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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流 干 部 这 一 年交 流 干 部 这 一 年

从海底来到陆地，从海军到国防动
员单位，我受领的第一件任务就是民兵
调整改革。

来人武部之前，我已经在作训岗位
上干了 8年多，在原单位也是数得着的
业务骨干，自认为有“几把刷子”，开展
民兵工作肯定不在话下。然而，当我到
人武部后才发现，工作开展起来并不是
我想象中那么顺利。

当时，全县正按照省里的部署，加
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随着淘汰废旧
动能步伐的加快，一批落后企业正面临
破产重组的严峻挑战，给企业民兵组织
也带来诸多影响：企业倒闭，组织分散，
纸上一大片，实际看不见；与战时需求、
部队需要联系不紧，平时用得少、战时
看不到，编用脱节问题突出。

第一道考题摆在面前，是知难而退

还是迎难而上？回想起在部队工作多
年的经历，不服输的劲头让我暗下决
心：打通“中梗阻”，抓实各环节。我按
照“告别老旧产业、用好新兴行业”这一
思路，协调县委、县政府对编建民兵分
队和建立动员储备中心的具体标准进
行规范，探索建立起完善配套的管理、
使用和保障机制。随后，和县领导一起
走访多家企业，最终在全县70余家企业
中，遴选出16家全市重点建设项目和高
新企业成立了民兵组织，涵盖新能源、
高端装备制造、生命健康等5类产业，促
进了现代市场与未来战场的无缝链接。

如何管好队伍，实现强起来，成为
摆在我面前的又一道考题。我和部党
委一班人又开始了制度机制建设。在
吸收有关单位有益做法的基础上，组织
人员编写《民兵整组业务指导手册》，为
解决“干什么、怎么干、干到什么程度”

提供了思路方法和借鉴参考。
临盘镇武装部曾是多年的老先

进。近两年，由于人员调整大，虽然硬
件设施上去了，可业务工作始终“原地
踏步”。该镇专武干部告诉我：“这本
《手册》，看着能学，照着能做，解决了我
们目前的大难题。”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去年底，在
军分区组织的民兵调整改革检查考评
中 ，我 部 取 得 了 总 分 第 一 名 的 好 成
绩。回想起交流任职的这些日子，从
当初的“搁浅趴窝”到现在的“换挡提
速”，有汗水，有付出，更有收获。作
为打赢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国动事业
同样是施展个人才干的重要舞台。只
要大家都爱岗尽责、在岗负责，就一定
能用平凡岗位的作为推动国防动员事
业的发展。

（整理人：于 斌）

抓实整组，为未来战争积蓄力量

本报讯 黄宜、特约记者朱勇报
道：近日，由湖北省宜昌军分区联合三
峡广播电视总台开展的“公益大讲堂助
力高考”征兵专场热播后，在该市高三学
子中产生较好反响，有3000余名学生表
达了从军愿望。

“公益大讲堂助力高考”是湖北省宜
昌市宣传部、教育局联合创办的一档电
视讲座。栏目开播以来，先后开讲 100
余场，听众达10万余人，覆盖电视、网络
用户30万余户。

“何不利用电视栏目的影响力来进
行征兵宣传？”高中应届毕业生是军校
的优质生源和新兵的重要来源。为把
更多高素质人才吸引到部队，该军分区
决定探索适龄青年参军报国宣传新模
式，将军校招生、士官招收、兵役征集等
参军政策宣讲纳入地方“公益大讲堂助
力高考”栏目，让更多人通过大讲堂了
解军营生活。

“随着改革强军的深入推进和军人

荣誉感的不断提升，军校正受到越来越
多考生和家长的关注，但各位对于报考
军校与兵役征集的相关政策是否有足够
的了解呢？”在“公益大讲堂助力高考”活
动现场，该市伍家岗区人武部副部长吴
光敏结合各种资料详细解读了军校招生
和征兵政策；在互动答疑环节，该市征兵
办公室参谋熊作权从报考条件、征集程
序、有关待遇、注意事项等方面对现场观
众进行一一解答。

“以前，总觉得军校挺神秘的，没有
关系上不了。现在，听了公益大讲堂，我
对军校招生和征兵政策有了更深了解。”
学生家长陈冬梅表示，一定会全力支持
孩子报考军校、参军入伍。

