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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祖国最东端的黑龙江省
抚远市。

临近中午，一位老人在两位中年人
的陪同下来到抚远市人武部军事科。

“老人家有什么事吗？”正在和军事
科同志研究工作的人武部政委马立刚
热情地向来人打了一声招呼。老人风
尘仆仆，满脸愁容，他回头看了一眼陪
他来的高个子中年人。那个中年人答
道：“我们想开个证明”。

原来，老人名叫宋贵海，来自吉林省
永吉县，高个子中年人是他的儿子。宋
贵海 1941年 10月出生，1960年参军入
伍到原沈阳军区某部服役，1965年退伍
时没回原籍，响应党中央号召直接随复
员的战友们一起来到抚远兵团，投身开
发北大荒。他被分到抚远兵团二连工
作，部队上把他的档案也邮寄到了抚远。

“最不可原谅的就是我一个当过兵
的人，在佳木斯车站把退伍证弄丢了！”
老人狠狠地捶了一下自己的腿，十分懊
悔，“丢了退伍证，就像我把部队丢了一
样啊！那是我在部队当过兵的证明
啊！应该一辈子珍藏的证件啊！”老人
的眼角涌出了泪珠。

老人的儿子轻轻拍了拍父亲的肩
膀，接着说：“因为老爷子退伍后直接来
抚远了，在老家没有预备役登记记录，
后来退伍证又丢失了，在今年的退役军
人信息采集中无法确认是哪年复员的，
是不是光荣复员的。”老人说自己当过
兵，可自己又拿不出证明，而且过去了
50多年，自己又不知道从何查起。一
段时间以来，老人吃不好睡不香，每天
唉声叹气。最后，他在儿子的陪同下，
从吉林永吉县不远千里来到抚远市人
武部，看看能不能帮他找到自己的档案
或相关的证明。

听老人说完情况后，大家都犯了
难。抚远市人武部是1966年从同江搬
到抚远的，老人档案肯定不在部里。是
解释情况还是解决问题？解释情况把
老人打发走虽然情有可原，但看着老人
满眼的期待，想到他们驱车千里的心
情，谁都不好开口。可解决问题又从哪
里下手呢……

马 立 刚 一 边 安 慰 老 人 一 边 说 ：
“1965年时边境地区是军事管理，当时

到边境地区工作、居住，即使是走亲访
友，至少也要有公安局或者派出所签发
的证明或路条。”没等马政委把话说完，
宋贵海老人就接过话茬说：“对，我们都
有派出所签发的居民证，到别的连队去
经过检查站时都得接受检查的。”

马立刚心里有了底，他立即安排军
事科长去公安局档案室核实。因为他
知道，那个年代的公安科长就是由人武
部首任部长许延全担任，发放的居民证
当年应该有填写的存根。只要找到它，
就能证明老人所言属实。

功夫不负有心人！两个多小时后，
军事科长来电话报告，终于在尘封了
50多年的资料里找到了由抚远县公安
局抚远派出所于1966年6月15日发给
宋贵海的“居民证”底根，足以证明老人
是1966年前确实来到了抚远兵团二连，
并以工人身份参加了工作。老人拿到了
抚远市人武部开具的证明后，脸上的愁
容瞬间不见了。他把符合信息录入的证
明捧在胸前，眼睛笑成了一条缝。

临走时，这位 77岁的老兵笔挺地
站立，眼里含着热泪，向人武部的同志
们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左上图：手捧证明，老人开心地
笑了。 甘建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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砰、砰、砰……11月 23日上午，随着一
阵阵清脆的枪声，河南省平顶山军分
区实弹射击场上传来捷报：参加集训
的19名人武部主官全部合格。年终岁
尾，该军分区严格落实新大纲要求，在
组织干部集中训练考核中，狠抓主官
带头，并将考核成绩同单位和个人评
先选优挂钩，立起了战斗力标准的鲜
明导向。

去年 7月省军区系统按新编制体
制运行以来，该军分区共接收交流干部
13人，其中主官9人。由于来自不同军
兵种部队，他们的军事素质参差不齐。
为此，该军分区注重结合工作任务，通
过集训、考核、演练等多种方式狠抓干
部基础体能和指挥技能提高。“我们组
织这次集中训练考核，目的就是全面摸
清训练底数，进一步固强补弱，为迎接
省军区即将进行的大考核大排名打下
坚实基础。”负责此次集训的军分区副
司令员冯亚辉告诉记者。他们在组织
干部普考的基础上，将所属人武部主官
全部集中在民兵训练基地，进行为期一
周的封闭式强化集训，以此推动干部队
伍训练水平整体提高。

