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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志刚、记者鲍明建报
道：近日，辽宁省军区对全省99名拟任
与新任专武干部进行为期一周的业务
培训和资格认证，89人获得资格认
证。辽宁省军区领导介绍，探索实行先
由省军区集中统一对全省拟任专武干
部进行资格认证，再由市、县（区）组织
部门对认证合格者进行任命的制度机
制，是辽宁省军地携手解决专武干部

“专武不专”问题的实际举措。
据了解，以往专武干部的考评多由

军分区一级组织。有的军分区觉得每年
拟任专武干部人数不多，业务培训和资
格认证没必要年年搞；有的与地方组织
部门对接不畅，在考评时插不上手、说不
上话，没有将武装工作列入考评范畴；有
的抵不住人情，人为降低武装工作考核
标准，使考评流于形式。一些专武干部
因此把武装工作岗位当成晋升跳板，专
武不爱武、专武不精武。

“解决专武干部不想干和不会干的
问题，急需建立统一的评价标准和考核
机制。”省军区动员局局长董学军介绍，
该省军区党委联合省委组织部、省人社
厅，探索实行专武干部省级资格认证制
度机制，要求专武干部岗位出现空缺，
市、县（区）人武部会同同级地方党委组
织部门按比例推荐人选并考察，任职前
参加省军区业务培训和资格认证，合格
后方可下达任职命令；已任职的专武干
部每3年进行一次资格认证，连续两年
未通过认证的取消任职资格，调离工作
岗位；省军区每年分两批对全省拟任专
武干部进行资格认证。

为了使资格认证制度机制落地见
效，该省军区分批对全省200余名拟任
专武干部进行业务培训和资格认证。
业务培训和资格认证涵盖国防教育、民
兵整组、民兵训练、兵役征集、双拥工
作、国防设施保护等10余项教学内容，
由省军区部队、兄弟单位和地方相关部
门业务骨干、专家授课，遴选优秀武装
部长、专武干部和民兵传授工作经验。
资格认证按照业务培训、认证考核和资
格评定的程序进行，认证考核课目有8
项，8项考核都合格为优秀，5项或少于
5项合格为不合格。

“在基层干武装工作，必须要成为
爱武装、管武装、懂武装的明白人。”省
军区政治工作局主任李军告诉记者，省

级资格认证制度机制启动后，不仅在拟
任专武干部中产生积极影响，还在广大
在职专武干部中引起强烈反响。全省
首批专武干部业务培训与资格认证，拟
任、在职专武干部积极踊跃报名参加，
人数由原计划的 66人增至 99人，其中
89人获得资格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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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陈史涌、记者谭健报道：
近日，由青海省军区、省委宣传部、省国
防教育办公室联合举办的“走进红军
旅?体悟国防情”主题军营开放活动在
陆军第 76集团军某红军旅隆重举行，
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营开放办法》
颁布后，青海省首次军地联合、公开组
织的军营开放活动。

“红军旅的光辉战史是宝贵的红色
基因，更是开展全民国防教育的生动教
材。”省委宣传部领导告诉记者。活动
伊始，220名来自青海省直机关宣传系
统的干部职工首先参观了旅史馆。这
个旅在 80多年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
形成“实打实、硬碰硬、心连心、强中强”
的“铁锤子红军旅”精神，成为激励官兵
不懈奋斗的精神财富。

“解放军战士个个身怀绝技、激情
血性！”训练场上，官兵的演示得到大家
由衷赞叹。刺杀操、军体拳操练表演，
场面震撼；各种复杂条件下的枪械拆装
快速娴熟；飞越矮板、翻越高墙、穿越低
装网，各种“style”吸引眼球……

特种兵营救行动演示中，身着伪装
服、脸上涂满油彩的队员展示了高空索
降、定点突击、徒手攀楼等课目。面对
几名“暴徒”，特战队员沉着应对，破窗
突入，迅速制服敌人，成功营救人质。

“军营开放日是一个窗口，也是一
个桥梁。通过零距离、面对面的接触，
能让大家在军营中体悟人民军队的忠
诚、血性和练兵备战的激情，激发崇军
尚武、关心国防的热情。”省军区政治工
作局副主任闫川平说。

青海省举行首次军营开放日活动

本报讯 特约记者王均波、通讯员
轩荻报道：“生病就去村卫生室,器械很
先进。”近日，郑州联勤保障中心为陕西
省华阴市罗敷镇竹峪村建成带有远程
医疗系统的卫生室，村民足不出户就可
以享受三甲医院的专家诊治。

该中心驻竹峪村扶贫联络人高海
科介绍，系统另一端与千里之处的解放
军第989医院相连。为保证系统运转正
常，他们还协调镇医院，选派一名全科医
生常驻该村。在该村卫生室，记者看到，
远程会诊系统由显示器、高清摄像头、通
讯设备、打印一体机等硬件组成，结合
装配的医疗设备和远程会诊平台软件，
可对患者进行“面对面”视频诊治。

