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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一片红色的土地，革命先烈
曾在此创造了“孤岛奋战，艰苦卓绝，23年
红旗不倒”的英雄奇迹；以红色娘子军民兵
连、西岛女子民兵连、潭门海上民兵连为
代表的广大海南民兵，初心不改，血脉永
续。海南省一代代民兵将责任扛在肩上，
书写着守好祖国南大门的忠诚故事。

始终像先辈那样听党指挥

1927年，琼海万泉河畔椰子寨上空
一声枪响，打响了海南武装暴动的第一
枪。91年岁月荏苒，琼岛沧桑巨变，不
变的是人民武装听党指挥的信念。

走进西岛女子民兵连荣誉室，常能
看到新老民兵在黑白照片前诉说历史传
统的情景。75岁的老民兵陈香兰回忆
起往事仍记忆犹新：“那时我们头戴斗
笠、脚蹬解放鞋参训执勤；白天挖坑道，
晚上提着煤油灯巡逻……”

近年来，在强化举旗铸魂方面，海南
省坚持党管武装原则和制度，出台《关于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民兵工作的意
见》《关于基层人民武装部机构设置、干
部配备原则等问题的意见》等10余部法

规性文件，对民兵思想建设和队伍建设
进行系统规范。

与此同时，海南省军区还联合地方
出台民兵一线入党、立功受奖、优抚优待
等多项措施，及时表彰先进单位和个
人。对于不履行职责的民兵，及时调整
出队，并将相关情况通报地方人事部门，
列入失信黑名单。这些措施有效提升了
民兵参与强军实践的自觉性。

“冲得上”的血性不能丢

在海口市白沙门公园北端的渡海纪
念广场上，有一座白沙门渡海作战的塑
像。1950年 4月 1日，面对敌军 30多次
疯狂反扑，700余名解放军战士英勇抗
敌。战斗了一整天，敌人遗尸千余具，始
终未能冲破我军防线。

斗转星移，“冲得上”的血性在海南
省民兵身上延续。

2011年 3月 29日，西岛旅游景区一
处山林突然起火，女民兵紧急出动，不到2
小时就把大火扑灭；2015年，三亚市崖州
区发现有可疑人员潜水活动，崖州区人武
部派出海上民兵情报员全程监控……

为了推进民兵建设创新发展，2010年
海南省军区部署了加强民兵“八个能力”
建设任务。各人武部研究制定试点方案，
定期分析形势，统筹解决矛盾困难。

海南省军区战备建设局负责人介
绍，新时期省军区搭乘信息化东风加强
民兵管理。在崖州区人武部，新建成的
监控值班室安装了北斗监控系统，能实
时显示民兵渔船坐标方位，为每艘民兵
渔船配备了北斗终端、海事卫星电话和
对讲机，确保民兵随时“冲得上”。

“姓军为战”的使命扛肩头

海南省民兵在履行多样化任务中不
断探索前进。

1931年 6月，为了消灭乐会县民团
总指挥“南霸天”陈贵苑，红色娘子军特
务连配合红三团和赤卫队的战术佯动，

激战1个小时，毙敌100余人，俘敌70余
人，而娘子军无一伤亡；

1997年，建设东门礁码头时，潭门
海上民兵连民兵排长王书茂和他的父
亲、儿子，同时参加施工，祖孙三代攻坚
南沙的事迹被传为佳话；

2018年3月，4艘停靠在南山港的临
高籍渔船因高温自燃，崖州区人武部发
现火情后，立即组织民兵赶赴现场扑救。

传承革命先烈战斗精神，海南民兵
把“姓军为战”的使命扛在肩头。近年
来，该省军区多次组织民兵技能比武观
摩活动，围绕轻武器射击、通信装备操作
和物资装载、碍航物打捞等陆地、海上课
目组织比武。与此同时，他们还推进军
警民联防联控。

