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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的贵阳乍暖还寒、梅绽枝头，
贵州省军区数据信息室副主任、工程
师李廷伟心里却暖意融融。从 3年前
一个“数字动员”的建议，到如今大数
据精准征兵子系统的调试，李廷伟想
想都感觉兴奋！

2016年 1月，李廷伟任贵州省军区
司令部助理工程师，在一次动员潜力调
查中，他发现“货车帮贵阳数字港”利用
大数据每天可将 500余万条货源信息，
提供给 200多万辆认证车辆选择，使得
车与货真正实现了无缝对接。“如果将这
一技术运用于军事运输，运用于支前保
障，可以效益倍增。”在2016年十二届全
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时任军队人大代表
李廷伟，提出“在数据资源建设、数据中
心建设、传送网络建设、软件产品建设和

信息服务发展等领域兼顾地方和军队大
数据建设需要，将军队大数据发展需求
纳入国家大数据发展规划，确保大数据
在军地之间协调发展、科学发展”的建
议，并在出席解放军代表团第二次全体
会议时作了发言。

贵州作为全国首个大数据综合试
验区，大数据建设一直走在全国前列。
李廷伟在两会上的建议，引起贵州省军
区党委的重视。虽然当时正值省军区
系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期间，但时任省
军区领导仍赋予李廷伟“建立国防动员
大数据平台”的调研任务。

随后，省军区成立国防动员大数据
建设领导小组，组建军地合署工作专
班，正式拉开省军区国防动员大数据建
设的帷幕。“我们要围绕支援保障一体

化的需要，构建‘平战一体、军地兼容、
全面覆盖’的国防动员大数据平台。”动
员局局长党耀江说。

其实一开始，这个目标并不明确。
从 2017年初到 2018年中旬，在一次次
工作讨论会、调度会上，关于国防动员
大数据建设的“名称之争”“密级之争”
愈演愈烈，是叫“数字动员”“智慧动员”
还是“国防动员云”？定位为涉密系统
还是非涉密系统？数据从哪里来、数据
怎么聚集、数据如何管理、数据怎么使
用？军地不同部门提出许多不同意
见。贵州省大数据局应用处副处长陈
昱说：“刚开始参加讨论会时，我们以为
要解决的是单一的军事需求供给对接
问题，随着讨论的不断深入，我们发现
没那么简单。”在参与过程中，李廷伟也
发现，“建议的落实何其不易”。

经过多次沟通协商，军地认识提高
了，推进工作的思想更加统一，目标更
加清晰。“打破军地二元结构，打通平战
两条链路，以战领建、用在平时，兼顾便

捷共享和安全保密的双重需要，确保建
设运用与国家大数据建设、贵州大数据
建设相兼容，与军队大数据建设相衔
接”，成为了贵州省军地的共识。

得知省军区开启国防动员大数据
建设后，贵州省领导高度重视，仅 2018
年就作出11次重要批示，要求地方各职
能部门全力配合支持。2018年 11月，
贵州省正式将省军区国防动员大数据
建设纳入全省“一云一网一平台”建设
统筹规划，作为全省军民融合重点项目
统筹推进落实，列支专项经费保障。
2019年 2月，省军区国防动员大数据

“精准征兵”应用子系统建成并进入调
试阶段，预计今年4月正式使用。

省军区政委李辉告诉记者：“2019
年省军区将重点推进涉密机房建设，
同时租用‘云上贵州’计算和存储资
源，为非涉密应用提供基础支撑，形
成基础数据共享通道。2020年将全面
建成国防动员大数据平台，全面形成
应用体系。”

离全国两会召开的日子越来越近，往年军队人大代表建议提案的办理
情况如何？请看来自贵州的报道——

一条建议推动全省专项国防建设
■本报特约记者 易恢荣

近日，辽宁省军
区沈阳第十一干休所
来 了 两 位“ 追 星
族”——16岁的肖辛
格和赵彬彧。

干 休 所 有 啥 明
星？肖辛格说：“抗战
英雄吕品就是我们要
追的‘星’！”原来 2月
9日，肖辛格在收看
《感 动 沈 阳 十 大 人
物》 颁奖晚会时，被
96岁抗战老兵吕品
的事迹深深感动。“吕
爷爷是了不起的英
雄，我一定要见见他，
当面表达敬意。”肖辛
格的想法，引起同学
赵彬彧的共鸣。二
人在家人的帮助下，
找到干休所。征得
吕品同意后，他们手
捧 鲜 花 来“ 追 星 ”。
图为吕品对肖辛格
（左一）、赵彬彧（左
二）讲述军功章背后
的故事。