高海科介绍，如果病人病情较轻，
驻村医生会将病状登记好并发给医院，
每周三医院会通过远程医疗系统给出
诊疗意见。在有急诊或者病情较重的

情况下，驻村医生可以利用远程医疗系
统拨通解放军第989医院值班室，值班
专家会在第一时间辅助驻村医生对病
人进行诊疗，最大程度地避免误诊、延
诊等情况。

竹峪村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村里
住的大多是留守老人与孩童，普遍经济
困难。之前，这个村如果有人生病，必须
耗费几天时间去最近的镇医院，来回路
费、医疗费、住宿费等支出让大部分村民
难以承受。

除了建造具有远程会诊功能的卫
生室外，解放军第 989医院的医务人
员，还定期到村里开展巡诊义诊、疾病
筛查、免费赠药等活动，并为村里的贫
困群众开设就医绿色通道。竹峪村党
支部书记刘松说：“部队医院的专家就
像当年的白求恩医疗队那样，不仅医术
高超，还贴心周到。”

郑州联勤保障中心为扶贫村建设远程医疗系统

三甲医院专家为村民“隔空把脉”本报讯 阳荣辉、特约记者黄翊报
道：真快！跨越 210公里，用时 56分
钟。6月25日19时03分，一架地方救
援直升机降落在解放军第923医院急
诊中心的停机坪上，一名重度颅脑损
伤战士从玉林市第一人民医院顺利转
送至此。这是解放军第923医院与地
方通航公司签署直升机救援合作协议
以来首个航空救援转运病例，也是广
西军地联合开通直升机空中救援通道
为部队官兵服务的首次成功实践。

当天，军地各方密切配合。接到部
队紧急救援请求后，地方通航公司立即
启动预案、申报航线，地方空管部门全
力协调航线，玉林市第一人民医院派
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患者生命体征，解
放军第923医院提前做好转接准备。

据了解，经治疗，该战士身体各项
指标趋于平稳。这次直升机救援不仅
反应迅速，还避免了地面转运可能造
成的颠簸、堵车等风险，为患者后续救
治争取了宝贵时间。

地方救援直升机
转运部队重伤员

“五多”问题由来已久，有的老“五
多”没根治，又增添新“五多”。不管老

“五多”还是新“五多”，本质上都是指
多余无用的虚耗之事。“唯诚可以破天
下之伪，唯实可以破天下之虚。”笔者
认为，整治“五多”难题，也重在一个

“实”字。
摸清底数是整治“五多”的关键。

“五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状况，不能凭
主观印象，须深入基层、深入官兵，做好
细致的调查研究。特别对于基层收到
的文电、参加的会议和检查评比、开展

的活动，应做好定量与定性分析，看看
哪些是该办的，哪些是不该办的，哪
些是可办可不办的，把“五多”问题的
底数搞清楚。在此基础上，再透彻分
析问题症结所在，精准开出解决问题
的“药方”，才是治本之策。如果没有
定量和定性分析，也没有进行全面系
统的辩证思考，只是跟着感觉走，头
痛医头、脚痛医脚，最终只会是“涛声
依旧”。

科 学 理 性 地 界 定“ 五 多 ”十 分 必
要。“多”不是以数量和体量论，还要看

涉及的工作符不符合实际，能不能真正
解决问题。如果文电、会议、活动、工作
组、检查评比都是奔着现实矛盾问题
去，能促进单位建设，即使数量多，亦不
会有多余之感。我党我军历史上，每次
关键性的战役、每项大的工作，都有大
量的文电，都要频繁召开会议，但大家
都没有觉得多，因为这些文电和会议解
决了当时最紧迫的问题，对战役的胜利
和建设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而基层反映的“五多”问题，有相当一部
分既缺针对性又无实效性，让官兵做无

用功，工作结无花果，这怎能不让人感
到厌烦？

整治“五多”也不能走极端，该发
的 文 电 不 敢 发 了 ，该 开 的 会 不 敢 开
了 ，该 组 织 的 检 查 评 比 也 不 再 组 织
了。只要是单位建设所需、官兵所盼
的工作都可正常展开。召开会议尽
量提前把功课做好，做到开一次会，
就能解决一些矛盾问题，不是以“会”
落实“会”。下基层检查真正脱鞋下
地，深入官兵，为官兵办实事解难题，
让工作组成为基层和官兵喜欢的“回
头客”。组织评比不能滋长图名挂号
的作风，形成平衡照顾的风气，要让
评比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成为促进部
队建设的“推进剂”。

以实破虚，治理“五多”须如此
■于丽春

国防时评国防时评

治淮劳模、女民兵，也是国防教育
讲解员……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 93岁
的老民兵李秀英一生阅历丰富，曾辗
转 3省换过 5个工作岗位，但令老人最
难以忘怀的是参加治理淮河的那段激
情岁月。

