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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金鑫报道：“是你们给
我们送来了精神上的鼓励和物质上的
帮助，解决了我们生活上的困难，让我
们更加努力的学习，并考上了理想的大
学。”初冬时节，贵州省贵阳警备区收到
了一封来自国防科技大学大一新生田
园的感谢信，感谢警备区的倾情助力，
让他圆梦大学、穿上向往的绿军装。今
年，同田园一样，在警备区的帮扶下走
入心仪大学的还有 7名学生，他们都是
警备区开展“百名学子成才计划”的受
益者。

3年来，贵阳警备区印发《贵阳警
备区“双拥共建、助学兴教”工作实施
意见》，主动联合贵阳市教育局开展

“双拥共建、助学兴教”活动。警备区
机关、10个区（市、县）人武部分别与全
市 16所中小学结成共建对子，建立专
项“共建学校帮扶工作资金”，送国防
教育宣传、国防知识讲座、军事题材影

视、红色文化教学、基础军事训练、军
营生活体验进校园，让国防教育在学
生心中扎根。

他们还动员军人干部积极参与“百
名学子成才计划”，由警备区现役干部
一对一帮扶困难学生，为他们协调减免
学费、资助生活费，联系地方企业解决
贫困大学生的勤工俭学岗位和毕业就
业等问题，争取实现从幼儿园到大学、
从就学到就业的全覆盖帮扶。“帮扶不
仅仅是物质层面的帮扶，更要关注贫困
学生的德智体等方面发展。”贵阳警备

区司令员陈文介绍，他们以国防教育、
帮扶慰问、平安建设、助学服务、交流互
动等形式对学校进行支持和帮扶。今
年夏天，警备区帮扶的 8名困难学子均
取得了不错的成绩，高考总分在 620分
以上的有6人。

警备区在大力开展助学兴教，也
得到了共建学校的大力支持。近年
来共建学校为驻军部队官兵子女入
学提供了极大的支持与帮助，2018年
共解决了驻军部队 188名官兵子女入
学问题。

贵阳军地携手开展“双拥共建、助学兴教”活动

就学到就业帮扶全覆盖

本报讯 赵金石、牛德龙报道：“自
打军营超市开到了哨卡，我们再也不用
为购物发愁了。”11月 10日，新疆和田
军分区某边防团海拔 5170米的天文点
哨卡的军营超市里很是热闹，上等兵王
诗雨在挑选商品时还不忘为团党委关
心基层的举措点赞。

该边防团所属一线哨卡，分布在
平均海拔 4500米以上的喀喇昆仑山
脉，普遍远离城镇、自然条件恶劣、社
会依托能力差。官兵日常生产生活用
品，大多得从数百公里外的县城小镇
超市集中购买后运送上来，给官兵训

练生活带来许多不便。随着社会经济
的发展，官兵的物质文化需求也在日
益提高。为了提高高原官兵生活水
平，军分区和边防团两级党委立足边
防部队的长远发展需要，紧盯一线官
兵实际需求，广泛征求意见建议，积极
探索军民融合保障新模式，着力解决
困扰官兵的实际难题。

今年下半年，该团遴选市面 6家
超市进行招标，按照诚信度高、规模雄
厚、低于市场价的原则，最终选定了某
商家，商定了切合高原边防部队实际
的科学经营模式。依托边防公路的硬

化升级和哨卡 3G手机网络信号的全
覆盖等条件，于 8月上旬，该团相继完
成了神仙湾、天文点等 5000米以上哨
卡的军营超市建设。神仙湾哨卡军营
超市负责人下士王东告诉笔者：“超市
是非营利经营，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战
友们都办了超市购物卡，一扫一刷，钱
直接到达供货商的账户。”供货商结合
官兵提供的所需物品货单和超市出货
情况进行采购，每 10天上来送一次商
品，同时，还根据节日、节气等临时性因
素增添物品种类，尽可能满足官兵多
样化需求。

