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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的三江源生态保护区，满目金
黄，随风摇曳的青稞传递着丰收的喜悦。

9月 11日，海拔 4000米的青海省玉
树藏族自治州巴塘草原，随着一颗信号
弹划破天空，民兵分队“三江源”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管护行动演练拉开帷幕。骑
骏马、驾摩托，民兵应急分队队员快速集
结，先后进行了生态巡护、打击盗猎、森
林草原灭火等课目演练。民兵队伍精良
的装备、过硬的素质、良好的精神面貌受
到观摩演练的军地领导的好评。

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后，省军区
系统如何履行新的职责使命？地处西部
民族地区，如何打造一支建用一致、精干
管用的民兵队伍？去年以来，青海军地
借军民深度融合发展契机，以“建强基层
组织、夯实基础工作、提升基本能力”为

主线，探索出一条紧贴国防动员主责主
业、紧贴军地桥梁纽带属性、紧贴地域发
展节奏的改革发展路子。

“民兵+生态环境管护队”

——融合抓建打造

专业生态管护力量

前不久，玉树州曲麻莱县“长江源
头民兵第一哨”接到群众举报，通天河
沿岸有一伙身份不明人员正向生态核
心保护地域流窜。担任战备值班任务
的约改镇民兵应急排接到县人武部命
令，第一时间组织民兵生态管护员赶往
任务地域，协助地方公安成功抓获 2名
疑似盗猎人员。

入秋雨水增多，在称多县海拔 4100
米的通天河畔，通天河生态民兵守桥班
班长久美正忙着整修桥面。今年，久美
又多了一个新身份——生态管护员，他
不仅要带领民兵执行保交护路任务，还
担负着通天河流域内的生态巡护、草原
管护、保护野生动物等职责。

在这里，活跃着 8000余名像久美这
样的民兵生态管护员。青海是长江、黄
河、澜沧江的发源地，素有“中华水塔”
“天河锁钥”等美誉。习主席在青海考察
时曾提出扎扎实实推进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扎扎实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扎扎实
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扎扎实实加强规范
党内政治生活的要求。为落实好这一
重要指示精神，青海省军区在玉树州推
开“民兵+生态环境管护队”试点探索。
按照户有员、社有组、村有班、乡（镇）有
排、县（市）有连的编兵格局，择优将生
态管护员纳入民兵队伍；在三江源重要
点位建设民兵监测哨，实时监测野生动
物和生态变化；在重要流域建设民兵巡
护队，采取无人机、骑马、骑摩托、徒步
等方式，常态进行生态巡护；在核心自
然保护区建设民兵应急分队，快速处置
突发情况。

“民兵+基层政权工作队”

——民兵骨干为基

层组织建设添活力

门源回族自治县浩门镇圪垯村，青
海开通的首列高铁的必经之地。

圪垯村的黑土地肥沃，是油菜花的
海洋。高铁从大阪山隧道出来，即穿行
于这片花海。高铁的北侧，5年前还是
一片荒滩，如今种下了 400余亩的树苗，
一到夏天，一片郁郁葱葱。

站在这片林木前，浩门镇党委书记、
民兵应急连指导员马吉祥很是自豪：“那
年植树大会战，我们民兵仅用了 10天，
就种植了 8万多株杨树！”
“平时能应急、战时能应战，民兵建

设不仅是武装力量的建设，也有利于夯
实地方发展基础。通过平时的军事训
练，增强了党员干部的时间观念、组织纪
律性和执行力，对干好基层工作具有促
进作用。”马吉祥感慨地说道。两年来，