“你不站岗，我不站岗，谁来保卫祖
国，谁来保卫家……”在讲座结束时，一
首《说句心里话》扣人心弦。该军分区领
导表示，他们将会把这项活动一直持续
下去，鼓励更多的适龄青年投身到国防
建设。

湖北省宜昌军分区为高三学生提供政策咨询

“公益大讲堂”助力从军路

排查贫困人口漏评错退、督促产业
布局尽早到位……5月中旬，贵州省遵
义市习水县人武部领导分头带领驻村
工作队下乡蹲点。习水县的乡村多在
山区，钻山沟是人武部干部职工的家常
便饭。

“我们钻山沟就是为了群众能够出
山沟。”该人武部部长范小勇说，为早日
带领贫困户脱贫，他们深入农家、田间
地头，与贫困户促膝交谈，看房、看圈、
看人居环境、看米袋子、看水龙头、看衣
柜，精准摸排“致贫原因”，精准制定帮

扶措施。
在扶贫中，他们坚持挂图作战，排

列工作清单、工作进度表，挂账销号，坚
持每日“一碰头”、每周“一调度”、每月

“一小结”和成立督查组全面督查等工
作制度，对工作中的棘手问题、个案问
题，及时组织相关人员商议、破解。

今年 71岁的刘应华，是程寨镇罗
汉寺村有名的贫困户。行动不便的她
和两个体弱多病的儿子挤在一间漏雨
的土房里过日子。人武部扶贫队得知
后，组织干部职工帮助他们加固维修房

子、建圈舍养猪。房子越住越舒坦，日
子越过越红火，老人逢人就笑着说：“没
想到我这把年纪了，还能过上这么好的
日子。”

近年来，习水县人武部干部职工
和当地镇村干部为群众解决了不少现
实难题，挖沟渠、建水窖、安装管道；修
建通村路、通组路；投入 100余万元资
助结对帮扶镇村发展村集体经济。他
们还组织镇村干部、帮扶干部开展“金
秋助学”活动，助百余名贫困户子女圆
梦大学。

小山沟里的“脱贫冲锋号”
—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人武部助力群众脱贫致富

■刘远懋

自述人：朱 明
2018年8月，从海军潜艇某支队交流到山东省临邑县人武部任部长

5月下旬，浙江省湖州市
长兴县第四小学的学生走进长
兴县消防救援大队，开展共建
活动。图为长兴县消防救援大
队消防员向学生讲解消防设备
的知识。 许斌华摄

本报讯 记者苗鹏、通讯员王海明
报道：“革命战争年代，吕梁儿女用鲜
血和生命铸就了伟大的吕梁精神。今
天，我们要传承吕梁精神，为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而奋斗……”5月 22日，在山
西省吕梁军分区开展的“探寻东征历
程、传承红色基因”系列教育实践活动
中，抗战老兵刘炳涛的发言赢得了阵阵
掌声。

抗日战争时期，吕梁革命先辈南征
北战，在艰苦奋斗的战争历程中谱写了
伟大的吕梁精神。

“老一辈革命家留下的红色文化资
源是宝贵的财富，必须传承好、利用好。”
为此，该军分区协调地方政府修缮和开放
184处红色教育场所，推荐评选并充分运
用3处国家级、17处省级国防教育基地，
搜集大量资料、文物，建立了设施先进的
荣誉室，用情景剧、书籍、短片等多种方

式，向人们展示革命先辈的感人事迹。
同时，该军分区还开设红色故事大

讲堂，邀请革命先辈及后代，讲述红色
故事，重温烽火岁月，激发官兵强军斗
志。“每次聆听刘胡兰的故事，就是一次
心灵的对话，”刘胡兰英雄民兵班第二
十二任班长郭晓宇说，“每当听到她面
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坚贞不屈，我就在想
我们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还有
什么苦不能吃呢？”

在孝义市，石践村村民英勇抗日、
108人全部牺牲的感人故事口口相传。
孝义市人武部部长李义生介绍，革命先
辈的故事激发了新兵刻苦训练、建功军
营的内动力，创造了连续 60年无退兵
的征兵业绩。