军营超市落户雪山哨卡，受到戍边官
兵的普遍青睐。经过3个月的试运营，如
今每个超市商品的种类已经达到百余种，
除一般超市可见的副食品、日用品外，还
特地增加了保暖内衣、鞋垫、热贴等贴近
官兵需求的常用品。该团政委胡晨刚表
示：“只要是事关官兵切身利益的就没有
小事，暖心惠兵的服务要不断升级。”

新疆和田军分区某边防团改善官兵高原守防生活

军营超市落户雪山哨卡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矿产资源丰
富，是我国保护性开采煤田之一。在其
方圆百里的区域内，活跃着一支橘红色
队伍——常年战斗在矿难救援一线，用
忠诚、担当履行使命，被当地群众誉为

“煤城铁军”“矿工生命守护神”。他们，
就是龙煤七台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民
兵矿山救护大队。

上世纪 50年代，为了支援国家经
济建设，七台河作为重要矿区开始煤矿
开采作业，但随之而来的瓦斯爆炸、矿
井塌方、透水等事故也时有发生。为了
维护矿工生命安全，1960年 3月，七台
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组建了民兵矿山
救护大队，常年担负七台河区域各类矿

山应急救援和日常安全技术工作，在百
里矿区筑起了一道“生命保护线”。

民兵矿山救护大队副大队长李兆
光，对七台河“8?23”煤矿透水事故至今
记忆犹新。2011年8月23日12时许，勃
利县恒太煤矿发生透水事故，26名矿工
被困井下。民兵矿山救护大队接到上级
命令后，火速赶赴救援一线。小队长宋
洪涛带领6名队员下井查看。由于能见
度低，他在救援过程中被一颗3寸长的
钉子扎透胶靴穿透了脚掌，但仍强忍剧
痛咬紧牙关继续投入救援。当完成任务
返回井上时，鞋已经被血水浸透，两名队
友合力才把钉子拔出来。经过连续7天
7夜的奋战，救护大队成功救出22名矿
工，创造中国矿难救援史上的奇迹。“在
160个小时的生死大营救中，民兵队员
面对挑战无所畏惧，冲在一线勇担重
任。”李兆光说。

民兵每次执行任务都要与水、火、
瓦斯、煤尘等灾害作殊死搏斗，有的还
为此献出宝贵的生命。2008年11月30
日，新兴区昌隆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
故，民兵陈龙请缨参加救援行动。在运
送风筒时突遇巷道大面积崩塌，陈龙被
巨石砸中，不幸壮烈牺牲，年仅 35岁。
大队组建以来，共处理事故1146起，抢
救1769人，挽回经济损失数亿元，先后
被表彰为“全国民兵工作先进单位”“全
国煤矿矿山救护技术比武优秀奖”“模
范标准化党支部”等。

“闻警即到、速战能胜。”走进救护
大队营房，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8个大
字。桃山区人武部政委胡华松告诉记
者，这是救护大队的队魂。“苦练、精练、
常练，才是保持旺盛战斗力的唯一途
径。”李兆光说，矿山救护是高危工作，
要想圆满完成任务，必须要有良好的身
体心理素质和过硬的专业技术。

为此，他们通过全面、系统的高强度
训练，把所学知识转化为实战能力。除了
进行日常的体能、闻警集合、仪器操作、综
合业务等训练，还要每周一次理论测试，
每月一次达标考核，每季度一次业务技术
比武，每阶段一次模拟实战综合性演练。
经年累月，民兵们练就一身过硬本领，屡
次夺得骄人战绩，在全省矿山救护系统大
比武中，两次夺得冠军；在全国矿山救护
系统甲级队竞赛中，一举夺得第一名，连
续13年被评为“国家甲级队”。

百
里
矿
区
的
﹃
生
命
守
护
神
﹄

—
—

记
黑
龙
江
省
龙
煤
七
台
河
矿
业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民
兵
矿
山
救
护
大
队

