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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四风” 转作风 树新风

新
疆
军
区
某
炮
兵
团
聚
焦
备
战
打
仗
，将
部
队
整
建
制
拉
动
至
天
山
脚
下
大
漠
戈
壁
进
行
实

战
化
训
练
。
图
为
六
月
二
十
七
日
，某
新
型
反
坦
克
导
弹
进
行
实
弹
射
击
时
的
情
景
。

蔡

圣
摄

7月 7日早 6点，群山环抱中的河南
省郏县安良镇曹沟村一片静谧，61岁的
村民李二兴和弟弟李红早早地来到位
于村北头的八路军豫西抗日纪念馆，认
真地打扫起卫生来。因为今天是全民
族抗战爆发81周年纪念日，附近县市区
党政机关、厂矿企业、大中小学要在这
里开展纪念活动，人数会比平时多出好
几倍，必须早做准备。

“要不是平顶山军分区帮助俺们建
起这个纪念馆，哪有俺今天的好日子
啊!”李二兴一边扫地，一边和记者聊了
起来。原来，他是个五保户，过去因为
弟兄多、家里穷，李红又身有残疾，主要
靠低保生活。这个纪念馆建成后，村里
安排他们哥俩当上了保洁员，活儿也不
累，每月发800元工资，从此他们再也不
为生活发愁了。

谈起这一红色资源的开发利用，平
顶山军分区政委汪应成讲起了一段难
忘经历。2014年夏，平顶山地区遭遇大
旱，时任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的汪应成带

领民兵到曹沟抗旱，指挥部就设在一排
破旧的窑洞前，无意间听群众说这是八
路军豫西抗日根据地旧址，由王树声、
皮定均等将领创建的八路军第六支队，
以及中共河南区第六地委、第六专署、第
六军分区和中共禹郏党政军机关都驻扎
在这里，先后组织开展了禹郏边战役、伏
牛山战役等重要战事，谱写了八路军豫
西抗日壮烈篇章。然而，由于年久失修，
缺乏保护，几十处散落在村庄附近的重
要革命遗址已经破败不堪，面临毁灭消
失的危险。

在随后的调查中他们了解到，诸
如红 25军长征经过处、大峪抗日根据
地、淮海战役指挥部等多处革命遗址，
也大多少人问津、前景堪忧。明珠蒙
尘，此事引起了军分区党委一班人的
关注和思考：这几年，部队在参与打赢
脱贫攻坚战中，一度为找不到能够发
挥自身优势的扶贫项目而困惑，毕竟
无论在时间、人力、精力还是财力上，
都无法和地方相比。如果能结合扶贫

把这些红色资源开发利用起来，让明
珠重放光芒、财富造福百姓，岂不两全
其美？很快，他们联合地方党委、政府
研究出台了相关政策措施，并指导所
属人武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协
调开发红色资源。

“军分区党委对曹沟八路军抗日根
据地旧址的开发利用给予了有力指
导。”陪同记者采访的郏县人武部政委
马涛介绍，在军分区的具体协调下，县
政府召开了豫西抗战历史座谈会，省
国教办领导多次现地指导纪念馆筹建
工作，人武部也积极参与方案筹划、收
集抗战文物、整理完善文件资料等，
2015年 9月 ，历 时 逾 一 年 、占 地 面 积
7000多平方米的八路军豫西抗日纪念
馆正式开馆，成为中原地区为数不多
的大型抗战纪念馆之一，去年成功入选
国家级国防教育基地，年接待游客近
80万人次。

说起这一红色旅游所带来的扶贫
效益，曹沟村党支部书记王书峰脸上
乐开了花：“仅修建场馆征地补偿项
目，就让俺村原有的 9户建档立卡贫困
户全部实现脱贫，我们还优先安排多
名贫困群众到纪念馆担负保洁、保安
工作，使他们有了稳定的收入，彻底摆
脱了贫困。”沿着纪念馆东边的道路往

村庄里面走，只见工人们正在对八路
军战士住过的窑洞、禹郏县抗日民主
政府、第六军分区司令部旧址等革命
遗址进行修复。王书峰介绍说，这些
二期“红色旅游”项目都将于八一前完
工，下一步县里还要将这里规划进全
域旅游线路，到时必将给村里群众带
来更多收益。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该军分区所
属 10余个人武部协调驻地党委、政府，
先后建成修缮了汝州大峪抗日根据地、
宝丰中原解放纪念馆、鲁山豫西革命纪
念馆和邓小平故居等上百处红色景点，
其中大部分成为当地乃至省级、国家级
的国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党史教育基
地，数百家单位在这些场馆签约挂牌，定
期到这里寻找初心，接受洗礼。红色景
点所在村庄的 2000余名贫困群众提前
摘掉穷帽，过上了幸福生活。