淮河是新中国成立后治理的第一
条大河。由于历史和战争原因，过去的
淮河经常发生溃堤，给沿河流域群众的
生命安全和耕作生产带来巨大威胁。
并且，江淮地区是中国的“四大粮仓”之
一，当时集中着全国近 1/8的人口，有

“江淮熟，天下足”和“走千走万，不如淮
河两岸”之说，对国家政权稳定有着很
大影响。

1950年夏，淮河流域再次发生洪涝
灾害，毛主席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
好”的伟大号召。家住淮河边、深受洪
水泛滥之苦的李秀英主动请缨，带领
26个姐妹组成“女子民兵突击队”，每
人一条扁担一只筐，风风火火地走上了
治淮工地。

当家乡润河集修建蓄洪分水闸时，
李秀英把3岁多的女儿丢在家里，坚持每
天上工地。她不怕苦，挑重担，曾不止一
次累倒在工地。有人劝她回家休息，但
都被她果断拒绝。工地广播站报道了她
的事迹，李秀英成了治淮工地上人人皆
知的先进典型。年轻时的李秀英端庄美
丽，她的事迹不仅被拍成纪录片，肖像还
上了1951年第9期《人民画报》的封面。

1951年10月，李秀英作为农业劳动
模范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会议结
束时，毛主席经过她的身边，一位工作人
员向毛主席介绍了她，毛主席停下来并
和她亲切握手。李秀英顺势拿起面前的
本子，请毛主席为她签字，毛主席欣然同
意。此后数年，辗转多地，李秀英始终都
把那个签字本带在身边。

“这是一种无形的激励，无论在哪个
岗位，我都要做模范、当表率。”李秀英工

作时兢兢业业，退休后也不甘安逸。她
居住的胜利社区工作人员对她很熟悉。
社区党支部书记白彦龙说，“只要社区有
活动，她从不推辞，作报告、讲党课，老人
的一生太值得讲了。”去年，中市街道办
工委和胜利社区，还为她颁发了“五老先
进个人”荣誉证书，表彰她在参与双拥共
建和社会综合治理等活动中做出的突出
成绩。

李秀英一家的军旅色彩较浓，她的
丈夫冯学永曾是军人，她和大女儿冯华
珍都是民兵。她的小女儿冯华在父母
的影响下参军入伍，冯华的儿子李鑫接
过接力棒，在 1996年走入军营。军味
浓，让李秀英对自己的家庭颇感自豪。
一家人团聚时，李秀英常说，现在咱家
有 3个老兵，希望以后还有走进部队的
孩子。

“虽然外婆已经 93岁高龄，但对民
兵的感情从没淡过。”如今，李鑫已复原
回乡，在政府单位负责扶贫工作。今年
4月，他回城看外婆，闲谈中说起一个帮
扶对象，今年已有 70多岁，年轻时当过
民兵，不慎摔伤落下了腰痛的毛病，由
于家里困难，只能睡在木床上，到了晚
上就硌的腰痛睡不着。李秀英听到这
里，眼眶湿润，随后拿出 1000块钱交给
李鑫：“他当过民兵，为国家出过力，我
们能帮就帮一把。”

说起李秀英的家庭，就不得不提她
和丈夫失散而又团聚的故事。李秀英
在 16岁时就和冯学永结了婚。但是，
没过两年，冯学永就在兵荒马乱中失踪
了。多年以后，参加志愿军的冯学永在
朝鲜战场上不经意间观看了《向淮河进
军》的纪录片，竟然发现里面有妻子李
秀英的身影。后来，二人辗转取得联
系，再度团聚。

讲到此时，李秀英感慨地说：“我们的
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国家能够发展到今
天，这样强大和有影响力，都是因为有共
产党的坚强领导，没有中国共产党，哪有
我和我们一家人的今天。对党忠诚，此生
不渝。”

上图：李秀英（左二）领到光荣牌。

作为治淮模范，毛主席为她签名鼓励；作为军属，教育子女崇军尚武；作为民兵，她致力国
防教育宣传。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93岁老民兵李秀英——

“对党忠诚，此生不渝”
■李 芳

血火里诞生，战歌中走来。中
国民兵，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作
出了巨大贡献。

回眸历史，在第一次国内革命
战争时期，民兵就已经建立。之后，
无论是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还是突
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抑或是军民大会
战的劳动生产，作为“中国人民解放
军的助手和后备力量”的民兵从来都
是义无反顾、冲锋在前。

巍巍丰碑，苍山如海。在井冈山
的密林内、华北平原的地道中、’98抗
洪的大堤旁、汶川地震救援先锋队的
旗帜上，都镌刻着民兵的风采，传唱
着民兵的歌谣。这是历史的无声告
诫，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兵民是胜
利之本”。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本报特开设“70年?中国民兵风采”
栏目，旨在反映不同历史时期对革
命事业作出贡献的先进民兵个人事
迹，敬请关注。

开 栏 的 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