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放军报社主办 第4147期
ZHONGGUO GUOFANGBAO

关注国家安全 助推国防建设

2020年5月

19日
星 期 二

庚子年四月廿七
代号1-188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ＣＮ 81-0002/(J)

网址：http://www.81.cn

中国国防报微信公众号

本报讯 周威、记者乔振友报道：
“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几十里水路到
湘江……”初夏，伴着《浏阳河》的悠扬旋
律，湖南省浏阳市文家市镇迎来一批批
游客。

近年来，浏阳市深度挖掘区内红色
资源，倾力打造“红色研学”“学生军训”

“国防小镇”“示范学校”4张国防教育“名
片”，开创县域国防教育城市新模式，做法
在长沙市全面推广。

第一张国防教育“名片”是“红色研
学”+“红色旅游”。浏阳是秋收起义的
策源地，中国工农红军迈向井冈山革命
根据地的起点，域内红色景点多达 33
处。为让这些红色景点充分释放国防

教育效能，该市探索“红色研学”+“红
色旅游”模式，把全市 417所学校分别
与红色景点对接，利用假期让学生到红
色景点开展“红色研学”活动。他们还
修建 54公里的红色旅游路线，将沿途
文家市、中和、大围山、张坊 4个红色旅
游资源丰富的镇串联在一起，推动地域
经济发展的同时，为全民国防教育拓展
装上助力引擎。

市人武部政委尹乐平告诉记者，去
年，谭嗣同纪念馆、秋收起义会师纪念馆
等红色景点就接待域内学生 6.75万人
次，国庆黄金周，该市接待外地游客
111.15万人次，同比增长24.8%。

把国防教育融入学生军训，是浏阳

市第二张国防教育“名片”。他们探索推
出学生军训的“六个一”：组织师生聆听
一场国防教育讲座，观摩一场国防教育
知识展览，接受一次瞻仰先烈教育洗礼，
感受一次考验意志的徒步拉练，经历一
次身临其境的实弹射击体验，重温一次
秋收起义的历史。浏阳市第一中学校长
袁章军表示：“特色鲜明的军训既磨炼学
生的意志，又提升学生的国防意识。”

踏入浏阳市古港镇，“国防小镇古港
镇欢迎您”的巨幅地标首先映入游客眼
帘。“国防小镇”是浏阳市第三张国防教育

“名片”。在军地统筹谋划下，该市32个
乡镇（街道）将国防元素融入美丽乡村建
设，打造了一个个国防特色小镇。

古港镇依托当地丰富的红色资源，
在镇上建设“国防展览馆”“国防文化长
廊”“国防教育文化广场”“国防教育训练
营”，在各村建设“国防教育室”。文家市
镇地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曾在此
会师。他们通过整合镇内 11个国防教
育基地，倾力打造“军事博览园”，建好用
好集民兵训练、学生军训、国防教育为一
体的多功能综合训练基地，推动富民强
镇建设与国防教育同步开展。

国防教育示范学校是浏阳市第四张
国防教育“名片”。浏阳三中率先在全省
成立高中国防班，有成建制国防班9个，
学员 495名，占全校学生总数的 15.7%。
他们择优招聘优秀退役军人组建国防教
育督导队，对国防班学员全程进行军事
化教育管理。浏阳四中和浏阳八中创办
士官国防班，不仅契合了分层教学的需
要，也为农村学生成长与发展拓展空间。

浏阳市领导告诉记者：“我们将在浏
阳东、南、西、北 4个大区各布局一所国
防教育示范校，形成幼教、小学、初中、高
中（含职高）、大学（职业院校）国防教育
无缝对接、全员共育的局面。”

