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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四风” 转作风 树新风

本报讯 马富、谢鹏报道：新年伊
始，从青海省海南军分区传来一个好消
息：经过1年半的奋战，海南藏族自治州
州委、州政府和军分区围绕新时代国防
动员信息化建设需要，紧密结合高原牧
区藏乡特点，联手建成了海南州藏汉双
语国防动员“云藏”数据库。这一创新
成果，为国防动员信息化建设推开了全
新的一扇窗。

“云藏”一词是藏文的音译，意为
“老师”。由于国内一些知名搜索引擎
不支持藏文搜索，查阅藏文资料比较
困难，信息量少、准确度低。为此，海
南州军地立足藏区现有条件，整合多
方资源，坚持节约高效的原则，按照

“党委统揽、军地共建”的融合开发思
路，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成立藏汉双语
数据库建设组、语言智能处理组和软
件开发研制组，成功开发出大型藏汉
双语“云藏”数据库，查全率和准确率
达到了 90%，形成了集搜索引擎、藏汉
百科、自动问答为一体的大型藏汉双
语门户系统工程。海南军分区依托该
系统开发出的“民兵信息管理系统”

“国防动员信息系统”“国防教育 APP
平台”，经脱密处理后实现了军地“云
藏”引擎无缝对接，推动武装工作实现
了跨越式发展。

点击“云藏”，笔者看到，该系统数
据库中录入了藏汉双语的国防法规、

新时代强军思想、兵器知识、兵役政
策、双拥共建等 38类资料,录入了藏文
文献典藏 8800余部，具备双语搜索工
具、信息资源存储、全民国防教育于一
体的信息化服务平台，实现了“键对
键、点对点、面对面”的国防动员新格
局。上线仅仅几天，全州民兵使用“云
藏”搜索访问量已突破 15万多次，系统
注册用户达 3万余人。

海南军分区领导高兴地说，海南州
地广人稀，民兵居住高度分散且点多线
长，最远的乡镇距州府560多公里，部分
民兵不懂汉语、只看得懂藏文，导致平
时执行急难险重任务时难动员、难集结
现象时有发生。如今，有了“云藏”这个
信息化平台，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兵员
就会跃然屏上，每一个民兵的情况都了
如指掌，特别是在执行急难险重任务
时，发挥了“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
必胜”的高效快捷作用。新年度开训第

一天，一支由 340多人组成的应急民兵
分队集结于海南州的贵德县某训练场，
以实兵、实装、实案、实地的方式，演练
了抗震救灾、抢险救援、维稳处突和草
原灭火等课目。通过“云藏”信息化平
台遥控指挥，全景式地展现了应急民兵
的强大战斗力和快速反应力，令现场观
摩的军地领导鼓掌叫好。

笔者了解到，为使“云藏”有序运
转，军地双方共同负责，安排专人对网
页进行制作、运行和管护。军分区从
藏汉双语民兵排中精心选拔了文化程
度高、思想素质好的 30名信息员，还
从地方科研所聘请了 20名兼职技工，
做到每天更新内容，与当地移动公司
签约，建立起“云藏”全民国防教育平
台，利用微图文、微电影、微广播开展
网上课堂教学，让“全民国防”根植入
心践于行，引导全州各族群众增强国
防观念。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军地联手开发大型藏汉双语数据库，建成集
双语搜索工具、信息资源存储、全民国防教育于一体的信息化服务平台

“云藏”推动藏乡建设“全民国防”

本报讯 周传余、张贤林报道：“军
分区、人武部主官述职时让士官、专武
干部和民兵预备役人员作为评审委员，
可以有效防止述职走过场”“党委工作
公开可由每年公开改为每月公开”“新
年度工作起步，并不代表过去的问题翻
篇”……元旦刚过，内蒙古赤峰军分区
官兵和民兵预备役人员便争相为新年
度工作如何开展献计献策。军分区司
令员魏士东说：“充分发挥官兵和民兵
预备役人员的智慧，才能最大程度地防
止决策失误。”

