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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赵欣欣、特约记者郭冬旭
报道：1月16日，山西省洪洞县赵城镇南
义店村战略支援部队某部干部张学军家
的小院内，锣鼓喧天，好不热闹。欢声笑
语中，张学军的母亲马兰娇和乡亲们盼
来了送立功喜报的县人武部、县退役军

人事务局工作人员。
当洪洞县军地领导给马兰娇戴上红

花，披上绶带的那一刻，院子里响起热烈的
掌声，大伙儿纷纷向马兰娇表示祝贺。抚
摸着三等功喜报，马兰娇格外激动：“作为
军属，我很光荣。现在看到老四学军的立

功喜报，心里很高兴，也更加感到光荣！”
春节临近，各部队官兵立功受奖喜

报陆续邮寄到官兵家乡。山西省临汾市
军地将为官兵送达喜报作为增强军人荣
誉感、军属光荣感、社会尊崇感的最直
接、最有效的方式，结合春季征兵工作实

际，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送喜报活动。临
汾军分区指导所属县（市、区）人武部广
泛开展“送达一次立功喜报、开展一次国
防教育、进行一次征兵宣传”活动，激发
群众崇军爱军的真挚情感，在全社会营
造当兵光荣、从军荣耀的浓厚氛围。

临汾军分区要求各人武部牵头会同
县、乡两级政府和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把
官兵立功喜报敲锣打鼓送到家中，为官兵
家属披红戴花挂绶带。在送喜报的沿途，
一并发放国防教育宣传单、征兵宣传海
报，向过往民众宣读征兵改革政策。与此
同时，该市还在电视台和文化广场电子屏
上播放送喜报过程，并在国防教育微信公
众平台推送，扩大覆盖面和影响力。截至
目前，已为68户立功官兵家庭送达喜报。

送达一次立功喜报 开展一次国防教育 进行一次征兵宣传

送喜报营造当兵光荣氛围

1月16日，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跃马村，礼泉县军地领导为荣立二等功的新疆军区某团汽车连班长马嘉乐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仪式。图为仪式后，邻居争相观看
马嘉乐参加“国际军事比赛-2019”时赢得的奖牌。 袁 凯摄

本报讯 丁长兵、王鑫报道：1月
15至 17日，江苏省军区组织全区战备
建设局、处和承担试点任务的人武部军
事科人员开展业务集训暨年度军事动
员训练计划会审，集中学习习主席开训
动员令，深化理解省军区党委决策部
署，集智研究大项活动和训练计划。该
省军区领导介绍，这次集训是为了培养
更多谋战抓建“明白人”，助推备战打仗
高质量发展。

“打铁还要自身硬。”作为备战打仗
工作牵头部门，该省军区战备建设局坚
持“谁组训谁参训、谁主训谁先训”，重
点抓住战建工作三级人员这支骨干队
伍，率先开展业务培训，着力为年度练
兵备战工作培养“明白人”、绘就“施工
图”、鼓长“精气神”。

省军区系统调整改革以来，战备建
设工作不同程度存在人员成分新、专业
素质不强等问题。集训中，该省军区战
备建设局领导作动员、讲“首课”，不仅
针对年度练兵备战工作“怎么干”进行
辅导解读，还针对前期军分区（警备区）
所提意见建议逐一答复会商。同时，结
合个人成长经历与大家谈心交心，帮助
廓清思想迷雾，明确工作方向。他们还
安排2019年度省军区试点单位淮安军
分区、扬州军分区和国防科技大学专家
分别围绕《应急应战业务训练的组织与
实施》《课题训练的组织与实施》和军事
职业教育组织与实施进行授课交流，集
中观看扬州军分区担负全省战备规范
化建设试点任务建设和湖南省军区担
负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正规“四个秩
序”建设录像片，现场观摩了扬州军分
区战备规范化建设情况，给参训人员提
供了工作样板和先进标杆。

集训还重点对省军区和军分区（警
备区）年度军事训练工作指示、首长机关
军事训练计划以及民兵年度训练计划
逐一研讨会审，省军区战备建设局安排
所有参谋骨干扑到一线、面对面指导，严
格依据训练大纲要求和省军区年度总
体筹划，各单位研讨交流、修改审定，确
保上下衔接不冲突、险难课目不漏训、时
间人员不缺额。“年度训练计划就是每个