“这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
好事。”谈起帮助驻地开发利用红色资
源一事，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市委书
记周斌算了一笔细账，“这件事既充分
发挥了军分区系统的独特优势，找准了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着力点，帮助困难群
众拔掉了穷根，还有效保护、开发、利用
了红色资源，使红色基因得到赓续传
承，可谓一举多得。”

一个好点子，摘掉穷帽子
—河南省平顶山军分区帮助驻地开发利用红色资源助力百姓脱贫

■王万里 司伟宽 本报记者 赵 利

本报讯 王求基、记者肖芳菲报
道：7月 3日，一场聚焦破解动员备
战中短板问题的剖析会在福建省军
区机关召开，省军区、军分区两级党
委正副书记人人刀口向内，对照实际
揭短亮丑，对和平积弊进行了一场深
入的大起底，整个会场党味、辣味、硝
烟味十足。

“无论什么时候，各级党委围绕
中心抓工作的原则不能偏移，能打
仗、打胜仗的核心目标不能动摇。党
委正副书记作为‘领头雁’，更应以上
率下带好头！”据该省军区党委领导
介绍，为进一步激起各级党委领导大
抓动员备战的兴奋点，切实把中心工
作作为党委重要工程突出出来，确保
中心真正居中，这个省军区以问题剖
析的形式，组织各军分区（警备区）党
委正副书记专题分析上半年动员备
战形势，并进行和平积弊大起底大扫
除讨论交流，切实强化党委领导钻战
谋战的责任意识。

“中心居中不能仅停留在嘴上和
纸上，要真正把精力、人力、物力、财力
投入到动员备战中……”泉州军分区
党委书记、政委刘建军带头剖析军分
区党委在抓工作中聚力中心不够的问
题：聚焦打仗培养急需人才不够、工作
忙忙碌碌但钻战谋战不够、科学筹划
指导民兵训练不够……“必须以打仗
姿态抓动员备战，严格落实党委议训
制度，党委领导带头参加周训月考活
动，切实把备战打仗的鲜明导向立起
来。”刘建军表态。

福州警备区党委书记、政委郑健
从思想意识、组织领导、末端落实等
方面查找出 11个方面的和平积弊问
题，并就此分析原因：党委指导不够
有力、多元价值冲击影响较大、各级
指挥员能力素质有待加强、开放式的
人武部工作环境对谋战练兵干扰较
大……郑健表示：“要解决好这些问
题，必须坚决杜绝一切游离于战斗力
标准之外的虚耗，坚决清理对作战体
系没有贡献的累赘，坚决挤掉练兵备
战中走过场的水分，坚决抛掉影响备
战打仗能力的包袱，牢固树立战斗力
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使一切工作
向实战靠拢、向打仗聚焦。”

“抓动员备战不能图名不图实，必
须摒弃与战斗力建设无关的造势活
动、面子工程！”剖析会上，漳州军分区
党委副书记、司令员张世永将训练检
查中发现的一些形式主义现象摆了出
来，并表示：现象在基层，根子在党委
机关。党委抓中心，必须端正政绩观，
解决图名不图实的问题；端正发展观，
解决看近不看远的问题；端正绩效观，
解决重事不重效的问题；端正安全观，
解决求稳不求训的问题……

当天，会上查找剖析的谋战意识
不强、胜战能力不够等15个方面40余
个问题，均被一一记录在案，汇总成问
题清单。同时，他们还在现场作出整

改承诺，接受官兵监督整改。该省军
区党委领导表示，剖析和平积弊仅是
上篇文章，聚力破解难题才是真正目
的。下一步，他们将聚焦打仗急需、动
员必备这个根本，采取一系列针对性
举措，不断将动员备战引向深入。记
者在省军区大项任务推进表上看到，近
期的工作安排得满满当当，每一项都紧
贴动员备战需求，其中包括：组织召开
战备规范化试点观摩会，明确省军区系
统战备建设标准；组织修订完善军事行
动中政治工作方案，强化政治工作服务
中心、服务打赢的保证作用；常态化开
展战备拉动演练，提升应急应战能力；
对省军区国防动员信息系统进行模块
改造和升级建设，促进省军区与战区、
友邻部队体系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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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杨千里报道：为提高我国
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和学生军训教
学科研水平，促进全国从事国防教育和
学生军训教学、科研人员间的交流合
作，第二届中国国防教育学年会于7月
12～13日在湖南吉首大学国防研究院
举行。全国 120余所高校从事国防教
育的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就新时代如何
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提高国防教育的有
效性、时代性，服务国家安全和发展需
要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与探讨。

