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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九寒冬日，练兵正当时。近日，新疆军区某团将官兵拉到陌生地域开展冬季野外训练，组织防护、隐蔽伪装、卫生与救护、抓捕等十余个课目的训练，有效提升了
官兵实战能力。 李仁锡摄

本报讯 赵丹丹、通讯员杨银满报
道：“作为新时代的民兵党员，要事事
站排头、时时当先锋……”元旦前夕，
黑龙江省农垦庆丰农场武装部组织民
兵旁听农场的党课后，大家就学习贯
彻十九大精神讲述自己的心得体会。
这是该武装部抓住地方党课时机，培
养宣讲骨干、组织民兵学习十九大精
神的一个场景。

党的十九大召开后，庆丰农场武装
部把学习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工作
的“重头戏”。然而，农场编有民兵连10
个,民兵近千人，武装部的干部编制却仅
有2人，想要达到宣讲“全覆盖、无遗漏”
要求，存在一定困难。

如何将十九大精神分阶段、分重
点、分层次地送到民兵中去？恰逢其
时，农场党委开展“先锋讲堂”“党课大
家讲”等活动。该武装部领导拍板：借
力发力，利用农场党课平台培养骨干、
组织民兵学习。

为此，该武装部借助农场人才资源
开展“民兵旁听党课”活动，既解决了武
装部人少事多宣讲难问题，又激发民兵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热情。他们
协调农场将民兵需要掌握的十九大精神
纳入党课内容；并抽调10余名民兵党员
参加农场党课教学培训，加入农场党课
宣讲团，进行十九大精神宣讲。

为激发民兵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热情，他们积极组织民兵以旁听方式列
席党课，并将学习宣讲与讨论交流有机
统一，每次党课后，组织民兵热议报告、
畅谈体会，结合实际谋划民兵连建设、
制定贯彻落实措施，推进十九大精神在
基层落地生根。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一名党员、一
名民兵，我们要带头学习，积极投身强军
实践，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贡献力量！”
近日，民兵林宽听完一堂党课后满怀激
情，表示要扎实做好本职工作，在新征程
上勇立潮头。

黑龙江农垦庆丰农场武装部借力抓教育

组织民兵旁听农场党课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举行的 2018
年开训动员大会上发布训令时强调，
各级要强化练兵备战鲜明导向，坚定
不移把军事训练摆在战略位置、作为
中心工作，抓住不放，抓出成效。此举
标志着 2018年将成为全军大抓军事
训练之年。练兵备战是军人的主业，
各部队要牢牢树立备战打仗观念，通
过大抓军事训练，提高部队打赢能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我军“一切
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
仗、打胜仗聚焦”。军队是要打仗的，
而且要打胜仗。作为大国孕育的人民
军队，中国军队不仅要有随时准备打
仗的思想，而且要有打硬仗、打恶仗的
思想。打仗不是桌面推演，胜了总结
成绩，败了吸取教训，真实战争状态
下，打了败仗有时连吸取教训的机会
都没有，严重时甚至会危及党的执政
地位和国家的生死存亡。

训练离实战越近，作战离打赢就
越近。贴近实战的训练没有捷径可
走，必须狠抓训练落实。而实际上，做
到训练上真抓落实并不容易。其一，
少数干部战争观念不强，脑子里“和平
积习”严重，认为战争不会说来就来，
战争来了也不一定能轮到自己所在的
部队上战场，“不打仗”思想拖了抓军
事训练的后腿；其二，少数干部不会
训，对信息化条件下的现代战争怎么
打心里没数，习惯于旧式的训练方法
和内容，对信息作战、科技练兵摸不着
头脑；其三，少数单位怕出事，抓训练

“缺斤短两”，这些单位习惯消极保安
全，在口头上、书面上、汇报上对训练
都很积极，但实际行动却拖拖拉拉、磨
磨蹭蹭。平时训练打折扣，战场上就
要用鲜血来弥补。

习主席指出，抓落实来不得花拳
绣腿，光喊口号、不行动不行，单开会、
发文件不够，必须落到实处。军事训
练的落实更应如此，任何虚假的、掺水
分的落实都要不得。训练水平不扎
实，战斗力提高不上去，战时就会损
害国家利益，损害人民利益。抓落实
是衡量领导干部党性和政绩观的重
要标志，是推进军事斗争准备的关键
所在。当前，全军许多部队正在运行
新编制，营区迁移、任务调整、职能转
变，大量的基础工作等待落实。在各
种繁杂的工作当中，提高打赢能力是
部队建设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的主
要方面，各部队要充分认识这一问题
的重要性。

抓训练落实切忌口号式的假落

实，也忌虎头蛇尾的半落实，必须是从
一而终的真落实。对于领导干部来
说，抓训练落实是工作职责，更是党
性要求，没有一定的认识高度，抓落
实就会走过场；对于基层官兵来说，
抓落实是使命任务，更是血性担当，
没有上战场的勇气，没有打胜仗的决
心，训练就成了“花架子”。下一场战
争什么时候打、和谁打、怎么打，谁都
不知道，但我们今天的训练必须要着
眼明天的战争，要用实战化训练来总
结优势、克服不足，用平时的多流汗换
取战时的少流血。