应急连民兵有 8人成为浩门镇社区、村
两委班子成员，他们过硬的作风为基层
组织建设注入了活力。
“民兵队伍是一个大熔炉，也是武装

工作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人才的大
平台！”海北军分区司令员王宝平说。近
年来，青海省委、省政府、省军区联合制
定出台文件，连续 5年选拔 800余名优秀
退役士兵，充实到青南藏区乡镇党政部
门和基层政法公安系统工作，先后推荐
81名优秀专武干部走上乡镇领导岗位，
187 名民兵骨干充实到村两委班子，全
省近 6成的乡（镇）长、书记同时兼任民
兵连（排）长，为加强基层组织工作打造
了一支精干高效的民兵“工作队”。

“民兵+脱贫致富帮扶队”

——10支帮扶队助

力藏乡村民拔穷根

在共和县倒淌河镇的哈乙亥牧场，
牛肉食品加工厂厂长德桑洛刚刚与牧民
索南才旦签下了购买 135 头牦牛、价值
83.7万元的合同。德桑洛不仅是牛肉加
工厂厂长，还是民兵排长、扶贫队员，索
南才旦是他的结对帮扶户。

两年前，德桑洛退伍返乡，原本打算
外出务工，共和县人武部领导带着优惠
政策和致富项目找上门来。在人武部的
帮助下，德桑洛贷款创业，很快成了当地
的致富带头人。

共和县所在的海南藏族自治州位于
青藏高原东北隅，土地资源贫瘠，属于深
度贫困地区，贫困发生率近 20%。去年
以来，该州成立民兵脱贫攻坚联合调研
组，深入 5个县 36个乡镇，走草场、访牧
户、进帐篷，对民兵帮扶队如何建、怎么
用进行深入调研。在此基础上，该州组
建了思想帮扶、文化帮扶、教育帮扶、医
疗帮扶、科技帮扶、双拥帮扶、产业帮扶、
项目帮扶、结对帮扶、志愿帮扶 10支特
色帮扶队，按照“一队一模式、一队一平
台、一队一举措”的要求，根据贫困户需
求精准扶贫。同时，他们提出“131 行
动”结对扶贫计划，即 1个干部带领 3个
民兵帮扶 1个贫困户。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民兵骨

干要发挥‘头雁效应’，主动担当脱贫攻
坚‘突击手’。”海南军分区司令员严康林
介绍说，他们积极构建帮扶平台，设立
“党政军企兵扶贫大讲堂”，组织文化帮
扶队进村入户科普知识；成立科技帮扶
夜校，组织民兵致富能手手把手传授种
植养殖技术；成立农牧民合作组织，采取
“企业+合作社+农牧户”模式，实现贫困
户增收。

藏族民兵文长太是祁连县牛沟乡
达玉牧区的致富带头人。几年前，靠
放牧为生的文长太和几个民兵带头搞
起家庭畜牧业养殖合作社，凭借着好
政策，不到两年就实现了收入翻番。
截至目前，合作社社员发展到 38户 157
人，全村生产分红高达 300 多万元，人
均纯收入达 2.3 万元，直接带动 5 户 21
人实现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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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丁振雷、特约记者田亚威
报道：“儿啊，党和国家没有忘记你，你
给咱沈家长脸了！”9月 26日，在第 5个
国家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江苏省镇江
市丹徒区湖滨路“国良”桥命名现场，一
位耄耋老人一手拄着拐杖，一手轻抚烈
士沈国良的塑像，老泪纵横，喃喃低
语。当天上午，镇江市丹徒区党政领导
和社会各界代表两百多人也来到现场，
共同参加该大桥以丹徒籍一等功臣沈
国良烈士命名的仪式。

2016年初，江苏省委常委议军会议
研究出台《关于完善拥军政策、增强军
人荣誉感的意见》指出，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应当有计划地用光荣战役战
斗对新建的道路、隧道、桥梁、广场等设
施项目进行冠名。发展不忘党恩，和平
铭记英烈。镇江市丹徒区委区政府和
人武部在学习中感到，建国后不久，各
地采用烈士名字命名了一大批地名，丹

