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刘汉宝、记者熊华明报
道：“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我用生命
捍卫守候……”10月上旬，在北部战区
空军某雷达站，沈阳音乐学院副教授
陈智与部队文艺骨干支予共同唱响
《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高亢嘹亮的
歌声赢得官兵阵阵掌声。连日来，北
部战区空军和驻地沈阳音乐学院联合
组建的“北部之鹰”艺术团深入北疆边
陲，为偏远艰苦连队官兵慰问演出，激
发练兵备战热情。

据了解，本次演出是此轮军地联合
慰问巡演的第34场，小分队由8名部队
基层文艺骨干和 2名沈阳音乐学院声
乐专业教师组成。据北部战区空军政
治工作部宣传处处长王学刚介绍，随着
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的深入，
部队文艺单位和岗位减少，专、兼职文
艺人才更为缺乏，而部队实战化训练稳
步推进，练兵强度不断加大，训练之余
官兵对文化生活的需求强烈。为破解
新形势下军事文化的供需矛盾，他们与
沈阳音乐学院签署合作协议，成立“北
部之鹰”艺术团，探索军地文化共建共
育模式，倾力打造新型“文艺轻骑兵”服
务训练一线官兵。

根据合作协议，北部战区空军所属

部队成为沈阳音乐学院的艺术实践基
地，提供演出场所，安排学院创作人员
到部队采风，帮助学院组织军训和开展
国防教育。沈阳音乐学院则发挥自身
师资优势和影响力，积极为部队创作节
目、培训骨干、提供艺术指导，选派师生
随同北部战区空军文艺小分队到基层
部队慰问演出，解决基层部队兼职文艺
骨干专业素养不高、部队原创文艺节目
艺术性不强等问题。

沈阳音乐学院艺术实践中心主任
王志昕说：“‘北部之鹰’艺术团成立 1
年来，哪里战备紧、哪里生活苦、哪里条
件差，哪里就有‘文艺轻骑兵’的身影。”
地处我国最北端“神州北极”的漠河雷
达站，长年低温寒冷，空情任务繁重，官
兵训练执勤压力大。中秋节期间，这个
艺术团专门安排精干小分队深入连队，
与戍边卫士同做月饼、同台献艺、共诉
衷肠，丰富了边关雷达站官兵的文化生
活，进一步坚定了官兵投身强军实践、
献身祖国空防的决心。

下图：“北部之鹰”艺术团文艺小分
队赴基层部队慰问演出，图为沈阳音乐
学院教师为官兵献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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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战区空军与沈阳音乐学院共建“北部之鹰”艺术团

“文艺轻骑兵”服务训练一线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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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统
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的通知》，决定从
上到下坚决撤销形式主义、劳民伤财的督
查检查考核事项，对基层一些领域的督查
检查考核事项减少50%以上。

督查检查考核工作是推动上级决策
部署贯彻落实的重要手段。近年来，部队
各级督查检查考核工作不断加强，促进了

各项工作的高标准落实，有力发挥了激励
鞭策作用。然而与此同时，督查检查考核
中也存在巧立名目、频率过高、多头重复、
重留痕轻实绩等的问题，这不仅导致基层
应接不暇、不堪重负，也助长了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之风。

笔者了解到，在各类督查检查考核
中，基层反映突出的主要有四类问题。
一是重复检查。一项工作多个部门检
查、多个层级检查。比如检查干部住房，
纪委检查完营房部门检查，接着人力资
源部门再检查，基层反感这种拆分式的
检查，希望一个联合工作组一次性查
完。二是搭车检查。有些督查组、检查
组、考核组在检查某项工作时，部分成员

还会超出检查范围对其他工作进行随机
检查，检查工作不打招呼无可厚非，但检
查之外另有检查，既违背了检查制度，也
扰乱了基层正常工作秩序，肯定不受欢
迎。三是重表象轻实绩。督查检查考核
看材料、看视频、看图片、看现场，成为一
些检查组评价基层单位成绩的重要标
准，可是，基层希望检查组在看重“工作
留痕”的同时，更注重了解他们平时的工
作，这样可以更公正地评价单位的工作情
况。四是刚部署就检查。比如上周刚开
过工作动员部署会，这周就来检查，这种
情况让基层很头痛，任何工作的落实都需
要一个过程，工作刚部署就来检查，结果
只会逼着基层弄虚作假、降低工作标准。