记者从军分区战备建设处制定的
训练周表中看到，这次集训涵盖基础体

能、识图用图、轻武器射击和计算机标
图等 4项内容，每天安排得十分紧凑，
他们还同步建立个人训练档案，每天的
考勤情况、考核成绩都详细登记在案。
集训动员会上，军分区政委汪应成有言
在先：“主官的训练考核成绩，严格与单
位和个人年底评先选优挂钩，军事训练
不合格一票否决。”

党委机关的精力投向就是风向标。
宝丰县人武部部长田静斌去年从军兵种
部队交流过来时，体重超标。一年来，他
通过自我加压，刻苦自训，减掉体重17
公斤，3公里成绩由不及格提高到满分，
轻武器射击达到次次良好以上。

“天不亮就有人在跑步，深夜了还
有人在练标图，只要有机会就想多打几
枪……这种不用扬鞭自奋蹄的精神状
态是这次集训中出现的新气象。我们
就是要通过抓训练、抓考核、抓挂钩立
起战斗力标准鲜明导向，从而把各级党
委尤其是主官的心思和精力导向训练
场，把想打赢、谋打赢当成主责主业。”
汪应成的一席话引起记者的共鸣。

河南省平顶山军分区严格立起战斗力标准

把主官心思精力导向训练场

战旗飘飘红似火，军民同心结硕
果。12月 3日，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人
武部开展“砥砺奋进四十年，改革强军
再出发”专题教育活动时，把课堂搬到
该人武部双拥共建联系村——“全国军
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单位”郫
都区唐昌镇战旗村，官兵和群众共忆40
年来结伴而行的心路历程，共商未来乡
村振兴发展建设大计，共赞共产党好改
革开放好！

走进村口，一条条柏油路在庭院间
纵横交错，一栋栋青砖红瓦小楼错落有
致，一面面国旗迎风飘扬鲜艳夺目，房前
屋后的梅花正含苞待放，村级文化室、幼
儿园、健身房等设施一应俱全，小桥、流
水、乡野、人家，一派现代化田园风光。

“我们之所以改名战旗村，一是感
激部队对我们的帮助；二是传承部队战
天斗地的精神作风。”随行的村支书高
德敏介绍说。

战旗村原名集凤大队，地处横山脚
下，是一个距离成都市区40余公里的贫
困村。上世纪 70年代中期，郫县（2017
年撤县改为郫都区）人武部与集凤大队

结成帮扶对子，一群穿军装的小伙子来
到田间地头，与村民一起经过近 3年的
艰苦奋战，兴修水渠 21公里，平整良田
1700多亩，开垦荒地458多亩，实现粮食
产量全县第一名。在这场拓荒战斗中，
军人战天斗地、雷厉风行、乐于奉献的
精神也深深影响感染了村民，大队 1977
年被四川省评为“民兵工作三落实标兵
单位”。后来，村民集体申请并经上级
同意，集凤大队改名为战旗村。

“战旗村走上致富道路，第一步靠
的就是咱们解放军！”66岁的退伍军
人、村民杨忠模激动地说。改革开放之
初，村里想办机砖厂，但面临资金、技
术、设备等一连串难题。“关键时刻，人
武部把准备修建宿舍的 10万元借给了
战旗村。那时的 10万元是什么概念？
他们硬是住了整整三年不遮雨不挡风、
潮湿破旧的小平房。”老村支书李世立
回忆道。“当时人武部还专门派出两名
干部，坐了五天五夜的闷罐火车到东北
帮忙买机械设备。为节约钱，他们军用
挎包里装满了馒头，饿了就啃一个馒
头，渴了就喝一口凉水。来回十多天，

没有在外面吃过一顿热饭，俩人回来整
整瘦了一圈，可真让人心疼呀！”说到动
情处，老村支书不禁老泪纵横。

“我们村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
都凝聚着人武部官兵的心血。”走在宽
阔平坦的“战旗道”上，55岁的村民游布
民感慨万千。过去，战旗村通往外界的
是一条路渠合一、不足 2米宽的土路。
1985年，村民下决心改造道路，但未能
实现。人武部官兵看在眼里，急在心
上，调集 8个乡镇 400多名民兵前来支
援。奋战3个月，一条宽5米、长7.5公里
的道路扩建完毕。“越是危急时刻，解放
军越是挺身而出。”战旗村6组村民祁全
福说道。2008年，汶川大地震，人武部第
一时间组织民兵小分队来到村里，搜救
伤员、转移群众、搬运物资。祁全福记得
非常清楚，时任人武部政委辛建平身患
重感冒，一边打着点滴，一边指挥人员救
灾，硬撑到救灾结束才住院治疗。

