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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军区某边防团

携手边民共建家园
本报讯 刘南松、蒋敏杰报道：4

月中旬，新疆军区某边防团组织 16名
官兵深入边境一线，与边境农牧民群
众携手开展“守护边境稳定、共建美好
家园”主题活动。通过“查看边境线、
走访护边员、发放宣传单、宣讲好政
策”等方式，增强军民携手护边、共建
美好家园的信心。

武强县人武部

组织民兵参观见学
本报讯 李刚、刘彬报道：4月 13

日，河北省武强县人武部组织基干民
兵来到该县年画博物馆，参观“铭记革
命传统”主题展览。馆内珍藏的百余
张年画，反映了人民军队的光辉历程
以及广大民兵的历史贡献。通过参观
学习，增强了青年民兵传承红色基因、
履行职责使命的自觉性。

宾县人武部

扶贫解困送医送药
本报讯 李华、那雪报道：4月 12

日，黑龙江省宾县人武部干部职工会
同解放军第 211医院专家组成的医疗
分队,来到宾县宁远镇看望当地贫困
群众。除了为困难家庭人员进行健康
体检，他们还就饮食卫生、传染病防控
等相关知识对群众开展健康教育，诊
治患病群众40余人。

本报讯 盖凤江、王瑞新报道：4
月初，河北省曲周县曲周镇南关村青
年民兵连海想在家建一个小型养鸡
场，正因资金不足发愁时，镇武装部
长侯群芳给他送来了创业的资金，
解了他燃眉之急。侯群芳告诉笔
者，近两年，曲周县人武部积极开展
帮扶返乡民兵脱贫致富的做法取得
了良好效果。

曲周县是个典型的农业县，农村
多数青年靠外出打工增加收入，其中
相当一部分是青年民兵。经过调查摸
底，曲周县人武部了解到大家都想在
家乡干一番事业的真实心愿后，决定
因势利导，积极鼓励和帮扶他们发展
第三产业和个体私营企业。

年初以来，县人武部在全县专武、
民兵干部中广泛开展“一帮十”活动。
同时，县人武部还与县科技局、工商局
等单位联合利用民兵训练基地举办各
类培训班，利用各种渠道为他们收集
整理种植、养殖、加工和销售信息，使
65％的返乡民兵得到培训。县人武部

还协调工商部门对民兵的经营场地、
摊位予以优先安排，优先办理各种证
照，主动与用工单位联系，组织民兵投
身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退耕还林中
去，探索更多的致富发展路子。

在县人武部的帮助下，槐桥乡小
第八村 5名民兵成立了科技攻关小组，
以科技服务为重点，指导农民繁育杨
树苗。这样不仅解决了以往从外地购
买树苗成本高、成活率低等难题，而且
带来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他们这一做
法很快在全县民兵中推广。县人武部
专门出台了具体的组织形式和活动内
容，各乡镇武装部成立相应组织，在县
科技局的指导下，采取多种形式搜集
整理各种技术信息，多渠道为返乡民
兵提供技术服务，并通过办班普及科
技知识。目前，全县 10个乡镇武装部
都成立了民兵科技服务小组，全县农
村民兵服务小分队达 180余支，60％的
农民接受过民兵科技服务队的指导，
有千余名返乡民兵在县人武部的帮助
下找到了致富路。

曲周县人武部组建10个科技服务组

帮扶返乡民兵脱贫致富

本报讯 邓元法、徐华钦报道：入
队仪式简洁明快，考核成绩第一时间
张榜公布……近日，贵州省铜仁市万
山区人武部组织的为期一周的民兵入
队训练效果显著。

该人武部依托民兵训练基地，组
织 500 名基干民兵进行入队训练。他
们准确把握信息化条件下民兵入队
训练的内容、要求，逐课目、逐内容、
逐人员落实民兵训练大纲要求，突出
基础知识学习和基本技能训练，学习

信息化知识和武器装备的基本理论、
基本原理，抓好应用射击、武器操作、
应急迎战指挥训练，全面提高基干民
兵的军事素质。

笔者了解到，此次集训教员全部
由参加过省军区和军分区培训的专
业人员担任，军分区派出专人现场
督导，严格把关。在人员配置上，他
们大力裁撤平时难联络、急时召不
回、战时用不上的人员，确保人员编
精编实，基干民兵到点率达到 95%以

上，普通民兵到点率达到 80%以上；
在骨干选拔上，优先吸纳党（团）员
和退伍军人加入民兵组织，这个区
基干民兵党员、退伍军人比例均达
到 35%以上，排以上干部全部为正式
党员；在人装结合上，在各行业各系
统 ，特 别 是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编 兵 200
余人，依托辖区化工企业编组防化
救援分队，依托交通学校编组交通
运输分队，均能做到人装一体，闻令
出动。

