基地建成后，如何真正发挥其作
用？赵司令员告诉记者，以往民兵训练
都是由各人武部自行组织，人员时间不
落实、质量不高、手段落后的“老大难”问
题一直存在，现在他们本着“集中组织实
施、集约资源配置、优化组训模式”的思
路，实行以训练基地为依托、以模拟化训
练为主要形式的全市民兵“大集中”训
练，不仅训练效益大幅度提升，还减轻了
组训压力，节约了训练成本。

正在基地组织训练的沈河区人武部
部长丛志宏对记者说：“以前，许多人武
部训练既没场地又缺教员，训练质量受
到很大影响，基地建成后，人武部只负责
人员的召集和管理，训练、考核都由警备
区统一实施，训练水平有了质的飞跃。”

在训练现场，记者见到了正在组织训
练监察的警备区战备建设处处长滕国
华。他告诉记者，他们依托民兵训练基
地，采取“大集中”和“小群多路”相结合的
形式，根据年度训练任务和重点训练项
目，将全年各级各类人员训练全部安排在
基地，警备区统一制定训练计划，分期分
批施训，实现了统建训练平台、统配教管
力量、统一基地施训、统筹训练保障。

雪越下越大，一名组训的年轻教练
员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他动作标准利
落，口令也铿锵有力。一问才知道，他叫
赵天时，刚刚从陆军某部退伍 3个月。
他告诉记者，他退伍第三天就加入了民
兵，一个星期后成为了民兵教练员。滕
国华处长告诉记者，随着不断变化的多
样化军事任务教学需要，对民兵教学骨
干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他们按照“取得资
格认证、参加教学比武、特殊人才优先”
的原则，通过专、兼、聘等渠道，建立了一
支以现役军官和专武干部为主，以民兵
和外聘教员为补充的教练员队伍，使一
批拥有教练员等级证书的退役军官或士
官重披戎装，充实到教学一线。

常训常备方能有备无患——
常态化训练确保召之即来
雪花飞舞，寒风刺骨。正在基地训

练的民兵应急分队接到任务，50公里外
的某地发生地震，命令他们火速支援。
随着一阵警报声响起，一场民兵应急支
援保障演练拉开序幕。记者看到，民兵
分队针对执行的任务，迅速到装备器材
库领取生命探测仪、动力无齿锯、液压剪
扩器等专业救援装备，向“震区”开进，编
组协同、应变处置、破拆起重、人员救护，
紧张有序，有条不紊。

“在这么冷的季节训练这样的课目，
民兵们能吃得消吗？”面对记者的疑问，赵
司令员说：“战争的发生是不以人的意志
为转移的，要想随时能战，必须常备不
懈。”他告诉记者，以往，由于受气候条件
影响，加之过多考虑安全因素，民兵训练
集中在4到9月份，冬天基本不组织系统
训练，但从2017年开始，警备区依托民兵
训练基地，开展常态化训练，一年 12个
月，每天都至少有一支民兵分队在基地，
围绕新大纲内容进行强化训练，同时担任
战备值班分队，遇有突发情况和紧急任
务，应急分队可以迅速反应，迅速到位。

常训常备方能有备无患。去年8月，
受强降雨影响，新民市发生洪灾。此时，
有4支民兵抗洪抢险分队正在训练基地
进行训练。接到救援任务后，他们立即
由训练转为实战，不到一小时就齐装满
员赶到抗洪一线，连续奋战一昼夜，加固
堤坝120延长米，转移群众4000余人。

记者了解到，该警备区依托民兵训
练基地开展常态化训练的做法，目前已
在辽宁省军区得到推广。警备区政委李
军说：“习主席强调，实现党在新形势下
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
军队，必须扭住能打仗、打胜仗这个关
键，在备战打仗上有一个大的加强。我
们依托市级民兵训练基地开展常态化训
练，既是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的实
际举措，也是着眼平时应急、战时应战的
要求，提高民兵快速动员和成建制遂行
任务能力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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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年临近，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军分区组织边防一线民兵班协助边防部队加大执勤巡逻力度，最大限度发挥民兵作用，保证辖区边境安全稳定。图为12月26
日凌晨，巡逻分队在黑龙江江面踏冰巡逻。 曹修武摄

纠“四风” 转作风 树新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