赵 雷、王 丹
摄影报道

本报讯 李爱平、记者乔振友报道：
2月 26日 9时，黑龙江省绥化市博物馆
迎来数百名参观者——绥化市第十中学
组织师生来此“上课”。开学第一课为何
设在博物馆？“博物馆里设有一座国防教
育展馆，陈列了绥化籍优秀军人的事迹
展板，非常受学生欢迎。”第十中学校长
雷家鸣解释，“绥化市出台的《关于推进
全民国防教育制度化常态化实施方案》
规定，中小学校每年需组织学生参观国
防教育场馆1～2次。”

绥化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
城市，先后走出了 103位共和国将军。
绥化军分区政委李一民告诉记者，绥
化市委宣传部和军分区历时 3年，足迹
踏遍 9省 23市，采访调查绥化籍将军
的事迹，编写完成“从绥化走出去的共
和国将军”专题报道，除在当地媒体滚
动播出外，还专门制成展板在市博物
馆展出。没想到这个展出不仅受到军
人军属的青睐，而且前来参观的群众人
数也逐日递增。军地由此决定，在市博
物馆专门建立一个国防教育展厅，展出
范围扩大到绥化籍所有在部队立功受奖
的优秀现役、退役军人。

“高铁成，三闯火海救人，被中宣部

授予‘时代楷模’荣誉称号……”“叶福
彰，2018年因飞行工作突出被海军航空
部队荣记二等功……”记者看到，该国防
教育展厅的绥化优秀军人荣誉墙上，共
展出600多名优秀军人事迹。讲解员告
诉记者，一年来，这里每天参观人数均超
过300人。

“全社会尊崇需要全方位投入。”市
委宣传部领导介绍，除了让优秀军人事
迹有专属展馆外，他们还和军分区一起
编辑出版了《绥化英雄故事集》《强军路
上绥化人》，发放给全市 216所中小学
校，作为开展国防教育的教材。通过课
堂上老师讲述、学生耳濡目染学习、军事
辅导员进校园座谈等形式，让军人的英
雄形象在青少年心田生根发芽。

浓浓的爱军氛围，激发当地崇军
尚武的热情。李一民介绍说，“5年来，
绥化市征兵工作一直在全省名列前
茅，绥化籍官兵有 642人立功受奖，22
人考入军校，仅 2018年就有 62名绥化
籍官兵立功。”

黑龙江省绥化市全方位营造尊崇军人氛围

专馆展出600余名优秀军人事迹

国防时评国防时评

干休所来了干休所来了““追星族追星族””

■本版责任编辑 程 荣

“我是雷锋家乡兵，学习雷锋当传
人！”近年来，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坚持
开展“雷锋家乡学雷锋”活动，传承和践
行雷锋精神，涌现出一批“学雷锋标
兵”。临近第56个学雷锋纪念日，望城区
又公开表彰一批“学雷锋标兵”。表彰会
上，３名身着迷彩服的领奖人格外引人瞩
目，他们有一个共同身份——退役军人。

参战老兵陈光辉——
自建国防教育中心

老兵陈光辉的左脚里还有弹片，那
是1978年参加边境作战时，他为掩护战
友留下的。此后，他走路一直不太利索，
身体也大不如前，可是在他的乡亲——
望城区格塘镇柏叶村村民眼中，“陈伢
子的能力越来越强！”

2003年是个旱年，邻近的宁乡县朱
良桥乡送颜村晚稻歉收，是陈光辉捐资
修复的水渠，解了送颜村村民的燃眉之
急；2008年汶川地震消息刚传出，是陈
光辉第一个发起募捐，并带头捐了2000
元；本村有个退伍兵，为给妻子治病，一
直住在茅草棚里，是陈光辉发动战友同
事募捐，为他家盖了砖瓦房……

2011年，陈光辉还干了件大事——
在格塘镇柏叶小学里建了一个国防教
育中心。此后，陈光辉每年都到国防教

育中心开办专题讲座，截至目前已开办
了上百场，这个中心也接待参观学生 8
万余人次。

创业老兵周润——
热忱服务英模老兵

2010年，周润退伍后，南下广州打
工，经过7年打拼攒下一些积蓄。

2017年，周润决定回乡创业。他
联合战友承包下村里的荒芜山地，开
办了一家航空运动公司，从事热气球、
动力滑翔伞等旅游项目。公司步入正
轨后，周润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区人
武部的帮助下，建立了一个英模老兵
资料库，收录望城区 50余名革命英模
及贫困残疾退役军人的姓名、家庭情
况和联系方式。随后，他在公司设立

