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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时评国防时评

百姓与国防百姓与国防

家家户户悬挂着鲜艳的五星红旗，
到处都是“戍边树”“连心井”“共建路”，
在素有“边境第一村”之称的西藏岗巴
县吉汝村，国防元素随处可见。

近日，吉汝村召开村民代表大会，
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是通报全村近期参
与边境管理和治安防范情况，并对下阶
段巡逻边境的事宜进行部署安排。受
邀作报告的岗巴“高原戍边模范营”教
导员洛松江措告诉记者，强边固防在吉
汝村已是重要村务，逢会必设国防议
题，常态组织群防联治。

吉汝村村民心系国防安全，缘于其
独特的地理位置。该村紧邻边境线，境
内有多个通外山口，自古就是兵家必争
之地。上世纪初，外军入侵西藏便是从
此处隘口突破……后来，这段历史被村
民世代相传，渐渐地，“家门连国门、有
国才有家”的意识便融入了村民血脉。
这个边境村庄的村民都以接受过民兵
训练或给驻军当过巡逻向导为荣。

“我们的国，我们的家。守护家园
安宁是我们全村村民的共同心愿！”吉
汝村党支部书记普布索朗说，若遇到边
境形势紧张，乡里的情况通报如同战斗
的号角：上百名青壮年开着自家汽车、
牵着生产用马，携带干粮、物资齐聚县
人武部，请求支前；留守家中的老人、孩
童也不甘心落后，全员出动为驻军背
水、送菜、洗衣服……

近年来，虽然吉汝村多数年轻人
外出打工，但只要县里组织民兵训练
和巡边，所有民兵都会毫不犹豫放下
手头工作准时参加。2017年夏，嘎罗
布准备给儿子操办婚事，可此时巡逻
计划恰好批复下来，他权衡再三，最后
委托亲人帮忙办喜事，自己却牵马走
上边防线。女民兵卓玛有个 3岁的女
儿，但凡见不到母亲就哭闹，但卓玛从
来都没有因此耽误过巡逻。前两年，
村民贡布顿珠刚买皮卡车，每天他都
开着这辆车给部队官兵送水，半年下
来，轮胎磨坏两个，前挡风玻璃也被砂
石击碎。事后，有人问贡布顿珠：“心
疼不？”他笑着说：“金珠玛米（藏语，解
放军）保家卫国，帮他们就是帮自己，
只要家里的东西能用得上，他们全搬

走都可以！”
有一年，吉汝村民兵排在海拔5600

多米的某山口分组布防后，天气突变，
风雪来袭。有多年戍边经验的嘎罗布
立刻通过电台下达命令：“各组队员集
中精力，严密观测，谨防异常情况！”队
员个个变成雪人，肚子饿得咕咕叫，却
无一人擅离岗位。

守边固防，必须练好看家本领。吉
汝村民兵还积极参加边防勤务挂钩训
练、爱军精武比武竞赛。岗巴县人武部
部长杨洪华说，近几年岗巴县边防建设
日新月异，吉汝村村民功不可没。

� 为他们点赞

每一寸国土都曾被鲜血染红，每一
寸国土都来之不易。生活在边境线旁
的人们对此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因为家
门连着国门，国安，家才无事，世世代代
赖以生存的土地才能平平安安。“只要
家里的东西能用得上，他们全搬走都可
以”，这是吉汝村村民对军队勠力支持
的朴素表态，也是对祖国无限热爱的真
情流露。“我们的国，我们的家。”吉汝村
村民用行动兑现爱国诺言。

我们的国，我们的家
—西藏岗巴县“边境第一村”村民强边固防纪实

■本报记者 晏 良

夜空中，数百只蓝光“萤火虫”蹁
跹起舞，时而组成一支战斗机，时而变
换成一座江南古塔……近段时间，江
苏扬州首届航空科技文化展在宋夹城
举行，数百支无人机凭借精确到位的
悬停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视觉盛
宴。如今，无人机的飞控系统及搭载
技术日趋成熟，应用领域也愈加广泛，
除了可进行高空喷洒农药、拍摄记录、
气象监测等生产活动外，还因其灵活
的机动性能、较小的电磁反射面积、稳
定的信号传播等特点，逐渐受到国防
动员系统的青睐。

