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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伍树清、王士刚报道：毕
业证与学信网信息不符、学籍成绩表被
涂改……8月7日，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
人武部在对600多名应征青年学历进行
审查时，32名学历造假人员被取消进站
体检资格。

为确保应征青年学历信息真实可
靠，7月底，召陵区人武部制订出台了
《漯河市召陵区人武部应征青年学历审
查实施细则》，并成立学历审查小组，由
征兵办公室主任担任组长，抽调人武部
政治工作科、区教育局、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及基层乡镇(街道)武装部的
工作人员组成，全程负责应征青年的学
历审查工作。

针对待审查人员数量多、毕业证件
类型多、验证时间紧等实际情况，审查
小组采取教育引导、随机提问、真伪比
对和学信网查询等方法，摸清了辖区 8
个乡镇(街道)600多名应征青年的学历
数据信息。

为确保学历审查公开、公平、公正
以及真实可靠，审查小组严格按照“谁
职责、谁审查、谁签字、谁负责”原则开
展工作，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明确规
定：对学历审查不严，造成不符合征集
条件或弄虚作假蒙混过关的，将追究相
关人员责任；对未经学历审查或明知学
历不符合征集条件、弄虚作假仍安排进
站体检或定兵的，追究乡（镇、街道办）
武装部部长责任。

漯河市召陵区人武部
严把学历审查关

32名青年被
取消进站资格

讲述人：赵国武
1964年 4月出生，1983年 10月入

伍，2019年 7月退休。历任战士、后勤
部助理员、后勤部供应处处长、军分区
司令员等职务。

整理人：本报记者 路波波

前不久，上级正式下达了我的退休
命令。坐在回乡的车上，从车窗远远望
去，田野地里，葡萄熟了、枸杞红了，石
头缝里的硒砂瓜也熟透了，洋溢在老百
姓脸上的笑容让我生出一种自豪感。

1986年，我来到宁夏军区工作，至
今已 33个年头。其中，脱贫攻坚工作
贯穿了我的整个军旅生涯。以我的经
历来说，宁夏脱贫攻坚工作可以分为生
态治理、移民搬迁、精准扶贫三个阶段。

宁夏南部山区自古有“苦瘠甲于天

下”之称，主要原因就是干旱缺水。直
到 1972年，“西海固”仍是被联合国粮
食开发署认定为“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
区”之一。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生
态治理，尤其是为贫困地区找水打井成
为脱贫攻坚的首要任务。

1974年，宁夏军区原给水团建立
之初，官兵就把“给老百姓找水打井”作
为一项重要使命扛上了肩头。那些年，
我跟着给水团到固原、中卫等地找水打
井。时至今日，那段吃苦水、找甜水的
日子仍然铭记在心。

西吉县白城乡，是一个曾被多个钻
井队判定为“无水区”的地方。有一年，
给水团高级工程师王学印带人来到白
城乡进行水文地质勘察。大家伙沿着
陡峭的石坡仔细察看每一处岩石、土层
和植被，围着白城乡整整找了两天，最
后才在甘沟村找到了水。战士们经过
连续奋战，打出了一眼深 179米、日出
水量 1050立方米的甜水井。第一口井
出水那天，上至耄耋老人，下到垂髫小
儿，全都围拢了过来，排着队想要尝一
尝祖祖辈辈从没喝过的甜水。施工队
离开的那天，村民们很早就等在了村口
送行，乡长韩学军拉着王学印的手不停

地流泪。多年间，给水团为塞上百姓打
出了上千眼“生态井”“富民井”，老百姓
陆续吃上甘甜水，用清水洗脸、洗衣服，
苦了一辈又一辈的“吃水难”成为历史。

作为宁夏脱贫攻坚战中最重要的
“一场战役”，移民搬迁的第一枪在红寺
堡打响。1996年 5月，经国务院批准，
全国最大的扶贫移民工程——宁夏扶
贫扬黄灌溉工程奠基，宁夏军区把在盐
池惠安堡的15万亩牧场全部移交当地
政府。

1999年3月，我们第一次来到红寺
堡。当时红寺堡还是一片荒漠，百姓生
活在黄沙漫天中，人跟人只间隔几米远
却互相看不清脸。我们用水车给挖好
的树坑灌水，水刚从管里流出来就被大
风吹的四处飞散，很难浇到树坑里。每
天吃的饭里也吹进去不少沙子，吃起来
嘎吱嘎吱作响。

即便苦成这样，还是有很多移民来
到红寺堡的老乡选择留下来，因为他们
相信：“有解放军和我们一起战斗，啥困
难都能克服。”

