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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程 洪 玺 、郭 俊 强 报 道 ：
近日，甘肃省陇南市民兵应急分队考
核成绩喜人：各课目合格率、单兵合
格率和优秀率均有大幅提升。对此，
陇南军分区领导欣喜地说，这与民兵
训练场上活跃的一批“组训大拿”密
不可分。

长期以来，该市民兵训练骨干缺口
大、力量弱，导致训练效果在低层次徘
徊。军分区党委一班人感到，民兵教练
员是民兵军事训练的一线组织者，是民
兵训练的带头人，教练员军事素质、业务
水平、组训能力的强弱，不但影响民兵军

事训练质效，而且关系民兵队伍整体战
斗力的提升。

强兵先强将，只有培养一批素质
高、本领强的“武教头”，才能确保民兵
训练上台阶、出效益。为此，他们以提
高教练员素质为突破口，深入全市调
研，广泛选拔优秀专业人才，特别是注
重各基层民兵营（连）和应急分队中选
拔具有组训经验的民兵骨干作为教练
员，进行重点培养。

他们在抓好教练员队列指挥、警
棍盾牌操作使用、单兵战术基础、轻
武器射击等基础课目“四会”教学的

同时，增加交通、工程、抢险、防空等
专业技术课目。在此基础上，他们采
取过关升级、全程淘汰的办法，加大
对教练员考核力度，为考核合格者颁
发《民兵教练员资格认证书》，对两次
单课目考评不合格者调整出教练员
队伍。

教练员能力素质的提升，促进了民
兵训练水平的整体提高。近日，陇南市
文县突发暴雨灾害，百余名民兵接到任
务之后，半小时内赶到受灾现场，迅速开
展救援工作，出色完成了救灾任务，受到
军地一致好评。

甘肃省陇南军分区增强民兵教练员教学能力

练兵场上活跃“组训大拿”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

军地联手培养卫勤人才

本报讯 陈剑、戴源报道：6月下
旬，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针对卫勤
分队教学条件不足实际，联合驻地医
院对全旅卫生学兵进行岗前培训。他
们采取“请进来教、送出去学”的方式，
邀请 10余个重点科室的资深专家到
现场授课辅导，促进了参训人员业务
素质的提升。

江西省横峰县人武部

开展民兵专业分队集训

本报讯 徐鹏飞报道：6月中旬，
江西省横峰县人武部依据年度军事训
练计划，集中 3天时间组织民兵专业
队伍集训。集训中，他们充分发挥“四
会”教练员骨干作用，在强化专业理
论、军兵种知识学习的基础上，扎实开
展共同基础课目、专业技能训练，进一
步提升专业分队应急能力。

河北省安平县人武部

设立国防教育一条街

本报讯 牛振宇、赵洪涛报道：
日前，河北省安平县人武部在县城最
繁华的东马路一段设立国防教育一
条街，通过横跨街道两端的巨型电子
屏，以及分布在街道两侧的 24块展
板，常态宣传国防知识、人民军队辉
煌战史和改革强军新风貌，既促进了
征兵工作的深入开展，又美化了当地
街区环境。

近日，友邻单位邀请西藏昌都军分
区 3名在国际比武中摘金夺银的训练
尖子传授经验，出乎他们意料的是，3
张邀请函竟被同时送到某勤务连二排。

这个排担负的是勤务保障任务，
但在练兵备战上毫不含糊，接连走出
了五班班长马举卫、六班班长赵海永、
战士栾光哲3名国际比武尖兵，二排也
因此成为享誉雪域高原的精武强能先
进集体。

勤务兵走出雪域边关、逐梦国际舞
台绝非易事。部队调整改革之初，有人
认为勤务单位的主要任务是搞好保障，
训练难有作为。二排官兵对此颇不服
气，他们采取超常措施做到保障、训练
两手抓，两手都过硬：每次单兵训练都
务求最高标准，瞄准军分区的示范班成
员较劲；以末位成绩作为全排战绩，不
让一个人掉队；凡有军事比武竞赛活
动，人人争先挑战纪录。久而久之，“当
兵就当武状元”成为每名官兵的奋斗目
标和自觉行动。

与此同时，各级也精心指导二排锻
造精武尖兵，不仅为全排官兵量身定制

“军事训练成长路线图”，还想尽办法搭
舞台、设擂台，通过重大活动锤炼和重
大任务考验，帮助他们积蓄争先夺冠的
底气。

2016年，西藏军区首次组队参加
“厄尔布鲁士之环”国际比武，二排官
兵踊跃报名参赛。为提升训练水平，
他们加大强度、打破常规，将日常训练
与国际军事比武标准对表，争得为国
出征的宝贵机会。超常付出换来超强
实力。在上级组织的“厄尔布鲁士之
环”国际军事比武预选考核中，这个排
涌现出 10多名达到国际水准的训练
尖子。

