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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任用
一批优秀退役军人充实专武干部队
伍，一批素质过硬的专武干部得到推
荐使用。这是该区积极探索专武干
部选拔培养新路带来的成果。

2016年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
溧水区 8个乡镇（街道）武装部部
长岗位，缺位 2人，在位 6名部长年
龄接近或达到 55岁的有 5人，其中
3人任职已满 30年。3年来，全区
仅有 1名武装部部长平职交流到
镇纪委副书记岗位。

此外，专武干部队伍不仅年龄
偏大，且普遍兼职 3项以上，大多分
管城管、行政执法、环卫保洁等工
作。有的专武干部坦言，兼职工作
太多，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抓武装工
作的精力。

摸到病根所在，溧水区对症下
药。他们从优化专武干部队伍结构
着手，结合街镇换届选举，对一些年
龄较大、业务能力不强、军事素质不
高的武装部部长进行调整。同时，从
全区范围内遴选50名具备相应职级
和标准条件的军转干部、退役士兵、
专武干部，建立专武干部后备库，并
组织军事素质考核，考核不合格者不
列入提升对象。

调整后的专武干部队伍面貌焕
然一新：武装部部长平均年龄 41.4
岁，全部为部队转业干部或专武干
部。此举既使专武干部队伍形成
合理梯次结构，也保持了工作的连
续性。

区人武部举行新任武装部部长
任职仪式，7名武装部部长胸戴红
花，依次上台接过任命状。和凤镇武
装部部长王安权激动地说：“接过任
命状时，一股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油然而生，我决心在专武干部岗位扎
实工作，为基层武装建设贡献力量。”

针对专武干部兼职过多，忽视
武装工作“老本行”的问题，溧水区
从制度和机制上严控。按照以专为
主、有利工作、兼做其他的要求，区
委组织部与人武部联合发文，规范
专武干部兼职工作。记者翻阅文件
看到，文件中规定专武干部原则上
兼职与民政、双拥、优抚等与本职相
关的工作；专武干部任村、社区党支
部书记，须按规定报区委组织部和
区人武部批准，严格控制“倒兼职”，
确保武装工作始终有专人负责。

同时，溧水区对于专武干部交
流使用作出明确规定：每年至少安
排 1名专武干部与各部委办局或乡
镇街道交流，逐年优化队伍结构。
规定还提到，本人受到国家级表彰
或连续两年考核优秀受到省级表彰

的，或所在武装部受到国家表彰或
连续2年受到省级表彰的，武装部部
长列为提升对象；因编制、年龄等因
素，难以提升的可交流到部委办局
或中心街道；选配部分军转干部到
专武干部岗位，提升全区专武干部
队伍建设水平。

一子落，满盘活。溧水区积极探
索专武干部选拔任用新路子，推进基
层武装工作良性发展。2年来，溧水
区先后有 5个乡镇（街道）武装部和
10名专武干部受到江苏省军区、南
京警备区表彰，1名武装部部长被评
为南京市首届“十佳专武干部”。

一
子
落
，
满
盘
活

—
—

南
京
市
溧
水
区
加
强
专
武
干
部
队
伍
建
设
的
一
段
经
历

■
殷
永
达

本
报
特
约
记
者

仓

晓

本报讯 陈世东、特约记者赵雷报
道：“儿子，今天咱家搬进了县人武部帮
忙装修的新家啦！”10月17日上午，在喜
庆的鞭炮声中，辽宁省昌图县四合镇纪
家村村民单振利一家欢天喜地搬进了修
缮一新的房子，他第一时间拨通电话，给
在新疆军区某部服役的儿子单冲报喜。

今年 5月，单振利家中发生火灾，
刚建好没多久的新砖房被烧得面目全
非，一家人只得挤在帐篷里生活。建房
欠债还没有还清，火灾后的修缮费用更
是让原本就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由
于不想让在部队服役的儿子担心，单振
利将此事瞒了下来。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昌图县人武部
党委高度重视。他们感到，关爱士兵，
就是关心部队战斗力。只有做好现役
军人家庭应急救助工作，才能确保现役
军人在部队安心服役、为国尽忠。人武

部将单冲家的情况上报军分区，协调2
万元房屋火灾维修款，解了单冲家的燃
眉之急。人武部还把单冲家列入精准
扶贫重点扶持对象，帮助他们加入镇蔬
菜合作社。

经过2个多月的施工，单振利家的
房子焕然一新。搬家这天，人武部领导
专程赶来庆祝单家乔迁新居。看到这
一幕，村民纷纷感叹：“军人在前方保家
卫国，军属有难就有人管。明年我们也
送孩子去参军！”

