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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 转 文军 转 文 ””之 后之 后

■本版责任编辑 王京育 鲁文帝

自述人：刘厚亮
2018年 12月，从空军雷达兵某

旅转改文职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
安区人武部。

去年，转改文职工作开始后，经
过深思熟虑，我递交了申请，并如愿
转改到家乡人武部。

在原单位时就听说，人武部是团
的架子，班的建制，工作就是征兵。
心想，征兵是军事科的工作，我转改
的岗位是政工干事，这个冬天可以好
好“猫冬”了。没想到，报到后这个美
梦就泡汤了。

当时单位正在筹备召开党委扩
大会议，我受领的第一个任务是布置
会场。不就是布置会场嘛，打好会
标、印发好资料就可以了。我感觉工
作很轻松，结果一亮相就出了丑。会
前，政委刁玉龙查看会场布置情况，
一进门就皱了眉，原来我把会标打错
了，“党委扩大会议”打成了“全委扩
大会议”。会议资料不全、桌牌顺序
不对，我当时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事后，刁政委找我谈心：“人武部人员
虽少，承担的职能任务却不少，你要
树立归零心态，从头学起。”我红着脸
重重地点点头。

人武部虽然只有十几个人，但党
委、纪委、党支部、党小组等各级党组
织一个不少。军分区要求推荐上报
参加军分区党代会代表，不熟悉组
织工作的我到图书室找来《军队党
代会工作规范》《军队党委工作规
范》《军队党支部工作规范》等法规，
开始从头啃。经过一周的自学和向
领导请教，终于弄通各级党组织推荐
代表的流程，高标准完成工作任务，
我梳理的工作流程还被军分区转发
各人武部。

优抚慰问、国防教育……一项项
工作让我认识到人武部的重要地位
和作用。

今年 3月，部里从部队回访得
知，正在火箭军某部服役的东安区籍
战士刘涛家里发生两次重大变故，生
活非常困难，部领导随即将情况汇报
区领导，3月 29日，区领导到刘涛家
慰问。你在前方安心服役，我许你后
方无忧，人武部不仅要输送强军兴军
的优质兵员，更要为军人家庭排忧解
难，这件事让我对自己的工作又有了
更深的理解。

回顾转改文职的这半年，从肤浅
认知到深刻理解，从不知所措到从容
自信，我收获了人生又一笔财富。告
别“天空蓝”迎来“孔雀蓝”，我相信：
不一样的“蓝”色，却有一样的情怀、
责任和激情。

（整理人：李军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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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欧伟威、柯于光报道：7月
底的一天，接近夜里 11点，湖北省黄石
军分区学习室依然亮着灯，7名从事武
装工作多年的专武干部正在背记《基层
武装工作理论知识要点》。

为何“老武装”还在集体加班学理
论？上个月，他们在黄石军分区组织的
一次专武干部资格认证中遭遇“滑铁
卢”，军分区专门组织他们进行回炉学
习。“下周就要参加补考了，如果补考还
不过，我们就要被调离武装工作岗位。”

阳新县王英镇专武干部叶华富说，他对
那次专武干部资格认证结果宣布的场
景记忆犹新。

“现在宣布专武干部资格认证结果，
评为优秀的 14名，良好的 21名，合格的
14名，不合格的 7名，分别是……”当他
听到自己的名字在不合格之列时，作为

“老武装”，顿时坐不住了：原来这次军分
区动了真格。本想此次资格认证无非就
是和以前训练评定一样，走个程序，凭自
己的旧经验和老底子照样能通过，没想

到……7名不合格者都为自己没能认真
参训懊恼不已。

与他们对比鲜明的是，西塞山区牧
羊湖街道专武干部刘桃红第一次参考
就被评为优秀，获得专武干部资格认证
书。“7天的汗水和努力没有白费，我为
我的岗位感到骄傲！”他在获得认证后
第一时间更新了朋友圈。

“专武干部的能力素质是基层武装
建设的基础，开展专武干部资格认证，就
是要从入口上解决专武干部队伍军事素

质不强、业务能力偏弱等问题。”黄石军
分区司令员李红安介绍说，为使专武干
部达到岗位履职所需的基本素质要求，
他们邀请地方应急救援专业的专家与军
分区、人武部教学骨干一起，重点围绕党
管武装、思想政治教育、国防动员、军事
理论等基础理论和业务知识，组织参评
人员进行培训。

