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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时节，江西省萍乡军分区干部职工走进将军农民甘祖昌的故乡——莲花县坊楼镇沿背村，开展主题党日实践活
动，学习弘扬甘祖昌将军“淡泊名利、艰苦奋斗、一生为党、一心为民”的精神，感悟共产党人的初心，坚定理想信念。

本报记者 郭冬明摄岳阳县人武部

深化主题教育效果
本报讯 马长林、肖恒报道：近日，

湖南省岳阳县人武部结合“传承红色基
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组织县民
兵应急连官兵赴新墙河抗战史实陈列
馆参观见学。通过寻访红色旧址、聆听
战斗故事、感悟峥嵘历史，进一步坚定
了全连官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筑牢
军魂的信念。

定南县人武部

联合考评专武干部
本报讯 李胜、夏明亮报道：12月

17日，江西省定南县人武部对20名专武
干部进行考评。此次考评由定南县人武
部会同地方组织部、人社局等单位成立
军地联合考评组，从基本理论、业务技
能、组织指挥、基本体能、论文答辩 5个
方面进行考评。考评合格者统一颁发资
格证书，优秀者列为重点提拔对象，不合
格者明年继续考评，连续两次考评不合
格者调离岗位。

碧江区人武部

掀起群众性比武热潮
本 报 讯 卫 心 博 、何 彪 报 道 ：近

日，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人武部广泛
开展争创“动员先锋 精武民兵”竞赛
活动，掀起群众性练兵热潮。竞赛围
绕国防知识、轻武器射击、应急救援等
6个课目展开，涌现出一批军事素质和
理论素养兼具的优秀教练员和民兵骨
干，有效提高了民兵遂行应急应战任
务的能力水平。

12月16日，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人武部组织民兵专业分队开展防空训
练。图为民兵高炮分队进行枪代炮训练。

段续伟摄

郑星涛，手榴弹投掷 52米；张印
清，步枪分解结合 29秒……12月 16日
上午，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民兵应急
连基地化训练现场，随着新一轮评比
成绩出炉，龙虎榜被再次刷新。区人
武部副部长浮德江兴奋地说：“充分发
挥退役士兵作用，让民兵训练效益大
大增强！”

据浮德江介绍，该区为将民兵应急
队伍编实建强，建立军地协作机制，加
大财政临聘岗位招聘退役士兵力度，并
积极协调企业提供“家门口”优质就业
岗位。如今该区民兵应急连的民兵均
为退役士兵。人武部充分发挥退役士
兵的素质优势，让他们在基地化训练中
担任训练教练员、理论讲解员、班长骨
干等，形成了人人当教员、个个勇争先
的局面。

此次基地化训练涵盖轻武器操作、
救援装备使用、要点守护、抓捕行动等
16个课目。训练筹备期间，区人武部
进行调查摸底，按照人尽其才的思路，
将教学任务赋予具有相应特长的民
兵。民兵谢嵘峰服役期间是训练尖
子。此次训练，他受领战术动作示范的
任务，所带排在两次战术训练考核中，
综合成绩均列第一。

“无论是全连示范教学，还是班排
分头组训，每名民兵都能发挥自身优
势，走上前排挑重担。”区人武部部长朱
向东掰着手指向记者介绍：曾服役于消
防部队的退役战士郑茂云讲解消防常
识，手把手地教大家操作灭火器；民兵
张印清在训练之余蒙上双眼，给大家演
示无光条件下自动步枪分解结合……

战术训练场上，一名手缠绷带的
民兵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他叫张天
垒，前几天在雨中进行战术训练时手
臂受伤，但他带伤坚持训练，感染和带
动了身边人。”朱向东告诉记者，此次
训练全程进行班与班、排与排之间的
评比，退役士兵集体荣誉感强，都担心
自己所在单位落后。雨中训练后有两
人发高烧，身体稍有好转后，他们又立
即投入到训练。

“此次基地化训练开展近半个月
来，严格落实部队生活制度，并制定
一系列评比细则，穿插理论考核、内
务评比、军容风纪检查等内容，每次
评比和检查结果都出乎意料的好。”

该区华大街道武装部部长邓佐文是
一名军转干部，在此次训练中担任连
长，谈及全程负责管理和组训的体
会，他说：“有过服役经历的民兵进入
情况快、接受能力强、自我要求严，以
往要训二三个课时的课目，他们通常
仅需一课时。带这样的民兵连，跟带
现役连队的感觉差不多！”据悉，今年
民兵应急连课目合格率达 100%，优良
率比往年提升了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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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吴成勇、特约记者鲍明
建报道：12月 10日，辽宁省喀左县退
役老兵孙永廷专程送来了一面锦旗，
感谢人武部帮他核实身份出具证明，
顺利完成退役军人信息采集。