昌图县人武部政委王金江告诉记
者，他们还协调当地政府设立军人军属
应急救助办公室，与现役军人所在部队
建立沟通联络机制，及时了解和通报军
人军属家庭状况和应急救助进展情况，
军地携手在医疗保障、就业帮扶、法律
援助等方面提供帮助，使军人军属实实
在在感受到组织关爱。

人武部倾力为遭灾战士家庭解难

军属有难有人管

日前，某地一场文艺演出发生
这样一段小插曲：扮演军人的演员
因着装不当，被在场部队官兵指出，
当场改正。官兵维护军人形象的意
识和演员有错就改的态度都值得点
赞。但事后反思，类似这样着装不
当的问题并非个例，由此可以看出
社会上一些人对军服的认识和理解
还不够。

几年前，北京朝阳区某小区保安
换装，穿上了与我军 07式作训服几乎
一模一样的“保安服”，甚至还佩戴了

“军衔”。相关照片被曝光后，有关部
门迅速介入，依法依规进行了查处。
有网友评论：便服可以混搭，但是军装
绝不可乱穿。

军装是军人的“皮肤”，代表着军
人的荣誉和尊严。对军装的态度，反
映了国家和人民对军人的态度。《军服
管理条例》规定，影视制作和文艺演出
单位的演艺人员因扮演军人角色需要
穿着军服的，应当遵守军队关于军服
穿着的规定，不得损害军队和军人形
象。非拍摄、演出时不得穿着军服。
禁止生产、销售、购买和使用仿照军服
样式、颜色制作的足以使公众视为军
服的仿制品。

近年来，军地合力严处违规穿着
军服行为，减少了种种乱象。虽然制
式的军服不乱穿了，但一些让人啼笑
皆非的“变种”没有绝迹。

笔者曾在某火车站见到：安保人

员穿着与美军荒漠迷彩类似的服装，
衣服上不仅有大大的白头鹰标志，并
且赫然绣着“USA”。前不久，某影视
公司职员穿侵华日军军装在街道上进
行营销活动，当地公安机关迅速对涉
事公司和人员进行了处罚。

此外，在一些演出活动、电视节目
甚至学生军训中，也不乏穿错军装的
情况。有的明明是在扮演中国军人，
身上穿的却是外国军装；有的把军装
元素随意设计改动，整出些“四不像”，
说它是军装它确实不是，说它不是军
装却又带着几分模样；还有的玩穿越，
把今天的军装元素弄到过去的军装上
面，穿帮错误层出不穷。

诸如此类的问题，一些是明知故

犯打法律法规的擦边球，还有一些则
是缺乏对军装的基本认识和了解。我
军换着07式军服后，有网络调查显示，
能准确识别出 07式军服的不足 20%。
几年过去了，情况有所好转，但仍有一
些人对军装缺乏起码的常识性认知和
情感认同。

群众对军人和军装的认知认同，
既来自子弟兵的良好形象感召，也来
自国防教育的点滴熏陶。不关注国
防、不认同军人、不热爱军队的人，很
难真正认识军装进而发自内心地尊重
军装。法律法规可以遏制违法着装行
为，但距离增进人们对军人和军装的
感情还有差距，国防教育依然任重而
道远。

军装怎么穿，不可当儿戏
■荞 皮 李彦锋

40年前，我是省府路小学的一名学生；40年后的
今天，我成长为这所小学分管国防教育的副校长。担
任教育工作者的 28年里，我见证了许许多多的变化，
其中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学生国防教育手段更加
多样、形式更加多彩。

1978年，我来到省府路小学读书。那时学校还没
有成立少年军校，也没有专门的国防教育课，大多都是
利用学雷锋纪念日开展活动，从书本上了解张思德、黄
继光、邱少云等革命先辈的英雄故事。受条件所限，那
个时代，我们接受的国防教育内容较为单一。

与同学们相比，我是幸运的。我父亲是一名退伍
老兵，他本来要考军校的，但在参加部队工程施工时
不幸受伤，不得不遗憾退伍。我小时候总喜欢坐在
父亲膝头，听他讲部队的故事，讲他和战友如何团结
合作为国家修建伟大工程。只要有时间，爸爸就会
约上战友一起回老部队看看，有时也会带上我，一起
去感受部队的生活。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从小萌生
了对军人的敬意，很想自己能有朝一日接受系统的
军事训练。

1989年，省府路小学创办少年军校，将《铁骑照前
程》这一课程作为学校校本课程建设项目之一，引入学
生课堂。听学校的老教师说，刚开办少年军校的时候，
没场地、缺教材、少教员，老师们只能到处搜集资料，摸
索着编写国防教育教材，跟着电视学习教学，带领学生
在坑坑洼洼的操场上练习简单的队列动作。后来，学
校辗转联系上驻扎在贵阳的空军某雷达站，将学生送
到雷达站接受训练。但那个年代，训练和住宿条件十
分简陋，连学生所需的床位都不够。

