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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有“中华大粮仓”美誉的
北大荒迎来中国农民丰收节，黑龙江省
农垦建三江管理局在该局文化馆隆重举
行纪念习总书记视察一周年文艺演出。
诗朗诵《向总书记报告》真切反映垦区军
民牢记习总书记嘱托，排除万难保粮食
安全的昂扬精神风貌。“从今年收成看，
成绩来之不易，特别是在抗洪保收斗争
中，民兵功不可没。”农垦总局领导感慨
地说。

入汛以来，受台风“利奇马”和“罗
莎”外云系的影响，黑龙江全境普降大
到暴雨，垦区82个农场低洼地段出现内
涝。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垦区民兵闻
令而动，连续奋战一个多月，全力抗灾
护粮。

构建四级指挥链—
指令顺畅到达末端

“哈尔滨管理局人武部立即调派冲
锋舟，支援建三江管理局抗洪抢险。”8
月27日，农垦建三江管理局辖区挠力河
洪水猛涨，严重威胁丰收在即的数百万
亩稻田，农垦总局防汛抗洪联合指挥部
副总指挥、军事部部长卢俊立即下达救
援指令，人武部连夜将冲锋舟运抵大兴
农场。“指哪打哪”的反应速度得益于垦
区四级应急响应机制。

未雨绸缪，临战有力。汛期来临
前，农垦总局军地主要领导及相关部

门领导召开防汛抗洪紧急会议，建立
总局、管理局、农场、管理区四级应急
响应机制，由联合指挥部统一指挥防
汛抗洪，实行军地主要领导负责制和
网格化管理，将每个地块、每条河流、
每个坝台划分到人，确保指令传达到
末端。

“9月 7日夜间到 8日白天，受台风
‘玲玲’减弱环流影响，建三江管理局将
有大到暴雨……”9月 6日，建三江管理
局人武部政委康术臣的手机收到防汛
群发布的第196期气象信息，降雨情况、
近期天气情况、防汛建议一目了然，为
研判形势、科学决策提供准确依据。

军事部副部长于海涛介绍，垦区
113个农场分布在全省 12个市 74个县
（市）。为了科学高效应对风险，他们依
托联合指挥中心平台，将气象网、防汛
网、交通网全部引入中心，整合警报终
端与气象信息发布渠道，实现警报信号
全域覆盖和精确控制，垦区武装系统与
局场各级能在第一时间掌握和反馈汛
情灾情变化。

预征备足“应急弹”—
快速施救险工弱段

“乌苏里江水位超过警戒线0.79米，
请求加高堤坝。”8月 18日，乌苏里江洪
水暴涨，八五九农场第五管理区向联合
指挥部请求支援。农场武装部快速集

结 400多名民兵，调动 17台挖掘机、13
艘船只、15辆运输车，不到半小时就赶
到乌苏里江东安段，经过连续6天奋战，
抢险人员筑起一条 13000延长米、高 1.5
米的子堤。

“平时落实预储预征，做到了有备
无患。”八五九农场武装部部长于洪涛
说，近年来，他们根据辖区实情突出保
障重点，认真抓好应急救援装备、器材
以及保障物资储备，靠河的储备救生
衣、船只等抗洪装备，靠森林、草原的储
备灭火机、油锯等扑火器材。在汛期到
来之前，农场有15个管理区征用编织袋
15万条、大型运输车 2辆、载 12人以上
船只3艘、挖掘机2台、推土机2台。

有了装备，训练执勤也得跟上。洪
河农场武装部及时完善防汛应急预案，
扎实做好应急人员储备，成立了由基干
民兵、管理区干部和群众参与的应急防
汛分队，对河面、堤坝实施 24小时不间
断巡查。八五九农场武装部组织应急
民兵分队对灾害预警、应急响应、指挥
调度、人员疏散转移、抢险救助等课目
进行为期一周的强化训练。

平时抓得实，急时拉得出。近些
年，垦区狠抓基层武装达标建设，采取
军地设施联建、装备联管、人才联育、
器材联储、应急联动的方式加强通用
装备预储预征。总局、军事部联合出
台文件，将民兵抢险救灾装备纳入局
场应急物资储备体系，依托社会资源
落实预储预征预置，提升军民通用装
备科技含量。

抗洪中，仅前进农场民兵无人机侦
察分队就出动无人机16架次、侦察员30
余人，分别对别拉洪河、浓江实施全时全
段监控，发现漫堤 12处、管涌 7处、渗漏
21处，为处置险情提供精准位置引导。

军地拧成“一股绳”—
打造救灾坚强后盾

8月20日，接到建三江大兴农场、八
五九农场告急情况后，联合指挥部全力
协调其他局场前去支援抗洪，先后调集
1100余台(套)水泵、8万条编织袋、4万平
方米彩条布等防汛物资。有些农场在自
身也有灾情的情况下，没有一句怨言，接
到通知后的3个小时之内便将防汛物资
送到指定地点。七星农场、创业农场等
农场武装部派出军地力量组成的“突击
队”奔赴大兴农场支援抗洪……据当时
任务记录显示，大兴农场武装部在组织
民兵修筑子堤时，党员干部、职工群众
也加入其中，现场施工人员一度达到
4000余人。