无人机在国防动员系统的作用发
挥，主要是抵近任务地域勘察地形、收
集现场动态，给后方提供决策信息支
撑。有的无人机还具备一定的应急处

置能力，可携带灭火弹开辟隔离带、飞
至生化沾染区域喷洒洗消液剂等。

近年来，不少地区的国防动员部
门组建了无人机分队。有的通过预征
装备、预编队伍的方式，依托地方无人
机公司和科研队伍组建了相应的民兵
分队；有的则自主购买无人机，通过军
地合训的方式培养操作手。无论哪一
种方式，都是推动科技力向战斗力转
化，是对国防动员潜力的一种深度挖
掘，属于有益的探索和创新。但无人
机在运用过程中，有两点需要把握好：

注重使用检验。科技创新容易出
现“贴标签”现象，但应急应战任务直
接关系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甚
至国家安全，容不得半点马虎和作
秀。组建无人机队伍的部门不能“揽
到盘子就是菜”，为建而建，如条件允
许应邀请军队院校专家协助做好资格
认证和机体功能转化，建立科学合理
的应急应战响应机制，防止“平时飞得
好，急时掉链子”。

坚持法治思维。无人机出厂时，
都会有限飞程序设定，这是国家从安
全和保密角度作出的统一规定。但
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普及，无人机开
始飞入“寻常百姓家”，一些飞友出于
好奇心理，私自借助“破墙”软件篡改
无人机程序设定，操纵无人机进入城
市闹市区、重要敏感目标等禁飞区域
上空，由于操作技术不成熟和程序漏
洞，引发了一些不必要的安全事故。
动员部门应引以为戒，坚持法治思维，
除特殊任务外，不得随意修改无人机
飞行参数。

当下正值山花烂漫的四月天，一
些踏春的朋友为了记录一年之中的大
好春光，可能会在出行时携带无人机
进行航拍。但是，此时全国多数地区
干旱少雨，是民兵队员执行山火防控
任务的繁重期。在放出无人机时，还
请踏春的朋友为任务机让开航道，让
彼此的机身都能在天空中飞出美丽姿
态、安全姿态。

无人机这样放飞更美丽
■朱宏博

海军节来临之际，辽宁省辽阳军分区联合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开展国防教育进学校、进教案、进课堂活动，让学生
在潜移默化中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国防观念。图为部队军官在辽宁舰模型前向师生介绍海军成立70年来取得的巨大成
就。 谭长俊摄

本报讯 欧伟威、特约记者朱勇报
道：“同志，老人的医保卡和身份证没带
不要紧，请出示您的军人身份证，军人可
以通过社会信用积分为亲属办理住院手
续。”日前，湖北省黄石籍陆军某部三级
军士长柯飞的父亲突发脑出血，医院工
作人员查实柯飞具有高信用积分后优先
为其父亲办理了住院手续。这是黄石市
将服役情况纳入个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后，为军人及其亲属带来的实惠和便利。

黄石市作为全国社会信用体系示范
城市，正在推行个人诚信积分建设。通过
汇总公安、民政以及公共服务领域等60
多个部门的数据，综合分析公民个人信用
能力、公共、职业、金融、行政、司法等信用
数据，对个人社会信用进行打分。分数主
要由基础分、加分项、扣分项 3部分组
成。其中加分项包括表彰奖励、志愿服

务、见义勇为等，扣分项包括行政处罚、偷
税漏税、违法犯罪等违法违纪行为。

“要在全社会营造崇军尚武的浓厚
氛围，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应当将公
民服役情况纳入其中，将服役年限、立功
受奖等纳入加分项，受到处分、拒服兵役
的纳入扣分项。”黄石军分区政委李家华
在研究信用体系建设专题讨论会上建
言。他的建议得到了与会代表的一致赞
同，还有地方领导建议，应把军烈属身份
也纳入信用加分项之中。

