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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朱龙勋、姬志超报道：“丁
零零—”10月17日下午，随着一阵铃
响，安徽省池州军分区领导和机关干部
鱼贯走出办公楼，展开军事体能训练。
曾经跑步成绩不理想、担心体能考核的
政治工作处主任余建苗，跑在了队伍的
第一方阵，他说：“领导都在练，自己不
能拖后腿。”

年初以来，该军分区党委把关键少
数带头训练作为群众性练兵比武活动
的关键来抓，一班人集体带头、以上率
下，积极投身各项训练，带动官兵踊跃
参与，持续激发大家的练兵备战热情。
每天下午体能训练，常委站排头；每周
一晚的理论夜校，领导先进场。学基础
知识、练体能技能、标决心要图、析战备
方案，机关处以上领导谁都不甘落后。

接到参加上级组织的比武通知后，
因神经根型颈椎病在外地看病的战备
建设处处长朱光阳，放弃住院安排，选
择保守治疗，带着一包药赶回参加基地
化封闭式集训。副司令员苏定方还有
几个月达到现职最高服役年限，但他一
步不落地参加训练，他告诉笔者：“就是
明天脱下军装，也要站好最后一班岗，
训练带头冲！”

领导冲锋在前，官兵如影随形。
东至县民兵骨干沈中民，9月份退出现
役，正在江苏参加新入职单位业务培
训，接到参加“四会”教练员比武的通
知后，连夜赶到集训队，投入强化训
练。“谁英雄谁好汉，比武场上赛赛
看！”贵池区高技术专业民兵分队在动

员处处长刘志林组织下，精心定计划，
精细明分工，民兵干部、基干民兵个个
摩拳擦掌。

笔者了解到，国庆假期后第一天上
班，该军分区就组织了全体人员参加群
众性练兵比武誓师动员大会，进一步明
确领导带头训练的要求，宣布激励官兵

创先争优的措施，推出排忧解难的保障
办法。军分区一名主官在外地执行任
务，但仍坚持每天抽空训练，并向军分
区值班员报告当日训练进度。刚由现
役干部转改为文职的冯光蓓参谋，主动
报名参加上级比武，他感慨：“领导带出
了好氛围，我们参加训练劲头足。”

领导带好头 官兵有劲头
安徽省池州军分区群众性练兵比武活动形成“场效应”

当前，许多部队都在开展群众性练
兵比武活动，但有的单位热火朝天，有
的相对冷清，其中重要的区别之处在于
领导是否带了好头，是喊“跟我上”，还
是“给我上”。池州军分区的做法再次
证明，把群众性练兵比武活动真正开展
起来，还是要靠领导带头。

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指挥员高喊
“跟我上”，国民党军官则喊“给我上”，
虽是一字之差，却折射出泾渭分明的
两种干部作风。历史雄辩地证明，我

军历经苦难辉煌浇铸的胜利，正是“跟
我上”战胜“给我上”的胜利，也是领导
干部带头练、带头战的胜利。

“跟我上”先要“跟我练”。领导在
哪里，导向就在哪里；领导干部练什
么、怎么练、练得怎么样，都将成为引
领官兵训练的风向标。凡是有领导干
部一同参训的课目，官兵的训练热情
就更高涨。只要领导干部敢喊“跟我
练”，官兵就会争着练；领导干部敢说

“看我的”，官兵就会拼命练。领导干

部在训练场上硬气，在演兵场上有底
气，官兵就会打心眼里服气，就愿意在
战时跟着上。

领导干部如何做到立身为旗、以
身作则，一个重要衡量标准就是看是
否带头训练，用过硬的指挥素质叫响

“看我的、跟我上”。
练兵先练将，开训先训官。战争

实践一再表明，将不强则军必败，官不
练则兵遭殃。战场拼杀，指挥员能力
素质是制胜的关键。练强新时代打仗
本领，要求指挥员不仅要“挂帅”，还要

“出征”；不仅要亲自抓，还要带头练；
不仅要用声音指挥，还要用身影指挥，
决不能用指导训练代替自身训练。

历史必将证明，只有今天在训练
场上叫响“跟我上”“看我的”，明天才
能昂首走向战场。

还是要靠“跟我上”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之际，42名为新中国建设和发展作
出杰出贡献的功勋模范人物，被授予国
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探寻这些时
代楷模的奋斗足迹，他们之所以能够一
步一步登上事业的高峰，其中一个重要
因素，就是他们深怀家国情怀，无论风
吹浪打、荆棘满地，都能矢志不渝、百折
不挠，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
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用一生的
努力谱写了感天动地的英雄壮歌。

