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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左磊、郭贵萍报道：“参
军入伍把兵当，当兵为打仗。打仗就
要打胜仗，打胜才荣光。青年朋友，欢
迎你们投身军营，用火热青春书写人
生璀璨华章。”2月 28日，江西省萍乡市
湘东区昌盛社区青年肖光浩收到社区
民兵向文广递来的一只红色信封，里
面装有一封信和一本厚厚的征兵宣传
手册。

2月中旬，湘东区人武部及时转变征
兵宣传思路，利用两个工作日紧急制作印
发了1000份“致适龄青年的一封信”和征
兵宣传手册，装入红色信封内，由各乡镇
武装部专武干部送至全区146个乡镇街
道疫情防控点，再由各村民兵骨干发放到
适龄青年和家长手中。

新建村适龄青年张增浩认真看完信

件后说：“进入部队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拥
有一副健康的体魄。为了下半年顺利进
入军营，我得坚持锻炼。”

据悉，征兵宣传手册上印有详细的
兵员征集条件及相关政策规定，在帮助
适龄青年算好应征入伍人生经历、经济
待遇、个人前途“三笔账”的同时，明确大
学生报名应征、体检政审、审批定兵、安

排使用“四优先”。此外，他们还在信的
末尾附上了全区 12个征兵服务点的报
名咨询电话，方便有意向的适龄青年电
话详询征兵优惠政策，不出家门就能报
名应征。

截至 3月 3日，该区“致适龄青年的
一封信”已陆续发放完毕，适龄青年网上
报名人数达516人，其中大学生110人。

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人武部

讲清应征入伍“三笔账”

“报纸上有名、广播里有声、电视里
有影”，最近一段时间，“民兵”有点火。
再一次以“应急尖兵”的形象走进了大
众视野，并收获了如潮好评。

透过疫情这扇窗户，我们欣喜地看
到“民兵”群体正被更多人认识、重视。
从最初的疫情防控，请战抗疫一线、进
驻隔离观察点，到热火朝天投入到企业
复工复产活动中，广大民兵一次次冲锋
在前勇敢担当。

特别是在企业复工复产处在关键
期的大背景下，迷彩身影的出现无疑是
给大小企业主吃上了一颗“定心丸”。
个中缘由并不复杂：这是一支有组织、
有纪律的队伍，他们的高效执行力和优
良作风能快速缓解企业复工复产过程
中产生的多个“痛点”。

一手抓防疫，一手抓生产，民兵发
挥了重要作用，但也面临着时刻被感染
的风险。

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面对疫情，
面对复工难，他们没有一丝害怕和犹豫
吗？但站在这道选择题面前，他们选择

“职责”“使命”“担当”。
诞生在战火中的中国民兵，作为解

放军的助手，担负着平时服务、急时应
急、战时应战的职能使命。坦白说，在
过去一段时期，这支国防后备力量曾被
看小、看轻、看弱，但随着使命任务的拓
展，民兵的作用发挥日益凸显。每当发
生急难险重事件，这支特殊的武装力量
从未缺席，并展现出强大的战斗力，他
们用实际行动做出响亮的回答：这支队
伍不穿军装，但能挑大梁！

这支队伍敢挑大梁

本报讯 王健、记者刘松峰报道：
“一个先进带动一批先进。‘民兵党员先
锋岗’在企业复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让我们得以及时完成各类防护物资的
生产任务。”2月下旬，河北省邢台军分
区保障处助理张卫民接到当地某防护
用品公司负责人打来的致谢电话。

当地企业复工复产之初，邢台军
分区充分发挥民兵党组织战斗堡垒作
用，在全市 343家编兵企业设立“民兵
党员先锋岗”，开展“民兵党员带头
上、复工复产看我的”先锋模范评选活
动，激励民兵党员在企业生产一线勇
挑大梁。

