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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流 干 部 这 一 年交 流 干 部 这 一 年

本报讯 倪建峰、胡烨婷报道：7月
25日晚，浙江省慈溪市坎墩街道坎东村
的“军属说事室”里谈兴甚浓，8位现役
军人家属和 2位退役军人正在交流最
近的工作生活情况。“军属说事”制度是
坎墩街道推出的新举措，旨在打造贴近
基层、贴近军属的平台，更好地为军属
服务。

“军属说事”制度面向现役军属和退
役军人，包括“军属说事室”“网上说事”

“当面说事”3种类型，以“信息采集+系
统流转+分级处理”的方式，按照 4级解
决办法，快速高效地解决军人军属难题。

据笔者了解，“军属说事室”在每季

度第一个月的20日，由村民兵连长召集
军属说事，街道人武部和村里相关人员
为其答疑解惑；“网上说事”由村民兵连
长通过“军人家属群”微信群，随时关注
和了解相关情况；“当面说事”则由村干
部通过走访形式，面对面收集信息。

每次“说事”信息都由专职人员记
录，经梳理后注明“军属说事”字样，录入
宁波市社会服务综合信息系统，区分 4
级进行处理。一级事件，由村干部会同
民兵连长联合解决，办结时限 1个工作
日；二级事件，通过系统上报村书记，由
村书记牵头协调解决，办结时限 3个工
作日；三级事件，通过系统上报街道综合

信息指挥室，根据事件类别流转至相关
职能部门，由街道相关职能部门办理，办
结时限5个工作日；四级事件，通过系统
报送市社会治理综合指挥中心，根据上
级事件类别流转至市级相关职能部门办
理，办理结果由村民兵连长负责反馈，形
成闭合回路。

自从“军属说事”制度建立起来，前
来咨询政策、反映问题、表达感谢的军
属络绎不绝，现役军人徐华的父亲徐宝
焕就是其中之一。“村里停车困难，村里
能不能协调一下，把三甲南池水塘填
满，做公共停车场？”徐宝焕在“军属说
事室”提出请求。随后，村书记叶长裕

带人实地调查，发现三甲南池已经废
弃，而且治理困难，影响周边环境。一
番研究后，村里决定将之改建成公共停
车场。徐宝焕和其他村民知道后都高
兴地说：“村里真是为我们解决了出行
的一大难题。”

“说到的事，我们都有记录，对每一
个诉求，分级处置，能当场回复的就当场
回复，其他跟踪落实后再反馈。”坎墩街
道人武部部长俞永波告诉笔者。很久以
来，慈溪市一直重视拥军优属工作，不断
创新载体优化服务。下一步，“军属说
事”制度还将在全市推广，进一步打造拥
军优属的“慈溪品牌”。

浙江省慈溪市打造拥军优属新平台

“军属说事”制度架连心桥办暖心事 讲述人：马付军
现任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薛坪镇

武装部副部长。
整理人：邵 悦 李 栓

我在薛坪镇工作 20多年了，是全
县从事武装工作时间最长的干部。
1999年，组织上派我管理镇武装部的
应急器材库。

那时县人武部刚收归军队，各种关
系还没有理顺，县里财政也非常紧张，
搞基层民兵建设有些“力不从心”。这
一年正好进行民兵调整改革，我们镇调
整编建了民兵应急分队，其中新入队的
民兵就有 110多人。上级要求我们组
织新入队民兵进行入队训练，可摆在我
们面前最大的困难就是训练器材不足。

那时我们的应急器材库，说实话，
我都不好意思称其为“库”。就是一间
破瓦房，里面一个铁架子上摆着 20根
警棍、20个盾牌、15把铁锹。“就这么点
器材，我们100多人的训练怎么搞？”我
向当时的镇武装部部长秦新华发牢
骚。秦部长回答：“小马，训练任务不能
打折扣，没器材，想办法也要搞！”

可秦部长的办法让我哭笑不得：他
让我带民兵到山上砍一些直溜点的80
厘米长的木棍做“警棍”，再找一些木板
钉上把手当“盾牌”。我就用这些被民
兵们戏称为“烧火棍”和“大砧板”的“警
棍”“盾牌”，完成了这一年的入队训练。

后来，随着基层武装部建设全面加
强，我们的应急器材库也越来越好，不仅
从破瓦房换到了小平房，还添置了救生
衣、应急灯、扑火扫把、电警棍、盾牌、对讲
机、绳索抛投器等装备器材。尽管如此，
我们还是在一次救援行动中成了“配角”。

