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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流 干 部 这 一 年交 流 干 部 这 一 年

本报讯 马传辉、特约记者向勇报
道：7月下旬，辽南地区频现雷雨大风
天气，北部战区陆军某预备役师抓住有
利时机，组织开展抗洪抢险拉动演练。
演练中，师应急分队在 T型横渡、水下
搜寻目标等一系列新课目上的实操能
力得到检验。据了解，这是该师探索军
民融合方式，创新尝试联合民间专业救
援力量开展抗洪抢险训练的成果。

在年初筹划新年度工作时，官兵反
映的施训课目单一、专业技能缺项、自
训应急救援内容千篇一律等问题引起
了领导注意。针对这些问题，在随后的
议训“诸葛亮会”上，有参谋人员提出，

驻地有数支民间专业救援队，可否加以
吸收利用？但也有人指出，以往编组工
作都是以党政机关和公有制企事业单
位为主体，“民”参“军”质量难控。

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师党委
一班人决定：要统筹发挥军民融合优
势，大胆迈开创新步伐，应急就是应战，
要在服务保障备战打仗上下功夫。该
师采取军地联动、联合下文、择优编组、
集中验收等方法，遴选驻地实力最强的
蓝天救援某分队专业骨干编入师应急
分队，将应急“拳头”力量编实建强。

驻地蓝天救援某分队作为“中国蓝
天救援”体系的分支力量，现有认证的

专业技能人员 153人，涵盖技术绳索、
潜水、无人机、水下机器人、心理、急救
等多个救援专业。立足于“防大汛、防
强台”，按照“军民合训、先考后训、精准
施训、预设情况”的组训步骤，蓝天救援
某分队教员组织重点课目专业技能教
学，并混编入应急战斗编组全程参训。

将驻地蓝天救援某分队编入应急
分队后，该师通过广泛开展争创先进活
动，利用整组点验、联演联训等时机，抓
好集中教育，并采取网络推送、送教材
上门等形式，每月定期发放国防教育资
料。受到朝气蓬勃的军营文化熏陶，救
援分队队员的组织纪律性得到大大提

高，精神风貌也焕然一新。
在抗洪抢险拉动演练现场，记者看

到，水下无人潜航机器人在应急分队队
员的操作下，潜入30米深的江底，利用
高灵敏度水下声呐系统绘制出水下地
形图，由潜航器小组成功标记出铁桶位
置，轻潜小组随即出动，一起“危险化学
品泄漏事故”被成功化解……

“有了民间专业救援力量的加入，
我们的应急救援能力得到质的提升。”
演练结束，现场组织训练的师工兵防化
科科长李仕澍感慨地说：“预备役部队
寓军于民，在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中，
军民融合大有可为！”

北部战区陆军某预备役师联合地方专业救援力量开展抗洪抢险训练

“民”参“军”打造应急救援尖刀
自述人：王传刚
2017年6月，我从海军某电子对抗

团平职交流到山东省乐陵市人武部任
政委。

整理人：于 斌

来之前，我已在海军工作了 27个
年头。作为一名“老海军”，有军、师两
级单位的工作经历，担任过团、营、连主
官。有了丰富的经历做铺垫，自认为干
好武装工作底气十足、不在话下。

到了人武部报到后，下基层检查调
研遇到的一件事，让我不得不正视起现
状来。那天，我不带机关，不打招呼，临
时到一个乡镇武装部检查，转了几圈也
没找到武装部长。经了解才得知，挂着
基层武装部长头衔的是派出所所长，当
天正在外地出差办案。

武装部长摇身一变成了派出所所
长，这样的情况还不止一例。经机关同
志统计，乐陵市基层武装部长已经十几
年没有调整，16个基层武装部长，平均
年龄达到 45岁以上，仅有 2人是公务
员身份，1人进了党委班子。基层武装
部长队伍年龄大、学历低、能力弱、积极
性不高的问题十分突出。

窘境摆在面前，怎么办？是后任不
管前任的事，保持基层建设现状？还是
新官理旧账，把积攒了十几年的“欠账”
彻底还上？有人劝我，还有1年多就退
休了，何必得罪人、捅这个马蜂窝，不如
清清静静当这个政委。反复考虑后，在
部队养成的敢啃“硬骨头”的劲头冒了
出来：既然组织把我放到了这个岗位
上，就得干好分内的事，尽到自己该尽
的责任。

想法定了，说干就干。我和部长
一道，积极争取乐陵市市委、市政府的
主要领导支持，对基层武装部长队伍
进行全面调整，一次性地对全市基层
专武干部进行“大换血”。有几个在基
层武装部工作二三十年的老部长想不
通，个别人还找到地方领导打招呼，希
望“网开一面”不调整。但是，开弓没
有回头箭，我们咬紧牙关、顶住压力，
挨个登门做工作，从国家政策到单位
建设，从工作需要到个人经历……硬
是靠着“就是一块石头也要捂热”的决
心，我们做通了几个老部长的思想工
作，从岗位上退下来。