逐课目逐内容逐人员落实民兵训练大纲要求

扎实抓好民兵入队训练

本报讯 王士刚、乔忠辉报道：“张
女士您好，我们是漯河公益顺风车 132
团爱心车队，听说您的母亲生病了，我
20 分钟到您所在的村子，请您做好准
备……”4月 12 日，河南省漯河市郊区
小山村张女士的母亲突发疾病，朋友帮
她拨通了“爱心车队”的电话，50分钟后
老人被送到医院救治。

该“爱心车队”由 30余名复转军人
于 2015 年初成立，每天通过微信群发
布爱心免费车讯信息，提供免费搭乘服
务。成立至今，累计发送各类车讯 2万
余条，受益人员已超过万人。

谈及团队组建初衷，“爱心车队”队

长刘杨杰向笔者讲述了一段他的亲身
经历。一次，几个月大的儿子突发高
烧，他和爱人抱着孩子正为等不到出租
车万分焦急时，一辆贴有“顺风车”标志
的私家车将他们送到医院。

通过这件事，刘杨杰产生了一个
想法：把退伍老兵拢到一块，延续部
队优良作风，一起用微薄的力量将爱
心传递下去。于是，刘杨杰成立了
“漯河公益顺风车 132 团”微信群，发
动同年入伍的战友参加，并介绍身边
人也加入进来。渐渐地，团队的人数
突破了 100 人，30 多名复转军人成为
车队骨干。

经过一段时间探索后，他们研究制
定了《公益顺风车 132 团管理规章制
度》《公益爱心车队管理实施办法》等制
度规定，指派专人担任管理员，专门负
责处理群众求救信息和指派救助车辆，
对一些违反规定人员进行警告和清退，
保持了团队的风清气正。

绿丝带、黄车贴、红马甲……漯河
公益顺风车 132 团“爱心车队”渐渐成
为这座豫东小城一道“流动风景线”。
只要看到路边有人招手，他们都会放缓
车速停下来，面带微笑地问上一句：“您
好，您去哪里？我们是公益爱心车队，
您有困难吗？可以免费搭乘！”

河南省漯河市百余复转军人成立公益爱心车队

“流动风景线”3年惠及万余人

本报讯 孙健、刘铁麟报道：“有的单
位党管武装落实不到位，有的单位基础建
设薄弱，有的单位物资器材库建设标准不
高……”4月 13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警
备区组织的人武部全面建设现场会上，哈
尔滨警备区司令员于兴邦一口气点出了
18个人武部正规化建设中存在的 5大类
43个问题。他告诉笔者，下一步警备区将
组成专门的指导小组，带着问号深入基
层，没有答案绝不收兵，争取在年底前将
各人武部正规化建设再提高一个层次。

过去，该警备区所属人武部整体建
设水平相对滞后，与国防动员系统“六
部”职能定位和使命任务不相适应，面对
这些情况，该警备区党委“一班人”带着
问号深入基层，围绕健全基本组织、抓好
基本教育、落实基本制度、完善基本设
施、做好基本工作等方面梳理出 33项具
体问题。该警备区领导在分析问题后认
为，解决这些问题，最根本、最有效的办
法就是静态抓硬件配套规范、动态抓应
急能力提升，并提出了政治合格、人员配
齐、职责明确、设施完善、规范使用、活动
经常、数据准确的总体建设目标。

该警备区按照黑龙江省军区“三

个一线”集训要求和《人武部建设星级
考评办法》，区分县（区）、乡镇（街道）、
村（社区）民兵分队 3个层次，囊括 6种
类型的基层武装部，制定了《哈尔滨警
备区人民武装部建设标准》《哈尔滨市
基层人民武装部建设实施细则》等规
范性文件，为各层级正规化建设提供
标准依据。

他们选定 2个人武部为全面建设先
行试点单位，5次召开协调会加强对口
指导，20余次到现地跟踪建设进度并现
场办公，建立了多功能作战室、战备器材
库、兵器室、指挥器材室，配备了远程监

控系统、城域电子沙盘，统一改造并规范
了联合战备值班室、文印室和保密室；规
范战备、训练、工作、生活四个秩序，确立
“建、管、训、用”一致的建设思路。

坚持问题导向抓正规化建设，该警
备区所属人武部各项工作较往年有了
很大程度的提升。笔者在巴彦县松花
江乡江北村民兵连民兵工作综合情况
显示板上看到，民兵分布部署、工作制
度、联络图等要素一应俱全。“我们村
就在松花江边，现在有了自己的库室，
除了标准的携行装备外，还给我们配
备了 4艘冲锋舟和配载拖车，平时人在