徒区的荣炳乡以凌荣炳烈士命名，其益
村以何其益烈士命名等等。近年来，国
家先后设立烈士纪念日、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胜利纪念日，在此大背景下，以烈
士名字命名有关地名很有意义，既可体
现对英烈的尊崇，也能让身处和平年代
的人们铭记英烈的牺牲奉献，传承爱国
血脉，凝聚强国强军力量。
“去年，我们通过丹徒区地名办了

解到，境内有 270 余座无名桥梁、涵
洞、隧道。我们以区双拥办公室名义
提交了以丹徒籍烈士名字命名有关设
施项目的方案，经区双拥工作领导小
组研究同意后，报请镇江市地名办得
到批复支持。”镇江市丹徒区人武部
领导告诉记者，他们从区内遴选出
为国捐躯的 8 位烈士，挑选了 8 座较
大桥梁分别命名，并根据烈士遗留
的照片，精心制作汉白玉雕像、镌
刻烈士生平事迹，在今年国家烈士

纪念日前夕逐一举行桥梁命名暨烈
士雕塑落成仪式。

在命名仪式现场，丹徒区党政领
导介绍英烈事迹、阐明命名意义。随
着英烈雕塑揭幕，现场所有人默哀致
意。听说这个活动后，来自江苏扬州
的全国优秀复退军人李彬专程赶到现
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我感到今
天的这个仪式很神圣，采用烈士名字
命名桥梁，就是不忘英烈、尊重英烈、
礼遇英烈的实际行动。”李彬深有感触
地告诉记者，军人的英勇牺牲永远值
得尊重和纪念，作为一名参战老兵，他
切身感受到了荣耀。他相信这也是对
现役军人的激励！

据了解，这个区还以此为契机部署
开展“学英雄光辉事迹、走英雄成长道
路”群众性学习实践活动，在全区上下
积极营造全民崇尚英模、学习英模、争
当英模的浓厚氛围。

留在地图上，刻在民心中

8座大桥以本地英烈命名

本报讯 陈明、李林帅报道：“中国
那么大，独龙江不能少；新兵那么多，独
龙族要有一个；保家卫国，一个民族都
不能落下……”9月 20 日，云南省贡山
县独龙江乡马库村青年江豪，告别父老
乡亲踏上从军路。十里八乡的乡亲像
过卡雀哇节一样，披上独龙毯、敲起铓
锣、载歌载舞一路欢送。江豪，是近年
来独龙江乡走出的首位士兵。

独龙族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从原始
社会末期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
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在地处深山峡谷的
贡山县独龙江乡。当地自然条件恶劣，
每年有半年大雪封山、与世隔绝，过去
仅有一条公路通往外界，一直是云南乃
至全国最为贫穷的地区。

2014 年 4 月 10 日，独龙江隧道贯
通，独龙江乡脱贫步伐不断加快。近年

来，云南省将征兵和精准扶贫相结合，
推出“兵役扶贫”系列举措，同等条件
下，优先征集建档立卡扶贫对象和 15
个云南特有少数民族青年。尽管如此，
由于人口基数小等原因，这几年独龙族
一直没能实现零的突破。

今年征兵工作展开后，贡山县征兵
办先后 6次组织工作组走进独龙江乡
开展征兵宣传。独龙江乡武装部部长
胡晨鸿更是走遍全乡 6村 41寨逐一动
员。在马库村青兰当小组，适龄青年江
豪拦住胡晨鸿表达了参军意愿。江豪
家世代居住在边境一线，距中缅边境北
段 41号界碑仅 3公里。边防部队官兵
每次踏边巡防，都从其家门经过。为独
龙江隧道贯通，武警官兵付出了常人难
以想象的艰辛。耳濡目染，江豪心中埋
下了一颗绿色的种子。

“独龙族群众自古就有保家卫国的
传统。”贡山县人武部部长付吉介绍，
1913年，英帝国主义企图通过独龙江进
犯西藏，独龙族人民奋起抵抗，粉碎了
帝国主义的阴谋。现在的独龙江乡，有
房屋的地方，屋顶上都插有国旗，宣示
中国的主权。

