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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周仁、通讯员焦盛洋
报道：“管涌、散浸、滑坡、漏洞及裂痕的
抢护方法……”近日，在湖南省常德军
分区河洑山民兵训练基地，市水利局客
座教员朱勇正在给集中轮训的 100名
基干民兵详细讲授抗洪抢险的技术与
方法。与过去关门自训不同的是，这次
走进训练场的“武教头”个个有来头：有
水利专家、退伍特战尖兵，还有网络防
护精英、森林灭火能手等。军分区司令
员李光辉介绍，通过采取外聘地方专家
任教员，把“高手”请进来，把“强手”用
起来，把“能手”比出来，打造优质教练
员队伍，基干民兵集中轮训教学水平和
训练效果得到大幅提升。

以往民兵训练大都是各单位自行
组织，缺乏专业教员、组训力量薄弱、训
练标准不统一、训练效果难保证，为此，
该军分区围绕“集智攻关研训、集约资
源组训、集优手段治训”基本原则进行
集中轮训。他们对照《民兵军事训练大
纲》，区分反恐维稳、森林灭火、抗洪抢
险等 8个专业，制定了《教练员招聘考
核评选标准》，明确思想政治、专业技
术、面试考核和招聘渠道等方面的要

求。各人武部对近 5年的退役军人进
行全面摸底，对有意愿参加教练员评选
的人员进行政审和体格检查，集中面试
初审。经过层层推荐选拔，他们挑选
37名教练员进行集中面试和教学法考
核，同时组织专业集训，实施全程淘汰，
最终选定16名优秀客座教员。

与此同时，军分区从退役军人中选
拔签约11名专职教员担任日常组训教
学管理任务；抽组两级军事机关共 20
名现役干部作为兼职教员，担任共同基
础、政治教育等相关教学任务；市网信
办、水利局、公安局等 7个职能部门的
24名技术骨干作为客座教员，担负相
关专业课目的教学任务。对 3类 55名
教员建立教练员信息库，颁发聘用证
书，并按照组训分工计划，对表 113个
课目编写规范教材教案，针对性备课示
教，有效立起了“练兵备战强本领、打假
治虚谋打赢”的鲜明导向。

名师出高徒。在集中轮训结业汇
报现场，100人抗洪抢险救援应急分
队，快速完成了抢筑堤坝、封堵管涌、冲
锋舟操作与维修 3个课目的演练考核
任务。

把高手请进来 把强手用起来 把能手比出来

多渠道遴选打造民兵教练员队伍

9月 3日，抗战胜利 73周年纪念
日，黑龙江省鸡西市滴道区“抗日战争
博物馆”，参观者络绎不绝。

这个博物馆，是一位名叫何兵伟的
民间收藏家建立的。何兵伟的爷爷曾
亲眼见证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何兵伟从
小就听爷爷讲东北抗联的故事，心底早
已埋下爱国的种子。

1987年，16岁的何兵伟听说家乡
的一座山上有当年侵华日军留下的碉
堡，便只身一人爬上山。那天，他扛着
一枚炮弹壳子走了 10多公里山路，天
黑才回到家。而这样的苦与累，是他
30多年无数次收藏日军侵华物证经历
的一个缩影。

1994年的一天，他去林口亲戚家
串门，听说隔壁杨爷爷有一把日本军
刀，从不让外人看。他便多次拜访杨爷
爷，聊抗战历史，聊国防形势。杨爷爷
被他倾心国防教育的精神打动，把这把
军刀送给了他。后经鉴定，这是1945年
8月日本投降时，日军大佐横山上野剖腹
自杀所用军刀，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他的博物馆有许多“镇馆之宝”，最
珍贵的当属日本战地记者拍摄的日军
在东南亚国家、中国作战时的录像，还
有放相机、照相机和许多未公开过的影
像、图片资料，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和史
料价值。1945年，日本人见大势已去，
开始回撤兵力，在麻山与林口交界处一
个叫西大坡的地方，抗联战士炸毁铁
路，日本人来不及带走随身物品仓惶逃
跑，一名战地记者携带的宣传箱被当地
群众捡到。后来何兵伟花重金把它收
购过来。

在博物馆，记者遇到一位从辽宁铁
岭前来参观的群众。他是从朋友那里
听说何兵伟的。他感慨地说：“令人佩
服的是，只有小学文化的何兵伟不仅热
衷收藏，对抗战历史的研究也很深，每
件文物背后的故事他都如数家珍。”