规范检查工作，必须从源头抓起。
首先要严格控制检查总量和频次，同类
事项可合并进行，涉及多部门的可以联
合组团检查，防止重复扎堆、层层加码。
其次，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区分对象科学
合理设置考核指标，避免“一刀切”“一锅
煮”，改进考核办法，必要的记录要查看，
但主要看工作实绩，坚持常态化了解，多
到现场看、多见具体事、多听官兵说，更
多关注基层官兵的诉求。最后，督查检
查考核要突出问题导向，既着重发现落
实中存在的问题，又及时了解政策需要
改进的地方，提高督查检查考核质量。

中央下决心撤销不合理、不管用、不
受欢迎的督查检查考核事项，以上率下
向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再砍一刀，必定会
树起鲜明的工作导向。现在距离年底还
有两个多月时间，能不能如期完成年度
工作计划，存在的问题能否在限期内解
决，各级各部队需要做到心中有数。督
查检查考核少了，工作压力不能减小，要
对得起上级的信任，以强烈的责任心和
使命感抓好各项工作落实。

给 检 查 瘦 瘦 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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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杨小应、记者冯强报道：
“这次把山火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民
兵功劳很大。”近段时间，广西资源县瓜
里乡干部群众一说起雷公岭山火，无不
对镇武装部装备齐全的民兵应急分队
给予充分肯定。目前，桂林市198个乡
镇武装部正规化建设全部达标，并结合
辖区担负任务特点配齐装备器材，可随
时独立遂行应急任务，成为“建在一线、
抓在手中、用在经常”的重要应急力量。

前些年，桂林市部分乡镇武装部基
础设施薄弱，各地建设标准不统一，应
急能力差距较大。对此，该警备区联合
市委、市政府制定下发《基层武装部正
规化建设达标实施意见》，逐一规范建
设内容、标准要求等。随后，军地各级
对基层武装部规范化建设分批帮建，使
基层建设各项指标得到整体提高。然
而，在几次遂行应急任务中他们发现，
一些基层武装部误入“规范化”误区：有
的片面追求器材齐全，但配置不合理，
如有些人武部位于山区，但购置的灭火
器材较少，抗洪抢险器材却几年都用不
上；有些方案与驻地需求结合得不紧，
影响了遂行任务实效。为破除这种“重
形式、轻实战”现象，该警备区党委决定
再次组织基层武装部规范化建设试点，
为前期建设“回炉补课”，进一步强化应
急本领。

随后，桂林警备区逐个指导基层武
装部完善硬件设施建设。他们要求，除
了按标准化要求配置指挥作业器材外，
还要结合辖区担负的主要任务配备器
材，达到建为用的目的。比如，沿山一
带的乡镇武装部主要担负森林灭火任
务，就增加灭火器、打火扫帚等设备；水
系发达的地区则突出抗洪抢险能力，增
加救生艇、皮划艇等数量。此外，他们
还特别要求应急器材库必须建在一楼，
以缩短装车出动时间。

今年以来，警备区、人武部两级以
基层武装部为单位，对各类民兵应急队
伍进行随机拉动演练，在遂行任务中总
结经验、查找问题并改进完善，努力实
现全市基层武装部建设向实战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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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藏区草原已寒风瑟瑟，甘
肃省甘南州第七批民兵基地化轮训正如
火如荼进行。

时间拉回到10个月前，上级赋予甘
南州民兵集中轮训试点任务，这可让州
领导犯了难。甘南州人口基数小、经济
欠发达，青壮年大多放牧或在外打工，民
兵集结起来都难。

如何把打工放牧的“民”锻造成应急
应战的“兵”？甘南军分区派出工作组用
时 4个月，跑遍全区 8个人武部、103个
乡镇武装部，摸清民兵建设底数，针对高
原民兵特点，探索出民兵基地化轮训的
办法，打算分 7个批次把全区基层武装
部部长、专武干部及基干民兵骨干全部
轮训一遍，锻造民兵应急拳头力量。