以往，该军分区筹划新年度工作，
都是“党委定调子、机关想点子”，导致

在工作中方法不活、招数不多，走了不
少弯路。为防止重蹈覆辙，该军分区党
委今年改变思路，由先问机关怎么办，
改为先问基层怎么看，主动向基层专武
干部和民兵问计问策。他们分头深入
基层武装部和民兵连（营），采取召开座
谈会、基层建设分析会和民兵交流会等
形式，着重向基层官兵寻求破解军分区
全面建设发展难题的对策。在地方政
府网和军分区局域网上开辟了“新时代
新气象新作为怎样推动军分区全面建
设发展”专栏，广泛开展“我为军分区建
设献一计”活动，鼓励官兵和民兵预备
役人员提出改进机关建设的合理化意

见建议。为激励官兵和民兵预备役人
员积极建言献策，该军分区还设立了

“金点子奖”和“最佳建议奖”，表彰官兵
和民兵预备役人员提出的实在管用的
意见建议。

军分区党委一系列的举措，极大地
调动了民兵预备役人员和官兵建言献
策的积极性，他们结合自身工作岗位和
感受，就军分区建设难题畅所欲言，共
提出了个别现役干部和专武干部组训
能力不强、基层武装部建设发展不平
衡、民兵政治教育针对性有效性不强等
20多条意见建议。随后，军分区党委

“一班人”分片包干，分头带领机关干部
深入旗县区人武部和基层武装部，逐个
单位“号脉”，逐项工作“诊断”，收集整
理了人武部干部队伍建设、从严治军、
后勤社会化保障、民兵应急器材配备、

政治教育等方面提出的10多项合理化
建议。军分区党委还召开党委会，对基
层官兵和民兵预备役人员提出的意见
建议进行研究，对初步制定的工作规划
逐项进行论证，确保了新年度工作筹划
内容实在、措施具体、符合人武部和基
层民兵连（营）实际。

新年度工作计划越来越向实战聚
焦，军分区上下谋战研战务战的“火药
味”越来越浓，鲜明立起备战打仗的风
向标。军分区政治委员李国军介绍说，
军分区党委根据今年的形势任务，结合
这些意见建议，重点围绕“提升民兵应急
分队应急应战训练水平”“激发专武干部
履职尽责能力”“解决好基层民兵连应急
器材配套建设”和“机关业务能力”等问
题，科学筹划新年度工作，为今年军分
区部队全面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机关怎么干?先问基层怎么看
内蒙古赤峰军分区筹划新年度工作主动向基层问计问策

本报讯 赵跃强、记者邢邦明报道：
“我儿子在部队立功了，没想到远在天津
的人武部能把喜报和奖励金亲手送到家
里来！”新年元旦刚过，拿到儿子的优秀
义务兵喜报，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南
客村村民张书杰激动地在微信朋友圈

“晒”光荣人家的喜事。
作为一名从河北省考入天津市的在

校大学生，张书杰的儿子张晓恺2016年
从学校积极应征入伍。去年底，张晓恺
在部队被评为优秀义务兵，天津市红桥
区人武部收到他所在部队寄来的奖励喜
报后，立即与张晓恺的老家石家庄栾城
区人武部沟通，并与其亲属取得联系。
按红桥区入伍战士在部队立功受奖优抚
政策，还可以申领立功受奖奖励金，于是
人武部第一时间与民政局优抚科协调申
领，并派专人将喜报和奖励金送到了张
晓恺的家中。

“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就
要落实在具体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当
军人立功受奖时，就要用隆重的仪式进
行鼓励，肯定军人的价值与奉献，彰显军
人的光荣与神圣，激发军人的爱军习武
热情，赢得全社会的认可与尊重。”红桥
区人武部政委张仕伟对记者说。征集大
学生士兵以来，优抚政策方面存在着优
抚地与户籍管理地分离的实际情况，为
使其家属能够及时分享并切身感受到子

女建功军营的光荣和喜悦，红桥区人武
部在大学生入伍后就积极与区民政局和
大学生士兵户籍所在地人武部保持沟通
联系，随时进行协调，提前着手做好准
备，确保了立功喜报、奖励金送达渠道畅
通。他们还与辖区大学协调，每到大学
生入伍与退伍期，同大学学工部联合现
场办公，集中为新入伍大学生士兵办理
保留学籍手续，帮助退役大学生士兵办
理复学手续。去年 9月份，河北工业大
学退役大学生士兵陈景丽拿着复学通知
书激动地说：“学弟、学妹们看到武装部
这么设身处地地为兵考虑、真心实意地
为兵办事、圆满周到地为退役战士服务，
定会消除入伍的后顾之忧，激起从军报
国的热情。”