何兵伟和他的博物馆出名了，参观
的人多了起来，来接受教育的，他热情接
待讲解；想高价收购藏品的，他一口拒绝。

2015年，一位来自河北唐山的人
士千里迢迢找到他，称想在唐山建设一
座抗日博物馆，并把何兵伟和其他民间
收藏家的藏品进行保护展览。何兵伟
当即表示全力支持。两天后，一辆满载
日军侵华物证的大货车开到唐山，在当
地展出后引起轰动。而何兵伟的博物

馆，也成了一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何兵伟家里种了十几亩地，开了

一个“农家乐”，有时还承揽一些小工
程，他把赚的钱大都用在了收藏上，几
乎把精力全部投入他的博物馆，他说：

“日本军国主义至今没有反思他们犯
下的滔天罪行，妄图篡改历史，我要保
护好这些物证，警示人们勿忘历史，振
兴中华。”

� 为他点赞
30余年奔波劳碌，只为收藏日军

侵华罪证；30余载岁月如歌，他用历史
昭示未来。从青涩少年到两鬓斑白，他
用执着与坚守，诠释了一位普通农民的
家国情怀。

上图：何兵伟向参观者介绍展馆
情况。 张有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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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火硝烟中，8名军训教官带领
学生巧妙利用地形地物，跃过三角
锥、穿过火龙圈、绕过铁丝网，向负
隅顽抗的“敌军”发起总攻，直至占
领阵地。这是 9月 1日重庆师范大
学学生军训时，教官和学生共同演
练进攻战术的镜头。

“强军事业需要高素质兵员，高校
预征对象正是征兵的重点群体。”重庆
警备区司令员韩志凯告诉记者，从这几
年工作实际看，每年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应征青年报名热情高、到部队后却对军
事训练不适应的情况。为解决这一问
题，他们把关口前移，从高校入学“第一
课”的军训开始，实行学生军训内容对
接新兵训练课目，让军训过程成为征兵
宣传过程，在军训中培育建立高素质后
备兵员人才库。

据记者了解，为做好这项工作，今

年上半年，重庆警备区与驻地 4所高
校、16所中小学负责人和驻军单位，合
力专题攻关，先后制定出台《学生军事
训练中长期发展规划》《重庆市关于深
化学生军事训练改革的实施意见》，明
确规定改变学生军训整内务、站军姿、
走队列“老三样”和中学、大学“都一样”
的军训模式，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军
训内容与新兵训练内容的有效衔接，突
出新兵入伍训练课目的内容。

有了方案计划，如何确保军训质
量？“教官队伍素质是关键！”重庆警
备区政委刘伟介绍，他们从 10多家驻
军部队选拔思想政治好、军事素质
硬、作风纪律严、组训能力强的官兵
承担帮训任务，并实行重庆市学生军
训办公室随机调配承训教官和参训
学校的工作机制。

为确保训练效果，8月下旬以来，

重庆军地联合组织两期担负学生军训
任务的 400余名教官开展集训，下发
《学生军训教案汇编》，并就战术基础动
作、轻武器射击等6个课目进行逐一讲
解和规范。记者翻开《教案汇编》中的
《重庆市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军事技能训
练规程》看到，必修课目包含条令条例
教育与训练、轻武器射击、战术等 6大
类，选修课目则涵盖了刺杀操、阅兵等
5大类，每个课目从训练内容、方法、时
间、标准、考核到安全预案逐一进行规
范。与此同时，军地相关部门组成联合
督导组，不打招呼地对各高校军训时
间、人员、内容、质量等，进行实地抽
查。仅开学第一周，他们已奔赴5个区
县的12所高校进行现场检查。

来自重庆电讯职业学院的大一学
生刘国凤是一个十足的军事迷，原以为
此次军训就是“锻炼身体”，走走过场而
无需“走心”。让他意外的是，那些在影
视大片、网络资讯上看到的军事训练，
也出现在学校的军训场。“从小就想穿
军装，这次军训更是让我扎扎实实地体
验了一把新时代士兵是啥感觉。这一
次，我参军入伍的决心更坚定了！”刘国

凤如是说。
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学员尹玉双

就是受高中军训教官的影响，在高考时
毅然报考了军校。这个秋天，在重庆涉
外商贸职业学院的校园里，已成为一名
军训教官的他在组训过程中非常认真，
每一个口令每一个示范动作都严格按
照标准，精益求精。他对记者说：“希望
这些具有‘兵味’‘战味’的内容能吸引
更多的大学生携笔从戎，激发出他们骨
子里的血性担当。”

