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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9日，甘肃省第二届学生军事
训练营在东风航天城开营，130名学生
身着迷彩服来到大漠戈壁，开启为期 5
天的军营生活。

在野营拉练、识图用图、电磁频谱
管控等训练之余，学生们还和航天城官
兵近距离接触，参观卫星发射场、卫星
发射中心展览馆、垂直总装测试厂房
等，增强国家安全意识、航天国防意识，
感悟航天人接力传承的航天精神。

兰州理工大学学生陈鹏琳是个准
新兵，在此之前他已报名参军并通过了
初检。此行的目的，用他的话说“提前
感受军营生活”，没想到收获远超预
期。陈鹏琳爱看军事节目，能准确地说
出神舟系列飞船的发射时间，很是憧憬
火箭升空倒计时和点火瞬间的那种感
觉。几天后，他的关注点发生了变化：

“点火、发射固然是璀璨绚丽的时刻，我
们也往往惊奇于飞船、卫星的雄伟壮
观，但近距离了解之后才懂得，更值得
我们敬佩的是荣耀时刻背后凝结着的
一代又一代航天人的心血和付出。”

东风航天城是承载中华民族光荣梦
想的土地，位于巴丹吉林沙漠西北腹地，
距离酒泉市区280余公里，是一个建在沙
漠中的绿洲城市。沙土焖鸡蛋、铁轨

“煮”鸡蛋、浇树的水瞬间蒸干……刚开
始学生们听班长讲述即将面临的生活只
是觉得新奇。然而，接下来几天，伴随着
大多数营员都出现了口干舌燥、流鼻血
等症状，大家才切实体会到环境的艰苦。

一边是艰苦的生活环境，一边是让国
人引以为傲的航天壮举，学生们不由得产
生疑问：他们是怎么创造辉煌的？他们为
什么能够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创造辉
煌？在卫星发射中心展览馆和东风革命
烈士陵园，学生们找到了答案：为了中国
不受欺负，为了民族复兴铸就大国盾牌。

来自兰州大学的田启良走出展览
馆，仍对“航三代”柳晗的故事念念不
忘。柳晗，这个 85后年轻人生在戈壁

滩，长在戈壁滩，爷爷奶奶和父亲都致
力于航天事业。大学毕业后，柳晗选择
回到戈壁滩接过父辈的接力棒。对此，
田启良十分感慨：“现在的年轻人对奉
献这个词感受不深，但是柳晗用实实在
在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奉献。”

王希刚是这次训练营的一名教官，
他已在航天城服役9年，也是为航天事业
奉献的一分子。交流中，他动情地告诉
训练营的学生：“你们多呆一段时间，就
会深深爱上这个地方。在这里，你可以
感受到梦想的召唤、奋进的力量；在这
里，你能享受到问鼎苍穹的成就感，能深
深体会到作为一名中国人的自豪感。”

在航天城东北 4公里处，坐落着肃
穆的东风革命烈士陵园，这里长眠着
700多名英雄航天人。陈鹏琳说，当听
到安葬在这里的英灵平均年龄只有 27
岁时，感觉特别心酸，但为了祖国的航
天事业，一代又一代航天人扎根戈壁，
奉献青春，甚至牺牲生命。在陈鹏琳看
来，陵园里整齐排列的墓碑，犹如整装
待发的威严军阵，回荡着英雄航天人热
爱祖国、献身航天事业的无声誓言。

伟大事业孕育伟大精神，在航天精
神讲座中，学生们了解了航天精神的接
力传承，从航天传统，到“两弹一星”精
神，再到“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
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
神。5天的时间很短暂，但对中国航天
的了解每多一分，学生们心里受到的震
撼和冲击就会更强烈一些。

“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需
要更多的年轻人接力传承。”采访中，甘
肃省教育厅领导告诉记者，这是一次爱
国主义教育，是传承航天精神的寻根之
旅，目的是让学生走进航天、了解航天、
点燃航天梦想、增强国防担当。谈到这
次航天城军训对学生的影响，长年负责
学生军训和国防教育工作的甘肃政法
学院带队老师马嘉说：“因为了解，所以
热爱。走进航天城，走近航天人，他们
对于祖国航天事业有了更加深刻且直
观的认识。相信他们以后会更加关注
航天事业，也希望他们中有更多的人能
参与到中国的航天事业中来。”

下图：学生们前往航天发射塔旧址
参观。 郭干干摄

甘肃省 31所高校和高中的 130名学生走进东风航天城参加
全省第二届学生军事训练营—

感悟航天人的光荣与梦想
■本报记者 石宁宁 郭干干

本报讯 封志龙、黄凯报道：“作为
一名空军飞行员，我忠诚履职，励志蓝
天，在部队先后八次获奖，荣立一次二
等功、两次三等功，被所在部队誉为‘蓝
天雄鹰’。”面对镜头，航空兵某部飞行
大队副大队长樊文君一脸自豪。从
2015年至今，江苏省泰兴市人武部坚
持每年走进军营，报道泰兴籍官兵先进
典型的精彩故事，用他们的成长经历激
励适龄青年报名参军。