据统计，目前该市共有 1100多名
民兵党员奋战在企业生产一线。为营
造民兵党员骨干敢担当、有作为的良好
氛围，军分区利用落实组织生活的时
机，通过民兵微信群和企业工作微信群
讲述并转发复工复产过程中涌现的“战

‘疫’先锋故事”，引导民兵争上“龙虎
榜”、争创“模范岗”、争当“尖刀班”。

“手背上这道疤是赶制口罩订单时
留下的，缝了 3针。”“腿上的擦伤是搬
运物资时留下的。疼，但不碍事，我能
坚持。”……民兵党员的先进故事在群
体间引发强烈反响。“我们加班加点多
生产一套防护服，一线的同志就能多一
分安全。这笔账怎么算都值！”入队不
到一年的民兵杨军红说：“民兵党员就
像‘领头雁’，跟着他们干，我们越干越
起劲。”

截至目前，该市已有 21名编组在
企业的民兵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民兵党
员共提交复工复产合理化意见建议 30
余条、改进创新技术成果11项。

本报讯 陈晨、特约通讯员卢遵
候报道：“虽然我们不能战斗在抗击疫
情一线，但我们可以立足自身岗位做
好后勤保障。”2月 19日，由江苏省南
京市江宁区民兵张平、刘文圣等7人加
班加点赶制的一批医疗防护用品顺利
发往武汉。

不久前，江苏某防护用品企业接到
一张来自武汉火神山医院的医疗无纺
布生产订单。当时该企业正面临用工
难题。了解情况后，张平等7名民兵主
动请缨，提前回到工作岗位，投入紧张
的生产任务中。他们加班加点赶工，仅
用 5天时间就完成了来自火神山医院
的70万张医用无纺布生产订单。

目前，南京市江宁区的企业相继复
工复产，有越来越多像张平一样的民兵
陆续投入到紧张的复工复产工作中，用
过硬作风叫响“民兵号”、擦亮“民兵
岗”，在企业复工难的特殊时期，发挥民
兵突击队作用。

本报讯 陈旭锋、时庆报道：“眼看
不少新茶就要过季，幸好来了一批帮
手，感谢民兵服务队的精准帮扶。”浙江
省文成县茶叶种植户王邦福说。连日
来，在该县多处茶叶基地，总能看见一
群穿着迷彩服、戴着口罩、腰间挂着小
篮的民兵身影。目前该县共有45名民

兵奋战在春茶采摘一线，确保幼芽及时
采摘下树。

2月中旬以来，伴随着气温回升，
文成县多个茶叶基地春意盎然，嫩绿的
茶芽冒出枝头。但受疫情影响，当地多
家茶企均面临用工难题。一旦错过最
佳采摘期，将直接影响经济收益。了解
情况后，县人武部立即发动民兵成立采

茶服务突击队，帮助茶企抢摘新茶。
“大家间隔两米，把口罩戴好。”在

周山畲族乡茶园、平和乡茶山，经过简
单培训后，民兵服务队三五人一组分区
包干，进行抢收式采摘，确保人员不聚
集、采摘区不交叉。经过 3天的忙碌，
民兵突击队共采摘新茶900余斤，为茶
农间接增收10万余元。

民兵党员带头上 复工复产看我的
河北省邢台市 343家企业“民兵党员先锋岗”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7民兵5昼夜完成火神山医院亟须物资订单
浙江省文成县成立民兵服务队帮助茶企抢摘新茶缓解用工难题

临近3月中旬，许多部队入伍新训
陆续进入尾声，新战友即将下连进班。
如果说，入伍当兵是人生的一次抉择，
那么新兵下连就是军旅生涯的一个渡
口。新兵能否迅速融入新连队，顺利度
过关键的“第二适应期”，关键在于新兵
本身。

心有所向，行有所往。新兵下连
亦是如此，如果只是身体上的下连，心
还停留在新兵连“原地打转”，容易出
现与生活脱节、与工作脱轨的情况。
每一位新战友只有“身”“心”同步下连，
主动融入，才能平稳度过关键的“第二
适应期”。