单位练兵备战的‘施工图’，通过这次集
训会审，进一步提升了计划的科学性和
精准度，也更加紧贴大纲、聚焦大纲和符
合实际。”镇江军分区战备建设处参谋韦
雨濛介绍，自己是由政工转行从事战建
工作，通过参加这次集训，明晰了工作方
向、方法路径，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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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之胜在于篡卒。1月 16日，一则
重磅消息迅速抢占各大媒体平台重要位
置：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今年起实
行一年两次征兵两次退役。这是继
2013年调整征兵时间后，征兵工作的又
一次重大改革。

山东省闻令而动，征兵工作迈出铿
锵而又坚实的步伐。

因事而谋，直面矛盾问题

新年伊始，齐鲁大地银装素裹，山东
省军区邱月潮司令员一行6人走进军分
区、人武部，掌握各地征兵工作准备情
况，深入镇街、高校，了解适龄青年的应
征意愿。

2020年是开展“一年两征”的第一
年。山东省军地领导敏锐地意识到，今
年是新旧政策过渡期，也是综合影响交
织期，高质量完成“一年两次征兵”任务，
必须提前预见可能存在的困难。

对兵役机关来说，“一年两征”客观
上加大了工作量，人少事多矛盾突出。
尤其是在春季征兵的第一年，运行机制
尚不完善，没有成熟经验借鉴，时间
紧、任务重，缓冲期短，准备不足，心里
没底。

基层专武干部调整面大，部分新任

职基层武装部长业务不熟、经验不足，对
新的征兵政策掌握不够深，认识不到
位。有的基层党政领导对武装工作重视
程度不够，专武干部选拔不力或配备不
到位，武装工作存有“瘸腿”现象。

春季征兵正值春节前后，高校武装
部、征兵工作站受教职员工放假影响，业
务培训、政策咨询、应征报名、初检初审
等各项工作难以及时推进；加之寒假期
间学生旅游探亲多，流动性大，人员分
散，兵役机关在“面对面”“点对点”的宣
传发动上，缺少有效的方式方法，宣传引
导工作容易打折扣。

因势而动，提前部署有抓手

红彤彤的横幅挂起来，欢快的锣鼓
敲起来，喜庆的鞭炮响起来。1月 16日
下午，山东省淄博军分区和该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领导一起到高青县为3名荣立
二等功的军人家庭送喜报，所到之处，锣
鼓开道，十分热闹。高青县人武部政委
任荣说：“喜报送好，就是很好的征兵宣
传。可以用这种喜闻乐见的形式，鼓励
更多的适龄青年参军入伍。”

随着一年“两次征兵、两次退伍”工
作的部署，山东各地征兵宣传也在紧锣
密鼓地展开。

淄博市、县两级兵役机关和 6所高
校建成征兵服务大厅，菏泽市在镇街退
役军人服务中心设置征兵服务窗口，将
入伍前后涉及青年及家长的各项服务
内容进行归类整合，“一站式服务”的
工作理念、“一次性办好”的服务模式
已然成型。驻济南 31所高校成立“退
役大学生士兵之家”等军事社团，把退
役大学生士兵培养成征兵工作的宣传
员。该省军区还针对无高校地区大学
生征集难的问题，总结推广高密市“从
优秀中学生中选拔培养国防后备生，从
毕业国防后备生中选送大学新生入伍”
的方法。

针对实施春季征兵的客观实际，该
省征兵办公室抽调市县两级一线工作人
员，共同研究论证措施办法，形成《山东
省2020年春季征兵工作实施方案》。他
们还制作了省、市、县三级征兵工作统筹
图，将每项工作细化到具体时间、具体内
容，让春季征兵工作有了抓手。

因时而变，适应形势蹚新路

采访中，山东省军区领导介绍，“这
次兵役制度改革，对各级各部门都提出

‘变’的要求，无论从哪个方面讲我们
都没有理由坐等观望、犹豫迟疑，必须

把强军的担子担起来，把伟大的事业干
起来。”

对地方政府而言，思维定式要变。
仅仅囿于一年征一次兵的思维定式，显
然已经滞后于形势要求。相关部门应尽
早提高政治站位，以“变”求实，紧紧围绕
服务强军兴军，选准配强征兵队伍，积极
向部队输送优质兵员，确保各项工作有
序展开。制度机制要变，新的工作模式
下，应健全完善规范高效的运行机制，按
照“一年两次征兵”改革的总体安排，健
全完善个人实绩考评和责任追究机制，
专职专人负责，落实合署办公，凝聚工作
合力。