家国情怀，是一种源自灵魂的对脚
下土地的深情大爱，饱含着对民族命运
的拳拳之心、对故土山河的兹兹之念、
对国家富强的殷殷之望。这种情怀，至
真至纯、无私无我，展现出一种至高的
精神境界，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
之乐而乐”的情感映照。有了这种情
怀，就能始终深怀为国为民的赤子之
心，就能看淡功名利禄，甘于在平凡中
奋斗一生、奉献一生。当然，也正是因
为有了这种情怀，人生的境界才会得到
不断升华，事业的高度才会得到不断抬
高，从而化生命为使命、化平凡为非凡，
看到别人难以看到的风景。

事实证明，从平地登上高山，从平凡
走向非凡，其间从来没有一马平川、一路
坦途，总是充满曲折、充满坎坷。而支撑
和激励他们坚忍不拔、奋力前行的，关键
就在于他们身上激荡着傲然于天地的家
国情怀。人民军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伟大征程中，历经风
雨洗礼、血火考验，就是凭借一代代共产
党人崇高的家国情怀，在几度面临困境、
陷入绝境之时，依然不坠青云之志，总是
挺起胸膛临风而立，最终创造了彪炳史
册的辉煌成就。

有人说得好：“当我们在踽踽独行
时，那是在生活的路上奔波；当我们在
攀登高峰时，那是在人生的路上拼搏；
当我们在仰望星空时，那是在追求生命
的高度。”人生的高度无法提前预知，事
业的高度不能自由设定。然而，当我们
把个人命运同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
民幸福紧紧联系在一起时，就会发现，
原本平凡的生命开始变得伟岸、富有价
值，原本平凡的工作开始变得精彩、富
有意义。可以说，家国情怀是一泓清
泉，强固着我们的理想信念，净化着我
们的精神家园，滋养着我们的价值追
求，在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中托举着生

命高度、事业高度。
阔步新时代强军征途，要想尽快

实现强军目标，我们要主动传承英雄
模范的忠诚、执着、朴实的崇高品质，
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在砥砺躬行、
忘我工作、无私奉献中涵养和深植家
国情怀，增强以国为家的归属感、强军
有我的责任感、干事创业的使命感。
如此，新时代强军事业必能积聚千里
奔涌、万壑归流的洪荒伟力，冲开一切
绝壁、冲破一切险阻，登上别人难以企
及的高峰，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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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入冬了，如何应对旅游淡季收
入来源少的问题？”10月 20日一大早，
新疆阿勒泰萨亚铁热克村党支部书记
周立侠踏着薄雪走家串户，调研论证农
闲时促进全村增收的产业项目。

周立侠在阿勒泰军分区当了 16年
兵，对当地印象最深的是，封闭、贫穷和
落后；感触最大的是，村民那种“认命”
的眼神。“贫穷不可怕，怕的是放弃希
望。”为此，周立侠退伍后，抱定改变当
地贫穷面貌的决心，婉言拒绝了家乡企
业邀请，毅然留在了边疆。

两年前，阿勒泰地委为提升基层党
组织组织力，对全地区的村党组织建设
情况进行调研摸排，并计划从机关选派
优秀干部担任基层党组织书记。在机
关工作的周立侠郑重地递上了申请书，
并被任命为萨亚铁热克村党支部书记。

上任之初，周立侠调研发现只有
200多户的萨亚铁热克村村民，既没看
到富有地方特色农牧业产品的价值，也
没想到形成产业化经营背后的经济效
益，只是满足于祖祖辈辈“你放你的羊、
我种我的地”的自给自足生活方式。

“自己家单干很好。”“别说了，我家
不愿意……”周立侠提出各家各户联合

起来致富的想法，不承想碰了一鼻子
灰。正当他一筹莫展时，发现村里有个

“户儿家”的区域。这里居住着 40多户
汉族农民，从百年前迁徙到这里时，就
一直与当地的哈萨克族牧民和睦相处。

这一发现，让周立侠找到了工作的
突破口。他逐个上门，鼓励各家各户整
理互帮互助的事迹，并积极协调资金筹
建“户儿家”民族团结展馆。同时，还积
极协调工作队、包村干部、老党员等一
起搜集整理“户儿家”历史传承，征集老
物件，布置展厅。