从体检、复检到役前训练，江豪数
次穿过独龙江隧道。从过去出一趟独
龙江要走三四天，缩短到后来的七八个
小时，再缩短到现在的 3个多小时，独
龙族通向外界的路从没有像今天一样
方便快捷。“穿过官兵为我们打通的隧
道，我也去从军！”江豪告诉记者，昔日，
武警官兵为独龙族打通了隧道，今天，
他穿过隧道去武警部队服役，这真的是
一个幸福的巧合。

左图：江豪（左二）与战友一起出征。

“穿过官兵为我们打通的隧道，我也去从军”

独龙族新兵踏上军旅征程

镇江市

丹徒区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87周年。9月

18日当天，各地警钟长鸣，提醒人们铭

记历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然而，总

有个别“特立独行”的人，为一语惊人不

惜拿民族伤痕开玩笑，不断挑战民族情

感底线：9月22日，湖南城市学院发布情

况通报，称大一新生王某在网络上发布

“爱国是不可能爱国的”“不精日我学日

语干嘛”等错误言论，学校决定取消其

入学资格。而就在不久前，厦门大学研

究生田某某也因在微博上公开辱华，满

口“粉红豚”言论受到开除党籍、退学的

处理。“精日”事件为何频频发生，“精

日”分子面对公众的愤怒和谴责，为何

屡罚屡犯？关键原因之一在于缺少法

律红线约束。虽然宪法明确规定公民

有维护祖国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

要尊重社会公德，然而因对错误言行缺

少具体明确的处置措施，再加上网络的

隐蔽性，让部分人错误估计了言论自由

的范围。以往，面对“精日”事件，当事

人受到的更多是道德和舆论谴责。这

次对“精日”、辱华的两名学生进行通报

并退学，算是大快人心的进步。但要彻

底根除“精日”现象，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须为“精日”言行划出“法律红线”，

让娱乐、消费历史者付出代价。

今年8月28日，南京市十六届人大

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开幕，《南京市国家

公祭保障条例（草案）》(简称“草案”)提

请审议。草案中列举了3种典型的“精

日”行为，拟明确“精日”行为的法律责

任，对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机

关依法给予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消息一出，众多网友

表示赞同，“希望赶紧出台”“挑战民族

感情的，就该严惩”。

历史不容亵渎，它关系一个民族的

过去和未来，有对错的分界线。“精日”

分子将民族的屈辱史拿来消费，吃相难

看，十分荒唐。这不仅反映了个体思想

上的偏差，也从侧面说明爱国教育的欠

缺。因此，除了通过立法对“精日”行为

进行惩处，还应做好历史主题的实践教

育，加强个体对历史的正确理解和认

识。爱国需要言行统一，是从内心生发

出的自豪感和尊严感，是每一个公民都

要坚持的道德底线。就像匈牙利爱国

诗人裴多菲曾用生命呼唤：“我是你的，

我的祖国！都是你的，我的这心、这灵

魂。假如我不爱你，我的祖国，我能爱

哪一个人？”

如果一个国家被人耻笑，那么生存

在这个国家的人，也将成为被人耻笑的

对象。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每名公民

都应提高自身觉悟，牢固树立爱国主义

思想，将爱国落实到行动上。

为“精日”行为划出法律红线
■郭 琦

9月25日，首批10名志愿者宣

誓加入开山岛民兵哨所，传承王继才

遗志执行值守任务。王继才去世后，

连云港警备区决定调整开山岛民兵

哨所执勤安排的消息传出不到半个

月，就收到各界群众512份守岛申

请。首批志愿者值守周期为一年，采

取分组轮流值守方式，每组3人，每次

值勤半个月后离岛补休。

陈 楚摄

首批守岛志愿者

踏上开山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