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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顺人嘴边，有两个人是经常被
提起的，一个是王阳明，一个是王若飞。

500 多年前，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
在贵州讲学，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概念；

73年前，安顺籍革命家王若飞离开
重庆前，向周恩来道别说：“一切为人民
打算”。这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笃信玄学的人喜欢说是冥冥中自
有天意，但大众更相信是一方水土养
一方人。古往今来，这两股思想深深
扎根安顺人的心中，打牢了黔中人的
实干底色。

2017 年 10 月，习主席在参加党的
十九大贵州省代表团讨论时，对毕节
建起新时代农民讲习所的做法给予了
充分肯定。一年多来，结合贵州省军
区开展的“百团万人”讲习活动，安顺
军分区搭乘市委组织建立的、覆盖全
市所有镇村的讲习所“快车”，整合军
地人力、物力、场地等资源，建成融合
多方内容的军地实践中心，推动讲习
活动与军民融合、脱贫攻坚、国防动员
在实践中形成聚合效应，发挥“武装官
兵、引领群众、搭建桥梁、促进融合”的
强大作用。

模块化思维，为国动人减

负——

一副好牌，打出脱贫攻坚的“春天”

讲习，既是讲授党的创新理论，同
时也包含了实习、见习之意。为拓宽讲
习活动的深度、广度、维度，实现讲习活
动与军民融合、脱贫攻坚、国防动员、兵
役征集等工作有机结合，让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基层的土
壤上落地生根，在建设美丽乡村的实践
中开花结果。2018年，安顺军分区探索
建立了总面积达 500多平方米的新时代
农民(市民)讲习所军地实践中心平坝示
范区。

起初，贵州省军区组织的“百团万
人”宣讲活动掀起高潮后，安顺军分区
针对当地存在的人少事多、语境对接不
畅、讲习质量得不到良好保证等问题，
和地方党委讲师团有机融合，探索成立
了资源互通的新时代农民(市民)讲习
所军地实践中心（以下简称“军地实践
中心”）。

为方便基层使用，军地实践中心
建立起搜索更便捷、查找更直观的大
数据平台。政府网站上开设链接窗
口，通过点击链接即可登录使用。现
已建成 5个基本数据库，即专家库、军
民融合项目库、讲习课题库、文艺节目
库、兵支书库。

将这样庞大的人员、项目、活动资
源统筹到一起，形成聚合效应，被安顺
军分区政委闫海称为是打造了“一副
牌”。“这就是我们为基层武装工作人员
打造的‘一副牌’。接到任务，制订好解

决方案后，直接从库抽出所需内容，就
好比为骨骼贴上肉，人就丰满起来，同
理可以推广到包括征兵宣传、国防教
育、抢险救灾等活动上，按章执行、简捷
高效。”闫海介绍，此举也是为适应国防
动员体系重塑后的新职能新使命，破解
制约国防动员建设的沟通军地、人少事
多、专业性强等难题打造的。

军地实践中心大数据平台的一大
特色就是，它是个推广运用的平台，有
了它，各县、区不必再另起炉灶，而是
在现有平台的基础上查缺补漏、添砖
加瓦，用的时候也可以予取予求、信手
拈来。

普定县人武部职工上官筑宏感慨
地说：“我见证这个平台的设计、诞生到
投入使用，所以也真正体会到了它带来
的益处。比如我们举办送新兵大会，想
办一场晚会，就可以直接从‘文艺节目
库’里预约，邀请文艺团体来表演；或者
是民兵训练时，我们要搞些教育活动，
制作授课方案时不用再挠头了，直接从
课题库中选取即可！”

讲习名人堂，送课程“外

卖”进乡村——

网上“点餐”，专家直达面对面解惑

“我现在和闫政委是朋友了，我有
他的微信，咱们村再有啥困难，我直接
打电话找闫政委。”在普定县韭黄村，村
支书杨守亮一脸骄傲地告诉记者。

杨守亮口中的闫政委正是军分区
政委闫海。村支书和大校政委的交情，
还要从2018年 8月的一次“点餐”说起。

据了解，平台为基层提供“点餐式”
“套餐式”讲习服务，重点解决基层讲习
工作面临的手段单一、千人一面等难
题。目前，军地实践中心大数据平台上
的专家库中共包含 224位专家，专业涵
盖人文社科、农林牧渔、医药卫生、国防