树立“我能行”的自信。“心”不愿下
连，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新战士适应了新
兵连的生活节奏，大家都在同一起跑线
上，稍加努力后很快就能脱颖而出。相
比之下，老兵连训练节奏快、压力大，兵
龄长、能力强、经验丰富的老兵比比皆
是，新兵思想负担较重。“天生一个仙人
洞，无限风光在险峰”，只要及时调整心
态、树立自信，保持入伍之初那颗谦虚
谨慎、敏而好学的心，敞开心扉融入集
体，勤于向老兵请教学习，就能很快适
应新环境。

克服“事事教”的依赖。学而不思
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在新兵连时，大
家都是初生牛犊，对军营一无所知，班
长 、老兵都会手把手事无巨细地帮
带。下了连队，新兵就要尽快学会自
立，敢于承担责任，克服对班长的过度
依赖；其次，要勤于思考，多观察、多动
脑，从老兵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中学
习借鉴工作方法；最后，要善于总结，
坚持每干一件工作，总结一次经验，打
一仗进一步。“拄拐的人走不远”，青年
官兵必须克服等、靠、要的思维惯性，
做足准备，打起仗来才能遇事不慌，从
容应对。

转变“要我干”的思维。与岗位模
糊、训练单一的新兵连相比，老兵连每
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战斗岗位。个人
任务多了、责任重了，如果还像在新兵

连一样，凡事被动等待班长指示安排，
就会导致工作窝工，使自己陷入被动。
下到连队，就要积极转变身份、转变思
维，变“要我干”为“我要干”，尽快适应
连队的工作节奏、作息时间和任务安
排，积极工作，干一行、钻一行、精一行，
不断提升各项工作能力素质，用最优异
的表现在连队的功劳簿上写下浓墨重
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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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不用去远方，吉州是个好地
方。老表们，在家门口就业，不仅能挣
钱，还能照顾家，留下来吧。”2月26日20
时，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兴桥镇武装部
部长张兴忠到秀江村“抢”人来了。

近期，当地企业陆续复工复产，一些
企业的外地员工受疫情影响一时难以到
位，吉州区工业园内的部分企业出现“用
工荒”。

了解情况后，吉州区人武部立即发
动民兵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走村
串巷动员村民留在家门口务工，为复工
企业“招兵买马”。

“秀江村王春祥等12名村民准备明
天下午乘火车外出打工，车票已经买好
了……”26日，张兴忠接到秀江村民兵
连连长张辉的电话。放下电话，张兴忠
来不及细想，骑上摩托车戴上口罩直奔
秀江村。

来到秀江村，张兴忠直奔村委会，通
过村村通广播给村民播音，讲清在家门
口就业的诸多好处，并告诉村民：区政府
将为每一位在家门口就业的村民发放补
助800元。讲完这，在张辉的带领下，张
兴忠一一拜访了准备外出打工的 12户
村民。

“双抢时，家里的农活顾不上，很多
庄稼烂在了田地里，一年损失不少吧？”

“外出打工，孩子成了留守儿童，学习和
生活都得不到保障，是不是？”……听了
张兴忠的劝说，村民们有了自己的打算。

“行，我留下来！”一听到 12人决定
留在家门就业，张兴忠高兴极了。他一
边让张辉为村民办理退票手续，一边联
系当地企业主敲定用工事宜。27日，12
名村民的工作全部得到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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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杨建荣、白国勇报道：
“二贵圪旦险工段处在黄河转弯下游
处，需重点加固。”2月下旬，在黄河达
拉特旗段，内蒙古鄂尔多斯军分区会
同市水利局等多部门联合勘察黄河重
点险工险段，现地研判凌情，商讨应急
抢险预案。

