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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参观军事博物馆新征藏品成果展。图为10月7日，王继才烈士遗孀王仕花和儿子王志国来到新征藏品成果展现场，为大家讲解王
继才烈士遗物背后的故事。 文 宇摄

本报讯 罗来明、特约记者郭冬
明报道：观摩军事课目展示、了解陆军
发展简史、体验军校一日生活……10
月 1日，由江西省军区、陆军步兵学院
联合举办的江西省“强国?英雄”首届
军营开放日暨陆军步兵学院军校开放
活动在南昌举行，江西省国防教育领
导小组成员、省市党政事业单位领导
和党团员、驻地高校学生以及通过微
信平台遴选的社会人员共 2000余人参
加了这项活动。这是《中国人民解放
军军营开放办法》颁布后，江西省首次
组织军校开放日活动。

“在国庆 69周年到来之际，在军旗
升起的地方举办强国英雄军校开放日，
主要是为了强化全民国防观念，增强全
民国防意识。”江西省军区领导介绍，南
昌是人民军队的诞生地，是一座英雄
城，江西省首届军营开放日主题确定为

“强国?英雄”，就是希望通过活动激励

大家赓续英雄血脉，进一步强化全民国
防观念，营造新时代关心国防、热爱国
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推
动国防教育普及深入。

当天上午 9时整，开放日活动拉开
帷幕。队列展示、擒拿格斗、战场输送
等演示轮番登场，官兵们精湛的军事技
能和良好的精神风貌赢得了观众热烈
掌声。随后，观众们走进中国陆军发展
简史陈列馆、武器装备展示区，了解中
国陆军的建设发展成就，认知各类武器
装备，全方位体验官兵的训练、学习和
生活。南昌大学国防生刘涛说：“通过
参加这次军校开放日活动，让我加深了
对军校的了解，也更加坚定了我从军报
国的决心。”

江西省首届军营开放日活动在南昌举行

两千余人走进军校感悟国防

近日，全国各地对退役军人进行
信息采集登记的工作正如火如荼进
行，此举旨在摸清退役军人和其他优
抚对象底数,加强退役军人工作数据
调查分析,积极探索大数据在退役军
人工作中的开发和应用,是夯实退役
军人工作基础的务实之举。

信息是基础，也是保障，更是做好
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工作的重要支撑。
只有摸清底数，才能精准施策。之前，
由于没有专门的管理部门，退役军人
信息不全不准的问题在有些地方仍然
存在，导致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的
意见难统一，活动难开展。事实上，广
大退役军人也非常希望有一个完整的
信息档案，有准确的信息，这样心里才
有底。信息采集工作是忧退役军人之
所忧，解退役军人之所难。

这次信息采集，可以说史无前
例。在采集信息对象上涵盖退役军
人、现役军人家庭、军烈属等所有优
抚 对 象 。 通 过 此 次 的 信 息 采 集 工
作，让国家对退役军人群体有更加
深入的了解，并能准确掌握全国范
围内的多方面情况以及退役军人的
迫切需求，既方便国家更好地制定
针对退役军人的各种优惠政策，也
有利于退役军人事务部对退役军人
群体的有效管理。

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本身就是一
场生动的全民国防教育。信息采集工
作与悬挂“光荣军属”牌的工作同步展
开，备受退伍军人关注，这是对千千万
万个军人家庭心系国防的褒扬，也是
彰显千千万万军属在背后默默奉献的
闪亮名片，更是全社会尊崇军人的重
要表现形式。

“若有战，召必回。”许多军人退役
时曾写下这样的铿锵誓言。退役军人
是预备役部队的重要力量，是加强军
队后备力量建设、保障战时迅速扩编
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退役军人的信
息数据本身就是国防信息的重要组成
部分，信息统计让国家准确掌握全国
范围内的退役军人人数、分布情况，有
利于退役军人事务部对退役军人群体
综合能力素质摸清底数，既有利于更
好地服务退役军人群体，也有利于发
挥他们的特殊作用。

目前我国信息化建设日新月异,
但是军地对退役军人管理的信息化水
平还有待提高，不少地区对退役军人
的信息管理工作还是主要依靠手工
录入与纸质档案管理，效率不高。由
于没有统一的政策和信息系统，部分
军地单位没有建立有效的信息共享
和交换机制，部队有时无法及时获得
退役军人的安置、就业、训练、医疗、
救助等信息，地方民政部门对退役军
人服役期间的了解有时也仅仅依靠
档案里的获奖证书等记录。这就需

要打破军地间的信息壁垒，整合长期
分散于各个部门的数据资源，建立全
国联网、上下贯通的全国退役军人和
其他优抚对象综合信息大数据平台，
完善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信息共
享工作机制。