为了不让乡亲们失望，自 1999年
以来，军区每年都组织驻宁部队官兵到
红寺堡植树造林，像养育孩子一般精心

培育每一棵树，建起了一片又一片“拥
军爱民林”“防沙林”。如今，在红寺堡
区的土地上，当年我们种下的树苗都已
经长成了碗口粗的大树，勤劳勇敢的宁
夏军民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人进沙
退”的历史性转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宁夏军区按照自
治区精准扶贫政策，主动认领任务，先后
对海原县吴湾村、西吉县河湾村两个贫
困村进行精准帮扶，挖井、修路、发展产
业，蹚开了部队参与地方精准扶贫的新
路子。中卫军分区定点扶贫海原县贾塘
乡后塘村，我们按照有增收产业项目，不
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就医看病、饮水
取暖有保障的“一有两不愁三保障”思
路，与贾塘乡签订合作帮扶协议，指导他
们成立集体养殖合作社，建起了牛棚，协
调解决32名贫困群众的就业难题。

脱贫致富路上，有解放军带队，谁
也不会掉队。近年来，宁夏精准脱贫效
益日益显现，截至 2018年底，实现了 1
个贫困县和 993个贫困村脱贫，贫困人
口从2011年的101.5万人减少到12.1
万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4193元
增长到 9298元。如今，“塞上江南”风
光正好。

生态治理、移民搬迁、精准扶贫，赵国武工作 33载，见证宁夏军民
手牵手、肩并肩，将“苦瘠荒漠”建成“塞上江南”—

子弟兵助民凿通致富路

本报讯 刘大辉、记者晏良报道：
盛夏飞雪，车队突遇险情，地方竟能提
前应对，下好“先手棋”；深夜起雨，侦察
难度倍增，尖兵竟然早有准备，打好“主
动仗”……发生在雪域高原的战天斗地
故事，引出一项管用措施：近日，西藏军
区某旅携手地方相关部门建立联合气
象保障机制，有效补齐保障短板，既促
练兵备战增质，又让驻地百姓受益。

近年来，该旅部队实战化训练深入
推进，复杂天候练兵成为常态，与此同
时，气象保障难题日益凸显。记者从该
旅作训部门了解到，由于高原气候复杂
多变，常常是一天不同季、一地不同天，
对人员、装备状态影响较大，现有的气象
预报方式时间跨度较长、内容相对单一，
时效性和精确性无法满足演训需要。

“现代作战气象保障发挥着重要支
撑作用，必须提高军民应对和运用复杂
天候的能力。”基于这一认识，该旅积极
走开军地联合保障路子，争取到地方职
能部门新建气象监控站点，并建立气象

信息共享机制，有效破解保障难题。据
悉，两座新建气象站设在山区复杂地域，
保障范围覆盖该旅任务区和驻训地，弥
补了该地区监测空白，及时为练兵备战、
生产生活提供及时精准的气候保障。

该旅还以此为契机，健全完善配套
制度，推动气象保障提质增效。探索建
立信息使用反馈机制，对气象数据实用
度和欠缺项及时向监测部门进行反馈，
推动预报信息优化丰富，切实对接部队
任务需求；推动使用统一的数据格式标
准，无缝嵌入一体化指挥平台，确保信
息数据拿来即使，避免在繁琐的格式转
换上耗时耗力，提高使用便捷性和实效
性；拟制人才培养计划，定期组织官兵
到站点学习交流，丰富保障人员对气象
资料分析和气候变化预测经验。该旅
领导介绍，随着气象站的建立和使用，
他们根据战场环境灵活科学确定拟制
方案，实施精准保障和组织演训活动，
大大提高了制定计划和决策部署的前
瞻性与周密性。

军民共用“晴雨表”
西藏军区某旅探索建立军地联合气象保障机制

本报讯 孙武、樊晨报道：“广场北
侧 500米处出现可疑情况，1号、2号、3
号操作手采取编组飞行向目标靠近。”
话音未落，三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但很
快被导调教员宋忠毅叫停：“飞机压线
不稳、高度无法统一、速度相差较大，撞
击随时可能发生。”

8月上旬，上海警备区在青浦某训
练基地展开全市民兵无人机分队骨干
专业联训。据青浦区人武部政委刘辽
军介绍，此次训练采取先摸底后理论、
先模拟后实操、先小飞机后大飞机的步
骤实施，既有理论培训、又有实践操作，
既有优秀民兵骨干充当教员、更有来自
同济大学的博导教授现场指导。

“起飞场地受限，编组飞行如何快
速高效而又安全地展开？”集训现场，操
作手刘海燕提出了一个棘手问题。“手
动遥控飞行难以保持飞行状态，为何不
尝试利用地面站电脑控制？”在宋忠毅
的提示下，一套集手动遥控飞行、自动
航线飞行、飞行状态监控、航线和任务

