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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7周年

7月6日，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因连降暴雨遭受洪灾，该区人武部迅速组织民兵应急分队和池州曙光公益救援队奔赴灾区开展联合救援。图为他们转移被困群众
的情景。 本报特约通讯员 朱俊杰摄

雨季来临，部分地区因连降暴雨造
成洪水灾害，灾区军民奋力抗洪抢险，
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因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所致，我
国是洪灾多发的国度，防汛抗洪成为一
些地方年年必抓的一项重要工作。改
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
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的防汛抗
洪能力大幅提高。例如长江、黄河等大
江大河的堤坝加高加宽，各类防汛抗洪

设施的加固和完善，使我国特大洪水的
发生率在减少、洪水的淹没区域也在缩
小，这是易发洪灾地区的人民群众看得
见、感受得到的巨大成就。但是，防汛
抗洪是关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
大事，我们的防汛抗洪工作必须不断迈
上新台阶。研究近年来的防汛抗洪实
际情况，我们不难发现，还有一些方面
亟待加强，也有一些观念需要转变。

要由重抗洪向防汛抗洪并重转
变。洪水来了，我们竭尽全力抗灾和救
援；洪水没来时，我们能不能以最大努
力来做好防汛工作？凡事预则立，不预
则废。不论今年洪水来不来，我们都要
有谋划、有准备。防汛抗洪必须要有底
线思维，从最坏的情况出发，制订最完
善的抗洪抢险预案，准备好抗洪抢险物

资器材，编好编实民兵抗洪抢险分队，
搞好抗洪抢险实兵实装演练。同时，要
深入开展汛前检查，扎实整改防汛设施
的隐患；要认真做好洪灾预报预警工
作，及时为人民群众提供汛情信息。

要由重农村向城市乡村并重转
变。这些年的雨季，电视画面时常出现
城市内涝的灾情。当然，城市发生内涝
有许多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一些人
的头脑中存在着“城市内涝不算灾”的
思想也是问题之一。这一错误观念必
须尽快转变。因为，随着我国城镇化建
设的快速推进，城市面积扩大、人口剧
增、交通拥堵，城市内涝对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的威胁也随之凸显。因此，在做
好农村防汛抗洪工作的同时，一定要同
步抓好城市防汛抗洪工作。在城市排

水系统等基础设施建设中要科学预测
城市的发展速度，着眼未来综合谋划、
设计、修建城市排水系统，确保城市具
有强大的排涝功能。

要由重硬件向软件硬件并重转
变。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财力物力投
入的增大，各地防汛抗洪的硬件设施建
设成就突出，但软件建设却存在着滞后
现象，例如对人民群众的防汛抗洪宣传
教育就是一个弱项。各地组织防汛抗
洪演练，通常只见部队官兵、民兵预备
役人员和地方专业队伍，鲜见组织人民
群众疏散演练。人防、消防、抗震演练
大多都有人民群众参与的疏散演练，而
抗洪演练却不见人民群众参与，这是不
应该的。洪灾是我国最频繁的自然灾
害，涉及的人口也比较多。由此，我们
要通过宣传教育和演练，让人民群众知
道怎么预防洪水、洪水来了怎么办、被
洪水围困怎么做等知识，告诉人民群众
疏散的地域、避险的方法，以不断提高
人民群众的自救能力。

总之，做好防汛抗洪工作要突出转
变思路，不能只站在大堤上“抗”，也要注
重在大堤下“防”，以不断提高抵御洪水
的能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防汛抗洪，思路要跟着时代走
既要重视大堤上的“抗”，也要注重大堤下的“防”

■石纯民

本报讯 武瑞林、记者路波波报
道：7月上旬，记者从宁夏军区有关部门
了解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在乡退役士兵
党员，有 37%的人成为村两委成员、42%
的人成为脱贫致富带头人。在学习贯
彻习主席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时，宁夏军地领导就习主席
提出的“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问
题进行深入研究，表示要进一步发挥
退役士兵党员在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中的作用。

据悉，党的十八大以来，宁夏军地
党组织积极选拔、培养、推荐素质过硬
的退役士兵党员担任村干部，既加强了
农村组织建设、巩固了基层政权，又加
快了打赢脱贫攻坚战、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村的步伐。

前些年，宁夏农村基层人才缺乏、
组织建设薄弱的问题较为突出。为此，
该自治区专门制定《村党支部和村民委

员会换届选举工作意见》，明确要求各
级注重从符合选举规定条件的退役士
兵党员中推荐村两委成员提名人选。
各市县也出台相关文件，把退役士兵党
员列为优先推荐的对象，并预先做好选
拔、培养工作。各市县区军地有关部门
在组织退役士兵职业技能培训时，就
根据退役士兵档案材料和现实表现选
拔入党、立功和曾任班长者为村两委
成员苗子，对其进行“三农”政策、现代
农业发展、农村电子商务、扶贫工作等
方面的培训。随后，各市县区根据当
地实际情况帮助退役士兵党员发展种
植养殖业，引导其找准自身能力与新
农村建设的契合点，并赋予其带动乡
亲们脱贫致富的担子，让其在新农村
建设中锻炼成长。村两委换届选举
时，各市县区根据退役士兵党员在农
村的成长进步情况确定推荐对象，依据
相关规定，按照选举程序，推荐优秀退