那次，辖区一处山林发生火灾，我
迅速召集应急分队队员，带着铁扫把、
风力灭火机、消防斧赶往现场，却被民
间志愿者组织“蓝天救援队”挡在火场
外。“你们防护措施不够，容易有危险，
还是让我们来吧！”面对他们的劝阻，我
无话可说。只见他们身着消防服、防火
靴、消防头盔，还带着割灌机和灭火弹，
装备器材确实比我们先进，不到 20分
钟就把明火全部扑灭。

这让我深刻认识到：队伍优化了，
装备器材也必须升级，否则就跟不上民
兵调整改革的步伐。于是，在我的建议
和县人武部积极协调下，我们的器材库
又添了不少新“家当”，其中就包括无人
机、红外夜视仪、割灌机、灭火弹等高科
技装备。用句时髦的话说，我们的器材

库越来越“高大上”了。
今年 6月 12日，襄阳市区 14名驴

友到薛坪镇陈家老屋等地进行户外拓
展时失联。我们组织镇无人机侦察救
援排参与搜救，动用无人机对失联人员
可能途经的路段进行侦察，率先发现了
他们丢弃的食品袋、饮料瓶等线索，为
整个救援行动争取了时间，提供了方
向，最终14名驴友成功获救。

转眼 20年过去了，大山还是那片
大山，我却从“小马”变成了“老马”。荣
幸的是，这20年我一直从事武装工作，
亲历了基层武装部和民兵组织建设的
发展变化，而能够一直为武装工作出点
力，我的心里满是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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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人：吴继军
2017年5月，从某集团军处长岗位交

流到河南省新乡市卫滨区人武部任政委。
整理：冯 雨 闫 东

来到武装部上任不足月余，征兵工
作便紧锣密鼓展开。我所在辖区存在当
兵冷、征兵难现象，而且由于辖区没有高
等院校，征集高学历、高素质兵员更是难
上加难。为此，我只好下“笨功夫”，带领
人武部全体人员走遍辖区大街小巷，贴
标语、发传单、挨家挨户做动员，给群众
讲政策，去中学做宣讲。经过几个月奋
战，第一年的征兵任务总算完成了，但成
绩并不太理想。这让我下定决心，既然
来到新岗位，就要俯下身子从头学起，踏
踏实实做好“小学生”。

没有相关工作经验，我就从保密室
历年传真文件学起，十几年的资料堆积
如山，我分门别类，按纲索迹，借鉴别人
的做法。工作上缺乏抓手，我就常去各
乡镇、街道办事处转一转、问一问，经常
听取老同志、老职工的意见；为让自己

“过得硬”，只要能忙得过来的工作，我都

自己动手，以此获得一线经验。几套“组
合拳”打下来，我感觉自己心里有了底。

转眼新一年征兵季来临。为了打一
个漂亮的翻身仗，我协调辖区相关领导、
院校工厂负责人，提前研究征兵问题，最
后得出结论：源头在引导，关键在教育，
重点在动员。

随后，我们以辖区内铁一中、冠英高
级中学等几所学校为依托，提前开展课内
国防教育，带领学生参观红色遗址，学习
国防知识和兵役政策；协调辖区驻军部队
在军事日进行营区开放，组织适龄青年参
观见学；联系辖区各大媒体开展立体宣
传，传唱红色歌曲、讲述革命战争传奇，在
各大商场滚动播放宣传片，在主要交通路
口设立大型宣传栏。除此之外，我们还组
织想要重点吸纳的大学生和高素质人才
到军事体验园模拟军事行动，并协调他们
到部队进行基础训练，体验军营生活，激

发报国动力。
郑州大学体育学专业的大学生班

砚瑞暑假回家，偶遇我们的征兵宣传
点，便报名参加模拟军事活动。活动结
束后，班砚瑞兴奋地告诉我：“以前在电
视上才能看到的场景，如今切身体会到
了，尤其亲眼见证了‘班排进攻战术’的
过程以及老班长蒙眼组装手枪的好身
手，很受震撼！”就这样，本打算毕业回
家当一名体育老师的他，报名应征入
伍。像班砚瑞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功
夫不负有心人，此次征兵结束后，我部
大学生兵员征集比例由去年的 21.6%上
升到40%，实现零退兵，征兵工作综合打
分名列全市第一。