红色基因融入血脉，传统精神激励
斗志。近年来，先后有 110余名吕梁籍
战士在部队立功受奖，人武系统87名官
兵职工和专武干部被上级表彰为先进。

山西省吕梁军分区开展系列教育实践活动

用吕梁精神激发官兵强军斗志

湖北省罗田县人武部

加强基层人武部正规化建设
本报讯 程礼堂、梅成军报道：5

月下旬，湖北省黄冈市罗田县人武
部在匡河镇召开基层人武部正规化
试点现场会，组织专武干部参观匡
河镇武装部“三室一库”建设和年度
整组、征兵和民兵训练等资料，力争
年底前全县基层人武部正规化建设
全面达标。

河南省泌阳县人武部

组织退伍士兵参加技师培训
本报讯 王松森、何志伟报道：5

月中旬，河南省泌阳县人武部积极协
调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民政局、退役
军人事务局和职业技术学校，开办退
伍士兵技师培训班。这是该县人武部
积极构建农村退伍士兵职业技能培训
平台，促进退伍士兵创业就业的具体
举措之一。

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

定期走访牧民解决实际困难
本报讯 刘来虎、李洪斌报道：

近日，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官兵走
进牧民家中，发放常备药品，宣传疾
病防控、卫生安全知识，受到辖区牧
民欢迎。年初以来，该旅组织官兵定
期走访辖区牧民，为其倾心竭力解决
20余项生活难题。

微 新 闻微 新 闻

日前，新疆玛纳斯县人武部针
对当地没有高校的实际，加大对普
通（职业）高中生的征兵宣传力度。
图为征兵宣传员在该县第一中学开
展征兵宣传。 肖承槟摄

本报讯 记者赵雷、通讯员姜
哺新报道：5月 30日，在人武部的指
导下，辽宁省盘锦市某企业 100名
民兵正在进行擒敌拳训练。“以往
实行集中组训，如今变为上门分批
组训、岗位带训。”辽宁省盘锦军分
区领导介绍，目前，他们已在全市
20余家企业同步展开了基础课目
训练。

今年年初，在一次调查中，该军
分区发现，不少企业虽然全力支持
编兵，但在落实中存在民兵参训热
情难调动、组训难集中、时间难保
证、教资难保障等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该军分区
根 据 企 业 生 产 进 度 和 员 工 公 休 安
排，着眼于“训练与生产两不误，工
作与生活两不扰”的原则探索民兵
训练新模式，打破过去集中组训的
做法，采取上门分批组训、岗位带训
的方式开展民兵训练。

针对每家企业生产和人员编成
的特性，该军分区指定辖区人武部
为企业进行全程指导，以民兵基本
军事理论、基本军事常识、基本军事
技能等为主要内容，科学制定计划，
严密组织实施，由现役干部、专武干
部和民兵骨干担当该企业教练员，
以同步代训、结对共训、分业帮训的
方式，按先训队伍骨干、再训民兵骨
干、后训专业民兵的次序进行分期
分批扎实搞好训练。

与此同时，他们还以使命为课
题、以岗位为平台，培养关键岗位的
拔尖人才，带领民兵在企业生产实
践中练兵强兵。通过开展兵字号、
兵字班等多种形式的群众性岗位练
兵，使大家在比中看到差距、在比中
激发热情、在比中强化责任，既为企
业生产发展注入新动力，也有效地
提升了民兵军事训练质量。

前段时间，经过大洼区人武部
专门培训过的 3名教员来到了辽宁
某石化公司，对该公司 160名民兵
进行了上门组训。他们分 3批组织
民兵进行了军事和专业基础课目训
练，并结合企业党团活动开展了多
次国防教育活动。

新机制不仅解决了民兵训练难
题，还提高了企业效益。某公司领
导曲宝学告诉记者：“半年来，公司
中有 36名民兵提升为生产骨干，有
43名员工递交了入党志愿书，员工
爱 岗 敬 业 、创 先 争 优 的 意 识 更 强
了，企业的生产效益也得到了较大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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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在一些企业流传着这样
的悖论——民兵训练会影响企业经济
效益，经济效益和民兵工作不可兼得。
于是，有的企业存在编兵热情不高、编
兵“三率”不达标、组训难集中等问题。

盘锦军分区在开展企业民兵训练

工作时，打破以往集中组训的方式，通
过上门分批组训、岗位带训，既解决了
民兵组训难集中、时间难保证等问题，
还促进了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他们
的做法告诉我们，只要创新实践，鱼和
熊掌可兼得。

点 评 ■徐子宁

鱼和熊掌可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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