今年5月份，我们召开了全市基层
武装部长宣布命令大会，全市 16个基
层武装部长全部调整到位，一批学历
高、能力强的年轻干部走上专武干部岗
位，为这支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新任
武装部长履新后，各项工作明显有了新
气象。就拿征兵来说，在过去，乐陵市
的征兵可是各级头疼的“老大难”，各项

指标多年“原地踏步”。武装部长调整
后，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乐陵市的征兵
任务指标就已提前完成，位列全区第
一。部里几个职工私下跟我说，已经好
多年没看到各乡镇你追我赶、奋勇争先
的工作局面了。

回想起到人武部后的工作经历，我
认识到自己身后虽然没有千军万马，但
每一项工作关乎万马千军，必须牢固树
立“职务到顶、工作不能封顶，时间有
限、奉献应当无限”的思想，只争朝夕，
多留政绩，少留遗憾，全力跑好强军兴
军的“接力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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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开小军、樊晨报道：“冲
锋号响起，战士们跃出战壕，冲向敌
人 ……”近 日 ，在 上 海 警 备 区 军 官训
练中心，老首长牛玉山深情回顾自己的
入党经历和革命历程。这是上海警备区
虹口第一离职干部休养所深入挖掘所内
红色资源，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的一个场景。

近期，上海警备区各级全面展开“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虹口
第一离职干部休养所充分利用红色资
源，精心遴选老干部为全区官兵讲红色
传统，让老干部的红色故事化作全区教
育的生动教材。“所内现有老干部49名，
他们几乎人人都有功绩在身、人人都有
故事可讲。”虹口第一离职干部休养所政

委潘亚萍介绍，为丰富主题教育形式内
容，干休所集中对每名老干部的军旅历
程进行荣誉牌撰写制作，做到对每位老
首长的革命历程详实掌握。

同时，该所发挥休干系统服务保障
老干部的特殊优势，组织力量赴老干部
家中采写、拍摄，坚持以历史发展为脉
络，以人物事件为线索，开展老干部口述

历史等活动，坚持能成书成书、能成像成
像，下大力气进行抢救性挖掘、历史性保
护，盘活厚重的革命历史。

台上牛玉山感人肺腑的回忆令聆听
者感动不已。“一场讲述好似一场心灵修
行。”长期从事老干部服务保障工作的张
彤霞表示：“首长的感人事迹，让我们热
血沸腾，更加激励我们聚焦主业做好当
下事。”

据了解，虹口第一离职干部休养所
下一步将在上海警备区主题教育“大盘
子”下，结合实际不断完善自身学习方
案，通过挖掘自身资源、调动地方资源，
陆续开展一轮理论学习、一次主题征文、
一批群众性文化活动、一场文化氛围布
置，助力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上海警备区某干休所将老干部请进主题教育课堂

一场讲述好似一场心灵修行

湖南省双峰县人武部

创新学习党的理论知识
本报讯 徐志强报道：为解决过去学

习教育存在的“照本宣科”问题，近日，湖
南省双峰县人武部采取全员精读、领导解
读、分组点读等方式，组织全体干部学习
党的理论知识。通过理论学习，全体党员
筑牢了信仰之基，补足了精神之钙。

河北省定兴县人武部

干部职工重温入党誓词
本报讯 尤英飞报道：8月上旬，河

北省定兴县人武部组织干部职工开展重
温入党誓词活动。他们组织参加活动人
员来到河北省易县狼牙山纪念馆参观学
习，让干部职工在实地参观见学中接受
党的洗礼。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人武部

开展国防工程普查工作
本报讯 刘云峰报道：连日来，山东

省青岛市市南区人武部组织相关人员对
辖区内数十个国防工程进行全面普查。
他们及时补充完善国防工程的分布、数
量、结构等信息，组织相关人员解决修缮
塌方、破损等问题。同时，他们还重新与
辖区单位签订管护协议，确保工程时时
有人看管、时时有人巡查。

7月下旬至 8月初，沈阳联勤保
障中心某储供基地组织弹药保障队
远程机动数百公里，在茫茫荒野临
机开设野战弹药库，实施“战场”紧
急供应，锤炼实战化保障能力。

王亚平摄

炎炎夏日练兵忙

8月7日，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永安
镇梁家沟村84岁的晏俊忠大爷笑容满
面，这一天市中区人武部领导来到家里慰
问。他们嘘寒问暖，与大爷畅谈心扉。

梁家沟村地处内江市市中区南部
边缘，是一个交通不便的偏远小山村，
也是该区人武部定点扶贫联系点。晏
俊忠拉着前来慰问的区人武部部长唐
剑的手激动地说：“没有解放军的扶助，
哪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真心
感谢党，感谢解放军！”