一年后，“户儿家”民族团结民俗博
物馆建成了，附近的村民都慕名而来。
这些村民在感动中谈论起了互帮互助，
展望起了未来……

今年 64岁的李红秀老人，是民俗
博物馆的筹建者之一，她深有感触地
说，如今这个博物馆已经成了阿勒泰市
民族团结教育的示范点，每天都有专程
过来参观的人群。

与外界接触多了，村民们不但眼界
开阔了，而且也有了热切致富的期盼。
周立侠借此机会，带领村“两委”班子，
以“户儿家”大院为轴，向四周辐射，依
次规划出特色餐饮区、民族工艺品展示
区、农家采摘体验区和民宿休闲区为一
体的全村旅游服务业发展格局，推动了
全村 30余户村民创业就业，年均收入
达 5万元以上，间接带动全村每户平均
增收近万元。

今年 43岁的阿克巴尔?木沙按照
生活区、休闲区、养殖区和种植区的布
局，将闲置院子利用起来养鸡种菜，并
在家里开起了农家乐，还代卖奇石和根
雕，一年下来净赚 6万余元。他高兴地
说：“这可是我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事，
真是太感谢周书记了。”

“不放弃希望，就有希望。”看着小
山村的面貌日新月异，乡亲们的日子越
过越红火，周立侠黑黑的脸上溢满欣慰
的笑容。

新疆阿勒泰军分区退役军人周立侠，放弃返乡安置，扎根边
疆带领山村群众致富—

“不放弃希望，就有希望”
■刘是何 王子冰

河北省武邑县人武部

为贫困村引进致富项目
本报讯 袁张宪报道：“金银花成活

率达到 99%。”10月下旬，河北省武邑县
圈头乡北翰林村传出喜讯，由县人武部
引进的20亩金银花试种成功。

为促进村民增收，今年年初，该人武
部根据该村自然环境特点，动员民兵骨
干带头种植金银花。他们出资购买花
种，聘请河北省农业大学技术人员前来
指导田间管理，并购置5台潜水泵、数千
米潜水管，为村民致富奔小康打下了坚
实基础。

南部战区陆军某海防旅

官兵享受远程会诊服务
本报讯 王永超、刘华报道：近日，

南部战区陆军某海防旅东瑁洲海防连副
指导员陶昱享受到了陆军军医大学新桥
医院医生龙铭的远程会诊服务。

9月下旬，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红色军医边关行”专家医疗队来到陶
昱所在的连队，为驻岛官兵进行理论宣
讲、坐诊看病、送医送药和心理疏导。
同时与该连建立“哨所签约医生服务平
台”，为官兵提供“点对点”网络远程保
障。据了解，签约医生在协助诊疗基层
官兵的同时，还定期提供预防、就医等
健康指导。

本报讯 谢良报道：连日来，江西省
泰和县人武部理论夜校人头攒动，干部、
职工徜徉在红色书籍的海洋，汲取“红色
营养”。据了解，这是该人武部用文化活
动根植红色基因的有效举措之一。

泰和县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著名的原中央苏区县。
为了让这些厚重的红色基因，更好地滋
润干部、职工的心灵，他们充分发挥当
地资源优势，开展丰富多彩的红色文化
活动。

他们通过讲红色故事、念红色家

书等形式，有效地激发了干部、职工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充分利用七一、八一
等节日开展“我唱红歌一百首”歌唱
比赛、党（团）课集中组织干部和职工
观看《会师井冈山》《大火种》等系列战
斗影片、组织广大党员参观寅坡桥战
斗遗址，不断强化根植红色基因的教
育效果。

十一前夕，他们在井冈山革命烈士
陵园举办重温入党誓词活动中，一些干
部、职工纷纷表示，一定要继承好红色
基因，争当红色传人。

江西省泰和县人武部

徜徉书海汲取红色营养

10月20日，北部战区陆军某防空旅机动到野外陌生地域，组织新型导弹
射击考核，锤炼部队实战能力。 刘晓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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