村里，遇有紧急情况，一声令下，民兵
队员可在 1小时内携装集合完毕，第一
时间奔赴指定地点完成抗洪抢险任
务。”说起现在民兵连的应急作战能
力，民兵连长贾庆友信心很足。

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该警
备区所属 2 个人武部办公场所进行了
新建，有 4个人武部的办公场所进行了
翻建，还有 4个人武部通过置换等方式
搬迁了办公场所；改扩建 8个民兵训练
基地共 3.2 万平方米，协调市县两级累
计投入经费 2000 余万元，在黑龙江省
率先完成标准化配载建设任务。

带着问号深入基层 没有答案绝不收兵

抓人武部正规化建设坚持问题导向

万山区

人武部

4月中旬，贵州省织金县马场镇的17000亩樱桃比往年早10天迎来成熟

期，织金县人武部及时组织民兵志愿服务队，帮助群众采摘樱桃。

王庆泽摄

发现多少问题，就有多少机遇；解

决多少问题，就有多少发展。哈尔滨警

备区坚持“带着问号深入基层”，真正把

解决问题当成了最大的担当，工作才取

得了喜人成绩。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清醒

看到，我们的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也

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这些问题，必须

着力加以解决”。问题是时代的声音，

绕不开、躲不过。要想发展，就直面问

题，解决问题，实现自我革新、自我突

破，以赢得战斗力的转型升级。

要想发展，既要破题，更要解题。

解决问题没有快捷键，不可能按一下

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只有真正迎难而

上，敢于较真，敢于自揭伤疤，找准问

题的症结所在，拿出具体可行的解决

方法，才能真正提高单位的整体建设

水平。

点 评 ■少 波

能否解决问题体现责任担当

哈尔滨

警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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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严肃穆的烈士陵园一再被“排

挤”，让人如鲠在喉。据中国之声《新

闻纵横》报道，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区烈

士陵园遭周边商业楼盘挤占，甚至没

有一个像样的大门。消息一出，引发

社会关注。为国捐躯的英烈岂容亵

渎？庄严肃穆的烈士陵园岂容亵渎？

烈士陵园是英烈安息的长眠

地，后人追思的缅怀地，是进行国防

教育的课堂，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

阵地。然而，近些年，有关烈士纪念

设施被占、被扰、被毁等现象时有发

生：将烈士陵园拆迁者有之，被商业

开发侵占者有之，在纪念碑前网络

直播者有之，在烈士陵园跳广场舞

者有之，还有的在墓前圈地养鸭，在

陵园内摆摊算命……点亮英雄之

光，还英烈安息地一片净土，是我们

必须担起的责任。

放任泛娱乐化、去英雄化现象风

行，将会导致思想贫瘠、精神缺钙、脊

梁软骨。还英烈安息地一片净土，必

须用法律武器捍卫，从制度上维护其

严肃性、庄重性和规范性。

《烈士褒扬条例》和《烈士纪念

设施保护管理办法》都要求，在烈士

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内不得从事与纪

念烈士无关的活动；禁止侵占英雄

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内的土地和

设施；国家体育总局出台禁令，“不

得在烈士陵园等庄严场所开展广场

舞健身活动”……亵渎烈士、亵渎烈

士纪念设施违反我国相关法规、规

章要求，必须旗帜鲜明地加以反

对。与此同时，还要在烈士纪念日、

全民国防教育日、全民国家安全教

育日等重要时机做好宣传，真正带

动全社会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

英雄、关爱英雄。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精神坐

标。还英烈安息地一片净土，关系着

社会价值取向，需要情感的认同，需

要立起心中的英雄纪念碑。

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都是先烈

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陈树湘“为苏

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赵一

曼“甘将热血沃中华”、车耀先“愿以

我血献后土”、左权“愿拼热血卫吾

华”……那一幅幅用“血”描绘的时代

画卷让人沉思。红色基因是我们的

精神盔甲和制胜密码，正是有了这些

信仰基因、胜战基因、奋斗基因，我们

才挺起了民族的脊梁，不断从胜利走

向新的胜利。

历史中有属于未来的东西。找

到了，思想就永恒；传承下来了，发展

就永恒。还英烈安息地一片净土，不

只是对英烈的追思缅怀，也不只是擦

亮英烈的墓碑，更是对英雄精神的时

代传承。

当前，全军正在开展“传承红色

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我们

更应该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

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每一

名军人自觉地把红色基因融入血脉、

融入强军征程，履行人民军队的使命

就会更加坚定。

信仰铸就的精神坐标仍旧熠熠

发光，忠诚染红的胜利之旗依然猎猎

作响。英雄的事业永续，时代呼唤英

雄，事业呼唤英雄，还英烈安息地一

片净土，传承英烈精神、接续奋斗才

是对英烈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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