“关爱退役军人基金”，组织专人定期
看望这些英模老兵，帮助解决其家庭
困难。如今，周润已安排 10名家庭困
难老兵到公司上班。

民兵排长欧阳志国——
加入公益事业13年

“他就是‘活雷锋’！”在望城区桥口
镇蓝塘寺村，村民这样评价退役军人、
民兵排长欧阳志国。

2006年，欧阳志国动员桥口镇退役
军人组成一支志愿者服务队，定期开展
公益活动。13年来，他们多次参加无偿
献血，每年都到镇敬老院、学校开展爱
心活动。望城区打响脱贫攻坚战后，欧
阳志国根据自身养殖经验，帮扶数名贫
困村民开办养殖基地。他还出资购买

环保运输车，定期将养殖场动物粪便运
送给农户施肥种菜，实现创收与生态双
赢。如今，志愿者服务队已由最初的18
人发展到80余人。2018年8月，区人武
部、安监局联合为其授牌“乔口应急救
援公益队”。

2018年 12月 30日晚，欧阳志国和
志愿者巡逻时，发现一名因醉酒摔倒后
陷入昏迷的老人。他们迅速将老人送
进医院，并支付医药费后离开。事后，
有人议论：“有时候做好事也会被人讹
诈的，这个退伍兵有点傻。”欧阳志国得
知后却说：“我情愿当这样的傻子。”

聆听 3名退役军人的故事，记者强
烈感受到：一股强大的正能量在接续传
递。“接过雷锋的枪，雷锋是我们的好榜
样……”面对记者的采访，他们说，我们
要用实际行动，让这首传唱数十年的歌
曲在雷锋家乡唱得更响亮。

雷锋故里有老兵传人
—长沙市望城区学雷锋退役军人群体素描

■肖三军 本报特约记者 王希明

1966年11月，天安门城楼上。一
位外国记者问朱德元帅：“您想身后留
下什么样的名誉？”曾经的中国人民解
放军总司令、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
他一语作答：“一名合格老兵足矣！”

一声“合格”，天高地阔；一声“老
兵”，情深意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建立至今，不
同发展时期，陆续有许多官兵退出现
役，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老兵。这
些老兵服役时，是军队栋梁；退役后，
是国家的宝贵财富。

令人欣喜的是，优待老兵的专用
证件来了！2018年12月29日，河北省
委、省政府、省军区联合举行退役军人
优待证颁发仪式。

令人倍感温暖的是，2019年2月，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负责人明
确表示，正在研发全国统一的优待证。

当过兵和没当过兵的人都感叹：
小小优待证，凝聚的是关心和认同，是
支持和尊重。“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
的职业”，正在以更多看得见、摸得着
的形式落地生根。

始料未及，困惑也随之而来！
春节期间，一条以“优待证不优

待”为题，拍摄于某景区门口的视频，
在微信朋友圈大量转发。游园不优
待？这还了得！起初，不少退役军人
为之愤怒。后来，真相浮出水面：河北
省发放退役军人优待证时明文规定，
鼓励民营旅游景区对退役军人实行优
先优惠，并非强制实施，视频中景区工
作人员的解释在理，且当地媒体多次
公布可免票景点名单，该景区并未列
入其中。

一桩小事，几多争论。果真应了
邓小平同志的一句话：发展起来以后
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经济社会发展，从“军人依法优
先”到“退役军人优待”，乘车、游览、
就医、配偶就业、子女入学，凡工作、
生活中遇到的种种难题，都将会迎刃
而解，尊崇军人、优待退役军人的举
措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具体。如果
说河北省的优待证是 1.0版本的话，
退役军人事务部即将统一发放的优
待证就是 2.0版本。借助信息采集系
统，退役军人全部信息写入芯片，则
是优待证 3.0版本了——“无证胜有
证”，刷脸可优待。

许多战友退出现役时表示，身上
的军装脱了，心里的军装永远穿着！
而今，当社会尊崇军人的氛围渐浓，当
退役战友接过退役军人优待证时，敢
不敢说心中的证件永不褪色？

1960年，河南邓州 560名适龄青
年应征入伍，分配到原沈阳军区工程

兵某团，成为雷锋的战友。后来，他们
相继退伍、转业返回故乡，以“雷锋战
友要为雷锋争光”为座右铭，组建“编
外雷锋团”。在他们的带动下，仅
1997年以来邓州市就涌现出学雷锋
先进集体 156个、先进个人 1.5万名、
见义勇为先进分子 195人，为社会做
好事10万多件。

有形的证件，是关心和认同，是支
持和尊重。老兵当自豪，党和政府一直
予以我们厚爱。我们依法享受各种优
待时，证件就要理直气壮地拿在手中。

无形的证件，是鞭策和鼓励，是
方向和动力。老兵当担责，人民群众
一直寄我们以厚望。我们依法享受
各种优待时，心中的证件亦重千钧、
不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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