说到人武部官兵的扶助，村主任杨
勇如数家珍。村民小王父母离异，一度
自暴自弃，经常打架斗殴，生活十分困
难。人武部官兵主动与他结成帮扶对
子，鼓励他进步，并协调村委会将其安
排到全村效益最好的企业。如今，小王
不仅娶了媳妇，还建起了 200多平方米
的二层小楼，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近年
来，人武部协助村里关停10家污染落后
企业，建立杏鲍菇生产厂等18家先进企
业。人武部还捐赠书籍1200册，帮助村

里建起了村民文化活动中心。他们组
织的文艺宣传队，经常到村里宣讲党的
富民政策，为村民送上精神食粮。今年
5月，人武部又帮助战旗村组建了民兵
巡逻队。

“这好那好，都是党和国家的方针
政策好；这变那变，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没有变。作为人民子弟兵，帮助
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义不容辞的
责任。”人武部政委王辉接过话茬。最
美山村一堂课，官兵深受教育和鼓舞。
人武部干部蒲宏珂说：“从战旗村看到
了军民共建成果，看到了改革开放缩
影，让我们更加坚定信念，自觉听党话
跟党走。”

“未来 10年肯定会更好。”参观完
毕，在村民文化活动中心，人武部部长
张兴胜兴奋地搬过一把椅子坐下，和村
民探讨起如何落实党关于农村发展的
新精神。

“我们想壮大村办集体企业，走好乡
村旅游路子。”村支部委员林根志大声说。

“走乡村旅游路子，可加入军营文
化元素。一来擦亮我们军民共建这块
金字招牌，提高全民国防意识；二来有
咱们自己的特色，会吸引更多的游客来
到村里。”人武部副部长王璐说道。

……
官兵和村民热烈地讨论着，战旗村

的未来发展思路，逐渐清晰地呈现在他
们面前。

改革开放之初，集凤大队因与部队结缘而改名战旗村。40多年来，战旗村在
军地携手共建中走上富裕道路，成为远近闻名的“军民共建示范样板村”—

战 旗 村 里 战 旗 红
■谢光亮 本报记者 孙绍建

前不久，“最不像 80后”的干部李
忠凯，因一张满头白发的照片走红网
络。12月 2日，云南 26岁扶贫女干部
王秋婷因公殉职被追授“云南青年五
四奖章”。网友不禁感叹：“基层干部
真不容易！”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层是部队
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实现强军目

标的基础在基层、活力在基层。党的十
八大以来，军队广大基层干部苦干实
干，在强军征程中奋勇前进。全军上下
不断匡正选人用人导向，干部队伍充满
朝气和活力。但我们应清楚地看到，

“两眼一睁忙到熄灯”是部分基层干部
的生活常态，“压力山大”也始终伴随他
们的工作生活。

“对广大基层干部要充分理解、充
分信任，格外关心、格外爱护，多为他们
办一些雪中送炭的事情。”习主席反复
强调关心关爱基层干部，多为基层干部
办实事、办好事。今年刚出台的《关于
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
作为的意见》也指出，要给基层干部更

多理解和支持，主动排忧解难，在政策
待遇等方面给予倾斜，让他们安心、安
身、安业，更好履职奉献。当前，推动强
军目标在基层落地生根，我们还需更多
地了解他们的苦辣酸甜，对他们政治上
激励、工作上支持、待遇上保障，激发起
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蓬勃动力，让基层
干部拥有更多“获得感”。

让想干事的人干成事，抓工作才有
动力，打胜仗才有保障。提供舞台、鼓
励作为，就是对基层干部最好的关心。
让有为者有位、吃苦者不吃亏、流汗者
不流泪，才是对基层干部最大的支持。
工作上既要交任务，又要教方法；既要
重视检查，又要不失时机地加以指导。

以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把“政治上靠
得住、工作上有本事、官兵信得过”的优
秀基层干部选拔到重要岗位上进一步
培养锻炼，使基层干部在工作上有干
头，事业上有奔头。少一些没有必要的

“折腾”，刚性落实基层干部休假、疗养
等福利政策，帮助他们解决好生活后顾
之忧，确保他们安心本职、轻装上阵。

广大基层干部作为实现强军目标
的 生 力 军 ，肩 负 着 国 家 和 民 族 的 希
望。庭院里练不出千里马，花盆里长
不出参天树，基层工作环境对于干部
能力胆识的培养作用无可取代。坚持
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聚意志，引导基
层干部把实现个人理想与履行使命任
务紧密结合起来，把个人前途与部队
发展融为一体，坚定建功基层的信心
决心。引导基层干部充分认清部队发
展的现实要求，理清个人发展的现实
需要，跳出自己的“小圈子”、置身强军
的“大棋盘”，切实把主要心思和精力
用在备战打仗上。在实现强军目标的
征程中，实干苦干，稳扎稳打，形成干
事创业的良好局面。

让基层干部有更多“获得感”
■马 霖

爸爸爸爸，，请接受我的第一个军礼请接受我的第一个军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