从不到一半到一人不落
重塑思想，把“兵”的

意识立起来
“每次组织训练都得打爆电话，通知9

点集合，结果10点人才到一半。好不容易来
了，又三天两头请假……”一提到民兵训练，
舟曲县果耶乡武装部部长杨国权直挠头。

前些年，民兵组训召集难的现象在甘
南州不是个例。民兵训练保障跟不上、民

兵参训动力不足、应急力量作用发挥不理
想等问题长期困扰基层武装工作人员。

借民兵集中轮训试点的东风，甘南
军分区因势利导，重塑军地对民兵工作
重要性的认识，形成抓训合力。受领任
务当天，甘南军分区主官便向州委、州政
府主要领导专题汇报年度民兵集中轮训
试点工作。紧接着，甘南州召开专题武
装工作会议。会上，州、县、乡三级地方武
装工作干部系统学习全国和甘肃省两级
后备力量建设“十三五”规划内容，各级第
一书记重温抓武装工作具体职责。州长
赵凌云当场立下军令状：“今年全州民兵
集中轮训，涉及地方上的工作我负总责，
有任何问题，部队可以直接来找我。”

随后，军分区与州政府联合成立民
兵集训领导小组，下发《民兵集中轮训实
施意见》，明确各县训练任务和参训对
象，确保轮训顺利展开。5月 4日，第一
批参加轮训的全州 99个乡镇、3个林业
局武装部部长，全部按时按点接受点验。

从教员缺到教材全
科学施训，让“兵”的

本事硬起来
第一批轮训有序推进，但效果却不

理想。总结会上大家普遍反映：组训骨
干缺口大、力量弱的矛盾突出。“缺教员
这个老大难问题必须解决，否则会成为
制约训练质量提升的瓶颈。”军分区领导
说，针对这一问题，他们决定在轮训全程
挖掘训练骨干，培养训练人才，探索建立
民兵教练员选拔任用机制。

第二批轮训一开始，集训队就从全
区范围内选拔训练骨干，让他们参与日
常训练和管理工作，由前一批选拔培养
的骨干担任下一批轮训的教练员。对拟
聘用的教练员，他们严格进行岗前考评，
合格者签订任教合同。随后，军地研究
制定了《民兵教练员选拔使用办法》，明
确教练员选拔聘任、培养使用和奖惩激
励细则，逐步建立起规范的民兵教练员
队伍。经多批次选拔，目前军分区已储
备52名教练员。

针对民兵队伍中少数民族队员比例
高的实际，他们安排少数民族现役干部
担任骨干，邀请甘肃民族师范学院、甘南
州宗教局的专家教授讲解民族宗教政
策、民族团结大局观等，增强参训民兵凝
聚力归属感。军分区组织编写的127份
藏汉双语民兵专业课目教案，紧扣少数
民族民兵特点，便于学习理解；专门制作
的《高原民兵基地化轮训规范组训指南》
教学片形象直观，为科学施训、规范组训
做出有效探索。

在第三批轮训总结分析会上，卓尼
县柳林镇民兵郭明俊说：“这次轮训虽然
要求严格，但组训模式科学灵活，在基地
训练14天比去年在人武部训1个月收获
还多！”

从训练场到救灾一线
任务淬火，把“兵”的

威力显出来
甘南州自然环境恶劣，自然灾害频

发，打造一支素质过硬的民兵应急拳头
力量成为甘南军民的共同企盼。在民兵
轮训联席协调会上，军地领导决定，瞄准
提升抢险救灾能力专攻精练。

在阿木去呼高原综合训练场，应急
指挥所内各道指令有序下达，各类专业
装备机具轰鸣不息……8个县（市）民兵
应急连、3支抗震救援分队、4支森林灭
火分队的750名参训队员反复演练抢险
救灾课目。笔者翻阅训练内容看到，搜
集掌握灾情信息、封控救灾现场、人员营
救转送、物资抢运、次生灾害防护演练等
任务课目占全部施训内容近六成。

7月中旬，甘南州舟曲县遭受暴雨
侵袭，南峪乡江顶崖山体大面积滑坡，白
龙江江体受阻、江水漫溢，周边村镇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刚刚参加
完轮训的舟曲县115名民兵应急分队闻
令而动，与当地群众并肩作战，出色完成
救灾任务。

“搜救被困群众480人，转运救灾物
资 60吨，加固堤坝 2095米，确保了南峪
乡虎头崖水电站安全……咱们民兵功不
可没！”国庆节期间，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甘南州委书记俞成辉到军分区
慰问时，对民兵在抢险救灾中的突出表
现赞不绝口！

锻造出高原民兵的“兵”样子
—甘肃省甘南军分区民兵基地化轮训闻思录

■杨海刚 郭 富 朵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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