一谢新建“爱民路”。去年6月，人
武部协调地方相关部门投入资金10万
元，出动干部、职工和民兵千余人次，建
成一条宽约 4米的水泥路，方便了 130
余户300余名村民出行。

二谢修建“山坪塘”蓄水工程。人

武部与水利部门沟通协调，人武部、地
方政府分别出资 15万元，村里自筹资
金18万元，共同修建了10.3亩的“山坪
塘”蓄水工程，蓄水量达到 1.2万立方
米，较好地解决了该村二、三、四组生活
用水及农业产业用水问题。

三谢扶助村集体产业由小壮大。
人武部采取“召开坝坝会、入户拉家常”
等形式，实事求是定目标，因地制宜做
项目，帮助村里发展产业。

四谢垃圾池落户小山村。年初，人
武部投入1万余元为村里修建了5个垃
圾池，并联系清洁公司定期清运垃圾。
同时，还投入6万元为村里文化活动中
心购置了桌椅、图书、音响等器材，让村
民不仅腰包鼓起来，也让文化生活丰富
了起来。

晏大爷四谢解放军
■李 涛 覃 操 本报记者 孙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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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人：罗东升
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中士，

2011年12月入伍，现任炊事班班长。
整理人：杨熙萱、陈剑

“现在用上电灶既节能环保，又干
净卫生……”几天前，我和炊事班退伍
多年的老班长聊起单位的后勤变化，
心中幸福感油然而生。电话中，老班
长还不忘劝导我：“在部队好好干，现
在的生活条件比起咱们以前上山捡柴
煮饭的日子好多了！”

老班长说得确实有道理。就拿
我在炊事班 8年炊事经历来说，炊事
灶都更新换代 3次了。我们戍守西
南边陲，在我参军入伍那时，连队驻
地发展依旧滞后。一个方圆不到 3
公里的小村落，三三两两散落着十几
户人家，入眼尽是荒凉，当地群众的
生活水平仍比较落后，烧菜煮饭用的

还是土灶。
那时候，连队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要求炊事班在每天晚饭后，由一名排
长带队，到连队后山捡回至少两捆枯
柴。工作量看似不大，但翻山越岭、爬
坡过坎非常耗费体力，大家也是满腹
牢骚。连队后山是原始森林，山高坡
陡、草深林密，时常有眼镜蛇、银环蛇
等毒蛇出没，每次进山如临大敌。5年
前，我们炊事班战士黄晓龙在捡柴的
过程中就被毒蛇咬伤过，幸亏随行的
军医临时处理得当和连队送医及时才
转危为安。

说起这段艰苦历程，让我记忆犹
新的还有2013年夏天的那个夜里，凌
晨 2点，天空突然风雨大作，“罗东升、
罗东升，快起床，下大雨了……”连长
声嘶力竭的叫喊将我从睡梦中惊醒。

“不好，柴被淋湿了!”我一个翻身便跳
下床，拿着备用雨布冲向雨中。未料，
破旧的柴房早已被大风掀翻了顶，看
着散落一地的瓦片和浸泡在水中的木
柴，连长和我落泪了。

2014年春季，消息传来，当地市
政府决定向上级申请拨款为我们驻地
修建一条通往县城的公路，喜讯突至，
那天很多官兵几乎彻夜未眠，当地老

百姓还用篝火晚会迎接这个好消息。
当年 9月，一条直达 30公里外县

城的水泥路宣布竣工，同时我们也将
煤气灶从大山外运回了单位，上级为
确保连队燃料得到充足保障，还积极
与当地县城煤气公司协商并达成合
作协议，按时按需为我们提供上门送
货服务。其实，煤气看似方便，但由
于我们驻地偏远，成本价相当高，还
避免不了油烟大、煤气味浓等问题，
特别是夏天，在狭小的厨房里呼吸感
到非常难受。

时代在发展，边关在进步。随着
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前年，连队又
将煤气灶换成了电灶，别看这“家伙”
个头大，但毕竟是现代化科技产品，使
用起来方便快捷、节能环保，最主要还
配带了几口特制的炒菜锅，受热均匀，
炒出的菜非常可口，我们的饮食条件
也从过去的吃饱向现在吃出健康、吃
出营养发生着巨大转变。

这几年，驻地村寨也借着脱贫攻
坚的东风，趁势而上，大力发展养殖、
种植业，引进外商投资，摇身一变成了
如今车水马龙的现代化乡镇，一座座
小洋楼拔地而起。看着驻地翻天覆地
的变化，我由衷感到欣慰。

从土灶到煤气灶，最后换成电灶，边防部队后勤保障能力不断提升——

三易灶具看边防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