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0年前，小岗人按下 18个红手印，
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40年来，
小岗人秉承着“敢闯、敢试、敢为天下
先”的精神，孜孜以求，从“吃饱饭”到

“富起来”，在这块中国农村改革的“试
验田”中收获累累硕果。在这一进程
中，小岗村民兵建设同步发展，不仅是时
代的见证者，更是助推者领跑者。

伴随着初夏的暖风，记者来到安徽
省凤阳县小岗村，与该村新老民兵共同
追寻小岗村民兵连 40年不同寻常的发
展历程。

18位签约人中有 4
位民兵骨干

小岗村位于安徽省凤阳县城东南
约20公里处的一个岗地上，因地貌起伏
不大，故谓“小岗”。

走进村口，一座高高矗立的大理石
牌楼映入眼帘，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
员长万里亲笔书写的“小岗村”3个大
字，在朝阳的照耀下熠熠生辉。宽阔平
坦的“改革大道”两边，是一栋栋徽派建
筑风格的小楼，“金昌食府”“大包干菜
馆”“红手印超市”等蕴含着历史痕迹的
农家乐、农村电商等招牌随处可见，整
个村落充满着生机和现代化的气息。

40年前，小岗村是个“吃粮靠返销、
用 钱 靠 救 济 、生 产 靠 贷 款 ”的“ 三 靠
村”。1978年 11月 24日晚，原小岗生产
队队长、民兵排排长严俊昌和民兵骨干
严宏昌、关友江、严立学一起，冒着巨大
的风险，发动群众分田单干，组织 14户

农民秘密签下“包产到户”协议书，摁下
了 18个鲜红的手印。由此拉开了中国
农村改革的大幕。

回忆当年的民兵组织建设情况，现
年 76岁的老民兵严俊昌说：“村里当时
编了一个民兵排。可是连饭都吃不饱，
人都四处逃荒去了，谁还有积极性去参
加民兵活动？”

1979年，小岗村粮食生产获得大丰
收，不仅结束了 20多年吃救济粮的历
史，而且上交国家粮食3200多公斤。老
民兵关友江说：“肚子吃饱了，生活有保
障了，民兵的教育训练活动很快就正常
开展起来。”

4次编制调整，民兵
组织由大到强

伴随着小岗村发展的进程，小岗村
民兵组织也经历了4次编制调整。第一
次是80年代初，取消生产队后小岗村变
为一个村民组，编有一个民兵排，维护
村里社会治安。第二次是90年代初，小
岗村改为行政村，民兵排也调整为民兵
营。第三次是 2006年，凤阳县委出台
《关于鼓励大学生到小岗村创业的实施
意见》，吸引了一批大学毕业生到小岗
村创业。人武部借势在小岗村进行编
兵试点，组建大学生民兵连。第四次是
今年，在民兵调整改革过程中，军分区、
人武部围绕可能遂行的多样化军事任
务，区分应急力量和专业力量，在小岗村
编建了应急分队和抗洪抢险、地震救援、
森林灭火等专业分队，虽然民兵人数有

所减少，但职能作用更加明显。
记者走进位于村中心的小岗村民

兵连连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墙上两排
闪闪发亮的荣誉牌，“全国民兵工作先
进单位”等荣誉牌熠熠生辉，网络训练
室、图书室、会议室等一应俱全，器材室
内物资装备齐全规范，“青年民兵之家”
里，来自安徽科技学院的老师正在为民
兵干部开展村级文化活动组织与实施
知识讲座。滁州军分区政委潘晓向记
者介绍，近年来，滁州军分区联合地方
政府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基层武装部
和营连部规范化建设的意见》《民兵营
连部建设达标考核实施方案》等文件，
对民兵营连部建设标准、场地器材、经
费保障等进行了详细规范，小岗民兵借
势抓建，全面建设全面进步。

不忘初心振兴乡村，
小岗民兵领跑新时代

2015年7月，滁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涝
灾害，滁州市数万名群众被洪水围困。
小岗村民兵连抗洪抢险分队闻讯紧急出
动，连续奋战24小时，解救转移群众1600
余人。近 3年来，小岗村民兵连先后出
色完成了滁州农歌会安保、2016年淮河
抗洪抢险、小岗村重大活动执勤服务等
多项重大活动，受到了军地领导的一致
好评。先后 12次参加上级组织的比武
竞赛，共夺得6个团体、9个单项冠军。

新时代，小岗村民兵改革发展不停
步，在积极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同
时，迈出振兴乡村、服务小岗的新步
子。为增强小岗村民文明素质，提升文
化软实力，小岗村民兵连依托“青年民
兵之家”，办起了村广播站、网站，组建
了小岗村腰鼓队、花鼓队、旱船队等，连
续10年举办小岗村迎春联欢晚会，每逢
重要节日都举办文化活动，评选表彰

