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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责任编辑 石纯民 汪 娜

近日，编辑部收到一位读者来信反
映，他 2017年底在部队立了三等功，按
照家乡政策规定，荣立三等功可获 1000
元现金奖励。而让他郁闷的是，家属为
了领取这千元奖励金，竟先后往返当地
相关部门6趟。

这“6趟”是怎么跑出来的？
经了解，这位干部的立功喜报于

2017年12月寄达老家。去年底，立功者
70多岁的父亲拿着喜报第一次来到民

政局领奖金时，被告之当年立功奖励统
计申报已截止，只能来年再领。今年 9
月，老人第二次前往民政局，被告之必须
提供立功者身份证、军官证、入伍通知
书、所在单位党委立功批准书、立功通令
等证件和文件的复印件，少一样都不
行。由于时间过去20多年，儿子的入伍
通知书无处可寻，老人跑到民政局说明
实情后，被告之需提供部队盖章的入伍
批准书复印件，第三次无功而返。第四
次来到民政局，办事员提出老人还需到
人武部登记现役军人信息。跑完人武部
再跑民政局，就这样来来回回跑了 6趟
后，老人才把儿子的立功奖励拿到手。
且不说这位老人生活在城市里，交通比
较方便，如果是居住在偏远山区呢？跑
一趟县城都不容易，更别说是6趟。

为鼓励本籍官兵在军营建功立业，
许多地方政府出台优抚政策，给予立功
官兵一定的物质奖励，这是一件好事。
既然想办好事，就应从军属的角度充分
考虑问题，手续能简化就要简化，效率能
提高的就提高。有的地方就做得好，军
地工作人员在联合送喜报上门时，将奖
金、慰问品一并送到军属手中；有的地
方，军属只需提供一份立功通令或喜报
便可申领奖金。

近两年，多地都在积极打造“服务
型”政府，将“最多跑一次”作为政务改革
的一项重点工作推进，通过“一窗受理、
集成服务、一次办结”的服务模式创新，
让群众到政府部门办事“最多跑一次”。
而很多时候，能不能办成事既取决于办
事窗口的效率，也取决于办事者提供的

材料是否齐全。上文提到的那位老人的
经历或许许多军属都遭遇过。一些服务
窗口的工作人员，就是不能一次性告诉
你办成一件事究竟需要多少材料。如果
办事窗口能将“申领立功奖金”的时限、
流程和所需材料详细公示出来，做到一
目了然，自然能为军属省去很多麻烦。
目前，各地政府为落实“让军人成为全社
会尊崇的职业”，陆续推出了一系列优抚
政策，省军区系统各级机关应积极协调
地方政府做好“下篇文章”，制定好相关
办事流程和规定并进行公示，力争把好
事办得更好。

年终岁尾，各类评功评奖比较多，许
多优抚政策也都是在年底落实，如义务
兵家庭优待金、大学生入伍学费补偿金、
老功臣生活补助、军烈属生活补助等，诸
项工作的顺利完成都需要军地齐心协力
共同推进。希望这个冬天，军属在申领
各项优待金的时候能少跑些路，多感受
一些温暖。

能否让军属少跑些冤枉路？
■石纯民

时光如画，岁月如歌。
“血火中诞生，风雨中长成，战歌中

走来中国民兵……”踏着《中国民兵之
歌》的激昂旋律，回望90余载万水千山，
中国民兵谱写出光辉篇章。

历史时针指向新时代。放眼大江
南北，大国后备力量紧跟国防和军队改
革大势，砥砺奋进、开新图强，从强大走
向精锐的雄壮步伐激越铿锵。

形之变：结构重塑顺
应改革大潮

一声号令风雷动，千帆竞发启新航。
习主席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纵览世

界风云，做出“完善国防动员体系”的战
略擘画，一场浴火重生的改革拉开大
幕。随即，军委国防动员部下发民兵工
作有关文件，描绘出新型民兵建设蓝图。

这是一份令人欣喜的“减法”。全
国大幅压减传统民兵数量，使得民兵结
构日益合理，体系更加科学。

这是一份鼓舞人心的“加法”。支援
保障军兵种作战动员准备力度空前加
大，信息通信、测绘导航、电磁频谱、气象
水文等一大批新质民兵力量风生水起。

“减”的是羁绊，“增”的是力量。
一减一增中，民兵建设实现历史性突

破，民兵队伍正加速实现由数量规模型向
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
型、由直接参战为主向支援保障为主、由

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的战略性转变。
10月中旬，军委国防动员部在南京

召开民兵建设形势分析和工作推进会，
军地领导现场观摩了该市江宁经济开发
区新质民兵分队汇报表演，12支齐装满
员的新质民兵分队让大家眼前一亮。与
会代表有个共同感受：按照备战打仗要
求助推新时代民兵转型，民兵队伍整体
建设质量明显提升，发展势头良好。