1990年，我毕业分配到
贵阳市渔安小学，成为一名教
师。在教书的过程中，我尽可
能地将我了解的英雄事迹分
享给孩子。那时，公共交通并
不发达，我经常带着学生步行
到老红军家里，请老红军拿出
军功章，给学生讲他当年战斗
的故事。

2009年，我调入省府路小
学工作。在我调到这个学校

之前，学校就曾于 1999年、2003年两次参加全国少年
军校检阅式暨生存技能比赛，并分获最高奖项和各项
技能比赛等 40余项荣誉。2003年被解放军原总政治
部、团中央授予“全国少年军校示范学校”称号，也是迄
今为止贵州省唯一一所小学少年军校。

经过 29年的发展，如今省府路小学每个年级有不
同的国防教育课程，实现了从最初的听别人说故事，到
让孩子们走进军营亲身参与的转变。每年6月末，学校
都会组织四年级学生开展为期 11天的全封闭训练。
每名学员完全独立生活，接受队列、擒敌拳、应急棍术、
战地救护等10多项军事课目训练。

有一年，一名学生在训练中不小心被下水井盖划
伤，我们将学生送到医院包扎后，询问孩子要不要通
知父母接他回家，这名小学员用坚定的语气回答我
说：“我不要回家。我是省府小兵，我就是来吃苦
的。郭校长，你说过，我们就是来让自己不娇气的，
我要坚持。”

我分管学校国防教育工作后，每年在少年军校学
员中评出 10名省府小兵。我的儿子严宇龙在读四年
级时被评为省府小兵，当时他比得到三好学生奖状都
要高兴。现在儿子读大学了，假期去旅游时，每到一个
城市，他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当地的军事博物馆。我
想，这和他从小接受的国防教育密不可分。

从我自己就读省府小学，到我参加工作的这几十
年间，我见证了学生国防教育形式日趋多样的变
化。特别是近几年来，学校和贵阳警备区等驻军部
队结成共建单位，每年的国家公祭日、国防教育日、
军营开放日，我们组织学生走进军营、走进红色教育

基地、走进军史馆，培养他们热爱国防、关心国防的
意识。我相信，这种亲身参与其中的国防教育是一
种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必定会对学生未来成长成才
打下深深烙印。

从书本到身边，国防教育走近小小少年

讲述人：郭蓓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省府路小学副校长，1971年6月生。
整理人：盘月旺、王金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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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武警兵团总队官兵走进驻地四十四团十二连小学开展“国防教育
进校园”活动。图为官兵与小学生一道载歌载舞，共同娱乐。 杨 飞摄

辽宁省

昌图县

10月 18日，黑龙江省密山市兴凯
镇东发村召开颁奖大会，镇领导为村
民 许 向 军 一 家 颁 发 首 届“ 百 姓 拥 军
奖”。提起这个奖，村民都说：“亲人解
放军帮我们走上致富路，我们也要支
持部队建设。”

以前，东发村是当地出名的贫困
村，村委会没有办公场所，部分村民还
用不上自来水。2015年起，鸡西军分区
及密山市、恒山区人武部联合帮建该
村，不仅协调资金为村里修建了集“青
年民兵之家”和信息站于一体的多功能
办公场所和村民文化娱乐中心，还翻修
2公里水泥路，铺设 6公里自来水管
道。同时，他们发动民兵发展奶牛养殖
业，指派农业院校毕业的大学生军官、
恒山区人武部保障科科长齐韦驻村指
导。经过 3年多帮建，东发村旧貌换新
颜，全村整体脱贫，还涌现出 20多名致
富带头人。

富起来的东发村村民不忘亲人解放
军。今年初，村委会应全体村民要求，设
立“百姓拥军奖”。村党支部书记徐世友
告诉记者，“百姓拥军奖”设立专门的开
放式账户，奖金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由
村委会自筹，另一部分来自热心拥军事
业的村民捐款。该奖项每年评选一次，
由镇领导、村干部和村民代表组成评委
会和监委会，负责奖项评选与监督。评
奖时，将候选人名单及拥军事迹、奖金拟
使用情况通过村广播、公示栏等方式公
开。奖品为奖牌和不超过1万元的农机
具、种子、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

边防某连驻守在兴凯湖畔，交通不
便，只有一条10多公里长的土路通向外
界。村民许向军了解情况后，和儿子、
女婿开着自家的 2台运输车，无偿运送
沙石为连队铺设道路。经村民投票评
选，许向军一家获得东发村首届“百姓
拥军奖”。

脱贫村的拥军热
■张忠国 本报记者 乔振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