军民团结力无穷，抗击洪魔士气
高。七星农场武装干事李振伟在洪水
中被划伤，依然坚守一线，晚上打消炎
针，白天扛沙袋。八五九农场民兵王志
成誓与洪魔抗战到底，主动推迟婚期。
其他农场的民兵有的把老人安排在亲
戚家照顾，还有的没能抽出身陪考上大
学的孩子到学校报到。

民兵打头阵，犹如一面面冲锋旗
帜，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农场职工和
群众纷纷到社区报名，要求和民兵一起
参加抗洪；许多爱心志愿者奔赴前线慰
问，送去矿泉水、方便面等食品。9月 8
日一大早，八五九农场机关党员林雪梅
带着热气腾腾的包子来到乌苏里江抗
洪大堤上看望民兵。自此，30多名志愿
者每日都坚持到抗洪一线做包子。林
雪梅说：“民兵为我们保家园，我们为民
兵送温暖。”

筑牢“中华大粮仓”安全屏障
—黑龙江垦区强化抢险救灾应急处置能力保粮食安全

■汪海江 崔忠亮 本报记者 杨银满

国防时评国防时评

“客观上看，这次失利是因天气
不好所致，平时训练我们没在如此恶
劣条件下练过”“客观上讲，这次比武
的难度超乎平时训练”“客观上讲，这
次抽中的参赛人员不是拔尖的”……
客观上看、客观上讲，成了一些单位
和个人完不成任务、不能取得好成
绩，甚至造成某项失误的推脱词。

对于工作中的失误以客观理由
来推脱，无疑是一种懈怠，一种不负
责任。军队是要打仗的，各种制约战
斗力生成的客观条件实质就是战时
的软肋。如果经常把客观理由挂在
嘴上，而不去想如何克服并付诸行
动，失利在所难免。

军事理论家蒋百里讲过：“军队
平时环境离战场越近越能打仗。”这
句名言给实战化训练带来深刻启示：
适应复杂环境的能力越强，制胜未来
战场的胜算就越大。作为战争的预
实践，军事训练离实战越近，离打赢
就越近。“训”是对“战”的设计和预
演，“战”是对“训”的应用和检验。
海湾战争后，得胜而归的美军前线
指挥官施瓦茨科普夫却提出退役，
理由之一是“我已经不适应下一场战
争了。”这种不适应其实就是一种

“知识恐慌”，启示我们主动学习创
新，不能墨守成规。

战争永远不会宽恕一支训练差
劲的军队。考场和战场的距离，取决
于考核的严格程度。考场越严格，离
战场就越近。一支军队，如果不能结
合实战化要求从难从严组织考核，那
么考出来的成绩就有“水分”，考出来
的优秀难保“过硬”，考出来的官兵妄
谈“能打赢”。因此，要想打赢明天的
战争，首先要从客观理由入手，让今
天的训练严起来，让考核严起来、实
起来，真正考出火药味、考出真水平，
不能自我设计、自我循环、自我喝彩，
更不能用昨天的标准考核今天的训
练内容。

俗话说，疮疤见光易好，伤口捂着
易烂。掩盖矛盾就是埋祸根，回避问
题就是助歪风。矛盾和问题是客观存
在的，我们的工作就是在发现矛盾、解
决问题中前进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
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如果一味惧怕、
回避，用客观理由搪塞，势必导致矛盾
在推诿中激化、问题在拖延中升级、解
决问题的良机在观望中错失。

平时少找些客观理由，多找找主
观缘由，看看我们究竟缺在哪里，差在
哪里，找出解决办法。战场没有冠亚
军之分，只有生与死之别，往往这个客
观的理由是我们致命的天敌，是置我
们于死地的杀手，平时我们在讲客观
理由时，不妨把这种客观理由作为短
板拉长、拉直。唯有这样，军队才能拉
得出、上得去、打得赢，才能不辱使命，
不负重托，回答好“胜战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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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马智铭、记者邢邦明报道：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毛泽东、周恩来
等老一辈革命家历经苦难，更能体会信
仰的味道……”日前，在天津警备区“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转业办
干事朱志奎向全区官兵分享《初心与使
命》一书的读书心得，由于没有照本宣
科，讲得真切生动，受到官兵喜爱。开展

读书评书分享活动，是警备区提升主题
教育成效众多手段中的一招。

他们大力改进学习成效评估，理论
考试时不再让机关既担任“出卷人”又充
当“阅卷人”，而是采取“电脑随机摇号出
题、机关干部即时答题、基层官兵充当裁
判”的方式进行。自7月开始，该警备区
借训练总结和机关夜校等时机共组织12