“档案记录军人荣光，管理老兵档
案，对落实老兵待遇至关重要，人武部
不仅要管，还要管好。”人武部政委陈
立辉告诉记者，此前他们在下乡检查
时发现许多乡镇对返乡老兵档案管理
不够重视。原因是农村籍、服役年限
短又不在政府计划安置范畴内的老
兵，返乡后没有工作单位接收档案。
档案移交地方后，往往会因为保管不

当出现损毁、散落的情况。
为此，人武部党委主动作为，专门

成立了返乡老兵档案管理工作组，抽
调职工、基层专武干部收集整理返乡
老兵档案。他们购置了档案柜，用时
一年半，将全县1.6万份返乡老兵档案
重新装订入册归档，实现了档案入柜、
姓氏排序、专室存放、专人管理。

2011年国家出台返乡老兵生活
补助政策，全县共有3182名60岁以上
符合领取补助的退役老兵，来人武部
顺利提取了档案。

近年来，人武部持续完善档案管
理工作，对返乡老兵档案纸质文件进

行电子扫描，并录入基本信息，实现检
索功能，形成了录、存、归、查一体化的
档案管理系统。记者在档案室遇到一
名老兵正在查阅档案，工作人员登录
系统输入“王文山”，不到 3秒就检索
出档案存放的位置。

“人武部集中管理返乡老兵档
案，虽说费功夫，但暖了全县老兵的
心，尤其在今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
集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人武部职工
丰化德告诉记者，目前全县已有 1458
名退役士兵因退伍证丢失或信息有
误，来人武部提取了档案，当天来当
天取，均满意而归。

辽宁省喀左县人武部

主动作为，完善返乡老兵档案管理

本报讯 赵晓红、张勇报道：“终
于喝上了放心水！”12月 20日，吉林
省军区四平干休所老干部郭步洲一
边端起茶杯，一边乐呵呵地说：“这是
转隶以来，省军区为咱们办的一件大
好事！”

2004年，该干休所进行住房翻建
时自建了深水井，并将地下水作为自
备水源供水。近两年，工作人员发现
水垢问题明显。去年，干休所请市政
供水公司对小区供水进行全面检测
评估，发现原供水设施不完善，不具

备消毒及水质检测能力，水泵及管道
锈蚀严重，水质不达标。一时间，“喝
上放心水”成为重要议题摆上干休所
领导的案头。

“老干部是我们的宝贵财富，虽然
刚转隶，但服务保障标准不能降，遗留
问题必须解决。”2018年年初，干休所
新一届党委建设形势分析会上，所长
韩冰语气坚定。随后，他们连续 3次
到市委市政府协调，最终将干休所小
区作为市 15个改接市政自来水项目
之一，列入市政府2018年民生工程。

采访中，笔者了解到，该改造工程
需要资金380余万元，所党委第一时间
谋划方案，向上级请示汇报。吉林省军
区党委高度重视，指派四平军分区协调
市政府帮助解决资金缺口难题。

四平市素有拥军优属的优良传
统，已连续七次被评为全国“双拥模
范城”。“部队的事再小也是国家的
事，必须把部队的事办好！”四平市相
关部门对此项工程手续的审批也是
一路绿灯。经过施工改造，已解决了
老干部及遗属的饮水难题。

吉林省军区四平干休所

标准不降，倾力解决老干部饮水难题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
需要先锋引领。12月 18日，在庆祝改
革开放 40周年大会上，核武器事业的
开拓者程开甲、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
的重要推动者于敏等 100名改革开放
杰出贡献人物受到表彰。

“改革先锋”的敬业精业，换来了改
革开放40年的累累硕果。他们是匠心
精神的最好诠释，值得我们毕生学习。
无数实践证明，那些兢兢业业、尽职尽
责、精益求精的人，定能成就一番事业，
拓展人生价值。

古人云：“咫尺匠心难。”所谓难，既
在于匠，更在于心。然而，因为社会风
气的浮躁，渐渐磨灭了人们的匠心，有
些人做事马虎，在“差不多”心态的驱使
下，凡事不求精，只求过得去。而国防