军事等领域，形成讲习课题 135个。村
委会、武装部等基层单位可根据自身所
需在网页上查找相关专家、课程：如果
有已经录制好的精品课程，直接播放学
习；若没有，则可按需“点餐”，预约专家
进村开展讲习活动。

2018 年夏天，征兵工作正进行到
攻坚期，作为退伍老兵，杨守亮想在村
里办一场关于普及富国强军理念的讲
座，但请谁来讲却让他心里没底。兵
支书培训活动中，听说有这样一个平
台，回到村子后，他抱着试试看的心
态，登录网站详细了解各位名师的擅
长领域，并进行了“点餐”预约，邀请军
分区政委闫海来村给村民们上一堂
课。没想到预约完不到两天，闫政委
就来到村子，现地为乡亲们带来一堂
精彩的国防教育课。

尝到甜头的杨守亮越发珍惜平台
带来的便利。2018 年 10 月，该村集体
经济种植的韭黄遭遇病虫害，村民一时
束手无策。他立即上网预约了安顺市
农科院的省级技术专家张秀伟，3个工
作日内，张秀伟就深入该村的田间地
头、调查取样，提出了解决对策，还给村
民们讲解了不少种植技巧。如今提起
点餐平台，村民们都毫不吝啬地竖起大
拇指，连连称赞。

平台的热门板块“讲习名人堂”中，
不仅有市委宣传部、党校的理论专家，
市农委、林业局、畜牧兽医局联系的省
级技术专家学者，还有军分区协调的驻
军部队专业讲师、军队院校的专家学
者。他们的相关信息和“金牌”课程在
网站都有显示，单位“点餐”，后台“接
单”后统一调配。依据大数据平台“点
餐”功能，2018年夏天，安顺市委理论学
习中心组召开（扩大）集中学习专题报
告会，邀请国防大学知名专家作“深入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全面推进国防和
军队现代化、促进军民深度融合”国防
教育的专题报告，让安顺市的干部聆听

了精彩一课。
安顺讲师团团长金涛告诉记者，平

台既有“他山之石”作用，让军地之间互
通有无；同时也能“用专人攻专事”发挥
出良好的专业效益，加强讲师和村民之
间沟通交流，让理论落实到田间地头。

项目库变身“O2O”创业

平台——

农产品上架，军转民孵化不用愁

提起贵州，大多数人脑海里会出现
两个画面——黄果树瀑布和遵义会议
会址。

被称为中国第一大瀑布的黄果树
瀑布正是在安顺辖区内。此外，安顺还
有因保留明朝风貌而出名的天龙屯堡、
夏季避暑胜地水上龙宫等名胜古迹。
如今，贵阳到安顺的列车每天有 49 班
次，高铁半个小时即达。仅在 2018年国
庆黄金周期间，安顺共接待游客 471.92
万人次。安顺如何让其旅游业带来的
经济效益覆盖得更广，甚至是带动周边
村镇的经济发展？当下，产业扶贫发展
得如火如荼，村村有特色农产品项目，
如何让各村之间互通有无、合作共进，
形成特色农产品集群？普定县人武部
给出了答案。

普定县人武部探索将停止有偿服
务后收回的门面房，改造成该县的军地
实践中心，一楼建成特色农产品展示
店，二楼办公室建成配套的电商销售中
心。人武部政委余真权告诉记者：“该
门面房位于县城繁华地段，属于人武部
的固定资产，在停止有偿服务收回后一
直闲置。今年在军分区组织参观完平
坝区军地实践中心示范点后，我们开会
商定，将门面房无偿提供给兵支书们，
展示各村的特色农产品，帮村民致富奔
小康。”为扩大辐射面，他们将当地农产
品打造成线下线上相联通的“O2O”模

