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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责任编辑 石纯民

“去年，我不仅脱了贫，还迈入了小
康生活，真是太感谢党了！”每次谈起党
员结对帮扶，广东省陆丰市小坞村村民
周景满都十分感慨。2019年，在深圳警
备区结对党员的帮扶下，周景满改种有
机马铃薯，实现家庭年总收入7万余元，
迈入小康生活水平。

这是深圳警备区实施党建引领扶贫
工作的一个缩影。小坞村是该警备区精
准扶贫对口帮扶村，下辖小坞村、大坞村
及乾湖村 3个自然村，建档贫困户共有
61户 288人。帮扶伊始，深圳警备区调
研发现，小坞村全村共有 50多名党员，

如果每人结对帮扶一户，就可以带领全
村贫困户脱贫。

党建扶贫先扶党支部。由于各种原
因，小坞村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发挥不
明显。“村两委成立以来，受制于办公条
件，许多组织活动无法展开，党员和村民
也不愿意来村委会。”在小坞村工作了
38年的老支书朱华民深有感触。为改
变这种现况，深圳警备区筹集资金82万
多元，重新翻修村两委办公场所，并定期
组织党员开展活动。全村党员集合在

“红色元素”丰富的新建党群服务中心，
读党史、听党课、学党章，接力精神传承，

牢记初心使命。
“我家在河滩种了十几亩地，以前每

年七八月份雨季期间，河水经常倒灌，农
田收成很不理想。问题反映到村党支部，
不到一个星期就解决了，现在我再也不怕
下雨天了。”小坞村村民林荣宝高兴地说。

2017年，深圳警备区组织村党支部
讨论种植产业扶贫计划。由于人均耕地
有限，对于每年种什么、怎么种，大家都
格外谨慎。在讨论会上，蓝莓、草莓、车
厘子等选项一次次被挑选，又一次次被
排除。几经考虑，村党支部一班人认为，
有机马铃薯种植最符合小坞村村情。但

是，由于没种过，村民都持观望态度。
“总得有人第一个吃螃蟹！”朱华民

率先带头种植。结果，第一年他就收入
5000多元。眼见有钱赚，村民们都抢着
要种，朱华民带领党员趁热打铁，为村民
提供种植帮助。

“村党支部免费给我种子，还让我儿
子去参加农技培训，确实帮了我大忙，去
年家里种了8亩马铃薯，赚了4万元钱。”
小坞村村民林锦宽笑得合不拢嘴。

“强有力的党支部是斩除穷根走上
富裕之路的根本保证，脱贫攻坚到了‘啃
硬骨头’的关键时期，警备区将进一步帮
助小坞村完善党建体系，留下一支‘永远
不走的工作队’。”深圳警备区政委常清
华说。

小坞村第一书记蔡锭鹏告诉笔者，
过去四年，村党支部在群众中的威信一
年比一年高，这是警备区给村里留下的
最宝贵财富。目前小坞村 61户贫困户
已经全部脱贫，帮扶前人均年收入 5742
元，脱贫后人均年收入15789元。

党旗飘扬脱贫攻坚一线
■赵 华 本报特约通讯员 欧锦坚

四
月
二
十
三
日
，驻
守
在
祖
国
西
端
帕
米
尔
高
原
的
新
疆
克
孜
勒
苏
军
分
区
迈
丹
边
防
连
组

织
官
兵
走
进
驻
地
军
民
共
建
希
望
小
学
，辅
导
学
生
作
业
，与
他
们
一
起
做
手
工
，进
一
步
加
深
官

兵
与
边
关
学
生
的
感
情
。

刘
南
松
摄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没有硝
烟的人民战争。江西省军区积极发挥民
兵组织作用，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研
战备战、练兵强兵，检验民兵组织调整改
革成果，找准民兵建设方向。

