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放军报社主办 第3792期
ZHONGGUO GUOFANGBAO

关注国家安全 助推国防建设

2018年11月

29日
星 期 四

戊戌年十月廿二
代号1-188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ＣＮ 81-0002/(J)

网址：http://www.81.cn

中国国防报微信公众号

■本版责任编辑 张和芸

当杜军与他的藏族“亲友团”坐在
一起时，如果不是一身戎装，很难将他
从人群中分辨出来：一样的红黑脸庞、
一样壮实的体格、一样憨厚热情的笑
容，还有一口流利的藏语。从列兵到
上校，在玉树 28年的军旅生涯，让这
个地道的陇东汉子融入了雪域藏乡，
浑身散发出康巴汉子的气质，更成为
藏族同胞信赖的亲人。

隆冬时节，唐古拉山北麓大雪漫
天。在杂多县政府，曾与杜军同在巴
塘草原上的玉树骑兵连服役的江巴向
记者讲述杜军与他的藏族“亲友团”的
故事。

杜军第一次认亲就认了十多个奶
奶。一年冬天，时任排长的杜军和战
友在巴塘草原放马时，突遇暴雪，一行
人跑到附近的铁力角村避雪。村口一
个简陋的小院里，十多个衣着破旧、满
头白发的藏族老阿妈正依偎在一起取
暖。见来了客人，老阿妈们颤巍巍地
忙着给大家煮奶茶。聊天中，杜军得
知这里是敬老院，老阿妈们都是孤寡
老人，由于地处偏远，平时难得有人
来。一次结缘，二十年情缘。从此，杜
军在巴塘草原多了一份牵挂。一有空
闲，他就去和老阿妈们聊聊天、帮助干
点活。很快，他成了老阿妈们放不下
的“查沃（藏语：宝贝孙子）”。无论在
连队还是军分区机关任职，杜军都从
来没有中断过和她们的联系。玉树骑
兵连也形成了一个传统：老兵退伍离
队前必到敬老院跟老人们道别，新兵
下连后必到敬老院“认亲”。久而久
之，这成为当地的一段佳话。

2010年，杜军被任命为杂多县人
武部部长，他的“亲友团”也从巴塘草
原扩展到了杂多县。

加索下滩社区的琼阿卓玛已经
82岁了，记性大不如从前。但每当有
人问她还有何亲人时，老人总是一脸
幸福地说：“杜军。”琼阿卓玛早些年的
经历很不幸，丈夫和儿子相继去世，没
有任何经济来源的她还要抚养两个未
成年的孙女，生活异常艰难。8年前，
杜军跟她结成帮扶对子，从此，这个脸
黑黑的高个子军官经常出现在她家
中，跑前跑后帮着修葺房屋、操持家
务。入冬前，他拉来煤砖整齐地摆放
在院里；过年前，他筹备好一家人一年
的米面油茶等生活用品……

“他对藏族孩子，就像自己的娃娃
一样亲！”萨呼腾镇瓦力滩孤儿学校校
长琼英然周告诉记者，杜军第一次来
到这所孤儿学校后，便组织人武部与
学校结成共建单位，发动干部职工开
展“一帮一”捐资助学活动，并多方协
调经费资源帮助学校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如今，瓦力滩孤儿学校已经是一
所拥有 6个年级的全日制寄宿小学，
孩子们也都记住了杜军那张经常出现
的黑黑笑脸。

那张笑脸也有严肃甚至吓人的时
候。人武部职工陈学彪告诉记者，部
长抓训练是出了名的严格，跟过他的
民兵都怕他，整组逐人查、逐人过、上
门到户抓落实；点验严格按照条令执
行，一根牙刷、一双作训鞋也不放过；
训练严格按照连队标准，说一不二。

有人不理解，提出杂多条件艰苦，
平均海拔 4300米，一年不是冬季就

“大约在冬季”，在这么艰苦的地方，躺

着就是奉献，民兵训练抓那么严干什
么？杜军却说：“民兵也是兵，既然是
兵，就要有兵的样子。”在他的严格训
练下，杂多民兵成了党和政府抓在手
里的过硬武装。2016年 10月 17日 15
时，杂多县发生 6.2级地震，杜军第一
时间带领 56名民兵挺进受灾地阿多
乡抗震救灾，连续奋战两昼夜，搭建帐
篷 34顶，排查危房 73间，转移受灾群
众262人。