泰兴市是革命老区，素有崇军尚武
的优良传统。据不完全统计，近 3年，
泰兴籍官兵每年都有上百张立功喜报
飞回家乡，其中三等功荣立者高达 265
人，二等功荣立者则有 12人之多。该
市人武部党委一班人认为：把官兵立功
的事迹宣传好，既是职责所在，更是征
兵工作的需要。

为此，泰兴市人武部决定从 2015
年起，联合当地新闻单位、民政部门成
立军营采访组。每年征兵前夕，走进军
营采访报道泰兴籍立功官兵事迹，把他
们的事迹写成通讯、编成故事、拍摄制

作成人物专题，在市“一报两台”、智慧
泰兴微信公众号和户外电视屏上播放，
同时在市电视台开辟专题节目“走进军
营话征兵”，在泰兴日报开辟专栏“泰兴
儿女在军营”，让全市广大适龄青年感
觉典型人物就在身边，激发他们的参军
报国热情。

为加大宣传力度，该人武部每年为
立功官兵出版光荣榜专刊，并制作光荣
牌匾赠送到立功官兵家庭。在此基础
上，该人武部还将立功官兵的先进事迹
制作成宣传图板在学校、社区、大型广
场进行巡回展览。

今年刚大学毕业的何世伟兴奋地
说：“这几天，我在手机上陆续收到在
部队立功官兵事迹的信息，其中有几
位是我上高中时的学长，还有两位是
我们村的。他们立志军营、建功立业
的事迹让我很受鼓舞，我决定走出校
门去当兵，像他们那样在部队干出一
番事业。”

截至目前，该市高学历应征青年达
585人，比去年同期提高38%。

泰兴市人武部联合媒体深入军营采访

用官兵事迹感召适龄青年应征

本报讯 孙健、刘铁麟报道：着眼
应对防汛抗洪形势的需要，提高应急抢
险能力，近日，黑龙江省哈尔滨警备区
协同哈尔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开展军
地联合抗洪抢险综合演练。

“江中孤岛发现被困群众，立刻实
施救援！”在哈尔滨市联合抗洪抢险综

合演练现场，根据无人机高空侦察影
像，指挥员一声令下，8名民兵分成4个
小组驾驶冲锋舟，携带救生器材在水面
疾驰前往救援。冲锋舟开到孤岛附近，
因水面风浪太大，冲锋舟无法靠岸，救
援人员果断使用气动枪抛出救援绳，在
岛上的大树和冲锋舟之间拉起救生通
道，顺利将岛上3名群众救回。

演练活动以抗洪抢险中可能出现
的各种复杂险情为背景，军地投入共
500余人，动用水陆两用汽车、气垫船、
冲锋舟等专业装备 150余台，进行了高
空侦察、水面搜救、潜水打捞、抢筑子
堤、封堵决口、铁闸板安装、反滤围井克
服管涌、固定滑坡机械植桩、散渗抢险、
舟船倾覆救援、冲锋舟水上增援等 10
余个课目的演练。

“本次演练活动在联合指挥方面，

依托哈尔滨警备区信息指挥中心，通过
公安天眼系统和军用北斗系统对演练
现场进行实时监控和远程指挥；在军地
联合协同方面，除民兵队伍作为主要突
击力量外，水文水资源勘测部门、防汛
机动抢险队和红十字蓝天救援队等地
方多种类型专业队伍也同步参演；军地
联合行动上，从饮食物资保障、道路交
通管制、车辆装备动员等方面对口指挥，
使民兵队伍能够快速机动。”哈尔滨警备
区司令员于兴邦表示，近日松花江流域
连降暴雨，防汛形势不容乐观，通过这样
的演练活动，能有效提升军地专业抗洪
抢险队伍协同救援能力，增强抗洪抢险
实战水平，为确保哈尔滨地区安全度过
汛期发挥积极作用。

左图：民兵分队在快速抢筑子堤。
常智科摄

立足复杂险情 统筹救援力量

组织军地联合抗洪演练

本报讯 李敏、王勇报道：民兵装
备器材仓库前，某运输公司的 6辆牵引
车准时报到，6艘冲锋舟有序衔接，迅速
前往预定演练堤岸。“牵引车召之即来，
操作人员训练有素，演练行动进展顺
利。”安徽省巢湖市人武部军事科长梁
杨说，高效的装备动员得益于民兵整组

时对装备器材预征方式的成功探索。
装备预征，就是能力预储。今年

民兵整组期间，该人武部紧贴平时遂
行任务、战时支援保障的需求，与数十
家企业单位签署了军地通用装备的预
征预储协议，包括指挥车、运输车、牵
引车，以及推土机、挖土机、吊车等工
程机械，共计 440余台（套）。按照协
议，预征装备平时由企业维护保养，一
旦接到出动通知，必须在规定时限内
抵达指定地点，确保随时能出动、随时
能遂行任务。

汛期到来，安徽省巢湖市普降大
雨，该市人武部第一时间动员民兵各专
业分队做好防汛救灾准备。冲锋舟驾
驶员王凯告诉笔者：“以前市人武部只
有一台牵引车，遇到汛情，光往返拖运
冲锋舟都要浪费大量时间。现在有了