“一个媳妇、多个婆婆”怎么办？
建立军地会商机制
口罩告急！防护服告急！消毒液告

急！抗疫关键时期，吉安军分区值班室
内电话响个不停。

“由于动员潜力数据相对完善，在人
员出动和物资保障方面，我们基本做到
了‘有求必应’。”省军区战备建设局领导
介绍，疫情发生后，江西省100个县（市、
区）人武部纷纷组织民兵深入到抗疫一
线，无人机分队担当“宣传员”向村民宣
传疫情知识，医疗分队进行消杀和测量
体温，运输分队为村民运输化肥、种子和
农药。但在任务中，他们发现，有些民兵
队员也是驻地应急管理部门的编兵对
象，导致同一个人被两头管。

“往年，民兵编组工作更多是依据编
建目录组织，有些专业力量会与地方应
急管理部门出现重叠，出现‘一个媳妇、
多个婆婆’的尴尬情况也就在所难免。”
省军区战备建设局参谋胡伟龙告诉记
者，在今年民兵整组中，该省多个地区不
再单纯依靠纸上编建目录选择编兵单
位，而是与应急管理、人防、交通战备等
有关部门建立军地会商机制，研究和完
善军地共同指导、协调、监督和考核等制
度，依据各自需要合理划分编兵资源，避
免重复编组、交叉编兵等现象。

4月中旬，吉安市青原区人武部民
兵整组工作如火如荼地展开。记者从该
人武部的整组方案中看到，他们要求各
民兵连、专业分队统一开会部署、统一制
订计划、统一组织实施、统一拉动点验，
较好解决了“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
的现象。人武部副部长陈鹣告诉记者，
他们还向呼吸治疗、无人机装调检修、活
动板房模块化拼接、远程看护等新兴领
域拓展编兵，吸纳专业人才，编设专业队
伍，储备专业要素。

如何在关键时刻“一锤定音”？
加强实战能力检验
3月中旬，进贤县某工程有限公司

车间里焊接声、切割声、锤打声与机器的
轰鸣声此起彼伏。公司总经理聂清文高
兴地说：“公司能够正常复工，多亏了民
兵突击队带头。”抗疫中，江西省军区全
力推进“党建+疫情防控”工作，一面面
党旗飘扬在战“疫”一线，一个个迷彩身
影活跃于社区、乡村。

“提升民兵遂行多样化任务能力是
个必修课。通过抗疫，我们愈发觉得，必
须要把加强民兵实战能力建设作为关键
一环，这样才能在关键时刻‘一锤定
音’。”南昌警备区领导介绍，近年来，很
多地区加大了新质民兵力量编建投入力
度，并相应地改进了一系列编组模式，但
对于队伍如何使用、任务表现如何，有的
还缺少深入评估和检测，还有的在执行
任务时过于拘泥平时编组，没有依据实
际情况做出调整。

近年来，南昌警备区借助民兵电子

身份证、人脸识别等技术，构建“防、救、
供、保”一体化民兵编组体系，实施“清
单式”动员支前。抗疫中，结合疫情防
控点多面广、可动用人力资源相对有限
的实际情况，他们紧急组织某防务技术
有限公司和无人机侦察救援分队基干
民兵，自主研发无人机抗击疫情协查防
控系统。该系统以无人机为载体，以云
平台为支撑，巡查效率比人工提升 3到
5倍。

结合疫情防控工作给民兵建设带来
的思考，吉安、上饶、抚州等多地军地有
关部门，联合制定集民兵组织联编联用、
基础设施联建联享、人才队伍联培联育、
保障措施联供联保、基层建设联抓联管
等措施办法，主动适应民兵保障类型多
样化、任务领域多维化、能力素质专业化
需求。

“往年的整组点验，多是集合在单
位院里或训练基地点个名，再检查一下
应急器材库室建设就进行打分，今年则
大不相同。”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专武干
部刘杰峰向记者介绍，今年民兵点验
中，他们将编组的民兵全员全装拉到重
要防卫目标、抗洪险峰险段等任务点进
行考核。