次集中学习，每次大课后都采取随机答
题方式，并且还会抽点现场同志话体会、
谈启示，让参与官兵都得到锻炼。

在增强教育实践性上，警备区没有
按照“原则性要求”笼统抓落实，而是突
出自身任务特点，细化步骤、实化内容，
紧密结合沿海特点抓好民兵整组、高炮
打靶等任务，把形势战备、战斗精神教

育嵌入练兵场。他们还组织机关人员
对照“四个找一找”检视反思、剖析原因
症结。

“教育成效最终要经得住实践检
验。”天津警备区政委李军告诉记者，近
段时间，该警备区连续组织 5支民兵应
急连进行防汛抢险课目比武、5支民兵
高炮连参加实弹考核，科学筹划国防动
员指挥演练和岗位练兵综合性比武竞
赛，积极抓好“精准征兵”试点、深入研
究专武干部调配、混改国企武装部建
立等重难点工作。此外，他们多次赴
河北省、青海省 4个定点扶贫村，深入
了解民情民意，协调落实扶贫资金。
在各个大项任务交织更替中，警备区
官兵士气高昂，主题教育取得看得见、
摸得着的实效。

天津警备区克服授课照本宣科、机关自考自评、按照“原则性要
求”笼统抓落实等弊端，认真扎实开展主题教育

让教育成效看得见、摸得着

本报讯 岳德福、特约记者李京进
报道：“爸，可是找到您啦！”9月 20日，
山东省菏泽市张和庄烈士陵园，烈士张
登云的女儿刘传云第一次来到父亲坟
前祭奠，这距离张登云牺牲已有 72
年。今年8月，山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发起“让思念发光，帮烈士回家”活动，
帮张和庄烈士陵园无名烈士寻找亲人，
山东、安徽、江苏3省17市上万人参与。

张和庄烈士陵园共安葬 170位烈
士，其中136位无名烈士是原华东野战
军第八纵队 23师官兵，他们在 1947年
12月解放菏泽时英勇牺牲。由于当时
战局紧张，部队按照上级指示紧急转
移，牺牲的官兵匆匆下葬，有的甚至没
留下姓名和家庭联系地址。

2008年，退伍老兵张景宪担任张
和庄烈士陵园负责人，决定帮这些无名
烈士寻找亲人。经过多方打听，他找到
烈士原所在部队，查清 94名无名烈士
的具体姓名，其中 90名登记了入伍时
的家庭住址。后来，张景宪以寄信的方
式帮烈士寻家，10余年来，一直坚持不
懈，虽然退信累积达千余封，但为19名
烈士找到亲人。

张景宪的义举受到山东省退役军
人事务厅的关注。今年 8月 1日，该厅
联合媒体发起“让思念发光，帮烈士回
家”活动，为张和庄烈士陵园另外75名
无名烈士寻找亲人。活动立足山东、辐
射全国，采取线上和电话征集线索、线
下实地寻访核验的方式进行。仅在活
动倡议发出后的48小时内，大众网就接

到300多个热线电话和5000多条留言。
没多久，邮递员、教师、民警、大学

生、退休老人、退役军人……来自全国
各地的热心人士纷纷参与进来。在济
南市莱芜区，有位名叫朱玲华的邮递
员，在一封由她负责投递的信上，贴了
足足20张“地址不详”“查无此人”的退
改批条。这意味着，为帮信上的烈士找
到家人，她已经反复投递20次。

活动中，当地媒体先后派出 12路
记者，陪同“烈士信使”张景宪到山东、
安徽、江苏3省为烈士寻亲。江苏省南
京籍烈士王殿华的母亲生前非常思念
儿子，每年到春节吃团圆饭时，都会在
桌上放一双筷子等儿子回家。72年来，
一家几代人曾找遍全国各地，甚至将寻
亲广告发到国外，但一直杳无音讯。当
张景宪与记者赶到南京与王殿华的妹
妹相见时，80多岁的老人热泪盈眶，充
满感激地说：“盼了这么多年，终于找到
哥哥的下落了，多谢你们。”

活动还寻访到了“活烈士”。“我父
亲当年负伤，但并未牺牲。”8月初，张
景宪收到“烈士”许化水的四儿子、济南
市莱芜一中教师许然发来的一条信
息。见面后，许然向张景宪等讲述了父
亲后来参加上海战役、抗美援朝6次负
伤的故事，并展示了父亲生前的复员军
人证明书、纪念章等物件。

山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领导介绍，
随着活动的深入，他们已找到闫守光、时
成伴、任守忠等多名“活烈士”，为19名
烈士找到亲人。目前，线索仍在征集中。

山东省发起为烈士寻亲活动，3省17市上万人参与

让思念发光，帮烈士回家

连日来，新
疆 军 区 某 训 练
基地开展“我与
国 旗 合 个 影 ”

“祝福祖国”“歌
唱 我 和 我 的 祖
国”等活动，抒
发 对 伟 大 祖 国
的热爱与祝福。

罗兴仓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