为彻底解决过去训而不考、考而不
严的情况，他们抽调军地人员组成成绩
评定组和考核监察组，组织认证考核。
培训结束后，依据新颁发的《民兵军事
训练大纲》（专武干部分册）要求，设立
武装业务知识、基础体能和指挥技能 3
个考核课目，对全体参评人员进行考
核，考核过程全程录像备查，考核成绩
现场公布。对考核认定不合格的拟任
专武干部人员不予任命，组织再训和补
考，两次不合格者调离岗位。

湖北省黄石军分区专武干部资格认证动真格

7名“老武装”回炉学习

“嘟、嘟、嘟……”7月 22日一早，随
着一声声汽笛鸣响，山东省荣成市人和
镇院夼村“拥军码头”上，由村民自发建
造的第五代“拥军船”在一片欢呼声中下
水试航，向6.8海里外的苏山岛驶去。

船上，一名上尉军官已是泪流满
面。他叫刘洪乾，是驻苏山岛某海防连
原连长，今年初确定转业。从新兵成长
到连长，刘洪乾几乎没离开过苏山岛。
小岛、“拥军船”，是他生命中不可磨灭的
记忆。伴着迎面吹来的海风，刘洪乾打
开了话匣子：“‘拥军船’的故事要从 60
年前说起。”

1960年 3月，院夼村渔民王道伦和
王义宽出海返航途中遭遇大雾和强海
流，在苏山岛附近海域迷航。没有灯塔、
没有避险之处，渔船一直在海浪中打
转。就在二人体力快要耗尽时，岛上巡
逻的战士听见他们的呼救声。十几名守
岛官兵迅速站在岛崖边，使劲敲着锣鼓
为他们指引航向，渔船最终成功脱险。

获救后的王义宽发起高烧，战士们给
他喂药、喂饭。渔家汉子不善言辞，临走
前，二人向官兵深深鞠了一躬。之后，苏
山岛官兵又相继救起7名遇险的院夼村
渔民。经历过生死考验的渔民，对恩情看
得比什么都重，院夼人至此认下一个理：
苏山岛上的解放军就是他们的恩人！

1960年 9月 5日，院夼村组织乡亲
们登岛感谢，可眼前的景象让他们大吃
一惊：这是个无居民、无淡水、无耕地、无
航线的“四无”小岛，各种物资补给靠部
队定期运送，如赶上恶劣海况，物资就送
不上岛。看到“恩人们”艰苦的守岛条

件，大家既心酸又心疼。
“俺们渔民最拿手的就是开船！”院

夼人当即决定，义务承担起接送官兵亲
属和运输物资上岛的重任。随即，村里
选出最好的一条舢板船，每天往返苏山
岛，王道伦自告奋勇担任第一任船长，院
夼村第一代“拥军船”正式扬帆起航。

到了20世纪70年代，舢板船换成桷
篷船，王义宽接班成了第二任船长。20世
纪八九十年代，第三任船长王喜安接过船
舵，开起了机动舢板船。进入新世纪，第
四任船长王喜联和第五任船长钱均堂驾

起了机动大马力木船。现在，新的钢制第
五代“拥军船”正式下水。风雨兼程 60
年，“拥军船”已累计航行20多万海里。

第五代“拥军船”性能稳定，平稳舒
适。看着新“伙计”的优异表现，船长钱
均堂黝黑的脸庞上全是笑容：“新船配备
了北斗导航系统，运输能力由第四代的
8吨提高到55吨，能抗8级风浪，上岛单
程能节省20分钟，基本上可实现全天候
航行。”

钱均堂告诉记者，院夼村很多人家
靠渔业捕捞、海产养殖等发家致富，村里

还成立了实业公司。有外来务工人员随
口说了一句：海上作业这么忙，况且岛上
官兵生活条件也好了很多，“拥军船”还
开吗？没承想这句话让院夼人十分生
气：“富了海边人，不能忘了守岛人！”不
光“拥军船”照开，村里还建起了“军人之
家”招待所，为上下岛官兵和家属提供免
费食、宿、行、医疗等服务。

“若没有‘拥军船’，没有钱叔，我可
就成‘独眼龙’了！”一同乘船的四级军士
长邵向伟接过话茬，他是连队在岛上驻
守时间最长的兵。一次，邵向伟在岛上
使用割草机，被崩起的石子击中右眼，鲜
血直流。钱均堂接到连队电话后立刻驾
船出海。时值傍晚，大大小小的渔船都
已在码头停靠，夕阳下，只有一条船以最
大马力向西南方向开去……