如何更好地“招贤纳士”？
保障编兵对象权益

“编兵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人武部尽
管来挑选。”永丰县某医疗器械公司对今
年民兵整组工作给予大力支持。这得益
于人武部前期对企业的大力帮扶。该公
司长期从事医疗器械生产和销售，两个

月前投产医用口罩，由于资金紧张，无法
购买足够的口罩机。人武部了解这一情
况后，协调银行给予贷款扶持。后来，人
武部还帮助公司向政府和卫生部门申请
生产和销售许可证。

“帮助编兵单位解决难题，可以更
有效地调动他们支持国防的积极性，久
而久之通过良好的示范效应必然会争
取到更多企业的支持。”永丰县人武部
政委刘英才表示，驻地多家编兵单位主
动投入疫情防控，有的向战“疫”一线人
员捐赠医疗防护物资，有的派出人员给
予技术指导，还有的出动车辆帮助村民
春耕备耕……

为进一步加强对编兵对象权益的保
障，一些地区还专门出台文件。4月 11
日，南昌市人民政府、南昌警备区联合出
台《南昌市民兵工作经费管理使用实施
细则（试行）》文件，明确规定对于被列入
编兵单位的企业或加入民兵组织的个
人，有关部门在企业贷款贴息、市场准
入、政府采购、项目招标投标和基金投向
等方面给予倾斜，帮助编兵对象解决实
际困难，探索出一条互促共赢的路子，推
动民兵保障逐渐走上法制化轨道，探索
民兵装备物资器材保障机制，实现编组
与保障有效衔接。

暖心举措激发了民兵工作积极性。
疫情期间，进贤县基干民兵赵义清一直
坚守在战“疫”一线，在高速路口扎营，成
为执勤“专业户”，家中的几百只鸭子喂
养问题，令他十分担忧。进贤县人武部
了解情况后，立即组织专业人员上门进
行技术指导，解了赵义清的后顾之忧，让
他安心战“疫”。

江西省改进民兵编组方式优化力量结构

在战“疫”中检验民兵整组成果
■张富华 本报记者 郭冬明 龙礼彬

人物简介：陈永兴，现任湖南省平
江县人武部军事科长，2015年起担任
瓮江镇华阳村第一书记，2017年起担
任岑川镇高峰村第一书记。

背景介绍：华阳村位于平江县西
部，建档立卡贫困户 15户 30人。高峰
村为平江西北山区深度贫困村，80%以
上人口外出打工，建档立卡贫困户 86
户256人，当前已脱贫83户245人。

记得 2015年春节后进驻华阳村，
一眼望去不少黄土路，土坯结构的村
部墙体脱落。在山腰居住的 10户村
民，因为不通车，只能沿着水库边的羊
肠山路进出……我在驻村日志的第一
页写下：“面临的困难比想象的要多，
怎么办？在部队的时候，就常说‘基础
不牢地动山摇’。那就从完善基础设
施入手吧。”

接下来的两年，我跑了很多部门和
企业，靠集腋成裘的筹集方式协调到了
85万元，先后把村级集中饮水点、公路
硬化、水库沟渠加固、村部建设等工程
完成。

改善基础设施的同时，我开始琢磨
如何增强华阳村的自主“造血”能力。
华阳村依山傍水，适合林下养殖，并且
邻近省会长沙这个巨大的销售市场。
经过与村委成员商议，决定发展黄栀种
植和牛羊养殖，为了召集更多企业和个
人参与，大家还“全票通过”了建设兰家
洞扶贫合作社的协议。合作社由帮扶
企业和致富带头人入股，贫困户按比例
分红，极大地调动了村民积极性。仅在
3个月内，村里就种下800多亩黄栀子，
养了120余头牛和350余头黑山羊。当
年贫困户户均分红 1000元，12户贫困
户在合作社就业。