黄河内蒙古段全长 830公里，流
经鄂尔多斯 728公里，该段全线冲陶
隐患较多、国堤吃水长度较长，易发生
险情。

“今年气温较往年偏高，黄河鄂尔
多斯段较2019年提前了11天开始解冻
流凌。开河期如遇气温反复，达拉特旗
二贵圪旦险工和杭锦旗奎素段险工极
易造成卡冰结坝。”鄂尔多斯市水利局
副局长闹日布介绍说。

面对严峻的防凌防汛形势，2月初
鄂尔多斯军分区下发了《积极支援地方
黄河防凌抢险工作的通知》，修订完善
《黄河防凌应急抢险行动预案》和《防凌
爆破炸冰排险行动预案》，并与地方应

急、防汛、气象部门建立凌情共享机制，
每日通报凌汛气象信息，使应急值班人
员实时掌握凌情灾害情况。

同时，该军分区还提前开展防凌装
备物资储备与整修。笔者在达拉特旗
人武部看到，气垫船、无人机、爆破装置
等器材已全部检修完毕；在东胜区人武
部装备器材库，救生衣、编织袋、帐篷等
应急救援物资已经全部装车备用。军
分区战备建设处周同飞介绍，早在去年
封河前，军分区就购置补充了一批爆破
装置和应急装备，维修保养了一批无人
机和船艇车辆，并与多家军事院校和军
工企业研究升级了爆破炸冰技术，协调
储备了 3万余件（套）应急抢险器材与
救援物资。

据悉，从黄河开始解冻起，该市多
个人武部已陆续组织民兵巡逻队对黄
河险工段进行不间断巡查，军分区还组
织了两支民兵防凌爆破分队小范围开
展实爆破冰、应急抢险训练，提升应对
凌灾的各项准备。

内蒙古鄂尔多斯军分区

积极备战黄河防凌应急抢险

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人武部积极协助对口帮扶的新民市大红旗镇马
长岗村开设村防疫广播站，捐赠了 1套无线发射器、9套接收终端和 18个
广播喇叭，并向村民发放疫情防控手册，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崔国春摄

本报讯 王京湘报道：眼下，北京市
西城区什刹海街道129名退役军人坚守
在疫情防控第一线，用实际行动诠释着
军人本色。

退役军人耿建曾服役于武警某部。
疫情发生后，耿建和社区工作人员一起
走访社区千余户居民到户到人排查，逐
个进行人员信息登记。除此以外，他还
要背着消毒桶坚持每天3次对社区公共

区域进行病菌消杀。由于长时间和药水
接触，他的手指严重脱皮，又疼又痒，却
毫不在意。“我们要在这次疫情防控行动
中弘扬革命军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
斗，特别能奉献’的优良作风。”耿建说。

“您好，请出示您的出入证。”这句
话，退役军人邹冈燕一天能说上上百
遍。面对疫情，老兵主动请战，并要求社
区工作人员将其安排到一线岗位执勤。

他说：“我是一名老兵，军装已脱但军魂
仍在。守护北京，我得出一份力。”在执
勤岗位上，邹冈燕每天对出入小区的车
辆和人员一一查验出入证件，并测量、登
记体温。

王守飞是西城区第一批报名参加疫
情防控工作的退役军人。2月6日中午，
王守飞接到米粮库社区动员令后，立即
告别妻子和未满百日的孩子来到社区报
到。该社区平房院落居多，外地回京人
员较多。为把好入口关、看护关，该社区
采取 24小时执勤制度。王守飞主动申
请留宿该社区，确保遇有紧急情况能够
随叫随到。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西城区退
役军人主动“出列”，与社区工作人员齐心
协力，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力量。

疫情不退 老兵不退
北京市西城区什刹海街道退役军人坚守防控一线

3月4日，中部战区总医院感染科重症ICU病房内，医护人员正在救治新冠
肺炎重症患者。图为医护人员为患者更换药品。 王皓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