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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基层武装战线干出的这番
成绩，是靠脚板奔波出来的，是汗水浇
灌出来的。”9月中旬，浙江省军区工作
组到嘉善县检查基层武装工作，人武
部领导这样介绍惠民街道武装部部长
顾忠强。

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
加大，民兵队伍人员难编配、训练难开
展、教育难落实等问题横亘在顾忠强
面前。有的人遇到矛盾困难绕道走，
而他遇到问题则挺直腰板迎难而上。

不会就学，走出去找办法、寻出
路。顾忠强带领街道专武干部走访了
嘉兴市 20多个乡镇，学习借鉴兄弟单
位编兵思路。他看到有的乡镇在换届
时将一批年轻的退役军人充实进村
“两委”，这种保持民兵骨干稳定的做

法让他眼前一亮。顾忠强认真查阅属
地退役士兵档案，结合惠民街道实际，
组织退役士兵座谈征询意见，把一批
懂计算机、汽车驾驶、消防等专业技术
的退伍军人编入民兵组织。

为编实建强队伍，顾忠强还跑遍
了全街道 10个村 4个居委会，多次到
各企业协调退役士兵就业问题。在他
的努力下，自 2013以来，惠民街道连续
5年退役军人安置率达100％。

顾忠强本身就是名军转干部，在部
队时，就是抓训练的行家里手，而且他
在训练时愿意下“笨功夫”，认为“抓训
练不能走捷径”，只要把课目训全了、时
间训足了，质效自然也就出来了。

同样，每年征兵季，顾忠强更是忙
得不可开交。他挨村挨户做动员，一

个都不落下。适龄青年朱峰高考落
榜，家人准备让他外出打工。顾忠强
闻讯后，特意上门对朱峰的父母说：
“孩子有文化底子，到部队大学校里锻
炼锻炼，将来会有出息，不能光顾眼前
利益。”经过苦口婆心的劝说，朱峰父
母终于同意让儿子报名参军。如今，
朱峰已成为某部一名优秀士官。

为方便青年和家长咨询，顾忠强
将手机号码作为征兵热线电话向社会
公布，进入征兵季，一天最多接过 40多
个咨询电话，有时接电话接到手机发
烫。当身边同事向他百问不烦、耐心
解答的工作劲头竖大拇指时，他说：
“能把更多的优秀青年输送到部队，虽
然我自己可能会苦点累点，但心里是
甜的。”

浙江省嘉善县惠民街道武装部部长顾忠强——

抓武装工作愿下“笨功夫”
■时 庆

时间已过了 3年，但那次专武干部队伍建设工作研讨会上的一幕，让浙江省台州军分区领
导记忆犹新。那次会上，各方代表各抒己见，围绕当前专武干部队伍建设面临的现实问题，梳
理病症、分析原因、寻找对策。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3年间，台州军地紧盯问题破障前行，特别是省军区转隶军委国防动
员部后，聚焦主责主业出招施策，让专武干部队伍建设契合强军事业新需求。近日，本报记者
赴台州采访，探寻该市推进专武干部队伍建设的足迹。

“老的出不去，新的提不

了”——

打通进出渠道的拥堵点

“投身干武装，进步到了头”，这曾是台州市
专武干部的“自黑”。如今，这种声音已经远去，
取而代之是“投身干武装，进步有奔头”。

仙居县人武部部长陈虎坦言，前些年，受各
种因素影响，有的乡镇街道专武干部一岗定终
身，造成“老的出不去、新的提不了”的困局。因
进出渠道不畅通，带来队伍年龄结构老化、工作
积极性下降等诸多问题。

从“到了头”到“有奔头”，他们靠什么实现这
样的逆转？今年 1月，仙居县白塔镇武装部部长
吴禹委转岗到埠头镇任常务副镇长。他感慨地
说，能被调整到乡镇重要领导岗位，得感谢军分
区出台了规范性文件。据了解，这份文件明确了
对工作表现突出的专武部长进行培养性交流。

作为军分区先行试点单位，仙居县在两年
前开始探索，形成每年按照专武部长编制总数
的 10%左右，把优秀武装部长交流到重要岗位任
职的机制。仅今年，就有 3名专武干部转岗交流
到乡镇领导岗位。

出路的畅通引发连锁反应，专武干部岗位
一下热了起来。对此，他们把牢“入口关”，采

取转业安置、定向招录的方式，走出专武干部优
先从军转干部、人武学院毕业学员和退役大学
生士兵中招录补充的路子，并规定以上 3类人员
的补充比例一般不低于年度补充总计划数的
90%，从源头上提升队伍的整体素质。