“小岗好人”“致富带头人”等，举办“走

进新时代，共话新发展”迎新春联谊会，
村民在文化熏陶中，团结意识和凝聚力
明显增强，对村里的各项工作支持、配
合的越来越多。“在民兵连干部骨干的
带领下，现在小岗人谋发展、谈项目、想
创业的人越来越多，发展的氛围越来越
好。”民兵连副指导员、村委会副主任
赵玲对小岗民兵称赞不已。

为发展现代高效农业，转变生产方
式，促进融合发展，小岗民兵充分发挥
科技优势，积极带领农民发展现代农
业。青年民兵黄体兵带头创办了小岗
村宝迪种猪科技有限公司，免费为村里
的养猪户培训生态养殖技术，带动其他
村民致富奔小康；青年民兵吴怀龙创建
小岗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实现年产值
1000多万元。目前，小岗村共有小岗食
品股份有限公司、小岗村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小岗村现代农业有限公司等企业
20余家，各类种植、养殖示范基地15个，
每年为小岗村民增加收入1万元。小岗
村民兵连排长、大学生村干部郑宏伟带头
推动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试点，以小
岗村品牌作为无形资产，入股小岗村创发
公司，赋予小岗村民股权，让村民变成了
股民。2018年春节前，小岗村进行了第
一次集体所有制股份分红，每个村民分到
了 350元。在小岗民兵的带领下，2017
年，小岗村集体经济收入820万元，同比
增长20.6%；小岗村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8106元，同比增长 11.98%，收入水平和
发展速度在安徽都名列前茅。

如今，小岗村年产值十余亿元，街
道平整洁净，统一规划建设的楼房干净
敞亮，家家户户都开上了私家车。小岗
村民兵连指导员、小岗村第一书记李锦
柱说：“党的十九大描绘了新的蓝图，新
时代小岗民兵将继续秉承‘敢为天下
先’的闯劲，充分发挥自身的科技优势
示范作用，不忘初心，奋力领跑，为建设
更加美好的新小岗贡献力量。”

敢为人先，“试验田”中播种“武装果”
■本报特约记者 孙 强 记者 鲁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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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老西藏精神”，绕不开两条天
路：解放军从四川、青海等地挺进西藏时，
一面进军，一面修路，在滔滔江河上搭金
桥、重重险山间辟大道，让川藏、青藏两条

“彩虹”横跨于拉萨与祖国内地之间。
临空俯瞰，川藏、青藏公路形如一个

“人”字雄踞高原。正是从这两条险路开
始，驻藏部队创造、发扬“特别能吃苦、特
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特
别能创业”的“老西藏精神”，踏上了进军
西藏、保卫西藏、建设西藏的历史征程，
开启了西藏历史的新纪元。

甲子沧桑巨变，雪域容颜已改。今
日的川藏、青藏公路，车流涌动，游客如
织。亘古不变的是那高耸挺立的青藏川
藏公路纪念碑，仿佛依旧述说着那段波
澜壮阔的历史。

1950年，根据毛主席的命令指示，
以二野 18军为主力的部队，分别从四
川、云南、新疆、青海四个方向挥师挺进
西藏，开启了解放西藏的伟大征程。然
而，冰雪不化、道路不通、补给不畅等西藏
高原独特的环境，成为进军西藏的“拦路
虎”。“进藏部队有时一天只能前进几公
里。如果不能尽快进军西藏，帝国主义随
时可能插手干涉，影响祖国统一大业进
程。”西藏军区军史馆讲解员李辰介绍道。

一条进藏路，征服万重山。面对常人
难以想象的困难，广大指战员发扬艰苦奋
斗精神，爬雪山、蹚冰河、渡激流，克服了
高寒缺氧、供应不足等重重困难，以“让高
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的豪情壮志，以平均
1公里牺牲1名多官兵的代价，在世界屋脊
上修通闻名于世的川藏、青藏公路，打破
了西藏分裂势力企图拖垮解放军的阴谋。

伟大的事业凝聚伟大的精神，伟大
的精神助推伟大的事业。广大官兵在进
军西藏的艰辛历程中，表现出顽强的革
命斗志、超强的吃苦精神，最终孕育出不
朽的“老西藏精神”。

“从孕育萌芽到沉淀发展，从升华凝
练到完善成熟，‘老西藏精神’是在解放西
藏、保卫西藏、建设西藏的历史实践中不断
积累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几代西藏军
民优秀品质和我军传统优良作风的集中体
现。”在西藏工作30多年的军史馆馆长冉
启培对于“老西藏精神”的脉络如数家珍：

——进军西藏后，为打破分裂势力
武力顽抗的迷梦，促进西藏和平解放，解
放军于 1950年 10月举行昌都战役。广
大官兵在昌都战役中勇于战胜一切艰难
困苦、敢于创造一切条件争取胜利的英
雄壮举，沉淀和发展了“老西藏精神”。