据此，该市对社会信用体系进行修
改完善，将公民服兵役情况和在部队表
现纳入个人社会信用体系，进行统一评
分。他们还对服兵役情况的评分标准进
行细化，明确规定服役满 1年加 5分，获
得优秀士兵（官）加 5分，在部队荣立三
等功、二等功、一等功及以上荣誉的分别

加10分、25分、35分，军烈属身份加5分
等加分标准；对在部队受到处分的官兵
或拒服兵役的公民，采取减扣 5至 50分
处罚措施。按照该信用体系，柯飞在部
队曾获 3次优秀士官，荣立 2次三等功，
加上服役年限积分，他已经达到了诚信
优秀的标准，能够享受各类行政服务优
待和优惠。

据了解，自从该市将公民服役情况
纳入社会信用体系以来，赢得了黄石籍
部队官兵的广泛点赞，激发了他们建功
军营的热情，也在当地形成崇军尚武的
浓厚氛围。截至目前，该市报名应征青
年人数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7%。

在部队服役、立功受奖加分，军烈属加分，拒服兵役扣分

湖北黄石 公民服役情况纳入个人信用体系

新疆石河子，一座由军人选址、军人
设计、军人建造的城市。

四月初，天山北麓，春风又至。在绿
意与芳菲的点缀下，这座号称“戈壁明
珠”的城市更显繁华与美丽。城市的主
干道上，车流不息，人头攒动，一座座现
代化的楼房和商铺鳞次栉比。谁能想
到，70年前，“石河子”的面貌如同其名，
只是一条东西向的卵石沟，满目荒凉。

激情燃烧，在荒原之上
开垦边疆新城

巨大的木犁需要七八个人才能拉
动；“地窝子里的新房”展示着第一代老
军垦新家的样子……踏入新疆建设兵团
军垦博物馆，那段激情燃烧的屯垦岁月
展现在眼前。

在老军垦陆振欧的记忆中，解放军
是1950年来到石河子的。当时，除了风

沙走石，这里一无所有，但官兵没有退
缩，他们抱着誓要建成“共和国军垦第一
城”的决心，战冰雪，斗风沙，在亘古荒原
上拉开第一把犁，纺出第一缕纱，榨出第
一块糖……

1951年，军垦官兵在石河子建成土木
结构平房733间，修筑道路14.7公里，为这
座城市勾勒出道路骨架和城市轮廓。到
了1952年，城市建设开始大步前进。

“那一年，主体4层的二十二兵团机
关办公楼及大礼堂、志愿军招待所等一
批砖混建筑相继落成，石河子这片土地
上出现了第一批楼房。”陆振欧指着眼前
的博物馆说，二十二兵团机关的办公楼
是当时石河子楼层最高、规模最大的楼
房，是“军垦第一楼”。

“军垦官兵为石河子修建城市和道
路，留下我们丰富的红色记忆，比如，王
震将军铜像、军垦第一犁、小李庄军垦旧
址……这些都是生动鲜活的红色教育载
体。”八师石河子市宣传部长严萍介绍，
近年来，他们深度挖掘军垦资源，有效保
护和利用了大量劳动场址和红色文物，
将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逐渐打造成
石河子一张亮丽的红色名片。

“军垦精神是以人民军队为主体创
造和发展的，它与当代军人血脉相连，从
传承弘扬军垦精神中可以汲取强军力
量。”新疆军区某装甲团政委李桂增说，
他们经常组织官兵阅读《兵团史志》《青
史丹心昭天山》等书籍，定期开展体会交
流、军垦知识竞赛等活动，还邀请第一代
军垦战士进军营作报告、讲传统，增强官
兵投身强军事业的信心和力量。

感恩进取，在幸福城市
续写光辉业绩

每天傍晚，伴随着动感的音乐，城
市中的男女老少会聚在石河子广场跳
起欢快的舞蹈。在这里生活了 50多年
的王红玲对记者说：“这里空气好、环境
美，每晚我都会和老朋友来跳健美操，
从心里感谢兵团党委给我们带来的美
好生活。”