同时，他们还在畅通“出口”上做文章，建立
常态转岗交流和提升使用工作机制，及时安排超
过 50周岁的武装部长、45周岁的副部长和干事
转岗；对在同一乡镇（街道）干满两届的武装部长
有重点地进行交流。温岭市城西街道武装部部
长曾伯良年满 50周岁，本想在这个岗位再干几
年退休，没想到这次却被转岗。走得出去、选得
进来，从而盘活了专武干部建设的一池春水。

“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

的地”——

砍掉名目繁多的兼职项

前年年底，玉环市人武部对基层武装部进
行综合考评，结果不尽人意：单位软硬件建设、
个人专业技能年年一个样，有的仅仅完成了民
兵整组和征兵两项工作。对此，武装部长们也
有一肚子委屈：“五加二、白加黑，一年到头屁股
没沾凳，我们才完成了这些工作。”

这话并不夸张。据统计，全市专武干部人
均兼职 2项以上，最多的达到 6项，普遍兼管民
政、政法、综治、信访、计生等工作，还有的兼管
消防、安全、重点工程和驻村包片等任务重、牵
涉精力多的工作。一些专武干部自嘲：可调解
婆媳关系、抓得住小偷坏蛋、挡得住台风洪水、
做得了妇女工作……由于兼职过多，主业成了
副业，无形中降低了武装工作的地位作用。

军分区会同市委组织部对全市专武干部队
伍建设情况进行调研时发现，专武干部普遍存

在兼职过多、过杂甚至倒兼的问题，有县（市、
区）还把专武干部当“狗皮膏药”，哪里需要哪里
贴，从而导致“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

近日，玉环市人武部会同县委组织部对所
属乡镇专武干部综合素质进行摸底考评，结果
显示，100%的专武干部称职，优秀率占 86%。事
隔一年多，曾自称为“万金油”的专武干部，何以
翻身考出满堂彩？

原来，针对基层专武干部兼职太多、履职不
力的问题，该市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结合上级
要求，对专武干部兼职作出明确规定，专武干部
兼职数量一般不超过 2项、最多不超过 3职，主
要安排兼任人防、优抚、双拥等与武装紧密相关
的工作，尤其不允许倒兼。

为防止武装部长与干事之间因兼职不同导
致多头指挥、力量分散、关系不畅的问题发生，
他们规定同一县（市、区）专武干部兼职工作领
域应相对统一；同一乡镇（街道）武装部专武干
部兼职工作内容应相对集中，变个人兼为基层
武装部单位兼，一个武装部根据需要兼管一两
项甚至更多的工作，使专武干部主要精力向武
装工作聚焦。

“端着谁的碗，就得服谁

管”——

校正考评选任的风向标

2016 年，所属某县的一名乡武装部部长退
休，岗位出现空缺。正当人武部拟联合县委组
织部对专武干部后备人选进行推荐考察时，人
武部接到县委办通知，请“武常委”到县里参加
常委会议，有一项议题就是研究专武部长的任
免问题。

这让人武部领导摸不着头脑，这名预提专

武干部人武部既没有提名，也没去参加考评，对
他的基本情况，人武部一概不知。会上，“武常
委”当即否决。

这件事在人武部领导心中如鲠在喉。一直
以来，专武干部任免事宜人武部“靠边站”的现
象不在少数。
“端着谁的碗，就得服谁管。”在有的地方领

导看来，专武干部端地方饭碗、属地方编制、拿
地方工资，选拔任用理所当然由地方说了算。
一些地方考核专武干部，把兼职工作成效的权
重看得高，把履行专武工作的权重放得低；以地
方为主考核多，军地联合考核少。

中央文件明文规定：专武干部的选拔配备
和管理使用，实行上级军事机关和同级地方党
委、政府双重领导。

为改变选拔任用专武干部军方“靠边站”的
问题，该市从制度源头打开突破口，经过军地联
合调研论证后，出台考评任用专武干部的规定，
明确考评专武干部的综合业绩，武装工作权重
不少于总分的 50%，既看兼职工作成效，也看武
装工作实绩；既听乡镇、街道党委领导的评价，
也听军事机关的意见，并将专武干部武装工作
业绩综合排名情况作为提拔使用、评定公务员
等次和表彰奖励的重要依据，连续两年综合排
名靠后的专武干部予以组织调整，切实校正考
评任用的风向标。

为真正破解“谁说了算”的矛盾，把专武干
部心思精力往想武装、干武装上引，他们建立专
武部长后备干部和专武干部任前核准两项制
度，要求人武部与地方组织部门搞好任前沟通
协调，明确凡是专武部长后备干部比例不足 30%
的要及时补入并报备，凡是提升使用专武部长
的必须首先是后备干部，凡是武装工作业绩连
续两年综合排名后 1/3的取消后备资格，没有军
分区和市委组织部任前核准的不得上会研究，
确保意见统一、选准配强。