协议，牵引车辆等装备召之即来，既保
证了可靠性，又缩短了反应时间。”

此外，该人武部着眼提升动员实
效，抓好民兵技术岗位人员编组，统筹
民兵结构布局。他们依托政府职能部
门，在行业系统、新兴高技术企业中编
组民兵专业力量，编组专业对口率达
90％以上，真正做到了编实配强。同
时，他们建立常态化互联机制，定人定
车定任务，有效提升了应急能力。

自年初以来，巢湖市经历多次冰
雹、暴雨等恶劣天气，多支民兵分队在
救灾任务中得到锻炼。预征的指挥车、
推土机等装备按时集结，各专业分队处
置高效，技术保障人员专业可靠，成为
抢险救灾行动的亮点。

左图：巢湖市人武部组织水上救援
分队抗洪演练现场。 吴亚茹摄

建立常态化机制 定人定车定任务

装备动员实现预征预储

“八一”前夕，许多地方组织军属
大普查,在军属门前都挂上了“光荣
人家”的牌匾。隆重热烈的光荣牌发
放仪式，温暖了军人军属的心，有力
营造出全社会尊崇军人、关爱军属的
良好氛围。

军属门上光荣牌，熠熠生辉彰显
荣光。光荣牌虽小，“光荣”二字抵千
金。它是军属的特有标志和闪亮名
片，是军人为国奉献的象征，更是党
和政府对军人军属的褒奖。

我们也看到，在一些地方出现光
荣军属牌发放“卡壳”的情况。有的
战士服役几年，也不知光荣牌长啥
样；有的地方主动作为不够，需要军
属“要”“领”“捎”才能得到。结果暖
心事办成了堵心事。

军人不怕牺牲、忠诚奉献，是受
全社会尊崇的职业。也正是因为如
此，军人始终是人民心中“最可爱的
人”。尊崇军人，为军人之家挂光荣
牌，办的是政府的事，暖的是军人军
属的心，代表的是人民心声，反映的
是国家意志，各级理应多走心。

军人奉献报国，军属的付出往
往要比普通家庭更为繁重、更为艰
辛。当我们唱起《十五的月亮》《望
星空》《为了谁》等歌曲时，是否想到
军属额头上的汗水？当我们沐浴着
和平的阳光，尽情享受祥和的生活
时，可曾想过那些忍受着两地分居
的军属的艰辛？以实际行动为军人
家庭服好务，让前方的军人少一些
牵挂多一份安心，让后方家属少一
点负重多一份幸福，就是在为国防
建设尽力。把暖心事办得更暖心，
需进一步强化责任心，完善有关服
务措施，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关爱军
人及家属。因此，要安置好退役军
人，优待好家境困难的退役军人和
军烈属，切实增强他们的荣誉感、幸
福感。

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是我党我军
在血与火的战争年代形成的优良传
统。坚持用共同奋斗目标凝聚军民

意志力量，就要强力推动双拥工作在
基层落实落地落细。让军人家庭成
为军人的坚强后盾，就一定能更好地
凝聚起强军兴军的磅礴力量。

军民肩并肩就是铜墙铁壁，军民
手拉手就是万里长城。军人的荣光
需要全民尊崇，拥军优属需要代代传
承。让我们赓续光荣传统，让尊崇温
暖军人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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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梁伟、孙朝慧报道：新形
势下，如何提高民兵管理效能？黑龙
江省兰西县人武部在确保安全保密的
前 提 下 ，研 发 并 借 助 民 兵 信 息 管 理
APP，有效解决传统民兵管理工作中
的难点问题，实现由概略式、粗放式向
信息化、精准式转变，有效提升了民兵
管理效能。

兰西县人武部领导告诉笔者，这个
APP包含数据交互、团队协作、请假审
批、任务提醒、签到定位五大板块，可实
现三大功能。

实现精准沟通。平台内所有民兵
统一使用实名认证的电话卡登录，登
录后所有成员的真实姓名都会如实显
示在群组中。使用 APP发布信息时，

发布者可根据需要灵活选择一对一或
一对多的方式，做到精准推送。信息
发布后，发布者可随时了解消息是否
被及时查看，资料是否被按时接收。
必要时，还可以及时提醒未查收消息
的民兵尽快接收消息，保证重要消息
不遗漏。

提高协同效率。民兵执行任务时

有时需要不同班排密切配合，使用 APP
任务模块后，只需在手机上轻点几下就
能设定好各项任务完成的时间及责任
人。随后任务模块会根据不同时间任
务的完成情况，自动提醒未完成任务的
民兵骨干，相关任务人员可通过平台回
复进展情况。

实时动态管理。传统民兵管理中，
存在地域散布广、人员难集中、实时位
置难掌握等难题。在信息管理平台启
用签到定位功能后，可以把签到队员的
位置信息实时上传到管理员终端，方便
掌握人员所处位置。

此外，这个 APP平台可定期推送学
习资料，供民兵在线进行学习、交流，有
效提升民兵培训效果。

兰西县人武部积极破解难点问题

借助APP提升民兵管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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