观一域而知天下事。透过一扇扇
窗口，能洞察全国后备力量方阵转型征
程中的可喜轨迹——

江苏省军区紧扣战时民兵遂行的
主要任务，撤并传统民兵分队 1571支，
整编组建海洋环境监测、频谱管制等新
质民兵分队千余支。河南省军区着眼
新职能，保留特色分队、规范支援分队、
合并同类分队，组建新质力量，新时代
民兵转型建设生机勃勃。

这一束固本开新的重塑之光，基层
的同志感受最深刻。河南省中牟县人
武部部长张德炯说：“以前，我们县‘拥
兵甚多’有时却感‘无兵可用’。现在民
兵精干了，遂行任务的能力也提高了。”

备之变：建设布局对
接转型大局

目标擎起，使命催征。围绕构建新
型民兵力量，以打仗维稳救灾为牵引，建
设以应急力量为主体、以专业力量为骨

干、以特殊力量为补充的现代民兵，成为
当务之急。全国各地大都确立了市建民
兵应急大队、县建民兵应急分队、乡建民
兵应急班排的应急力量体系。

建设布局如何对接转型大局，是考
题，更是考验。各地积极完善民兵预备役
建设保障办法，把民兵工作纳入经济社会
发展规划统筹安排，结合优化产业结构调
整民兵组织结构布局，结合国家和地方物
资储备落实民兵通用物资储备。

这一组数据令人欣慰：全国基干民
兵建设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其中退役
军人比例达 31%，基干民兵党员比例达
33.4%，专业保障力量比例突破 50%，技
术岗位人员专业对口率升至81.6%。

大国后备力量转型发展走向新纪
元，在“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各个领
域，都收获着丰硕的改革成果。

红色沃土江西，该省军区研究出台
《关于加强民兵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意
见》，基干民兵连以上建制分队全部预
建了党组织，纳入军分区、县级人武部
党委领导管理，确保党的组织领导健全
完善、全面覆盖。

富庶之地浙江，该省“智慧国防”民兵
预备役建设新模式全新亮相，走出民兵快
速动员和应急指挥模式信息化新路，依托
智慧城市建设构建起“一小时应急圈”。

燕赵大地河北，按照地方政府出台
的相关文件，民兵应急力量装备器材由
编组地域对口部门配发，生命探测仪、履
带起重机等专业化装备走进民兵队伍。

民兵建设涉及军地，专业繁杂、内容
多元，如何真实客观准确地评定衡量建
设质量？军委国防动员部今年出台的民
兵建设情况检查考评标准，细化 120个
评分项目，赋值1000分。全国各地民兵
建设大考评、大排名如火如荼。

训之变：练兵样式聚
焦备战大势

民兵因战而生、为战而备。今年以
来，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武部结合民
兵基地化轮训与常态备勤任务，围绕民
兵应急分队建、训、用、管、考，探索新模
式、蹚出新路子，他们与新一代《民兵军
事训练大纲》认真对表后，分别探索总
结出“民兵训练16法”“民兵战斗精神培
育14法”，令人耳目一新，成为该警备区
的“练兵手册”。

新一代《民兵军事训练大纲》修订颁
布后，各地充实完善应战应急方案预案，
加强实战化演练，10多万民兵活跃在各
演兵场，配合保障各类军事活动，数千名
高技术装备专业领域的民兵参与保障重
大演训任务，民兵应战能力明显跃升。

东海海域，风高浪涌。浙江省瑞安
市海上民兵医疗救护分队在由集装箱船
改装成的海上移动救护所内，抛绳打捞、
吊椅换乘、海上手术等课目训练紧张有
序。伴着壮美航迹，新型海上动员力量
作为我军海上武装力量的“护卫舰”，支
援海上联合作战、维权制海、综合保障作
用凸显，正驶向转型的深蓝海天。

2017年 2月 8日 19时 11分，云南省
鲁甸县发生4.9级地震。5分钟后，该县
人武部领导运用“智慧动员”系统，动员
震中附近5个乡镇民兵紧急出动。以贵
州“国防动员云”、上海“数字国动”、浙
江“智慧国防”、福建“闽兵一号”为代表
的国防动员新模式全新亮相。

相比于中国民兵 90多年建设发展
的雄关漫道，这几年只是山水一程，但
这一程必将在波澜壮阔的强军之路上
气势如虹。

民兵队伍正加速实现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
由直接参战为主向支援保障为主、由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的战略性转变——

从强大向精锐的昂扬迈进
■本报记者 魏联军 焦景宏 王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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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文举办英语培训班帮助官兵学习英语。 刘笑强摄

