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 合2 责任编辑 /宋艳华2019年7月23日 星期二 Tel：010-66720029-8203 E-mail：s41610053@163.com

国防论苑国防论苑

讲述人：乔洪浩
现任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人武部部

长。1972年 10月出生，1990年 3月入
伍，历任排长、连长、参谋、市国动委综合
办专职副主任等职。

整理人：本报记者 王少亭

说起民兵挂钩训练大家并不陌生，
可这种训练形式，真正成为一种常态化，
还是最近几年的事。

我听一位长期从事民兵工作的“老
武装”讲，其实“挂钩训练”由来已久，只
是当时不叫挂钩训练，而是叫帮训。那
时，只要民兵有需求，部队就会随时派
官兵到村里指导民兵进行打靶、投弹等
训练。

改革开放以后，民兵训练陆续转入
基地，部队官兵到村里帮助民兵训练的
场景也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近年来，随着使命任务拓展，民兵遂
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日趋频繁，对装备和
训练提出更高要求。2004年，徐州军分
区与8家驻军部队签订教学训练保障协
议，有计划地邀请部队官兵到基地指导
防空、通信、工兵、防化等民兵分队开展
专业训练。

好的经验总会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
来。2009年，上级正式以文件的形式明确
挂钩训练。从此，挂钩训练就成了民兵训
练场上的高频词，但由于相关配套制度不
够完善，规定比较模糊，挂钩训练有时仍
要“靠领导出面协调、凭私人感情勾兑”，

实施起来有不小难度。特别是受场地、器
材、教练员队伍等客观因素影响，有的课
目训练只能是一厢情愿。

2013年，我从徐州军分区机关到铜
山区人武部任职。当时，我区编了一定
数量的对口支援空军民兵分队。我就
想，一定要借机把挂钩训练研究透。

一次偶然机会我了解到，空军某场
站在铜山区有一个模拟投弹训练场，每
年训练都有群众误入场内，带来安全隐
患，部队每次都要派出官兵进行警戒，为
此牵涉大量精力、耗费不少人力。

机会难得！我马上协调所属镇武装
部派出民兵配合空军官兵进行现场警
戒，并借此同空军官兵学习战场勤务组
织训练方法，并探索出多项战场勤务支
援新举措。

后来，我们按相关协议选派民兵骨
干到空军部队参观见学，并逐步推开民
兵分队成建制进驻空军部队训练。2016
年11月，我带领民兵工程抢修分队到场
站开展飞机跑道抢修训练。在场站官兵手
把手指导下，民兵熟练地操作机器装备，一

个班组不到20分钟，就修补完成大约1平
方米左右的“弹坑”……

让我感受最深的是，去年以来，随着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条例（试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监察条例（试
行）》和新一代《民兵军事训练大纲》等一
系列政策法规颁布施行，使挂钩训练有
了遵循和依据。

今年年初，辖区内空军部队将民兵
挂钩训练一并纳入年度训练计划。4月
份，他们又主动与我们对接，按照民兵
军事训练大纲要求，组织伪装防护、防
化救援两支民兵队伍，围绕飞机伪装、
防护装备操作使用、沾染检查等 6个课
目开展联训。

“真没想到，这辈子虽然没当过兵，
但还能与战斗机亲密接触，这次训练来
得太值了！”6月中旬，我带领民兵分队
如期来到机场开展现地教学训练。看到
民兵的兴奋劲儿，我感触良多：是军队体
系重塑让作战部队与民兵实现无缝对
接。这一切，看似顺其自然，实则是重塑带
来的转变；是历史必然，更是时代注脚。

以往由于缺乏制度保障，与作战部队联训往往“靠领导出面协调、凭私人
感情勾兑”，如今随着法规制度的不断完善，纳入全军联训体系—

挂钩训练不再一厢情愿

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

开展送岗位进军营活动
本报讯 苏立国报道：7月12日，辽

宁省锦州市古塔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
合区司法局、锦州市退役军人创业孵化
基地到驻军部队开展“送岗位、送技术、
送项目、送法律进军营”活动，为部队官
兵提供就业岗位 100余个，就业项目 50
余个，解答涉法问题 20余条，受到官兵
好评。