石河子曾被评为“中国最具幸福感
城市”。市政工作人员介绍，今年的政
府工作报告对城市畅通工程、城市生态
和园林项目、军垦风貌区建设等工程项
目进行详细规划，力图将石河子打造成
外有颜值、内有气质的区域性中心城
市，着力提高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和安全感。

“幸福除了守望，还需要奋斗。”在市
政部门工作的蒲林，于1983年从新疆财
经大学毕业后来到石河子。他清晰地记
得，当时和他同一批入职的工作人员都挤
在几间矮小的平房里办公，全市财政收入
年均不足4000万元。如今，该市全口径
财政收入已经达89.1亿元。

俯首勤耕，岁月流金。军垦博物馆
中的粮票、木犁犹在诉说着那段艰苦奋
斗的时光，而现今的师市奔涌着不息向
前的经济发展大潮。八师党委书记、政
委，石河子市委书记董沂峰告诉记者：

“近年来，借着‘一带一路’的东风，石河
子市吸引了大量资金、项目、人才和产
业，经济运行呈现出逐年向上跳跃的喜
人态势。”

新疆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组建于
1996年7月，当时年产值只有1.58个亿。
目前，该集团总资产规模已达上百亿元，
研发的滴灌系统已累计推广近8000万亩
土地，创造了中国节水灌溉技术首次向
国外大规模输出的记录，成功走向哈萨
克斯坦、巴基斯坦、蒙古、津巴布韦和厄
立特里亚等17个中亚、非洲国家。

据统计，目前，石河子市辖区内有
14所大中专院校，18所科研机构，5个国
家级开发区、高新区和科技园区，以及
1300余家工交建商企业。

改善生态，在不毛之地
造出绿水青山

“联合国改善人类居住环境良好范
例奖”“中国人居环境奖”“国家园林城
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近年来，石
河子在生态建设上先后获得一系列殊
荣。农八师副师长马朝鑫说，1950年，
这里还是一片风沙肆虐的不毛之地。

有人说，人类文明是从砍倒第一棵
树开始的。然而，石河子却截然相反，它
的发展是从种树开始。以树为城是石河
子的一大特色，第一代垦荒者在王震将
军的率领下，于建场之初就定下了“先栽
树，后修路，以树定路，以树控制规划”的
发展思路。

一五〇团曾经是一个几乎不见绿色
的地方。60多年前，风沙肆虐，黄沙侵
蚀着农田。一五〇团官兵将胡杨树种撒
在沙漠边缘，经过近 10年努力，终于探
索出通过人工方式育苗和栽种野生胡杨
的经验。70年间，在几代军垦人的努力
下，这座城市拥有了一条以乔木为主、乔
灌结合的四级生态防护绿色屏障。

王效英是 1950年从四川参军来到
石河子的，被军垦人亲切地称为“树妈
妈”。“那时候石河子还是个大戈壁滩，
风沙特别大，人面对面都看不见，种树
在那时被认为是异想天开，一铁锹下去
全是石头，水分很难保持。”王效英说，
1960年大旱，连庄稼都浇不上水，树就
更谈不上了，她急得跑到兵团司令部
哭。第二天，兵团领导把她叫去：“宁可
旱死三亩田，也不能旱死一棵树，水已
经给你们派了，抓紧吧！”

一茬茬军垦人耐住性子，接力奋斗，
创造了“人进沙退”的世界奇迹，用双手
托起了石河子这颗璀璨的“戈壁明珠”。
如今，该市绿化覆盖率已达到42%、人均
公共绿地面积12平方米。

“它是这样漂亮/令人一见倾心/不
是瀚海蜃楼/不是蓬莱仙境/它的一草
一木/都由血汗凝成……”《年轻的城》
是艾青为石河子写下的诗，字里行间流
露着对这座边疆新城的赞美。记者相
信，在军民的共同建设下，这座朝气蓬
勃的城市定会创造更多奇迹，展现出更
美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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