新岗位，新开始，转身入列，接下来
的日子里，我更要躬身实践，才能不断提
升从事国防动员工作的能力素质，早日
成为这方面的行家里手。

躬身学习实践，争做行家里手
河南省荥阳市人武部

开展基干民兵集中轮训
本报讯 曹俊峰、叶同明报道：

日前，河南省荥阳市 2019年基干民
兵集中轮训与常态备勤在河南省某
预备役师二团训练基地拉开帷幕。
此次轮训备勤包括军人队列动作、
救护技术、擒敌术基础、防爆装备器
材使用、灭火救灾技术与方法等 14
个课目，使民兵应急队伍遂行多样
化任务能力得到极大提升，确保遇
有任务手中有力量、队伍有素质、行
动有能力。

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人武部

多管齐下做好防汛工作
本报讯 董义成、张玉刚报道：8

月上旬，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人
武部牵头整合协调 6家任务单位的防
汛力量，建立装备器材共享、信息资源
互通、专业人员统训、应急处突课目共
练机制，同时针对大庆市防汛特点，设
置城市低洼地带积水排除、被困车辆
营救、河道内被困群众转移等课目演
练，使其防汛能力得到很大提升。

江苏省盐都区人武部

岗位练兵“排座次”
本报讯 李岳山、王辉报道：连日

来，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武部严格
按照《专武干部军事训练考核大纲》要
求，区分专武干部和基干民兵两个层
次，大力开展岗位练兵“排座次”活
动。期间，采取“与专业分队结合、同
考核标准评判”的方法，通过考核排名
争高低，掀起练兵热潮。

本报讯 向勇、马传辉报道：“手
里有了口袋书，我也成了明白人！”8月
2日，辽宁某预备役师四级军士长、橡
皮艇操舟手姜超走下演练场，便从裤
兜里拿出一本巴掌大的《抗洪抢险“68
个怎么办”》小册子，兴奋地告诉笔
者。这是该师在抗洪抢险训练中扎实
做好常识教育、提升部队遂行非战争
军事行动能力的一个缩影。

前段时间，该师开展抗洪抢险的
专业技能训练、战术训练和行动演练，
发现无论是组训骨干还是参训人员，
普遍对任务编组、训练演练、参训装
备、车辆安全、卫勤保障、场地环境等
方面的理论常识掌握不清。

抗洪抢险现场就是战场，抗洪抢
险常识必须入心入脑，遇事即可速
查。为此，该师按照机动、救灾实施、
宿营、返回 4个任务阶段，梳理总结了
68个典型问题。通过召开座谈会，广
泛征求参训官兵建议，使每个问题都
有百字左右浅显易懂的对策解答，随

后编成小册子《抗洪抢险“68个怎么
办”》，制作成巴掌大小的口袋书，下发
全体参训官兵，并组织多个波次理论
常识学习。

行车发生淤陷怎么办？螺旋桨被
缠 住 怎 么 办 ？ 抢 险 中 呛 水 怎 么
办？……在该师抗洪抢险水上训练驻
训场一角，笔者看到冲锋舟救援班组
组长正在就“68个怎么办”进行随机提
问。只见班组战士纷纷举手抢答，简
单几句话就能将问题的处置要点说
出。“我们就是要通过不断地强化记
忆，将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的处理方
法，化为大家的潜意识行为。”该师四
级军士长薛振君说。

小册子发挥大作用。在刚刚结束
的抗洪抢险水上训练结业考核中，冲
锋舟离靠岸、水面越障救援、岸际救援
等课目，该师优秀率大幅提升。参训
官兵普遍表示，今年在水训场不再有
理论常识的短板，实实在在尝到了“理
论指导实践”的甜头。

辽宁某预备役高炮师未雨绸缪做好防汛工作

“68个怎么办”助力抗洪抢险

8月1日上午，江西省南丰县征兵体检站，体检医师正在为报名参军的适
龄青年进行征兵体检复查。据了解，今年该县适龄青年征兵体检复查采取全
封闭方式，进行实时监控，以确保征兵过程公平、公正、公开。 袁荣生摄

7月 26日，江苏省东
海县桃林镇第二中心小
学组织学生开展“走进军
营，体验军魂，感知国力”
爱国拥军主题教育活动，
来到当地炮兵某部体验
军营生活。图为解放军
炮兵某部战士正在为学
生讲解军械知识。

张正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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