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人武部

借地方资源深化教育
本报讯 廖永高报道：日前，为深化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山西省
朔州市朔城区人武部邀请市委讲师团成
员，向全区专武干部和民兵预备役人员
宣讲新中国成立 70年来所取得的辉煌
成就，引导大家在追根溯源中坚定理想
信念，担当强军重任。

广东省阳春市人武部

充分调动职工积极性
本报讯 李泽芳报道：为破解人少

事多矛盾，广东省阳春市人武部结合工
作实际将职工编成战备建设、国防动员、
政治工作和保障 4个组，每个组指定一
名职工骨干担任负责人进行归口管理。
此举有效调动了职工工作的积极性，确
保了各项工作顺利展开。

入夏以来，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军地联合开展防汛应急演练，有效提高
了抢险救援能力。图为民兵应急分队快速集结。

本报特约记者 梁忠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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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家住江苏省扬州市广陵
区的邵天兴在整理父亲遗物时，意外发
现一张志愿军内部发行的饭票。

这张饭票长约10厘米，宽约3.5厘
米，正面印有“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司
令部饭票”及包括菜金、壹天等字样，底
部是“1952年制”。

今年57岁的邵天兴发现了这张饭
票，不禁回忆起父亲的经历，以及一家
三代人的军旅情。

邵天兴介绍，他的父亲叫邵腾芳，四
川人，16岁参军。1950年，随部队奔赴
朝鲜战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父亲身
先士卒、作战勇敢，一次战斗中，身中数
弹，留下终身残疾。在朝鲜战场期间，荣
立一次二等功、两次三等功。

“战争结束后，父亲转业到了扬州，

并成家定居。”邵天兴说，父亲有四个儿
子，他是老三，他们都是听父亲讲着抗
美援朝的故事长大的。父亲最大的愿
望是他们四兄弟都到部队成长锻炼。

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四兄弟，除了大
哥在恢复高考之后考入了浙江大学，其
余三个兄弟都选择了参军入伍。为完成
父亲的心愿，前几年，大哥又把儿子送到
了海军部队当兵。

“ 二 哥 是 陆 军 、我 是 空 军 、四 弟
是 武 警 ……”邵天兴告诉笔者，1981
年全国面向应届高中毕业生招男飞行
员，他是扬州地区16个合格人选之一。

“一家人浓郁的军旅情，主要还是
受到父亲的影响。”邵天兴说，他把儿子
也送到了部队，孙子今年 8岁，等长大
了也让他参军报国。

祖孙三代军旅情
■华天斌 冯义林

本报讯 王智慧、王士刚报道：7
月 11日，在河南省漯河市民兵综合训
练基地，21名参加轮训备勤的民兵骨
干经过 12天的培训考核，终于领到了
由源汇区人武部颁发的承训教官资质
证书。

据 了 解 ，源 汇 区 每 年 都 有 近
13000多名大中学生要进行军训。由
于辖区内驻军部队少，特别是有时学
生军训会赶上驻军部队野外驻训、拉

动演习，无法派出训练骨干完成学生
军训任务。

为破解这一矛盾，该人武部结合
上级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学生军
事训练工作的实施办法》，在反复调研
论证的基础上，决定从基干民兵骨干
中挑选军政素质过硬的退伍士兵，分
批次承担辖区内学生军训任务。

他们以基干民兵常态备勤轮训为
契机，严格按照“择优挑选骨干、展示良

好形象”的要求，从参训的 120名基干
民兵中挑选出 45名军政素质好、作风
纪律严、组训能力强的退伍士兵进行集
中培训，并通过全程淘汰、考核上岗的
办法，最终选拔出 21名退伍士兵担任
军训教官。

对此，该区人武部领导介绍说，让
退伍士兵担任军训教官，既能为驻军部
队减轻负担，又发挥了民兵队伍的骨干
作用，真可谓一举两得。

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人武部着力破解大学生军训难题

退伍士兵担纲学生军训教官

本报讯 梅永前、邱树梁报道：7
月 16日，江西省德兴市人武部征兵
工作推进会传出捷报，该市大学毕
业 生 报 名 增 长 率 位 居 上 饶 市 第 一
名。该人武部部长左英杰说，这主
要得益于出台的征兵工作奖惩激励
措施，有效调动了高学历应征青年
的参军热情。