——上世纪60年代，在保卫西藏的
战火中，驻藏部队喊出“一不怕苦、二不怕
死”的口号，将革命英雄主义弘扬到极致，
升华为“老西藏精神”的重要内核。

——建设西藏时期，驻藏官兵积极
投身地方经济建设，先后创造西藏历史
上第一所学校、第一所医院等 200多个
第一，拉开了西藏现代化建设序幕；改革
开放后，官兵们发出了“决不把领土守
小，不把领土守丢”的铮铮誓言，进一步
发展和丰富了“老西藏精神”……

历史钩沉，沧桑巨变。一代代西藏
军人在“老西藏精神”鼓舞下，在雪域高
原创造了一个个人间奇迹，使雪域高原
成为人间乐土。2015年 8月，在中央第
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习主席再次深
刻指出：“在高原上工作，最稀缺的是氧
气，最宝贵的是精神。”要求广大党员干
部继续发扬“老西藏精神”，把党和国家
的关心转化为工作动力，在各自岗位上
作出更大成绩。这一重要指示，极大地
丰富和完善了“老西藏精神”，赋予了“老
西藏精神”新的时代内涵。

走进新时代，薪火永相传。在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历久弥新的

“老西藏精神”，正绽放出新的时代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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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漆建平、记者吴启刚报
道：新疆军区作战处原副团职参谋尚伟
今年自主择业，刚参加完向军旗告别仪
式，就收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直属人
民武装部的客座军事专家聘书。尚伟
是第5位拿到人武部聘书的自主择业军
转干部。将自主择业军转干部聘为客
座军事专家，是兵团直属人武部推动武
装工作跨越式发展的又一探索。

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大多政治觉悟
高、组织能力强、专业技术精且年富力
强。为挖掘利用好这一难得的人才资
源，每年转业工作开始后，兵团直属人
武部第一时间与新疆军区军转办联系，
掌握留在乌鲁木齐的自主择业干部的
基本信息，建立人才库，分作战指挥、国
防动员、后勤保障等几类，将合适人才
遴选入库，根据工作需要择优选聘客座
军事专家。

新疆军区作战处原副处长郭伟被
聘为人武部客座军事专家后，利用他在
作战系统工作多年的经验，在企业与兵
团机关搞调研，与人武部干部共同研究
形成《关于加强企业民兵建设的意见》
《关于企业民兵应急处突的预案》等6份
文件，按照“对口、精干、高效”的要求，
完善医疗分队、信息化分队、伪装分队
等特种分队的建设方案；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军事部军务动员处原处长袁军自
主择业后，与人武部机关一道研究制定
《关于兵团直属系统带头彰显“军”的属
性，扎实推进一流民兵队伍建设的实施
意见》，以“大学习、大轮训、大练兵、大
比武、大联欢、大冬训”为抓手，通过编
精力量、建在身边、随时能用、窗口示范
的目标引领，提升了兵团直属系统民兵
队伍处突能力。

记者看到，在兵团直属人武部营
区，自主择业干部都有专门的办公室，
门牌上有醒目的“军事专家”门牌，并配
备有办公桌、电脑等设施。此外，该人
武部高度重视自主择业干部业务培训，
除定期组织培训外，及时组织他们与人
武部干部一起系统地学习国防动员的
经验和方法，帮助他们“充电蓄能”。人
武部还将国防动员条令、法规条例编印
成册下发给客座军事专家，通过自学和
岗位历练，缩短他们从作战系统到人武
系统的适应期。

兵团直属人武部部长杨胜亮介绍，
今后，他们还将按照“一岗多备、动态优
选、轮换任挂、专职专责”的原则，探索
自主择业干部培养、使用的方法路子，
不仅让“人岗相适、人事相宜”，更激发
他们干事创业继续奉献国防建设的激
情，让他们在施展个人才能的同时，助
推民兵建设质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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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陆战队期待你们加入！”6月2日上午，3名帅气的海军陆战队官兵
出现在云南省富源县胜境中学时，现场沸腾了。当天，富源县人武部从正在
滇东某基地驻训的海军陆战队某旅请来官兵为 800余名应届高三毕业生展
开征兵宣传。

征兵宣传短片和海军陆战队介绍片播放后，潜水爆破员张林波、05式两
栖突击车驾驶员李志斌、三栖侦察兵刘雄世3名海军陆战队员向学生讲述海
军陆战队光荣历史、个人从军经历和收获，以及擒拿刺杀、伞降机降等训练体
会和感受。他们还围绕学生们喜爱的影视作品《红海行动》《火蓝刀锋》和亚
丁湾护航、中俄军演等大家耳熟能详的话题展开互动。图为学生为心中偶像
送上鲜花。 李 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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