守不忘战，将之任也；训练有备，
兵之事也。各级领导干部要以强烈的
忧患意识看待练兵备战这个主业，全
神贯注抓好训练落实，通过扎实有效
的军事训练，切实提高人民军队打赢
现代战争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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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求基、记者肖芳菲报
道：2017年 12月下旬，福建省泉州军分
区派出国防教育宣传小分队深入沿海
一线，宣传国防教育知识，推动国防教
育进码头、上海岛、入村庄、到车站。这
是该省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加强全民
国防教育的一项举措。

前不久，福建省国防教育办公室牵
头军地多部门开展国防教育工作情况
专题调研。在此过程中，他们发现，有
的地方开展国防教育重视领导干部、在
校学生群体，忽略社会大众，存在以点
代面问题；有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存在
革命老区好于其他地区、中心城镇好于
偏远地区、驻军多地区好于驻军少地区

等情况。对此，该省国防教育办公室领
导态度鲜明：“全民国防教育，‘全民’是
关键，应采取有力措施，让国防教育覆
盖社会各领域、各阶层、各角落。”

为此，该省将加强全民国防教育融
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盘子”、纳入国防
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范畴。该省宣传、
教育、文化、广电等部门将国防教育纳入
全民教育体系和文化宣传范畴，作为学
校素质教育和精神文明创建的重要内
容；公安、安全、工商、司法等部门把国防
教育有机融入行业教育、文化活动、组织
生活、岗前培训和行政督查等各项工作。

“哪里的国防教育薄弱，就针对哪里
进行‘国防教育精准扶贫’。”该省国防教

育办公室专职副主任鄢继炜告诉记者，针
对部分企业国防教育不落实、打折扣等问
题，他们将国防教育纳入企业员工素质培
训，强势推动国防教育进企业，并大力发展
军旅文化产业，积极探索新经济组织、新社
会组织落实国防教育的措施办法；针对城
镇流动人员多，接受国防教育机会少的实
际，他们在车站、商场等人员密集地域设
立国防教育宣传栏、滚动播放国防教育宣
传片；针对偏远地区国防教育氛围不浓等
实际，他们着力推动国防教育进码头、上
海岛、入村庄，采取开通国防教育流动宣
传车、设立流动讲台、发放教育宣传单等
方式，促进国防教育向全社会拓展、向基
层群众普及。

福建省推动国防教育全民普及全域覆盖

进码头 上海岛 入村庄 到车站

本报讯 赵磊报道：结束一天巡逻
任务返回营区，官兵们整理装具准备休
息，不料“敌情”突如其来：某号界标附
近有小股“敌人”袭扰！闻令而动，官兵
迅速穿戴装具、请领物资……数小时
后，提前到达指定地域，一举围歼“敌
人”。这是2017年12月下旬，南部战区
陆军某边防旅紧贴实战锤炼官兵管边
控边能力，开展特情处置演练的一幕。

“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强大稳固
的现代边海空防’，为边海防部队建设
指明了方向。一切工作必须围绕这一
目标展开。”该旅旅长叶建新介绍，“脖
子以下”改革中，该旅转隶调整，职能使
命发生变化，不仅担负执勤戍边任务，

还增加了作战任务，新的职能使命对边
防部队实战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巩固
边防，不仅需要不间断巡守，更需要过
硬的实战能力作保障。”叶旅长说。

为全方位锤炼官兵管边控边能力，
该旅建立“立足边境实情演练，带着战
术背景执勤”思路。他们紧贴执勤任务
实际、突出职能使命特点，组建一支“蓝
军”分队，在训练演练、巡逻执勤中充当
假想敌，针对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和潜
在安全威胁，不打招呼、不定时间对官
兵进行袭扰，实现执勤任务与实战需求

“无缝衔接”。
此外，他们适时更新辖区情况信

息、修改方案预案、分析研判重要管段

可能发生的问题，给官兵搭建实战化训
练平台，确保官兵“人人熟预案、个个
懂协同”。针对边境管控队伍常需临时
编组，需要官兵一专多能这一实际，该
旅开展跨专业交叉训练，逐步实现“一
专多能、跨专多能和一兵多用”。

平时能管边、战时能应战、急时能
处突。翻阅该旅“营连训练周表”，笔者
看到，维稳处突、边境封控、反恐防暴等
课目训练占比大幅提高。该旅机步营
营长孙浩告诉笔者，新装备即将列装部
队，在无经验可寻、无教材可用的情况
下，他们提前组织人员编写教案、熟悉
操作流程，为下一步开展新装备训练和
联合作战训练打好“前仗”。