随着产业的壮大，兰家洞扶贫合作
社逐渐成为平江的扶贫品牌，湖南省领
导来此考察时对林下养殖产业给出高
度评价，这种扶贫模式迅速在全县推广
开来。

2017年，我来到高峰村，看到当地
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便结合前期工作
经验，开始推动石蛙养殖基地建设。基
地采取“致富带头人+合伙人+精准贫
困户”的合作模式，与58名建档立卡贫
困户签订合作协议，在股份分配上，贫
困户占 55%，村集体、致富带头人和合
伙人分别占15%。2018年起，每户贫困
户分红5000元以上。我和村两委成员
又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当时，高峰村贫困户 70%以上“无
安全住房”，我和村两委成员向县易地
搬迁指挥部 4次汇报，争取到搬迁指
标。可是不少贫困户世代深居大山，不
愿意搬走。连续3个月，我带领扶贫工
作队队员做无房户和危房户的思想工

作，消除村民顾虑，最终安置 34户，修
缮危改 27户，让困扰高峰村脱贫的最
大难题得到彻底解决。

贫困户李贵周 50多岁，腰椎不
好，在破旧的土坯危房里住了好几
年。我与镇扶贫办和县住建局对接，
为他争取到 1.5万元危房改造资金，又
帮他养殖了 50只鸡仔，推荐他担任村
级生态环保员，每年可领取 6000元补
助。一年下来，李贵周终于攒够钱搬
入新家。

脱贫攻坚是项实实在在的工作，我
和队员面对的是一件件困难的事，一张
张淳朴的脸，我们一定要让贫困乡亲过
上幸福生活。

（吴 维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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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刘知明、陈建强报道：“新
营院建设期间，县委、县政府召集相关
部门先后5次召开现场办公会，解决资
金、征地、规划等问题……”4月3日，广
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委常委议军会暨
武装工作现场会在藤县召开，藤县县委
书记、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黄东明对人
武部新营院建设作介绍。藤县人武部
新营院标准高，基础设施配套齐全，是
全市新营院建设样板工程。

近年来，梧州市持续加大基层武装
建设投入，藤县、蒙山县和长洲区人武
部新营院先后建成并通过验收。当前
因受疫情影响，4个未完成新营院建设
的人武部工期进展缓慢，完成广西军区
要求的在年底交付使用的目标存在困
难。此外，各县（市、区）民兵调整改革
成效需深化、“专武不专”等问题也亟待
解决。

为了加快人武部正规化建设步伐，
梧州军分区牵头，市委、市政府主要领
导、7个县（市、区）委书记（人武部党委
第一书记）和市财政局、住房城乡建设
局、自然资源局、城市管理监督局、退役
军人事务局等部门60人组成军地调研
团，深入7个人武部，现地了解情况，找

准问题症结。
“如此规模的调研团，集中到各县

（市、区）调研武装工作，这在梧州20多
年来还是头一次。”龙圩区人武部政委
田会告诉笔者，议军会在县级人武部召
开，是梧州市委、市政府秉承求真务实
作风、加强党管武装的有力举措。

“地方党委政府把武装建设当作分
内之事，体现很强的政治担当和国防意
识，凝聚着浓浓的拥军情意。”梧州市委
常委、军分区司令员张汉川表示，此次
议军会就是明责任、定任务、抓落实，解
决武装工作“慢半拍”、推动难等问题。
议军会现场，4个有新营院建设任务的
人武部所在县（市、区）党委认领问题，
立下整改军令状，明确交付使用期限。

近年来，梧州市还出台《关于进一
步加强我市民兵权益保障工作的通知》
《关于加强基层专职人民武装干部队伍
建设的实施意见》等文件，落实全市基
干民兵凭证件免费参观市内公共景区
和乘坐市内公共交通工具的优待政策。

广西梧州市军地调研团查找基层武装建设难题

市级议军会开在县级人武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