与会代表表示，普及加强全民国防
教育，是习主席始终高度重视的一个战
略问题。习主席关于全民国防教育的
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深刻揭示了国防
教育在重塑民族精神、凝聚民族意志、
汇集民族力量，推动实现中国梦强军梦
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深刻指出了普及
加强全民国防教育是全党全社会的共
同事业，需要在凝聚共识整合力量中创
新发展。目前，国防教育亟待加强的地
方就是往心灵里注入民族精神，往骨子
里注入尚武文化，往脑海里注入忧患意

识，把“人民军队”“全民国防”的理念牢
牢根植于广大人民群众心中。

各位专家学者还围绕我国国防教
育的发展现状与趋势展开了广泛的探
讨,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总结了我国国
防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经验、存在的问题
和今后的出路及对策,尤其在国防教育
学科理论创新、高校军事课程教学改
革、军事技能训练、国防教育与国家安
全教育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颖、独
到的观点，对我国新时代开展全民国防
教育具有实践推动和理论探讨价值。

同时，本次年会还收到来自全国
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解放军系统
200多篇论文。经过教育部军事教学
指导委员会委员和军内外有关知名专
家组成的论文评审委员会认真评审，最
终评出优秀论文一等奖 15篇、二等奖
19篇、三等奖38篇。

第二届中国国防教育学年会在吉首大学举行

开启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新征程

“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说，‘我
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我很高兴自己是
一名国防教育校外辅导员……”刚一坐
定，已82岁高龄的付熟钦老人兴奋地对
笔者说。

“我出生在哈尔滨
市郊的背阴河镇，也就
是当年臭名昭著的日
本关东军 731部队的前
身所在地……”语气一
转，付老讲起了那段悲
惨的历史。

据付老介绍，1933
年，日本细菌战研究所
搬迁到镇上，就在镇上
修建了占地 1.2万平方
米的厂房。厂房内矗
立着 10多米高的烟囱
和高高的瞭望塔，四周

有 3、4米高的围墙，墙外有 3米多深的
壕沟，围墙上安有电网。白天院内院外
都有卫兵巡逻，夜里高塔上的值班鬼子
用探照灯向四周照射，显得阴森恐怖，
经常隐约听到鬼子的狂叫声和受害同

胞的惨叫声。当地百姓给这个地方起
名叫“杀人工厂”。

付老说，为掩人耳目，鬼子把工厂
叫“加茂部队”“东乡部队”。当地居民
经常看见日本鬼子用汽车将人拉入工
厂，却很少看见有活着的人走出来过。
被抓进去的人，鬼子先是给好吃的，然
后从身上抽取血液，用人血培养细菌，
再把病毒注射到活人身上，然后解剖，
分析致病原理和了解病毒发作情况。
有的同胞在被折磨得半死不活之后，失
去利用价值，被扔进火炉里活活烧死，
简直惨绝人寰。

有压迫就有反抗。1938年 8月的
一个晚上，被抓的同胞趁鬼子喝酒放
松警惕的时机，把值班的鬼子打死后
逃走了。鬼子害怕用活人做细菌实验
的罪行暴露，命令把这个工厂炸了，后
来搬到哈尔滨市平房区继续搞实验。

位于背阴河畔的“杀人工厂”，实质上
就是现在位于哈尔滨市平房区的 731
部队的前身。

“人们对现在的 731部队遗址都很
熟悉，但对背阴河畔的‘杀人工厂’知之
甚少。”付老告诉记者，他今年已有 82
岁，如果有一天不在了，这件事的历史见
证人又少了一人。他决心揭露日军当年
在背阴河畔进行细菌实验的罪行，还原
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让孩子们知道幸
福生活来之不易。

2005年以来，付老先后赶赴哈尔
滨、抚顺、沈阳等地走访调查，找当年
生活在当地的熟人，了解核实材料，把
那段惨无人道的历史写出来，以引起
人们的警醒。近年来，付老被伊春市
金山屯区第三小学聘请为国防教育校
外辅导员，义务给广大师生上国防教
育课，去年，还被金山屯区评为教育下
一代先进个人。

左图：付熟钦给孩子们讲述那段屈
辱的历史。 刘志峰摄

八十二岁退休干部付熟钦常年担任国防教育校外辅导员宣讲抗战史—

让孩子们知道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刘志峰 杨 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