6月中旬，德兴市征兵办联合市
委编办、市人社局等 5家单位制订出
台《德兴市征兵工作奖惩激励方案》，

修订完善征兵奖惩办法和大学生参军
入伍优抚优待措施。

他们每年拿出 20个全额拨款事
业编制岗位，定向招聘退役大学生
毕业士兵，及退役的直招士官和定
向培养士官；大学生参军入伍，给予
一次性奖励金的同时，提高家庭优
待金比例，并报销大学生返乡应征
所 产 生 的 交 通 食 宿 费 。 在 此 基 础
上，他们还将征兵工作纳入地方党
委政府年度综合考评之中，凡是有

责任退兵的单位，取消年度评先评
优资格；对适龄青年构成拒服兵役
的，纳入履行国防义务失信主体名
单进行联合惩戒，并将处理结果向
社会公开。

徐伟康是东华理工大学机械工程
专业的应届毕业生，之前对报名参军
犹豫不决，最近了解到德兴市大学生
参军奖励办法，尤其是定向招聘退役
大学毕业生这个消息后，果断找到市
兵役服务站登记报名。

江西省德兴市研究出台奖励措施激励大学生参军

每年拿20个事业编制定向安置

“你退后，让我来！”生死关头，
年轻的扫雷排爆战士杜富国把生的
希望让给战友，把危险留给自己。
他用“惊天一挡”的英雄壮举，书写
了新时代红色传人的铁血荣光。然
而，英雄无悔，即使再来一次，他的
选择依然不会改变。正如他负伤后
所言“哪怕是一千次、一万次，我也
会一如既往地选择扫雷，因为我是
一名军人”。

英雄壮举往往是在一瞬间，却
是源于平时的点点滴滴养成。杜富
国出生在革命老区遵义，从小接受
红色教育长大，在孩提时代就种下
了英雄的种子。参军到部队后，杜
国富与战友们常年冒着生命危险在
雷场作业，他们每个人都怀揣着英
雄的梦想，就像种子一样蛰伏在心
灵深处，一旦遇到阳光雨露，就会开
花结果。杜富国就是这片英雄沃土
培育出来的英雄人物，瞬间的壮举，
其实早就有了英雄的特质。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英雄大
都平凡，之所以敢于在危难之际舍生
忘死、挺身而出，是因为人民军队这
方滚烫的热土，燃烧了一颗颗年轻的
心。在这些铁打的英雄战士面前，没
有完不成的任务，没有克服不了的困
难，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一代代、
一茬茬革命军人正是靠着这种向死
而生的血性胆魄和英雄气概，才能不
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
血染红了它。”人民军队有着滋养英
雄的丰厚沃土，历经战火洗礼、映透
初心使命的红色基因，在这片热土
上深深扎根，犹如吹拂在河流山川
间的风、播洒在神州大地上的雨，浸
润着一个个年轻的心房，让身处其
中的每一个人都种上了英雄的种
子，并在潜移默化中孕育人民至上、
无私无我的家国情怀，生成不畏艰
难、不惧生死的无限豪情，浇铸敢于
冲锋的制胜密码。人民军队也因此
英雄辈出，描绘着一个时代、一个民
族的基因图谱。也因为如此，危急
时刻总有绿色身影争先恐后、挺身
而出，生死面前总有人前赴后继、奋
不顾身，把希望留给别人、把危险留
给自己，用最平凡的行动演绎一个
个感天动地的英雄故事，也由此成
为强军文化中最为鲜明、最为活跃
的红色基因。

在历史长河中，英雄就像灯塔一
样，照耀着我们的心田，引领着时代
前行。英雄需要认可和尊重，英雄精

神需要培育和弘扬，英雄品格需要继
承和发扬。只有把红色基因深植到
更多人的灵魂血脉之中，让英雄之气
在每个年轻胸膛里激荡，英雄辈出才
能成为最普遍的社会现象，涌现出千
千万万个杜富国，面对艰难险阻一往
无前，在劈波斩浪中开拓奋进，在披
荆斩棘中闯出新路，在攻坚克难中创
造业绩，争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
者、开拓者、奉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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