该人武部部长刘跃民告诉记者，向
部队输送高素质兵员是落实习主席提出
的加强军事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的具体举
措，做好兵员征集的“下篇”文章和后续
工作，正是这一举措的必要延伸和重要
环节。武装部只有当好入伍大学生士兵
的“娘家人”、办好“兵家事”，跟踪服务、
真心关注，才能确保入伍的大学生们在
部队安心服役、倾心奉献。

当好“娘家人” 办好“兵家事”

为异地入伍大学生解难题

英烈者，军队之剑，国家之干，民
族之魂，决不容许任何人丑化、诋毁和
亵渎。

元旦前夕，英雄烈士保护法草案
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英烈
的历史功勋及纪念缅怀活动、维护名
誉荣誉等将有更加完善的法律规定。
这是我国最高立法机关首次为保护英
烈名誉荣誉进行专门立法，也是以法
律利剑捍卫英烈尊严和合法权益的一
个重要里程碑。

一个国家和民族要走向强大、复
兴，就必然会有人付出代价甚至牺
牲。每思祖国金汤固，便忆英烈铁甲
寒。正是无数英烈经历了“壮士头颅
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的英勇壮
烈，才有了今天“草木百年新雨露，车
书万里好江山”的沧桑巨变。英烈所
代表的英勇顽强、向死而生、无私奉献
等“红色基因”，已经成为中华儿女共
同的精神家园，熔铸为民族不容侵犯
的精神图腾。

“躯壳纵填沟壑去，精神犹在海天
张。”英烈，是民族的不屈脊梁，是国家
的精神之炬。感悟英烈身上的巨大能
量，捍卫国人心中的精神高地，“民德
归厚”可以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民
族情感就能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然而，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别有用
心之人打着学术研究或言论自由的幌
子，“质疑”黄继光、“还原”刘胡兰，“解
构”五壮士。“凡是推翻一个政权，总要
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凡此种
种，妄图挑战正义良知、扭曲价值判
断，冲击思想阵地、动摇执政根基，最
终拔根去魂、覆灭政权。不懂历史的
民族没有根，贬损英烈的民族没有
魂。别人越是企望我们淡忘的，我们
越要永志不忘；别人越是刻意抹黑的，
我们越要誓死捍卫。

法律是一个民族“内在地、默默地
起作用的力量”。英烈的名誉，决不能
任脏水泼洒；英烈的荣誉，决不能被他
人抹黑。打击毁谤英烈行为、维护全
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法律是最有力
的武器、最管用的手段。这次以“国
家”的名义，为捍卫英烈名誉荣誉顶层
立法，就是要划出法律底线、立起鲜明
导向：每一个牺牲都值得铭记，每一名
英烈都需要景仰，任何侵害英烈尊严
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严惩。

水不激不扬，人不激不奋。人需
要精神支撑，社会需要信仰维系。无

论是“倒海翻江卷巨澜”的革命年代，
还是“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建设时期，
抑或“雄关漫道真如铁”的改革开放，
都离不开英烈精神的滋养和激励。进
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更加需要高擎
英烈的火炬与旗帜，捍卫英烈的尊严
与荣誉，牢记“从哪里来”的初心，汲取

“到哪里去”的力量。惟此，英烈浩气
才能充盈不竭，英雄壮举才能层出不
穷，复兴伟业才能如日中天。

“世界除了自然界的太阳以外，还
有一个精神的太阳，在黑暗无助的冬
日可以温暖每一个寒冷的内心。”英烈
精神，就是那一缕冬日的暖阳，亲吻大
地，温润人心。深深铭记英烈们青山
一样不朽的功绩，坚定守护英烈们露
珠一样晶莹的灵魂，就一定能够凝聚
复兴能量、激发前行力量，人民有信
仰，国家有希望，民族有未来。

捍
卫
英
烈
，以
国
家
的
名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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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日，全军新年度开训动员令刚刚发出，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直接开赴训练场，拉开了新年度练兵序幕。图为新战士进行雪地匍匐训练。 张裕怀摄

天 津 市
红桥区人武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