为专武干部搭建爱武专武的宽广舞台
——浙江省台州市聚焦主责主业破解专武干部队伍建设难题的调查

■本报记者 罗正然 特约记者 李健南

专武干部是基层人民武装工作的具体

组织者和一线指挥员，是组织民兵预备役部

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骨干力量，在国防

后备力量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

新时代，国防动员提出新要求、发出新

召唤，要求专武干部以重任压肩的使命意

识、乘风破浪的进取精神投身新征程。但在

现实工作中，有些专武干部在思维理念、能

力素质等方面无法完全满足国动事业发展

的新要求。

专武干部身为地方编制的公务人员，担

负着军事机关赋予的职责，又要兼职分管党

委政府的其他工作，在时间和精力的分配上

不容易找到“黄金分割点”。与此同时，军地

协调不顺畅、武装工作摆位不高等问题，也

对专干队伍干事创业的激情带来一定影响。

但是，抛开这些客观原因，专武干部自

身要清醒地认识到，正因为武装工作的重要

性，才有专武干部这个岗位，如果专武干部

自己从思想根源上就“不专武”，那无异于

“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虽然有这

样那样的困难，但干事创业的热情不能减。

一位在沿海乡镇工作 20多年的女专武干

部，兼职分管民政、政法等工作，除了民兵训

练、征兵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外，每年协调

保障多军种部队来镇驻训演习事务也完成

得有条不紊。问她工作有什么诀窍，她说，

只要把“中心”放在“心中”，事情再多也排得

清主次，时间再紧也分得清先后。因而，专

武干部要认清自己的身份、记清肩上的担

子，切实把主要精力向武装工作聚焦、把主

体时间向武装工作投注。

身为专武干部，还应深刻认识到尚武是

专武的现实要求。新机遇带来新挑战，新

挑战需强新本领，这是摆在每名专武干部

面前的必答考卷。打赢能力是在一招一式

中练出来的，身为动员基石的专武干部，要

有自我涅槃的勇毅，驱除思想上的“拦路

虎”、闯出机制上的“深漩涡”、练硬素质上

的“软肋处”，用练就的钢筋铁骨和极大的

工作热情，投身武装工作，爱武精武，方无

愧“专武”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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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基层街道武装部战备库室有
多少器材，在门口显示屏上一刷屏，一
目了然；从器材箱中取出几件器材拿
到室外，随着几声“滴滴”声响，显示屏
又立即显示这些器材已呈出库状态。

9月下旬，多个县（市）人武部领导
到浙江省桐乡市梧桐街道参观基层精
准建设成果展示，对他们运用互联网
思维提升基层战备建设质效的创举赞
不绝口。面对兄弟单位的夸赞，桐乡
市人武部领导总要把街道武装部部长
沈利民推上前台，介绍他在基层武装
部的小天地拓荒深犁的故事。

与沈利民熟识的乡镇领导和同事总
是这样评价他：抓工作有自己的套路。

2014年 11月 19日至 21日，第一届
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桐乡市乌镇举办，

互联网催生的梦幻般的化学反应让沈
利民陷入沉思，基层武装工作该如何
搭乘时代列车，嵌入智慧化的芯片？
经过几番思索论证，按照“日常工作规
范化、基础设施配套化、装备器材箱装
化、管理教育智慧化”的目标要求，他
拟制完成了一份基层智慧国防建设的
预想方案。

人武部领导很快通过了这份方
案。2015年 5月，基层武装部智慧工程
建设启动。沈利民向单位领导请示汇
报、跟网络公司商议洽谈、与专业人员
联调联试，经过两个多月奋战，将原有
的“两室一库”进行升级改造；集指挥控
制、情报信息、教育管理为一体的应急
指挥中心落成；与市“智慧国防”系统互
联互通的“智慧库室”建立……当年 9

月，就引来200余名领导前来观摩。
沈利民发现基层在编建民兵时存

在功能单一化的问题，消防分队只注
重消防技能训练，安保警戒分队只注
重安保技能训练，遇到其他突发情况
就只能作壁上观。对此，他大胆突破
传统编兵模式，尝试“一队多装、一队
多能、一队多用”的编兵方式，在行政
村建立义务消防队、应急分队、巡逻
队、抢险救援队“四队合一”队伍。

对于沈利民抓建基层武装工作的
成果，很多专武干部心生羡慕，于是向
其请教“秘诀”。他笑着说，哪有什么
秘诀可言？自己只是把使命职责装在
心头，只要是有关推动基层武装工作
发展的事，都愿意去琢磨、愿意去求索
而已。

浙江省桐乡市梧桐街道武装部部长沈利民——

建智慧工程肯花巧心思
■余童芯

左图：浙江省军区组织全省民兵岗位练兵大比武，660余
名民兵和专武干部代表参加27个课目角逐，图为开幕式现

场。 刘 策摄

右上图：操作橡皮艇救援。 刘 策摄

右下图：要图标绘、识图用图考核。 宋芳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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