“新时期民兵队伍既是强大的国防
后备力量，又是先进的社会建设力量。”
海南省军区领导介绍，在加强民兵专业
训练的同时，他们加大了海上救援、维稳
处突、抗洪救灾等多样化任务的训练力
度。今年 2月份以来，崖州区人武部组
织民兵参与景区执勤，先后出动民兵
1500余人次。

“全国民兵工作先进单位”“崖州尖
兵”“南海长城，巾帼尖兵”……新时期，
海南省民兵传承先辈红色基因，朝着能
打仗、打胜仗目标不断奋进。

扛枪为人民 建功新时代
——海南省军地传承红色基因加强民兵队伍建设闻思录

■本报记者 裴 贤 胡耀中 特约记者 刘中圣

“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是一种整体氛围，需要每一位社会成员
共同营造。新时代，如何塑造全民对军
人的尊崇感？党的十九大以来，打造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成为
各级政府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的
共识。江苏省镇江市沿着“共建共治共
享”思路，着力打造政府负责、社会协
同、公众参与的拥军新格局，形成人人

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崇军氛围。

志愿者活跃服务一线
进藏新兵沈汪旺唯一的亲人是外婆

孔和芳，老人今年69岁。沈汪旺每次打
电话给外婆总是问：“身体怎么样？”有时
怕外婆不说实情，他便打电话向邻居求
证。这位邻居是镇江市荣炳盐资源区高
庄村拥军服务站志愿者陆卿。

现在，镇江市城乡各村（社区）都设
立了拥军服务站，为优抚对象排忧解
难。但拥军服务站工作人员多由村委会
和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兼职，有时人少
事多。扬中市八桥镇万福村共有优抚对
象200余人，重点优抚对象12人，但专职
工作人员仅2人。为避免拥军服务站力
不从心，万福村积极发动干部、党员、退
休老干部、退伍军人、青年团员等 68名
志愿者参与进来，担任优抚联络员，每人
就近服务 5至 8名优抚对象。志愿者定
期探望并上报优抚对象身体健康、家庭
变化和思想动态等情况，第一时间跟踪
落实优待政策，服务模式由优抚对象“上
门求助”变为工作人员“上门服务”。

拥军服务直达“家门口”，长期坚持
下去需要很强的主动性。为此，镇江市
将村（社区）拥军服务站建设纳入双拥模
范镇（街道）、村（社区）考评，在全国、省双
拥模范单位、先进个人表彰推选和市双拥
模范单位、先进个人等评比表彰中，优先
推荐拥军优属社会组织、企业和基层个人
代表，激发基层志愿者服务热情。

社会组织拥军活动常有常新
随着城镇化推进和城市规划调整，

镇江市许多村组合并，新组建村（社区）
优抚对象相对增多，且服务标准也随着
城镇居民生活水平提高而水涨船高，仅
靠政府部门提供服务和开展活动，资源
有限。

鼓励并积极培育拥军优属类社会组
织成为镇江市军地领导的共识。去年，
该市专门发布文件，采取政府购买服务、
公益创投、设立项目资金等形式，加大对
民营企业、社会团体、基金会和社会服务
机构在内的拥军优属类社会组织的扶
持，有计划地培育扶持一批新的拥军带
头人。扬中市每年拿出 30万元财政预
算扶持社会组织开展拥军活动，计划在
2到3年内，实现每个镇（街区）都有社会
拥军组织。

走进扬中市三茅街道金星社区居委
会，长江拥军服务社负责人张康伟热情
地介绍他们的活动展板。2017年5月21
日，服务社成立一个星期，他们开展“关
爱抗战老兵行”活动；第二个星期，举办

“端午节包粽子”军民联欢活动；两个月
后，他们组织“21道特色菜进军营”……
记者从活动台账上看到，该服务社每个
月平均有2至3场活动。近日，服务社展
开“新兵家庭大走访”活动，收集并帮助
解决新兵家长的需求，许多家长欣慰地
说：“拥军行动让我们切实感受到作为军
属的荣光。”