■
本
报
记
者

乔
振
友

特
约
记
者

杨
银
满

通
讯
员

陈
子
峰

走 进 英 模 民 兵 连 队

11月8日，江苏省东海县人武部工
作人员来到前不久全城寻找的“1.2秒
火车轮下救人的英雄”孙啸家中探望，
带去人武部的问候。

10月28日16时20分左右，一辆从
徐州驶来的K8373次列车停靠在站台，
这趟列车在东海站仅停靠 3分钟。今
年 65岁的孟召举和儿子、女儿带着孙
子、外孙女，一家五口人急匆匆地从11
号车厢下来，因车站人多拥挤，逐渐拉
开了距离。4岁的孙子泽泽好奇地跑
到10号车厢边，踮起脚尖往窗里看，没
想到失足掉下站台。

“站台和火车之间有个缝隙，孩子
正巧掉在里面。”站台接车客运值班员
李清军回忆当天情景时说，“我当时正
在和列车长交接工作，直到听到呼救
声，才知道出事了。”铁轨离站台地面有
1.7米高，泽泽一边哭一边举起手向上
跳，一旁的奶奶和姑姑想伸手拉出泽
泽，可根本使不上劲。

现场的混乱引起了一个小伙子的注
意。从火车站监控视频上可以清楚地看
到，这时，一个刚好走到11号车厢前的小
伙子，扔下随身携带的电脑包，转身跑向站
台边。他趴下身子，将上半身探进缝隙，用
双手架在孩子的两个腋窝下，迅速提起到
站台上，整个救援过程仅用时1.2秒！

这时，听到呼救声的孩子爸爸才跑
回站台，一家人抱着孩子，迟迟没从惊
吓中缓过神来。见孩子没什么大碍，救
人的小伙子捡起地上的电脑包，悄然离
开了火车站。

“当时实在是太危险了，多亏那个
小伙子出手相救，侄儿才能平安无恙。”
泽泽的姑姑傅娜说，“我们一家人都非
常想找到这位救人的小伙子，当面说一
声谢谢。”于是，他们联系东海火车站调
看监控视频，又多方联系熟人帮忙打
听，终于找到救命恩人。原来小伙子名
叫孙啸，是北京某部的一名现役军人。
10月 26日，他从北京坐火车到徐州参
加成人高考。10月28日考完最后一门
课后，又从徐州坐车去东海，回家看望

了久未见面的父母后就返回北京了。
“谢谢好心人啊！这份恩情，我们

一家一辈子都不会忘！”11月5日中午，
泽泽一家人终于见到孙啸的母亲时影，
孟召举握着时影的手说。得知救自己
的叔叔是一名军人时，泽泽向时影敬了
一个不标准的军礼，大声说：“谢谢解放
军叔叔！长大后我也要当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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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吴跃飞报道：“今天我要讲
的是女英雄冷云的故事，她是一位抗联
战士……”11月6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
第五小学五年级二班组织的“英雄故事
会”班会正在进行。把英雄精神贯穿思
想教育中已成为该校教学特色之一，革
命英雄受到学生的追捧。

1989年，在向阳区人武部的帮助下
该校成立少年军校，“学英雄精神，做英
雄传人”成为该校国防教育的“名片”。
时光荏苒，这张“名片”越擦越亮，近 30
年间，他们走出了一条国防教育与教学
工作融合发展的路子。每年清明节、国
家公祭日，学校都会组织师生到烈士陵
园、纪念馆缅怀英烈；协调与驻军部队
建立共建关系，定期开展“军营一日”活
动，让学生走进军营，在互动体验中增
强崇军尚武情怀；在教学工作中，任课
老师把国防教育课程与学业课程进行
整合，采用比讲英雄故事、学唱军歌、锻
炼体能等多种形式，从身到心全方位培
塑学生的国防观念和军事素质。此外，
学校把国防教育作为学生评优的一项
标准，增强学生参与国防教育的积极性，
在不同年级建立“学英雄小组”开展争先
创优活动，鼓励学生以英雄为榜样，为班
集体争光。