南部战区某边防旅紧贴实战锤炼官兵管边控边能力

自建“蓝军”分队常搞突然“袭击”
本报讯 盖凤江、王志生报道：元旦

前夕，河北省曲周县人武部推广“种树搭
档户”做法，受到当地群众好评。着眼辖
区青年外出务工增多，部分家庭无力耕种
土地的实际，该人武部抓住县板业集团大
量收购商品林这一机会，组织民兵学习商
品林种植技术，并开展“种树搭档户”活
动。同时，他们协调民兵与外出务工者建
立合作机制，一方出地、一方出力，既解决了
土地无人耕种问题，又为民兵增加了收入。

河北省曲周县

推广“民兵种树搭档户”

本报讯 华斌报道：为帮助退役军
人尽快回归社会，2017年12月底，山东省
冠县人武部与县公安局联合举办退役军
人专场招聘会。他们精准招聘、按岗选
人，提供水上救援、警犬驯导等20个就业
岗位，让退役军人转职不转行。截至目
前，该县面向退役军人招聘公安局特巡干
警 74人、安监局专职安监员 30人，并为
504名退役军人安排了公益性工作岗位，
有效提升了军人的社会地位和荣誉感。

山东省冠县

面向退役军人精准招聘

2017年12月底，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在区人力资源
市场举办，近 300名退役军人、22家企事业单位参加。图为退役军人在人武部
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与招聘单位进行交流。 彭 杨摄

本报讯 吴家忠、景昱报道：为高
标准、高质量完成征兵工作，连日来，黑
龙江省呼玛县多措并举开展冬季征兵
宣传活动。他们在交通枢纽、社区、学
校等人群密集场所张贴宣传标语、设立
宣传站，并以微信、广播和手机短信等
形式，宣传相关法规政策，引导适龄青
年踊跃报名预征。

黑龙江省呼玛县

开展冬季征兵宣传活动

风急雪大风急雪大，，练兵备战正当时练兵备战正当时

本报讯 余守义、葛奇军报道：1月
2日，陕西省山阳县人武部收到一份令
人欣喜的通知：他们组织民兵承担的《民
兵工兵分队军事训练大纲》试训论证任
务，获得上级充分肯定，民兵们提出 58
条修改建议，其中47条被新大纲编修组
采纳，并写入新大纲。该人武部部长张
晓轩深有感触地说：“组织民兵训练更要
注重发扬军事民主，听得进民兵的意见，
摘得到训练果实。”

2017年 7月 15日，该人武部接到上
级关于开展《民兵工兵分队军事训练大
纲》试训论证任务。当时，他们觉得困难
重重。因为，3名部领导没有一人是工
兵专业出身，虽说该县编有民兵工兵分
队，但是以前没有积累多少训练经验，并
且没有训练教材；又逢农忙时节，民兵忙

于耕种，参训人员难召集。面对诸多困
难，该人武部党委决定，把试训论证任务
作为人武部改革落地后的重点工作来
抓，力争“开门红”。

随后，该人武部积极协调训练场
地、动员民兵参训，加班加点制订训练
计划、编写试训教案。在试训过程中，
副部长陈强协调老部队、陆军某合成旅
派出2名工兵专业训练骨干任教员前来
授课，帮助民兵理清训练思路、掌握训
练方法，确保试训顺利推进。试训中，
民兵工兵分队累计落实室外训练日 20
天，完成 17个课目 66项内容训练，采集
各类数据67组。

试训期间，该人武部先后 8次组织
参训民兵研讨，2次集中专武干部召开
训练成果论证会，并聘请陆军工程大学

冯南宁教授现场指导，纠正训练中存在
的问题，确保试训论证质量。同时，该
人武部注重发扬军事民主，根据试训中
遇到的实际问题及时组织民兵进行讨
论，鼓励民兵多提合理化建议，并积极
归纳整理民兵意见建议上报上级机
关。民兵工兵连连长张晓华提出：《新
大纲》中“工程兵知识”内容过多，远远
超出民兵职能任务所需，建议将“工程
兵知识”改为“工程保障知识”，使得课
目设置与民兵参战支前任务关系更为
紧密；一班班长杨涛提出：地雷埋设与
撤除训练考核条件中的“中等土壤”局
限性较大，与我国幅员辽阔的地域特
性不相符，建议将“中等土壤”条件改
为“中等土壤、坚硬土壤、沙漠地、水网
稻田”等条件，使之适用于我国南北方

不同的地形条件；民兵李凯等人提出：
构筑野战工事是重难点课目，训练时
间过少，难以保障训练质量，建议将这
一课目的训练时间增加一倍，使训练
时间分配更趋科学；还有几位民兵提
出：烟幕伪装考核标准的用时不合理，
建议适当调整，使考核标准适用民兵
组训……

就这样，该人武部在试训中广泛
征集参训民兵意见建议，先后收集了
58条建议上报新大纲编写组，结果 47
条被采纳。上级领导称赞该县民兵工
兵分队的试训工作抓得实、成效大。
该人武部政委郝浩说：“新年度各类民
兵专业分队的训练就按这次试训的经
验组训，充分听取民兵建议，争取获得
更大成果。”

山阳县人武部组织民兵承担《民兵军事训练大纲》试训任务注重发扬军事民主

民兵提出建议58条 新大纲采纳47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