式，助力黔货出山，形成品牌效应。
网上大热的“维 C 果王”金刺梨，

原产地之一就在安顺。而金刺梨的
“爆红”，还要从省军区组织的“黔货出
山”和“黔菜出山”活动说起。为充分
发挥沟通军地优势，省军区联合贵州省
商务厅与贵州绿色农产品北京交易中
心协商，于 2018年 6月在北京召开贵州
绿色农产品推介会，军分区依托军地实
践中心网上大数据平台，对安顺当地特
色农副产品进行网上推介孵化。现在，
金刺梨汁已经登上航母伴随官兵远洋、
进入到航天员的太空舱陪伴航天员遨
游太空。记者登录军地实践中心大数
据平台看到，深蓝色的安顺地图上，分
布着一个个闪烁的红点，这些红点代
表的正是各村的特色农产品，还可直
接点击了解各村负责人信息，畅通连
接渠道。

平台不仅是农产品展示的窗口，也
是一个军转民、民参军的军民融合产业
孵化器，现已纳入 52个项目。点开军转
民标签下的“企业级网络运维管理平
台”项目，记者发现这是信息工程大学
研发的一个军地两用的项目，如果地方
企业需要，可以通过平台浏览了解详细
情况，若想进一步沟通协商，可与军地
实践中心的值班人员联系，再由工作人
员和信息工程大学进行对接。

进入新年度，军地实践中心大数据
平台正紧锣密鼓地筹备新一期的升级
换代。军分区司令员李春虎向记者介
绍，下一步，平台将对接“安顺红云”党
建平台、“安顺彩云”综合政务平台、“瀑
乡微理论”讲习平台，扩大覆盖全市的
国防动员、民兵在线学习等内容，成为
安顺智慧城市的支柱部分。平台的二
期工程将包含手机APP的开发建设，通
过手机实时推送最新资讯，在掌端完成
大部分功能。

上图：军地实践中心开展脱贫技能

培训。 薛 峰摄

贵州省安顺市整合军地资源，建成统筹全市武装工作、脱贫攻坚、基层党建等内容的新时代农民（市民）
讲习所军地实践中心——

讲习，从“知”到“行”的距离有多远？
■蒋 领 本报记者 范奇飞 郭 琦

编者按 “黔货出山”找
军地实践中心，兵支书概况
找军地实践中心，预约名师
来讲课找军地实践中心……
这个军地实践中心是个什么
来头？近日，记者来到贵州
安顺军分区，见到了这个指
尖轻点却能联动上万人的
“庞然大物”，探寻其背后的
奥秘。

安顺军分区牢牢把握历史方位和时

代脉搏，按照“工程化思维、系统化设计、

模块化运行、常态化实践、精准化评估”

的设计理念，以“军地力量强强联合、军

地资源通盘整合、讲习内容有机融合”为

基本方法，搭建新时代农民（市民）讲习

所军地实践中心，讲出了官兵和当地干

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决胜脱贫”

的新动能、新状况、新境界，提升了军民

融合的新本领、新作为、新成效。

思想是本，行动是形，本正则形立；军

民融合，融则两利，合则共赢。新时代农

民（市民）讲习所军地实践中心可以说是

发源于使命、萌生于基层、植根于时代。

国防动员系统结合处在军民融合“第一

线”、人民群众“家门口”的天然优势，深入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使其在军地基层一线落地生

根，是新时代国动人必须下大力研究、下

大力创新、下大力实践的神圣历史使命。

实践告诉我们，讲习工作重在以思

想自觉引领行动自觉，关键是要深入领

会贯穿其中的坚定信仰信念、鲜明人民

立场、强烈历史担当，和基层官兵、群众

一起做到学而信、学而用、学而行。讲

习，既要把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好，更要与

脱贫攻坚、军民融合、基层党建等军地基

层重点、热点工作结合好，既要为基层把

“天线”架起来，更要为基层把“地线”连

接好，既要当好“指导员”，更要做好“服

务员”，这是基层工作的迫切需要，更是

讲习工作的根本要求。

不日新者必日退。作为党的创新理

论的传播者，我们唯有根据军地工作实际

需要，坚持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线，进一步优

化军地实践中心顶层设计，不断拓宽中心

功能的深度、广度、维度，在“实”上下真功

夫，把军地实践中心办成官兵和当地干部

群众喜闻乐见的思想交流中心、信息传递

中心、知识传播中心、技能传授中心，进而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的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强军梦积聚无穷无尽的正能量，提供

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

（作者系安顺军分区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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