“学生军训的过程也是国防教育和
征兵宣传相统一的过程。”连续 5年组
织学生军训工作的重庆市江北区人武
部部长王永平感触颇深，“加入了更贴
近部队训练实际的军训课目，一方面可
以让青年学子更好地强化国防意识，另
一方面也有助于他们在深入了解军营
的基础上，为应征入伍做好思想和身体
素质上的准备。”

据悉，截至目前，重庆市各高校新
训点上每天都有同学前来咨询应征入
伍的政策，仅沙坪坝区人武部在5个高
校的新训点，每天就接待300人次以上
的学生咨询。

高校军训：兵味战味浓起来
—重庆市创新军训模式让高校学生军训内容对接新兵训练课目

■本报记者 左庆莹

“春风吹来/温暖我胸怀/帮教育/扶
支部/真情的告白/党是阳光/照耀你我
心海……石榴花开新时代/军民携手奔
小康……”

9月1日，南疆军区政治工作部与共
建村——新疆疏勒县巴仁乡 18村开展
援建项目揭牌交接仪式暨欢庆“古尔邦
节”军民联欢活动，压轴歌舞《石榴花开
新时代》，赢得现场阵阵掌声。《石榴花开
新时代》的词作者、南疆军区政治工作部
主任张立敏动情地说，这首歌是他们与
18村开展军民共建活动5年来的真实写
照，唱出了在场军民的共同心声。

18村，又名阿热硝村，地处疏勒县

城郊，距离喀什市8公里，维吾尔语意为
“盐碱地”。共建之初，文化思想落后、组
织功能弱化、群众生活困难，成为摆在该
部面前的“三座大山”。

“当时18村党支部有7名支委，懂汉
语的仅有一人，交流沟通都比较困难。”
该部群工联络处干事、18村编外辅导员
西尔艾力介绍说，他们定期为村支委和
党员举办“双语”培训，提高他们的语言
交流能力，同时，分批次邀请村民参观军
区军史馆，现地接受红色文化和优良传
统感染熏陶。

为鼓励村民学科技学文化，该部先
后帮助修缮村文化阅览室、党员活动室

等阵地，配备影视播放、网络学习等器材
设备，购置科普和法律等书籍。此外，还
与疏勒县共同投入 80余万元建成集文
艺演出、电影放映、健身娱乐等功能于一
体的双拥文化广场。

文化育人，支部强基。该部领导通过
调研感到，在南疆农村，建强基层党组织，
对于促进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至关重
要。为此，他们按照“三帮两带”（党委帮
支部、书记帮支书、常委帮支委，委员带党
员、党员带群众）办法，帮助完善党员学
习、村民公约、议事规则等制度规定，规范
工作流程，通过共学理论、共上党课、共过
党日，强化党性观念和服务意识。

阿卜都克日木?穆萨曾是村里的贫
困户，家里有4口人，全靠种地为生。了
解情况后，该部群工联络处迅速与他结
成了帮扶对子，帮助他找工作、盖商铺。
如今，他的家庭月收入近 6000元，日子
越过越红火。

事实上，阿卜都克日木?穆萨只是该
部开展精准扶贫活动的受益者之一。今
年，该部又帮助18村修建“八一”便民超
市和“八一”爱民蔬菜基地，惠及13户、帮
扶35户困难家庭脱贫增收，真正让扶贫
扶到点上、扶到根上、扶到群众所需上。

“我们将一如既往开展‘帮教育建新
风、帮支部建堡垒、帮民生建家园、帮队
伍建平安’活动，与 18村各族群众像石
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让军政军民团
结的感情像石榴花一样绚烂绽放，把18
村建设成为当地党委政府的放心村、脱
贫攻坚的引领村、社会稳定的模范村！”
张立敏信心满满地说。

石 榴 花 开 18村
—南疆军区政治工作部与共建村开展军民共建活动纪事

■秦永刚 徐 俊 本报特约记者 张 强

又到老兵退伍季。8月
31日，新疆克孜勒苏军分区
迈丹边防连退伍老兵主动
请缨站好最后一班岗。他
们一路上翻达坂、越冰河、
踏雪山前往海拔 4046米的
耶尔捷捏山口进行巡逻。

图①：三名退伍老兵站
在海拔 5892米某点位，向祖
国报告平安。

图②：下士木锦荣深情
地亲吻界碑。

刘 慎摄

再见再见，，边关边关！！

①① ②②

关 注 学 生 军 训 季
深化学生军训改革试点系列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