采集到精准、安全、可靠的信息数
据，是开展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的
基础。更令人期待的是如何把这些数
据信息真正用起来，让这些数据活起
来，切实找准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
的难点和突破点，把相关的数据分析
成果运用到精准服务退役军人和其他
优抚对象上。我们相信，随着退役军
人工作逐步走上信息化轨道，大数据
的支撑会给退役军人带来更多利好政
策，真正实现让数据多“跑路”，让退役
军人少跑腿。

大
数
据
精
准
服
务
退
役
军
人

■
肖
福
恒

金秋十月,北大荒一派丰收的景
象。这里曾是兵的沃野，从战火硝烟中
走来的10万复转军人铸剑为犁，把青春
和热血抛洒在这片黑土地上。随着改
革开放的号角吹响，军垦传人再次发起
冲锋，通过辛勤耕耘筑起了“中华大粮
仓”的丰碑。

9月25日,首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刚
过，习主席视察黑龙江农垦建三江管理
局。“中国粮食，中国饭碗。”习主席为垦
区人民带来深情问候，寄托殷殷希望。

在领袖关注的目光里，这里涌现出
一个敢为人先、勇立潮头的英雄群体，
他们活跃在千里沃野，在建设现代化大
农业中引领风骚，成为垦区响当当的

“金字招牌”——北大荒民兵！

第一个吃“螃蟹”的
垦区民兵——

我是垦区经营体制
改革的“报春花”

“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农机合
作社”……在黑龙江垦区，改革的步伐
从未停息。八五八农场老民兵王木存，
就是这样一个敢吃“螃蟹”的人。

“他 可 是 我 们 垦 区 第 一 朵‘ 报 春
花’！”农场场长、武委会主任孔令波向
记者介绍，1978年安徽小岗村18位农民
摁下红手印，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
幕。而在1983年的黑龙江垦区，一户普
通人家召开的家庭会议，同样值得载入
中国农垦的改革史。

那年春天的乌苏里江畔，八五八农
场十五队民兵王木存，召集一家 5口开
家庭会议，议题是“承包农场土地，自己
干”。妻子林原凤首先反对：“要是赔了
咋办？儿子还没娶媳妇呢！”但儿女们
十分支持，两个儿子都说，就算打光棍
也要跟着父亲干。有了这句话，王木存
坚定了信心，承包的事就这样定下来，
而且一包就是2200亩。

“当时我也不知道这叫‘家庭农场’，
更不知道自己是全国农垦第一个。”王木
存回忆，他从连队领来了一台拖拉机、一
台联合收割机，儿子找来最铁的 3个朋
友，从此没日没夜地干了起来。

辛勤汗水换来了收成满满。当年底
一算账，王木存家庭农场纯盈利 2.7万
元，是整个生产队盈利的 3倍。受到鼓
舞的王木存更来劲儿了，制定了个“家庭
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一年一个万元
户；第二个五年，建成整套的农机队；第
三个五年，总收入不低于10万元……

国营农场试办家庭农场是打破几
十年传统经营模式，实行经营体制改革
的重大突破，由于思想观念束缚，刚开
始时大部分人难以接受。但有这么一
位民兵，放着好好的“官”不当，偏要“下
田”种粮，他就是闻名遐迩的“全国十大
种粮状元”之一——葛柏林。

1985年他毅然辞掉农场场长的职
务，自愿开办家庭农场，如今已开荒6000
多亩，承包经营土地上万亩，给国家生产
粮食数万吨，添置了五十台(套)大型农机
具，实现了从整地、种植到秋收的全程机
械化，打造出一个现代化家庭农场。

正是在王木存、葛柏林等民兵典型
示范引领下,垦区家庭农场建设蒸蒸日
上，农垦改革使职工群众积极性迸发出
来，使北大荒建设焕然一新。

敢于冲锋在科技前
沿种田的民兵——

我是“一号高地”的
坚守者

齐整整万亩稻菽/横看一条线/竖看
一条线/铺成翡翠般的镜面/那是北大荒
的兵……

这是一位将军到垦区看了万亩大
地号之后，发出的由衷赞叹。万亩大地
号是垦区二道河农场一块总面积1.65万
亩的耕地，单块面积为全国之最。

“现在水稻的亩产达到 1000余斤，
耕种这些稻田的大部分是咱民兵。”二
道河农场武装部副部长刘显峰向记者
介绍，近些年，他们实行良种良法配套、
农机农艺结合，全面推广测土配方施
肥、统一供应芽种等 20项新技术，实现
了生产全程机械化，一年为国家提供商
品粮2300多万斤。

“尼宝军不仅是全场的水稻种植能
手，还有着助人为乐的热心肠。”在七星农

场采访时，该农场武装部长张永滨积极向
记者介绍民兵党员尼宝军的事迹，作为一
名有着15年党龄的民兵党员，尼宝军经
常帮种植户解决病虫灾害难题。他所管
理的水稻田连年被农场评为“水稻科技示
范田”，他本人也连续多年被管理区评为