役士兵党员参加村两委选举，使一批优
秀退役士兵党员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
村的舞台上大展身手。

海原县郑祁乡吴湾村党支部书记
罗忠诚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2016年，
宁夏军区机关与吴湾村建立挂钩扶贫
关系。在实际工作中，扶贫工作队的同
志发现退役士兵党员罗忠诚政治信仰
坚定、能力素质较强，于是便对其进行
重点培养，并在当年底的村党支部换届
选举中推荐罗忠诚参选。经过3个阶段
15个具体步骤的选举程序，罗忠诚不负
所望，脱颖而出，当选为吴湾村党支部
书记。

罗忠诚挑起村支书的担子后，组织
村民成立种植合作社，发展西芹种植产
业，带领村民搭建了 25个塑料大棚，让
104个建档立卡贫困户入股，第一年就
实现了盈利，今年有望平均每户增收
5000元。同时，罗忠诚根据村里缺乏文
化活动场所的实际，带领村民建起了文
化活动中心和一个塑胶篮球场。

像罗忠诚这样参军离开农村，受部
队培养数年之后又选择回到农村、回报

乡亲们的退役士兵党员深受乡亲们的
欢迎。记者采访时，农村群众对“兵支
书”“兵主任”“兵委员”的普遍印象是：
踏实肯干、雷厉风行、原则性强、大公无
私。多位接受记者采访的市县区领导
说，由退役士兵党员任村支书、村主任
的行政村，大多风气好、面貌新，人心
齐、干劲足，工作实、发展快。

记者在固原市了解到，该市在脱贫
攻坚中，创新性地提出“选优配强村党
支部带头人，培育壮大脱贫致富带头人
队伍”的目标，并将在乡退役士兵党员
列为“两个带头人”队伍建设的主要培
养对象。目前，该市811个行政村中，有
768个有退役士兵党员担任两委成员，
其中82人担任村支书。2015年以来，在

“两个带头人”的示范引领和带动下，固
原市累计销号贫困村 276个，减少贫困
人口17万多人。

宁夏军区领导告诉记者，在宁夏农
村，部队培养的优秀退役士兵党员已经
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骨干。许多村民称
赞说，“兵支书”靠得住，“兵主任”能担
重任，“兵委员”个个都是好党员。

宁夏军地党组织积极选拔培养推荐退役士兵党员担任村干部

部队培养的党员成为新农村建设骨干
在乡退役士兵党员37%成为村两委成员、42%成为脱贫致富带头人

“清清泉水流不尽，声声赞歌唱亲
人，唱给亲人边防军，军民鱼水情意深
情意深……”盛夏时节，新疆伊吾县下
马崖乡66岁的维吾尔族老人茹则瓦妮
罕走进新疆军区某边防团下马崖边防
连，打起手鼓唱起歌，感谢亲人解放军
帮她解除病痛。

近年来，新疆军区边防部队在完成
战备训练任务的同时，充分发挥特有资
源优势，坚持从点滴小事做起，从“家门
口”工作做起，积极开展送政策引路、送
科技创业、送信息创收、送资助解困活
动，大力推进扶贫帮困、捐资助学和医
疗救助工作，助力各族贫困群众物质精
神双脱贫，受到广泛赞誉。

教育扶贫，接力助学——
帮贫困学生圆成才梦
“我家贫困的时候，我想辍学打工，

直到冯叔叔找到了我，我才改变了想
法。”谈起部队的捐助，家住阿勒泰哈巴
河县阔克塔斯村的哈萨克族大学生玛
依努尔?托列吾汗声音哽咽。

4年前，由于父亲没有固定工作，
加上母亲身体不好、干不了重活，她家
负债累累，学习成绩优异的玛依努尔
想到了辍学。正在这时，驻军某边防
团团长冯啊宁开始资助玛依努尔上
学，定期为她送去学习用品和助学
金。2016年，玛依努尔成功考上了新
疆师范大学。

“一团帮一村，一连帮一户”，这是
新疆军区助力边境贫困家庭的一项老
传统，一茬茬的接力帮扶，让一批批少
数民族学生如期完成了学业。

哈萨克族学生达吾烈出生在额敏
县京什克苏村，他父亲因病去世，全家
生计靠母亲一个人打零工维持。时任
边防某团政委李小虎与达吾烈结为助
学对子，并资助他顺利完成学业，考上
了新疆大学。前年，品学兼优的达吾
烈还因学习成绩突出，拿到了优等生
奖学金。