杂多有“虫草第一县”的美誉，采
挖虫草是当地群众创收的重要渠道。
由于经济效益高，也引来一些偷挖偷
盗者，不时还有哄抢冲突发生。杜军
任人武部部长后，一到虫草采挖季，便
协调组织指挥地方干部、公安干警和
民兵联合维护生产秩序。几年来，这
里没有发生过一起纠纷。同时，针对
杂多县位于澜沧江源头，是三江源生
态保护核心区的实际，杜军还提议组
建生态民兵巡护队，定期走村入户宣
传、巡护保护地区、打击盗猎行为，发
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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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5日清晨，姐告国门，霓虹未
散。民兵李昊早已整理好北斗导航仪、
水壶、地图等装具，集合哨音一响，他便
和边防官兵一道再次踏上巡逻路。

“查看界桩完整度、排查可疑车辆、
处理人畜临界越界……”一天巡线下来，
李昊脚底磨出了血泡、手臂被树刺划出
红痕，但他满脸自豪地告诉记者，配合边
防官兵巡线执勤，让他真切感受到作为
民兵的光荣和责任。

去年以来，云南省军区通过组织干
部职工、民兵与军兵种部队联勤联训联
演，着力破除“后备无战”等积弊顽症，拧
紧了备战打仗的思想发条。

任务一线筑牢备战底线

“抓训练谋打仗职能回归，把我也解
脱出来了!”这几天，红河州河口县专武
干部刘天文拿着今年退役回乡人员名
单，一个个上门了解情况，为明年整组训
练摸底。

“在往年，这是不可能的事！”刘天文
告诉记者，以往年底是他最忙的时候，因
为分工多，要参与农业、乡村建设等 10
多项工作，而且不少是“一票否决”，他只
能“抓大放小”。跟武装工作相关的，每
年他只抓整组和征兵，其他的不是不想
管，实在是顾不上、管不了。今年民兵调
整改革中，省军区出台专职武装干事考
核任命办法，帮他卸下了过多的兼职，让

“专武”名至实归。
从“天天忙得像打仗”到“天天忙着

想打仗”，两字之差，却是两种截然不同
的状态。“一个专武干部拥有十多个头
衔，并不鲜见。这些头衔并非说明专武
干部‘万能’，折射出的是武装工作‘说起
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尴
尬。”云南省军区领导告诉记者，需要校
正方向、树立鲜明练兵备战导向的不仅
是专武干部，“后备无战、后备无用”等错
误思想在现役干部和民兵预备役人员中
也不同程度的存在。

临沧军分区战备建设处参谋王豪告
诉记者，省军区调整改革，所属边防团转
隶移交后，不少官兵觉得军分区脱离了
指挥链、不在第一梯队，出现卸担子、过
日子的想法；还有人认为军分区使命已
从管边控边变为支援保障，目前装备、人
员有限，平时救个灾、抢个险就行了，打
仗既轮不到也用不上……

省军区转型重塑、主业开局提速的
关键期，纠治和平积弊、铲除思想顽疾迫
在眉睫。为此，他们组织邻边军分区民
兵轮流赴边境一线参与边防执勤管控；
与军兵种部队常态化开展联勤联训联
演，通过边防联管、课目联训、任务联演
等摔打锤炼，使广大官兵民兵丢掉守摊
思想，强化战备观念。

任鹏飞去年从空军某部平职交流到
人武部任政委，刚到人武部时，工作劲头
有所弱化。前不久，人武部受命动员民

兵参加某联合演习，面对生疏的动员流
程和保障课题，他不由感慨：“不管是军
兵种人、边防人还是国动人，都必须时刻
牢记备战打仗。”

联训联演补齐打仗短板

“准备20台拖车、储备200吨汽（柴）
油、协调3支医疗分队……”9月11日，随
着最后一辆军车驶离石林县，该县 6支
共400人的应急民兵专业分队承担南部
战区某旅演习支援保障任务顺利完成。

任务结束了，可人武部官兵却没有
忙着点验入库，副部长冯家庭拿着一张
《支援保障服务鉴定表》找到旅领导和部
分官兵，请他们挑刺打分，对任务部队反
馈的拖车协调较慢、修理分队技术有待
提高等问题，冯家庭都认真记录下来。

“服务质量怎样，让任务部队把关；
保障效果如何，请一线官兵认定。”省军
区战备建设局局长刘继志告诉记者，以
联勤联训联演为抓手，他们组织所属部
队全面查找备战打仗方面存在的短板弱
项，主动邀请任务部队领导、官兵评价鉴
定服务保障质量，为革弊纠治立起目标
靶子。