“培养精武尖兵不仅需要超常训
练，也需要信任和鼓励。”连续 3年参
加国际军事比武的赵海永向笔者介
绍，2016年马举卫报名参赛，却在选
拔的最后一关被淘汰。第二年备战
比武，连队再次推荐马举卫，鼓励他
轻装上阵。最终，他以优异成绩入
选，与队友共同获得多个项目的第一
名，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国际赛
场。去年，马举卫再次参赛，又一次
为国争光。

精武尖兵参加国际比武的宝贵经
历，成为全排精武强能的共同财富。荣
立一等功的赵海永，荣立二等功的马举
卫、栾光哲，成为战友们崇拜和追逐的

标杆。该排和全连官兵以他们为榜样，
不仅苦练基础军事技能，还精研特种侦
察、运动射击等特种战斗技能，练就了
适应多种作战环境、遂行多种使命任务
的过硬本领。

上图为某勤务连二排中士赵海永
正在进行攀岩训练。 何 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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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为基层减负工作的深入推
进，各地纷纷出台减压、松绑的系列
举措，推行的“无会周”、不让官兵

“跑两趟”、解散工作微信群等做法
受到基层官兵欢迎。但要确保形式
主义得到有效纠治、防止基层负担

“反弹回潮”，还需要经常“体检”，及
时发现隐患苗头予以消除。

消除心理负担，发挥“主诉”功
能。检查治疗离不开问病症、探病
史，好医生善于引导患者细说原委。
同样，基层负担有哪些、该怎么减，最
清楚的莫过于基层官兵。但上级征
求意见的一纸通知、一场座谈，往往
令一些基层官兵颇伤脑筋：有的感到
猜不透上级心思，真汇报怕得罪人，
不汇报怕辜负信任；有的感到把握不
好建议分寸，认为说重了影响团结，
说多了引发误会，说少了不好过关。
要想让基层官兵消除心理负担，做
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切实淡化

“官念”、放下身段，虚心听取基层意
见建议；切实立行立改，靠实干、真
改取信于基层官兵，以诚心消除心
理隔阂，以“从善如流”的作风赢得
源源不断的建议和反馈。

经常深入一线，改进“探查”手
段。体检需要借助一定手段，或肉
眼“望”、或亲手“切”、或仪器查。越

是隐秘部位、危重病情，越需要改进
手段全方位检查。如今，随着减负
工作的持续推进，影响和制约基层
建设发展的表象问题、浅层次现象
基本得到纠治。但要从根本上解决
问题，就要深入基层“望、闻、问、
切”，发现影响和加重基层负担的深
层次原因，真正到现场体验基层负
担，从末端看看减负效果；特别是多
交“兵朋友”，多坐坐基层的“马扎
凳”，多听听官兵的真心话，学会“察
言观色”对症下药，切实把党的好作
风带下去、把官兵需求传上来，实打
实了解情况，把工作落到实处、让减
负“药到病除”。

破除惯性思维，着眼全局“治
疗”。“各查各的病、各用各的药”不
利于整体治疗，唯有“多科会诊、系
统施治”才能确保彻底治愈、全面康
复。在减负过程中，要防止负担转
移、嫁接，甚至此消彼长。需紧盯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等症结，切实将不
必要的登记统计减掉、将不必开的会
议叫停、把该合并的文电合并，将基
层从无谓的事务和变味变调的“痕迹
管理”中解放出来，让官兵集中精力
思打仗、搞建设；切实系统施策、精准
发力，既做好松绑减压的“减法”和

“除法”，又做好提质增效的“加法”和
“乘法”，打破部门、单位的界线和利
益藩篱，将该并的项目合并、将不必
要的考核取消、将该共享的数据共
享，让信息多跑路、官兵少跑腿，切实
激发内动力、增添新活力。

常做“体检”好减负
■王家振

本报讯 钱伟、记者赵雷报道：输入
关键词，基干民兵详细信息迅速出现在
屏幕上，工作人员随即将这份档案的电
子版调出……这是 6月中旬，记者在辽
宁省鞍山市铁西区人武部民兵档案室看
到的一幕。

据了解，该人武部已建成集民兵基
本信息采集、训练管理、体检、政审等综
合信息于一体的海量档案信息管理平
台，使基干民兵资料数据查询实现“一键
操作”。

“以往民兵管理是个难题。”据鞍山

军分区战备建设处工作人员介绍，去年
他们在组织民兵基础训练中发现，不同
程度地存在编训不一致的问题。

为此，他们以《民兵组织整顿实施
办法（试行）》相关规定为依据，在完善
纸质档案的基础上，以铁西区人武部
为试点，借助去年研发的民兵档案管
理系统，探索建立电子档案数据库，实
行电子信息系统管理。