新疆军区党委认为，“富口袋”要先
“富脑袋”，想要让边境地区百姓脱贫，
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要协助推进教育扶
贫。基于这一认识，新疆军区所属军分
区、边防团和会谈会晤站积极创造条
件，先后与边境地区 45所中小学进行
了结对帮扶，帮助改建校舍，完善教学
设备，整治校园环境。喀什军分区大力
开展“1+1”捐资助学活动，组织47名官
兵与贫困学生结成帮扶对子，让 11名
失学儿童重返校园；阿勒泰军分区与地
区民族中学、白哈巴蒙古小学等3所中
小学建立帮扶关系，选派 54名官兵担
任校外辅导员，组织 68名团以上干部

“手牵手，一帮一”捐资助学，先后有23
名受资助的学生考上大学。

医疗扶贫，进村到户——
边防线上设立医疗站
“‘喜来乐’是电视剧中的一位神

医，陶医生是我们维吾尔族人民的白衣
天使！”每当聊起家常，伊吾县的维吾尔
族木匠普拉提总会提到一个熟悉的名
字，那就是某边防团下马崖边防连的军
医陶世明。

有一次，普拉提的右手在做工时不
小心被刨刀划伤，伤情较重。得知情况
后，军医陶世明很快就赶到他家，及时
进行救治，随后隔三岔五就送去消炎药
品，直至他康复。

为了更好地服务驻地百姓，各边防
部队将医疗资源向边境地区倾斜，每年
选派技术好、业务精、有担当的军医和
卫生员及时补充到边防一线，并利用巡
逻和训练间隙给困难群众看病。哈密
军分区还给各边防连卫生室配备针灸
等中医器材，为驻地维吾尔族群众免费
治疗。

边境地区许多牧民都说，我们虽然
地处偏僻，但是我们有边防线上的移动
医疗站。有一年，牧民沙力在打马草时
不小心伤到了腿，正一瘸一拐地往回
赶，刚好碰上了随队巡逻的阿拉马力边
防连军医晏斌。晏军医二话不说，便将
沙力拦下，查看伤势后快速进行了包扎
处理，并将他一路护送回家。

近年来，为了进一步解决边境乡镇
各族群众看病难的问题，新疆军区面向
一线地区推出了一整套惠民措施：军区
总医院和所属几所中心医院对口援建
4所县医院，指导帮建边境乡村卫生院
（站），完善相应科室和医疗设备；建立
边防部队民族团结专项卫生经费补助
机制，用于边境农牧民的应急救治；军
区每年组织8支专家医疗队，奔赴牧区

为各族群众巡诊看病，送医送药。

项目扶贫，因地制宜——
新兴产业落户戈壁滩
“现在啥生意都可以上网做，特别

方便！”清晨一打开微信，哈巴河县铁
热克乡白哈巴村的蒙古族牧民阿依木
就收到了几笔新的订单，高兴地忙活
了起来。

阿依木笑着告诉笔者，自从边防
连队帮助村民拉了网线，装了电脑，他
就一步一步学着在网上搞推销，做起
了畜牧产品买卖，小日子越过越红火。

白哈巴村位于新疆阿勒泰山脉南
麓深处，素有“西北第一村”之称，因一
年中有大半年大雪封山，这个村的村民
过着“人住小木房，收入靠牛羊；出无通
山路，四季缺口粮”的生活。

“过去没有网，挣钱没门路。”阿依
木说，为了拓宽群众致富渠道，白哈巴
边防连积极与县电力局等有关部门联
系，组织军民竖电杆、拉电线，建立通信
基站。边防连时任指导员赵玮带着 2
名大学生士兵对村民进行网络技术培
训，安装无线宽带网络信号发射装置，
一下子让村民们在网上打开了视野。

村民波拉提告诉笔者，连队组织
村民到营区蔬菜大棚参观见学、传授
种植技术，并安排大学生战士为村民
开展技能培训，让村民们都很受益。
时任连队翻译为他出谋划策，并帮助
波拉提在银行办理购车贷款手续。于
是，他跑起了运输，没想到几年下来，
他不仅把原先的欠债还清了，还盖起
了新房。

根据新疆特殊的地域环境，新疆
军区全方位改进扶贫模式，依托边防
军分区、边防哨所重点扶持特困家庭
发展新型大棚种植、家禽养殖和畜牧
发展，积极引导群众大力挖掘民族特
色产业，帮助农牧民依托通商口岸从
事餐饮、外贸、汽车维修和民族刺绣等
项目，鼓励和引导了一大批贫困群众
创业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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