为此，他们还专门制作《联勤联训联
演现实表现记录卡》《支援保障服务鉴定
表》，抽组纪委骨干、基层官兵跟班考评，
全程记录所属单位、个人在执勤演练中
的具体表现；细化组织指挥、动员速度、
需求解决等12个方面的具体标准，避免
评价鉴定流于形式。

“参勤民兵边防政策法规不够熟悉，
药品供应站、特种车辆维修厂等资源动
员不力……”对于军兵种部队反映较为
普遍的问题，他们建立情况定期通报制

度，每季度下发全区联勤联训联演综合
报告，总结经验教训、通报共性问题，专
题召开6次党委议训议战会，挖根起底，
研究解决措施。

瞄准问题精准整改纠治

“这些政策法规非常实用，大家都
觉得很解渴！”11月 2日，民兵张德成完
成边防参勤任务返回后，立即赶往人武
部参加省军区组织的边防法规政策视
频辅导。

年初以来，该省军区先后邀请陆军
边海防学院昆明校区 6名专家教授，在
全区组织9场边防法规、动员理论、联合
作战等授课辅导，并先后组织 4个批次
师团职干部脱产集训。

台上找短板，台下抓纠治。省军区
司令员杨春光告诉记者，为有效解决联
勤联训联演中暴露的问题短板，他们建
立备战打仗工作台账，要求各局办分头
认领，拿出具体管用的纠治整改措施，并
明确责任人和整改时限。

昆明某科技公司具有数十种军地通
用通信装备国家发明专利。针对任务部
队反映新质支前资源动员不力的问题，
今年 6月，省军区动员局与这家公司和
另外27家高新技术企业签订征召协议，
全面升级通信、导航、特种装备维修等支
前实力。

瞄准问题靶心，去年以来，他们先后
修订 7类 26个支援保障方案，启用全省
国防动员潜力调查信息系统，依托大数
据技术在曲靖市开展全省国防动员交通
战备数据平台建设试点，并对工作台账
落实情况进行定期督查，真正实现了“打
一仗，进一步”的目标。

云南省军区以组织与军兵种部队联勤联训联演为抓手

真“联”实训，剜除“后备无战”和平顽疾
■本报记者 柯 穴 通讯员 陈学渊

杜军（右一）和人武部资助的藏族小学生在一起。 谭 健摄

“我们等着你回家，加油！”
“杜叔叔，您是最棒的，祝您早日康

复。”
“杜富国，你要快点好起来哟。回

到遵义，我请你吃羊肉粉。”
……
11月 28日上午，扫雷英雄杜富国

的病房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贵州省
遵义市委市政府和遵义军分区牵头组

成的慰问团，带着家乡人民的牵挂探望
慰问杜富国。慰问团成员罗雁翎带来
家乡人民录制的暖心祝福，杜富国侧耳
细听，当听到熟悉的家乡话时，脸上露
出了笑容（上图）。

“平时工作很优秀，关键时刻很勇
敢，负伤以后很坚强。家乡人民为你骄
傲，为你自豪！”慰问团团长、遵义市政
法委书记刘晓渝，向杜富国转达了家乡

父老的关切和祝福。
杜富国的家乡在遵义市湄潭县，是

中央红军长征走过的地方。他从小耳
濡目染，对革命英雄十分崇敬，19岁时
怀着参军报国的志向来到部队。“我的
儿子只比你大一岁，看到你就像看到自
己的孩子。”遵义市副市长李莲娜几度
哽咽，她把杜富国的妻子王静拉到一边
互留电话，并嘱咐道：“你是他的眼、他

的手，以后有什么困难随时找我。”
南部战区陆军政工部领导向慰问团

介绍了杜富国的情况，军地双方一道商
谈为英雄家庭解难办事及做好后续治疗
等事宜。慰问团临走时，杜富国站了起
来，并抬起残缺的右臂敬礼送行。慰问
团成员陈守刚努力控制着情绪，紧紧拥
抱杜富国并叮嘱：“富国，好好保重身体，
你放心，家乡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

扫雷英雄杜富国的家乡贵州省遵义市委市政府和遵义军分区组成扫雷英雄杜富国的家乡贵州省遵义市委市政府和遵义军分区组成
慰问团慰问团，，带着家乡人民带着家乡人民的牵挂探望慰问英雄的牵挂探望慰问英雄，，为他加油鼓劲为他加油鼓劲——

““家乡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家乡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
■周贤军 黄 巧 本报特约记者 欧阳治民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