“如今，每名基干民兵编组情况、参
训情况、领取误工补助情况和参与行动
情况在系统中一目了然。”鞍山军分区

司令员陈波告诉记者，建立民兵档案，
就是要让民兵管理走向科学化和集约
化，让民兵编组、训练和参加行动有一
本“明白账”。

前不久，人武部在组织预编预备役
人员参加火箭军返岗复训时，经当地公
安机关二次政审发现有名退役士兵不
合格，直接取消了其训练资格。该军分
区政委杨冬林感慨不已：“这不但解决
了民兵训管脱节、管用脱节的老问题，
而且为民兵正规化管理蹚出了一条新
路子。”

辽宁省鞍山军分区提高基干民兵科学化管理水平

民兵档案有了“电子管家”

国防论苑国防论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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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人：孙洪成
山东省淄博军分区战备建设处处

长，1974年 3月出生，1992年 12月入伍，
历任排长、副指导员、连长、副营长、营
长、人武部副部长等职。

整理人：丁荣桢、王栋梁

每当提到民兵演练，人们脑海里
浮现的往往是“放眼望去皆是兵，冲声
喊声震破天”景象。然而，前不久我参
加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民兵应急分队
实战化拉动演练，彻底改变了我曾经
的印象。

空中，无人机实时传回路况信息；
地上，机器人自动感应火情喷射水炮灭
火。两栖作战支援保障排、网络舆情监

控班、情报信息大数据班等新质力量分
队一一亮相，通信指挥车、排爆机器人、
无人机等现代化装备轮番登场，好不热
闹。

记得 10年前，我刚到人武部之初，
正赶上开展黄河防汛民兵演练，感受
最深的就是蔚为壮观的场面。当时，
堤坝上全是一身泥水的民兵，他们喊
着号子，有的挥舞着大锤打木桩，有的
肩扛沙袋冲向渗水处，紧要关头民兵
们还跳进险象环生的激流中，组成一
道道人墙……

“如今的民兵已经从庞大走向强
大。”刚刚走下演兵场的综合勤务排侦
通班班长赵永华和我有着同样的感
受。他是听曾当过民兵的爷爷和爸爸

讲民兵故事长大的，谈起民兵的发展历
程如数家珍：新中国成立之初确立了民
兵制度，1958年全国“大办民兵师”实
行“全民皆兵”，上世纪八十年代民兵
与预备役开始结合组建预备役部队，九
十年代以后全国普遍组建民兵专业分
队……

“军地协力强化民兵建设，通过建
章立制、优化结构、强化素质，倾力打造
与履行职能相匹配的新型民兵队伍。”
谈变化，大家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民兵发
展印象最为深刻：按照遂行作战、保障、
防护、维稳等任务需求，向行业系统、高
新技术产业等延伸编组，实现由人力密
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由数量规模型向质
量效能型的跨越。

一位老民兵回忆，多年前山里突发
大火，上百民兵迅速集结上山扑火，装
备的是“清一色”铁锹、铁镐，好不容易
把火灭了，不少人却被烧伤。现在不
一样了，无人机临空无死角侦察火势，
情报大数据分队准确分析情况变化，
油锯、风力灭火器等应急器材一应俱

全，铲车、装载机、消防车等工程装备
随时就位。他说：“装备先进了，人少
了，完成任务更迅速了，新时代的民兵
今非昔比。”

拓展的是职能，不变的是忠诚。近
年来，从抗冰冻灾害到汶川地震救援，
从北京奥运会到上海世博会，从高新武
器装备维修到导弹阵地防护，处处留下
民兵冲锋、执勤的身影。去年，刚刚加
入民兵队伍的一位小伙子跟我说：“这
辈子没当上兵是遗憾，可民兵也是兵，
当好民兵也能为国家作贡献。”

前些天，淄博市沂源县组织民兵整
组集中点验誓师，来自30余家编兵单位
的千余名基干民兵在接到预先号令后，
4小时内披装戴具、齐装满员到达指定
地域。看着个个精神抖擞的民兵及整
齐排列的无人机、排爆机器人、通信指
挥车等现代化装备，聆听着强劲有力的
《中国民兵之歌》，我深深感受到了改革
强军的铿锵步履，心里充满自豪感的同
时，更为国防后备力量的跨越发展充满
信心。

以往一提民兵演练，人们脑海里就会浮现“放眼望去皆是兵，冲声喊声震破天”景
象；如今这种“人海战术”的场面已成为历史——

转型重塑，新质力量成为演兵场主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