走在校园中，英雄故事展板、学军标
语随处可见。学校以“我心目中最美的
人”为题组织的全校作文竞赛，有八成学
生不约而同地写了革命英雄，不少同学
还表示长大后要从军入伍报效国家。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第五小学
把国防教育与学业教育相结合

革命英雄受学生追捧

11月7日，第78集团军某旅邀请驻地永久村的50余名师生走进军营参
观，给孩子们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国防教育课。永久村党支部书记杜长宝感
慨道：“今天的活动不仅拉近了部队与地方的距离，也激发了孩子们建设家园
的责任和担当意识，军民携手共建的底气也更足了！” 赵立坤摄

11月上旬，西部战区空军运输搜救航空兵某团，严密组织预备役人员返岗
复训，锤炼预备役人员遂行新型作战任务能力。复训人员不忘初心本色，响应
国家动员号召，在战鹰下重聚，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若有战、召必回”的铮铮
誓言。图为机务官兵为返岗复训预备役人员讲解战鹰维护保障工作。

刘彦令摄

本报讯 王赞、记者左庆莹报道：
11月8日至9日，重庆市组织开展2018
年度民兵应急力量军地联考联评。除
了 1500余名民兵鏖战演训场以外,100
余名地方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身着迷彩,
走进各区县军地联合指挥部,联袂演绎
战时动员“活剧”。

“地方领导干部齐聚一堂下命令、
作决策，全程参与演练，十分难得！”在
省军区系统工作近20年的沙坪坝区人
武部政委刘星感慨道。他告诉记者，以
往军地筹划动员演练，地方领导大都是
拿着人武部提供的演练脚本照本宣科，
并未真正进入角色。

重庆警备区领导介绍：“既然是军
地联考联评，地方领导干部要真正参与
进来，强化在国防动员领域的职责担
当。”本次考评按照任务需求什么就考
什么的原则，设置包括水上救援、城市
排涝等 12个应急应战的重要课目，旨
在促进国防动员机制与政府应急管理
机制有机衔接，将军地各级各部门的职
责全部纳入考评范围。

记者翻阅《联考联评考评细则》

发现，在作业推演阶段，军地各个席
位发言是否严谨准确、情况判断是否
具体、精神状态是否良好等都列入评
分要点。特别是在各个课目的队伍
集结、物资保障等方面，7个军地联合
考评组坚持用 100余条考核规则这把

“铁尺子”量长短，考核范围细化分解

到发改、交通、卫生、公安等 20多个国
动委成员单位，通过随机确定考官、
从严“找茬”，将军地各个部门的履职
情况都拿出来“晒一晒”。

“森林抢险救援可临时征用辖区
的无人机力量……”演练中，沙坪坝
区区委书记江涛就消防灭火工作作

出部署。之所以临机反应迅速，离不
开地方领导干部对演练的重视。近 1
个月以来，该区 20余名处级以上干部
先后 5次来到人武部,共同研究商定
动员筹划演练方案，慰问参加考前集
训的民兵应急分队队员，对动员演练
中 30余处不合实情的内容作了修改,
并反复实操推演。

训练多一次，胜算加一分。考评
期间，未参演区县的地方领导干部随
队全程观摩，巫溪县副县长牟强说：

“以前对自己身上应有的国防担当认
识不足，这次深入‘角色’后，才知道
有如此丰富的国防建设内容需要学
习‘补差’。”渝北区常务副区长廖红
军告诉记者，这次演练让他认识到区
人武部的建设直接关系到基层武装
工作的开展，考评结束，他第一时间
来到区人武部，就联合指挥不畅、战
备物资筹备不力等制约战斗力生成
的重难点问题展开研讨。

上图：大渡口区军地领导在联合指
挥所现场指挥。

杨青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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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领导走进“中军帐”强化国防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