对兵役机关来说，工作理念要变。
要围绕征兵工作常态化进行探索实践，
比如，可依托地方医院设立体检站，走
开常年设立、随到随检的路子；再比如，
专业技术兵员的来源问题，应探索推开
由临时动员向储备培养转变的模式。
运行机制要变。一年两次征兵，不仅仅
是“一”到“二”的量变，更是“优”到“精”
的质变，面对周期缩短、频率加快、标准
提高的实际，人少事多的矛盾尤为突
出。必须转变运行模式，加强征兵队伍
建设，按照现役和文职人员岗位对口、
地方人员相对固定、职工和专武干部补
充调配的原则，编实编强征兵办公室人
员力量。

为部队输送更多优秀青年
—山东省开展一年两次征兵工作的调研与探索

■焉壮志 门 浩 本报记者 刘加楼

山西省
临汾市

1月 14日，农历腊月二十，地处深
山的湖北省恩施市红土乡天落水村寒
意逼人。而刚刚竣工的董家河大桥上
却是一片笑语欢声、暖意浓浓，村民们
三三两两或驾农用车或骑摩托车过桥
去集镇赶集。

“你看我车上，都是村里的山货，白
柚、椪柑、橘子、腊肉，桥修通后，再也不
愁东西卖不出去了！要过年了，我这一
车都是抢手货哟！”见到与记者同行的
恩施市人武部部长董高，63岁的村民
李长文熟络地上前打招呼。

天落水村山高路远，过去没有桥，
水流湍急的董家河挡住了周边 9个村
民小组 2700多人出行的路，曾有 20多
位乡亲因涉水过河而失去了性命。

要致富先修路，对于天落水村来
说，首要的则是架桥。这也成了恩施市
人武部与该村建立对口帮扶关系后要
啃的第一块“硬骨头”。

山区架桥谈何容易！董高创新提
出“1个县级人武部牵头3个地方单位，
组成1个‘131’扶贫工作队，定点帮扶1
个贫困村；1名民兵干部带领3名民兵，
组成1个‘131’扶贫小分队，重点攻坚1
户贫困户”的“131”扶贫模式，将扶贫工
作由“单打独斗”上升到“联合作战”。
他到发改局跑项目，到财政局要资金，
运管局负责立项和质量监管、公路局负
责桥梁设计和施工、市场监管局负责施
工队伍的生活保障。

2019年8月，村民世世代代期盼的
董家河大桥终于正式竣工。村民特地
在桥头立了一块石碑，“军民连心桥”几
个大字分外夺目。

天落水村地处崇山峻岭，过去，住
在高山上的群众，真的像它的名字一
样，只能靠“天落水”吃水，碰上旱季，还

得下山挑水喝，来回一趟就得两三个小
时。为破解群众喝水难题，人武部带领
天落水村“131”扶贫小分队穿越无人
区，爬过海拔近2000米的铁架山，三探
地处绝壁的鹰嘴崖，终于在深山老林中
找到了一眼清泉，多方协调资金 1160
万元，集中建水池、分户修水窖，铺设管
线 16公 里 ，实 现 了“ 一 管 清 水 进 农
家”。老百姓交口称赞：“千难万难，人
武部扶贫队来了就不难。”

“现在桥通了，水也通了，产业越来
越大，我们还要继续做好房前屋后的环
境卫生，村里正在修建茶厂，大家要加
油干啊！”1月14日，董高一席话引得阵
阵掌声。

桥通了，但比这更令董高欣慰的
是，人的思想通了。

天落水村村民张岸锋，在妻子离家
出走后一度消沉，靠政府救济过日子。
董高先后8次找张岸锋谈心，鼓励他不
等不靠、勤劳致富。通过实地考察，董
高发现张岸锋家紧邻优质水源，建议他
搞石蛙养殖，并委托民兵连长董涛带领
养殖大户周修林等3个民兵组成“131”
扶贫小分队，与张岸锋结成帮扶对子，
帮他买来书籍资料、聘请技术人员，并
帮助他协调无息贷款 10万元。如今，
张岸锋的石蛙养殖已发展到2万多尾，
年收入近20万元，逐渐重拾生活信心，
还通过股权分红为12个贫困家庭带来
收益。

走上宽敞的大桥、看着充满生机的
石蛙、拧开汩汩流淌的自来水，看着村
民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脸，昔日闭塞落
后的偏远村庄，已经焕发出了新的光彩
和无穷魅力……

这个“通”字，是天落水村土家人的
幸福浓缩。

土家苗寨暖意浓
—湖北省恩施市红土乡天落水村见闻

■谢 顺 本报记者 何武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