12月的喀喇昆仑山，哈气成冰。
这天，天刚放亮，欧阳文就穿梭在运输
车之间，和战士们一起装载连队过冬
的物资。

“不是刚从医院回来吗？”有人问。
他憨笑着挥挥手：“闲不住，能为山上守
防的兄弟们做些事，我心里才踏实。”

欧阳文出生在广西百色一个农民
家庭，作为西南民族大学1999级外语
系第一个入党的学生，毕业那年，他谢
绝待遇优厚的工作邀约，参军入伍来
到新疆。

2004年初，欧阳文来到天文点边
防连担任翻译。上山的路坑坑洼洼，欧
阳文坐着巡逻车，一路哐啷哐啷，五脏
六腑都快被颠了出来。连队位于喀喇
昆仑高原腹地，海拔5170米，含氧量不
足平原的45%，紫外线强度却是平原的
4倍，年平均封山期长达6个月，没有季
节更替。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南方小伙
哪经得住这考验，刚下车，“咣”的一声，
整个人就直挺挺栽在地上——严重高
原反应。这一躺就是半个多月，每夜头
痛欲裂。可他没想到，比头痛更难忍受
的，还有无边无际的孤寂。连队方圆几
百公里内荒无人烟，与外界的联系就靠
一台程控座机电话。

“与世隔绝”的日子里，欧阳文将
更多时间花在钻研专业知识上。记者
翻开他案头厚厚的《边防政策与法
规》，整本书被他用多色圆珠笔圈点备
注，笔记像蚂蚁一样爬满了中缝和边
角。在高原待过的人都知道，高海拔
对人的脑力和记忆有较大损伤，但这
些专业书籍，欧阳文倒背如流。为了
把头脑“擦光磨亮”，除了英语之外，他
还学习乌尔都语和印地语等多种语
言，增加自己对外国文化和宗教的了
解。欧阳文说：“当翻译，绝不是‘会翻
译’这么简单。与外方沟通交流时，要
有气场和立场，措辞得有礼有节、有理
有据。”

戍边的这些年，欧阳文熟谙辖区
内重要地物地貌，随手一指，一个山
头、一条河流，甚至一块巨石，他都能
快速准确说出它们的高程和名称。“即
便再小、再不起眼，它们都是祖国的土
地。”欧阳文说。一次，连队官兵对某
高地以北地区进行巡逻检迹时，遇到
3名在此牧马的邻国牧民。由于语言
不通，双方人员比划半天也无济于事，
直到欧阳文赶到，涉边问题才得到及
时解决。

这件事让欧阳文沉思了许久：
涉边无小事。在边境地区守防执勤，
官兵得过语言关。为此，欧阳文决定
在连队开设英语培训班，提高官兵的
英语会话能力，同时他还编写了《边防
执勤英语会话100句》，印发到每名官
兵手中。实用有趣的英语课受到大家
的热烈欢迎，很快，培训班就开到了团
里。如今，在欧阳文的帮带和影响下，
连队的战士都能进行简单的英语会
话，先后有8名战士考学提干，15名即
将退伍的老兵考上留疆干部，他也因
工作出色，两次被上级表彰为“边防执
勤先进个人”，荣立三等功两次。

欧阳文常说：“天文点”就是他的
家，战友就是他的家人。一次次出生
入死、肝胆相照，让他和战友建立起了
深厚的兄弟情谊。

2005年 8月，欧阳文跟随连队官
兵上山，行至麻扎达坂休整时，由于
身体不适，欧阳文下车腿软，整个身

体往一侧的悬崖倒过去，幸亏战友及
时拉住，才捡回这条命。还有一次，
欧阳文带队连续一周执行野外驻训
任务，在零下摄氏20多度的低温环境
里，一名战士的双脚冻得失去知觉，
欧阳文见状立即解开棉衣，将战士的
脚放进怀里用大衣焐着。2015年9月
16日，中央军委授予天文点边防连

“团结战斗模范连”荣誉称号。消息
传来，欧阳文和战友们相互拥抱，喜
极而泣。

入伍15年，欧阳文连续12次在海
拔4000米以上高原戍边，足迹遍及辖
区所有边防连队，其中9次在条件最艰
苦的天文点边防连，累计巡逻 500余
次，成功参与处置险情上百次。眼看
着欧阳文常年驻守高原，夫妻两地分
居，领导多次提出让他下山换换岗位，
却总是被他委婉谢绝。

“后悔吗？人生有多少个 15年？
倘若当年稍微犹豫一下，或许现在的
境况就会大不一样。”记者问道。

“固国必先固边。既然选择了边
关，便只顾风雪兼程。”欧阳文语气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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