企业拥军也日渐突破慰问送礼、择优
就业等传统模式，朝着探索长期服务模式
努力。民营企业某集团每年投资200余万
元，与西安交通大学、江苏大学合办企业工
程学院，为退伍军人实施“特别成才计
划”。目前，720余名退伍军人在该集团就
业，其中95%的人员成为企业骨干力量。

目前，镇江市共有1630多个社会组
织主动参与拥军活动，有39家行业协会
专门注册成立拥军协会。“社会组织参与
度提高后，规范引导是关键。”镇江市双
拥办公室主任季必宏说，2017年以来，
镇江市及下辖市区双拥办和民政部门对
本地区名称和业务范围内包含“爱国拥
军”“拥军优属”等与双拥有关的社会组
织进行梳理，对符合条件未注册登记的，
完成注册登记；对不符合注册登记条件
的，依法进行清理。

拥军基地服务精准多元
记者了解到，全国行业拥军工作标

准参差不齐，服务保障内容单一，仅在铁
路、航空等少数部门得到较好落实。为
给优抚对象、退役士兵和驻军部队提供
更加多元化、有针对性的服务，镇江市发
挥各行各业的资源优势，相继成立了89
个不同类型的拥军基地，以适应各类服
务对象不同需求。

镇江市京口区驻军单位多、优抚对
象多，该区人武部政委倪新明介绍，为
帮助部队官兵成才、退役士兵创业，为驻
军部队和优抚对象解难题办实事，各社
区结合自身实际，以辖区内企事业单位、
学校、科技创业园等为依托，先后建立

“科技拥军”“智力拥军”“文化拥军”等
15个拥军基地。

在江苏大学和江苏科技大学建立的
“科技拥军”基地，3年来为部队培养了
1400多名俄语、英语、网络技术、雷达专
业知识、自动化控制等急需人才；在中小
学校建立的“教育拥军”基地，先后妥善
帮助500多名军人子女入学入托，为400
多名战士报考军校进行补习；在职业技
术学院建立的“智力拥军”基地，为全区
所有退役士兵免费进行职业技能培训。
3年来，驻区部队有800多名现役士兵经
拥军基地培训取得了国家级或省级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1200多名优抚对象在街
道和社区领导帮扶下，从拥军创业基地
走上创业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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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边玉军、姜玉坤报道：4个
考场的 26名考官全部佩戴国防动员单
位臂章……4月 14日，在辽宁锦州考点
参加军队自学考试的官兵发现，监考官
全部来自锦州军分区。据悉，这些监考
官此前没负责过自考考务工作，今天却
作为自考组织管理的“明白人”，出色完
成了4场监考任务。军分区领导告诉笔
者：“这样的成效得益于军分区助力军队
自学考试改革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

根据国家教育部统一部署，改革后
的军队自学考试，重建了管理模式、重设
了专业体系、重构了考点布局、重塑了政
策制度。其中，考点设置改革是这次改
革的重点，考点设置由原来按照行政隶
属关系在部队营区设置考点，改为以国
防动员系统、军队院校和训练机构为
主。国动系统大部分考点依托单位没有
组织过考试,对于试卷的保管与传送、考
点考场的选择与设置、突发情况的应对
等考务组织管理工作缺少经验。

对此，军分区受领任务后，立即组
建考务工作领导组,下设考务、保卫纪
检、后勤服务、医疗卫生、安全保密等 6
个小组。依据《军队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管理实施办法(暂行)》等法规文件，他
们对考务组工作人员进行针对性培
训。另外，在工作机构、考试实施、岗位
职责、系统使用、试卷保密等方面，他们
进行组考流程演示,反复研究组考程序
方法，提升考务组工作人员保障能
力。最后经过严格考核筛选，军分区确
定26名监考官。

笔者从考试现场看到，参考人员单
人单桌，室内安装电磁信号屏蔽器、金属
探测器，考场外围设置警戒区，在考场入
口醒目处张贴考生守则和悬挂标志横
幅，视频监控贯穿整个组考过程。