规划等功能为一体的人机模拟训练仿
真系统成为大家攻克难题的主战场。
经过多次机上试验，操作手找到了不同
环境、不同任务条件下最合适的无人机
飞行数据。

“任务提示不变，训练开始。”教员
再次下达指令，操作手迅速就位，采取
多架次、同航线数据、不同起飞坐标的
编组形式，出色完成多机联合训练。

“编写出一本民兵无人机训练专
用教材、开发出一套无人机模拟训练
仿真系统、规范出一组民兵无人机实
机训练操作流程，在从无到有的实践
摸索过程中，打通了民兵无人机分队
训练的‘任督二脉’。”青浦区人武部部
长李会林说，下一步，警备区将根据上
海市民兵无人机分队总体建设目标和
本次集训过程中总结的经验做法，在
青浦区探索建设市级民兵无人机分队
训练基地，进一步优化民兵无人机分
队训练环境，提升民兵无人机分队遂
行任务的能力。

上海警备区组织民兵无人机分队骨干专业联训

破解棘手问题飞出新高度

本报讯 李军波、丁超报道：连日
来，黑龙江省牡丹江军分区民兵应急
分队军事训练陆续展开。训练间隙，
军分区编撰下发的教案《民兵政治教
育十六讲》引起参训民兵强烈兴趣。

5月初，该军分区领导在基层调研
民兵政治教育开展情况时发现，新时
代民兵思想活跃，传统的教育内容缺
乏感染力，已经难以满足民兵求新、求
知、求趣的学习需求。

针对这一情况，牡丹江军分区立
即组织精干力量成立教案编写小组，
对民兵政治教育教案进行重新修订。

小组负责人何海敏介绍，在两个
月时间里，编写小组广泛收集民兵建
议，围绕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人民战

争思想、民兵光荣传统及地位作用等6
个方面编写了 16篇教案。教案初步
修订完成后，军分区及时组织教员进
行试讲，并征求修改意见。

为确保教育落到实处，教育活动
采取分级责任制：第一梯队以民兵应
急分队为主，由人武部组织集中教育；
第二梯队以基干民兵为主，由基层武
装部负责；第三梯队由村民兵连负责，

针对普通民兵开展教育。笔者翻阅教
案看到，每一课都与打仗密切相关，不
回避热点问题，《回顾光辉历程、认清
地位作用》这一课程教案从历史发展
角度回答了民兵调整改革的必然性，
又结合时事热点阐述了新时代民兵的
地位作用。民兵李志双说：“教育课程
说的都是民兵关心的热门话题，既学
了知识又长了见识，我们很喜欢。”

黑龙江省牡丹江军分区修订民兵政治教育教案

既学了知识又长了见识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樊超报道：近
日，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首长机关指
挥技能训练、机动力量陌生地域驻训、
边防营连战斗化执勤训练异地同步拉
开序幕。从首长机关到基层营连，从指
挥员到战斗员，边防官兵瞄准自身战位
展开专攻精训。

前不久，旅长宋庆贵调研时发现，
首长机关和基层营连在组训过程中存
在“上下一般粗、内容一锅煮”的粗放式
训练现象。首长机关指挥技能训练重
作业流程轻问题研究；机动支援力量每
年驻训都在同一地域，习惯于进行同一
课目、同一进度的训练；边防营连战备
执勤任务重，训练时间有时被挤占，执
勤和训练争人员、抢时间的矛盾突出。

“精准施训，训的就是我们与未来边
境作战的能力差。”宋庆贵指出。为此，
该旅区分首长机关、机动力量、边防营连
三个训练层级，结合各边防战位担负的
使命任务，设置了指挥技能、军事地形
学、边防战斗化执勤等课目。通过精准
施训，全面检验不同层级作战力量的组
织指挥、专业技能和协同配合能力。

首长机关统分合训。他们采取“党
委领训、集中强训、分步细训、逐步融
合”与“半天工作、半天训练”相结合的
方式，开展训法战法研究，旅党委“一班
人”全程听课、作业，带头研究复杂条件
下边境作战制胜机理，结合实地进行实
战背景下想定编组作业，逐步解决“五
个不会”问题。

机动力量异地驻训。采取整建制
生疏地域驻训、全要素实战进程融合的
方式，进行多课目、全时段、连贯式训
练。灵活运用场地位移、场景虚设、器
材模拟构设等手段，建立作战模块组
合，训练全程贯穿敌情和战术背景，锤
炼机动力量在复杂环境和陌生地域条
件下全域作战能力。

边防营连勤训结合。采取轮勤轮
训、联勤联训的方式整合优化训练资
源，紧贴边防营连和执勤哨点各自担
负的边境管控任务，实情、实地、实兵
研训摆练。在边防执勤中穿插军事训
练，在军事训练中规范边防执勤，不断
提升履行新时代强边备战核心使命任
务的能力。

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

区分边防战位专攻精训

日前，武警上海总队首个“军民文化驿站”建成启用，该驿站是上海市浦东
新区东明路街道办事处援建该部的一个文化项目。驿站内有图书近3万册，供
官兵训练之余享受阅读休闲时光。 熊英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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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火箭军某部 50名军娃走进军营开展“小小火箭兵”夏令营活
动。活动设置了队列训练、格斗术训练、轻武器观摩、叠军被等内容，培养
军娃纪律意识和团队意识，增强他们对父辈职业的了解。 周雨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