“我的眼白部分缝了6针，医生说幸
好及时就医，否则会有失明的可能。”邵
向伟下意识地摸了摸右眼说。钱均堂告
诉记者：“俺们一代代船长有条不成文的
规矩，就是只要岛上官兵有需要，保证随
叫随到。”自从有了手机，他坚持24小时
开机，为了“随叫随到”，几乎不出远门。

经过47分钟的航行，苏山岛出现在
记者视线。码头上，官兵整齐列队，敲锣
打鼓，迎接新船到来。离得老远，钱均堂
就兴奋地拉响汽笛，向官兵致意。刘洪
乾也早早站上了船头，对着自己的兵使
劲挥舞双手。海上、岛上，船上、船下，一
片欢腾。此情此景，令人不禁感叹：“拥
军船”更像是一艘“连心船”，一头连着国
门军心，一头连着家门民心，60载乘风
破浪，谱写着动人的鱼水乐章。

船换了5代，“船长”换了5任，这条6.8海里的航线将村民和小岛官兵紧紧
相连60年。山东省荣成市人和镇院夼村——

“拥军船”，60载乘风破浪不停航
■于安丰 刘兆阳 本报记者 鲁文帝

第五代“拥军船”停靠苏山岛码头，守岛官兵登船搬运物资。 王里根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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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赵雷、通讯员吴跃飞
报道：军事课目演练连轴转，新型装备
观摩提振精气神……八一前夕，黑龙江
省佳木斯市组织领导干部军事日活动，
实战化的背景、精彩紧张的演练、此起
彼伏的枪声，让很多地方领导干部不禁
感叹：这次军事日真是军味十足！

承担此次军事日活动任务的佳木
斯军分区领导说，过去过军事日，往往
是听听情况汇报、瞅瞅军事设施、看看
图板展览等，参与度不高，缺少实战
味。在此次制定活动方案时，他们特别
注重把实战演练作为“重头戏”嵌入其
中，让地方领导干部在“硝烟”弥漫中感
受军事职业的特殊性，进一步增强支持
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这天上午，参加军事日活动的佳木
斯市地方领导干部、国防动员委员会和
民兵工作领导小组主要领导、驻军部队
领导，来到民兵训练基地后得知，此次
活动重点观摩由军分区官兵、民兵预备
役人员进行的“应急处突、防汛抗洪、扑
火救灾”等军事课目演练，大家不由精
神一振。

记者在现场看到，人员刚一落座，两
发信号弹应声而起，训练场上的气氛陡
然紧张起来。“擒敌术是实施抓捕或化解
对手进攻的制敌技巧。”伴随着洪亮的背
景介绍音，应急处突演练正式开始。参
演人员全副武装，以战斗姿态冲进泥泞
场地，抱腿顶摔、闪身圈臂……一个个干

净利索的动作赢得观众阵阵掌声。
紧接着，场地搭建的“堤坝”出现管

涌险情，一时间“洪水”蔓延，不远处还
有一名“落水”群众等待救援。参演人
员闻令而动，搭救落水群众、填装沙袋
封堵管涌……

就在大家刚刚舒一口气时，刺耳的
火警声划破长空。抬头一看，几十米外
的草木垛浓烟滚滚，伴随着西南风，几处
树木还蹿起2米高的火焰，情况十分危
急。只见参演人员迅速冲入起火地带，
使用脉冲枪对火场高压强制降温，几十
人一字排开，用风力灭火机实施灭火。
待明火熄灭后，他们又使用背负式水袋
实施火场余火清理，直到听到“火情控
制”的报告。

远处伪装网下，野炊演练开场。参
演人员一边克服战场袭扰等“敌情”，一
边紧锣密鼓地使用野战炊事车开伙做
饭……

一次“硝烟”弥漫的军事日，带来的
效益有多大？佳木斯市市委书记、军分
区党委第一书记徐建国说：“这是一堂
直观、鲜活的国防教育课，促使我们要
更好地落实党管武装制度，关心支持国
防建设，以更加有力的举措为部队提升
备战打仗能力服务。”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强化各级领导干部国防意识

过个军味十足的军事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