锦州军分区助力军队自学考试改革

一批国动系统监考官从这里上岗

近日，山东省烟台市启动开展 2018年度征兵宣传教育进高校活动。图
为烟台市福山区人武部工作人员给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学生介绍今年入
伍政策。 贾玉省摄

在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县砖壁村——
八路军总部旧址，前来参观的人总会
看到两位年轻人和一位佩戴 9?3阅兵
纪念章的老人一同讲解。村里人说，
近年来，这一老两少的“黄金搭档”已
经成了八路军总部旧址一道特殊的
风景。

老人叫肖江河，两位年轻人是老
人的孙子肖建廷和孙媳妇栗宇琴。
1939年，八路军进驻山西省武乡县砖
壁村，朱德总司令要求组建儿童团，当
年 11岁的肖江河被任命为儿童团团
长。刚成立的儿童团有30多人，都是9
岁至 12岁的男娃和女娃，负责站岗放
哨和查路条。最让肖江河激动的是，当
时朱德拍着他的肩膀对众人说：“这个
小鬼我认识，那天他和伙伴们比赛攀爬
我们挖的战备沟，就属他最快。”

“百团大战期间，我还去给驻扎在
总部附近的新华日报、北方局送过信，
每次都能圆满完成任务。”想起当年往
事，肖江河依然激动。从那时起，这个
小小的儿童团长亲眼见证了多个历史
事件的发生，和八路军一辈子的不解
情缘也就从那时开始。

1942年，八路军离村之后，肖江河
儿童团团长的生涯就结束了，但他一
有时间还会时不时到村头去看一看。

1980年，砖壁村八路军总部旧址正式
对外开放。1989年，从教师岗位上离
休的肖江河主动申请加入八路军总部
旧址当讲解员。

“旧址原是一个庙，刚刚开放时，
只有一个守庙人。”肖江河说，他住在
旧址东面30米处，离休后，他一有时间
就会到旧址讲解，讲讲儿童团的故事、
讲讲当年老八路的故事。对于肖江河
来说，让那段历史被更多的人知道，是
他最开心的事。

1992年，肖建廷出生，他的童年是
在爷爷肖江河的故事中度过的。记得
小时候有一次放学回家，碰巧爷爷在
给游客们讲朱德总司令的故事，游客
的阵阵掌声让肖建廷羡慕不已，也想
长大以后当一名讲解员。

2014年，肖建廷如愿加入讲解员队
伍。当年，他正好碰到喜欢研究革命历
史的年轻姑娘栗宇琴。因拥有很多共
同的话题，这让肖建廷和栗宇琴很快走
到了一起，后来栗宇琴也加入到了八路
军总部旧址讲解员队伍当中。

近年来，来砖壁村参观的人越来
越多。每天，肖建廷、栗宇琴都会搀上
爷爷，向不同的游人讲述那段红色
历史。木床、电话、土炕、油灯，还有彭
德怀当年亲手栽下的“将军榆”，八路

军总部旧址的一草一木都深刻地印在
了他们的脑子中。

29年间，肖江河坚持写革命诗句
给游客们发放，从不间断。他还收集
和整理完成了回忆录——《八路军总
部在砖壁》，收录了他经历的40多个故
事。他说：“这本书给自己做个总结，
也给后人留下那段红色记忆。”

2015年，87岁高龄的肖江河作为
支前模范代表参加了纪念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
年大阅兵。2016年，肖江河的孙媳妇栗
宇琴获全国红色旅游故事大赛二等奖。

“您这一生最难忘的时光是什么
时候？”记者不禁问道。“就是当儿童团
团长的那 3年。”肖江河老人毫不犹豫
答道。3年很短，却足以在一个人的一
生中烙下永不磨灭的情结，对于肖江
河来说，那种情结是深深的八路情
结。这份情何其深？他一生挚爱，并
愿身体力行地传给后人。

深深的八路情结
■贾志军 钱可修 本报记者 裴 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