建设是系统工程，每个岗位、每个节点
都相互关联，密不可分。一处疏忽往往
影响全局，思想不重视是错误的，甚至
是有害的。

匠心精神是精益、专注、创新、追求
的集中体现。正所谓“天下大事，必作
于细”。党员干部要胸怀“匠心”有担
当，从细节入手、从小事入手，凡事既要
务求精确，又要保持追求突破的创新活
力。心有十分劲，不用九分九，这样才
能为改革开放积累更多的宝贵经验，为
下一个成功埋下种子。

改革开放任重道远，还需胸怀匠心
跋山涉水，破冰除障。匠心精神体现的
是敢于担当、勇于尽责，不仅是一种工
作态度，也是一种人生态度，更是我们
一生遵守的职业精神和道德操守。当
然，匠心精神不是与生俱来的，需要平
时的自觉培养和主动历练，更需要自身
过硬的能力素质来支撑，在遇到挫折
时，不要埋怨他人、止步不前，要以“万
折必东不回头”的志气，“赴百仞之谷而
不惧”的勇气，“滴水石穿而不悔”的韧
劲，一步一个脚印，赢取更大的胜利。

胸怀匠心再启航
■袁 博 孟凡利

从净化雨水到淡化海水……西沙
军民为了生活用水吃尽苦头，如今苦
尽甘来，作为一名驻守永兴岛 15年的

“老西沙”，我由衷地为这巨大变化感
到自豪！

西沙水多，放眼四周，都是湛蓝的海
水；西沙水又少，少的是淡水。过去永兴
岛的渔民靠岛水生活，所谓的岛水，就是
打井取出来的地下水，由于含有海水成
分，往往是半咸半淡，喝了肚子胀。在岛

上生活了40多年的老渔民黄宏波说，上
世纪 80年代，岛上淡水匮乏，每人每天
只有两牙缸的水可以饮用。那个时候下
一场大雨，简直比捕上一条大鱼还让人
高兴。到了旱季，更是水贵如油，洗脸都
成了奢望。

后来考虑到驻岛军民生活用水的实
际困难，国家建造了“琼沙1号”运输船，
用于西沙岛礁的物资补给，但是由于吨
位小，每次仅运输 120吨淡水，而且 1个

月只补给两次。海况不好时，特别是遇
上台风，就更让守岛军民揪心了。

1999年，西沙军民迎来了第一座雨
水收集净化库，雨水过滤净化后可直接
饮用，饮水难的情况得到极大改善。正
是从那时起，“西沙雨水班”光荣地进入
了我军战斗序列，担负起为西沙军民收
水、净水、供水的重任。

与海军其他单位不同，我们的战位
不在战舰、不在岸滩、而在机场。因为永
兴岛面积有限，因此在修建机场时，跑道
和停机坪都经过了特殊的设计建造，能
够最大程度地收集存储雨水。

雨水班的每名成员都是“听风而行，
闻雨而动”，每一任班长都会时刻关注气
象变化，无论黑夜白昼，风吹云动都是我
们的预先号令。蓄水池数次扩容，净水
设备几经更新，一茬茬雨水班战士一如
既往地奔袭在风雨下，坚守在雷鸣中。

2012年 7月，海南省三沙市正式成
立，南海的建设发展迎来了一个崭新的
时代。随之而来的是永兴岛用水量跃上

了一个新的台阶。雨水班战士肩上的担
子更重了。

单纯依靠雨水收集与船舶补给，已
经无法满足永兴岛的生活建设需求。为
此，三沙市政府通过增开“琼沙 3号”运
输船、新建“三沙1号”运输船，提高淡水
和物资补给能力。

与此同时，三沙市政府在每个有居
民居住的岛屿上都安装了海水淡化设
施。永兴岛日产淡化海水约1000吨，其
中700余吨达到直饮水标准。淡化后的
海水，通过铺设的供水管道直达驻岛军
民的办公生活区域，拧开水龙头即可直
接饮用。

几十年来，从用岛水到净化雨水再
到淡化海水，从定时供应到全天供应，从
人工水车转运到数控管道输送，永兴岛
用水的可喜变化，为西沙发展变化留下
生动注脚。

如今，在军地的共同努力下，永兴岛
告别了缺水的困扰，商业街、渔民村一派
欣欣向荣。

从净化雨水到淡化海水，从水车转运到数控管道输送，永兴岛用水之变，
成为西沙几十年发展变化的生动注脚—

永 兴 岛 用 水 不 再 难

讲述人：邹运飞
1986年出生，2004年入伍，现任西沙某水警区雨水班班长。
整理人：周启青 肖炬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