“水稻科技示范户”。近些年，他组织周边
农户开展新型职业农民技术培训，每个农
户至少掌握两门以上农业生产实用技术。

“只有敢闯敢为，才能保持活力。
种田也要不断解放思想，主动接受新观
念、引进新技术和树立新标准。”尼宝军
说，他今年选择试种新品种水稻，综合
运用三维立体栽插等10多项新技术，还
带动周边 23个辐射户参加他的高产创
建项目。去年，尼宝军种植的水稻亩产
达到1200多斤，总产量500余吨，纯收入
50多万元，成为科技种田的“领头雁”。

“习主席考察时说，农业要振兴，就
要插上科技的翅膀。真是说到我们心
坎儿上了，忒受鼓舞、忒有干劲!”民兵蒋
春兴奋地说，这些年，他在种植过程中
把20多种最新技术进行配套组装，形成
了一套有效指导生产的技术体系，水稻
亩产效益远远高于其他人。从 1997年
开始大规模承包耕地，到去年种植面积
已达5400余亩，从当初的东方红拖拉机
发展到现在拥有价值上千万的大机械
21台(套)，20年累计生产商品粮1.5万吨，
成为二道河农场首屈一指的水稻种植大
户。如今，富起来的蒋春不但主动运用新
技术帮扶周边农户，还承担农场新技术示
范试验重任，发挥了典型引领作用，被农
场树为“科技种田带头人”。

“现在的垦区，人人叫响一句口号：
耕种在绿色田野上，居住在美丽城镇
里。”建三江管理局党委书记、人武部第
一书记刘相增是从垦区基层一步步成
长起来的领导干部，他对垦区现代化大
农业感受最为深刻。他说，“驾着小车
去种地，扎着领带去播种，开着空调去
收获”，如今的农民已完全颠覆了“面朝
黄土背朝天”的形象。特别是垦区民
兵，作为生产一线的骨干，他们始终冲
锋在建设现代化大农业的最前列。

带领农户闯市场开
新路的民兵——

我是新时代垦区的
“诗与远方”

在二道河农场，随处可见“绿色农
场”“智慧农场”“开心农场”。垦区民兵

抓住先机，带领农户勇闯新路。
“2015年，政府提出积极推进‘互联

网+’行动。我们就开始探索‘互联网+农
业’模式，发展绿色生态有机水稻种植。”
第五管理区民兵李广茂说，2016年他联
合基干民兵姚雷、秦超等人，创立“丰泽水
稻种植专业合作社”，严格按照生产规程
种植绿色生态有机水稻，并利用“互联
网+”打开连接全国市场的“绿色通道”。

“这是稻田视频监控系统。”走在绿
色的田野上，记者发现田间立着一根根
银色的柱子。李广茂介绍，这些视频监
控系统通过互联网直接连到客户手机
终端，客户可随时随地察看水稻生长情
况。近年来，他们通过“产品溯源”吸引
客户订购水稻，利用电子标签等技术，
收集生产、加工、运输等各环节数据，生
成二维码贴在产品包装上。客户只需
用手机扫描二维码，即可获知稻米产地
和生产过程。如今，二道河农场第五管
理区合作社社员扩展到 100多人，农场
70%的民兵种植户已加入其中。在合作
社的带动下，今年整个农场特色水稻种
植面积达 5.43万亩，占全场水稻种植面
积的十分之一。

富饶广袤的黑龙江垦区，处处上演
着民兵创新创业的故事。“随着人民生
活品质的提高，固有单一的水稻生产方
式已经不适应新的市场格局。”在洪河
农场，民兵韩维龙去年尝试种植了 100
亩“鳅稻”，年底喜获“双丰收”，很快被
抢购一空。今年韩维龙毫无保留地推
广“鳅稻”种植经验，带领十多个农户共
同种植3000多亩“鳅稻”。

在黑龙江省农垦八五九农场有一
座面积 380余亩的小岛叫鳌花岛，岛上
高耸入云的橡树、清澈见底的湖水、娇
艳怒放的百花引来络绎不绝的游人。
打造美丽鳌花岛橡树园的就是“全国十
大种粮状元”、老民兵营长葛柏林。

“习主席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以前过度开发荒原，欠了生态环
境一笔债，现在要还债！”葛柏林向我
们介绍，他已经投入 3000多万元建起
了占地 380亩的“鳌花岛橡树园”、3000
亩的“圈河家庭农场人造生态林”、450
亩的“二龙山退耕还林示范区”、1000
余亩的圈河湿地等四个环境保护区。
通过几十年持续建设，荒地变森林、小
湖变湿地，森林涌出清泉，池塘荡漾清
波，很多野生动物回归保护区。如今，
这里也成为垦区著名的旅游度假区，
每年接待游客数万人，带动了农场旅
游业的蓬勃发展。

9月 25日，习主席在视察黑龙江时指出:“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而且要装自己的
粮食。”黑龙江垦区民兵奋战农业生产一线，争当黑土地上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排头兵—

“中华大粮仓”闪耀“国防绿”
■康术臣 本报记者 乔振友 特约记者 杨银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