四张“名片”提升浏阳“红色气质”
湖南省浏阳市探索县域国防教育城市新模式

春夏交接，青海高原，一场突如其来
的大雪让海拔 2900米的雪隆村仿佛回
到了冬日。4个行色匆匆的身影，正沿着
雪隆河畔向村后的窝堡山方向穿行。

“成林，你的羊应该是跑到后山去
了，我们去看看！”雪隆村第一书记李孝
东说。脱贫攻坚战打响后，他在这里坚
守了近4年，熟悉每一个沟沟坎坎。

虽然丢失的16只羊不是个小数目，
但考虑到雪后山高路险不安全，村民龙
成林打起了退堂鼓。“部队出来的还怕走
这样的路吗？”驻村干部王恒庭连忙给他
打气。

“看！就在那儿！”凌晨两点，经过7
个多小时的寻找，终于找回了走失的羊，
小半年的收入总算保住了！龙成林烦乱
的心绪归于平静。

雪隆村位于青海省湟源县日月乡，
地处农牧区分界线，汉藏文化交融区。
这里四面环山、交通不便，气候寒冷，曾
是当地有名的贫困村。如今，脱贫后的
村子成了当地的明星村，老百姓的致富
劲头越来越足。

到底是什么改变了这一切？村党支

部书记李跃智说：“火车开得快，全靠车
头带。群众的努力必不可少，但两个‘兵
书记’更是功不可没。”

李孝东是一名地方单位的军转干
部，是李跃智讲到的第一个“兵书记”，转
业前曾服役于青海省军区某部，2016年
担任雪隆村第一书记。“两溜山，一叶天，
衣服洗了晒不干。”来到村里的第一天，
他看到村子夹在几座山中间，唯一的主
干道是一条砂石路，可用的地少得可怜，
家家户户都是土房土墙。

走访后，他发现，村党组织比较涣
散，村民大多种青稞、散养牛羊，人均收
入不到 2000元。村里唯一的集体产业
采沙场，不仅效益低下，还严重破坏生态
环境。为了生计，大多数青壮劳力外出
务工。

“只有扎扎实实抓班子、换脑子、谋
路子，才能改变落后的现状。”支部党员
大会上，李孝东提出发展思路。

为了选好致富带头人，李孝东多次
与老党员座谈、挨家挨户走访、召开村民
恳谈会，后来在村民大会上，他言辞恳切
地告诉大家：要让那些真正有能力，愿意

带领大家过上好日子的人成为主心骨。
最终，“脑子活”的李跃智、有8年部队经
历的刘生金分别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和村
委会主任，为村两委班子注入新鲜血液。

李跃智在这个村生活43年，对村里
的情况了如指掌。“我们这儿草场大，如
果成规模修建一些羊棚，把零散的羊集
中起来养，效益会更好。”村草场面积
11563亩，位居湟源县前列，他的点子得
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方向明了，剩下的就一个字：干！”李
孝东带头推动落实，申报标准化养殖场项
目，筹措资金176万元，建设15栋独立畜
棚，成立村养殖合作社。合作社采取“企
业+合作社”，“合作社+贫困户”的模式，
由企业提供检疫、防疫、管理人员等人力
和技术支持，并按照高于市场2%的价格
收购牲畜，村民可按照牲口数量或资金投
入量入股分红。通过规模化养殖，不到两
年，村民人均收入达到9000余元。

“第一书记不愧为老兵，是我们学习
的榜样！”提起李孝东，西宁警备区驻村
干部王恒庭深有感触。2018年底，警备
区安排王恒庭到雪隆村定点帮扶，协助
第一书记工作，由于他是现役军人，群众
也亲切地称他为“兵书记”。驻村后，他
与李孝东住一个宿舍，虽然一个穿军装，
一个着便装，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床铺
上的“豆腐块”一样地棱角分明。

两个“兵书记”无时无刻不在研究村

子的发展。“咱们的地既然种不了小麦，
干脆统一种燕麦，主要用于加工牛羊的
饲料，这样能节省成本！”他们的想法获
得了西宁警备区党委领导的大力支持，
第一时间就协调地方实施 909亩“坡改
梯”工程，投资购买拖拉机、播种机等农
耕机械，实现耕种自动化。为了让牛羊
安全过冬，警备区又投资 8.5万元，在养
殖合作社建设了一个集“种植、养殖、饲
料加工”为一体的牛羊饲料加工综合车
间，村里养殖业再上新台阶。

李孝东和王恒庭经常结伴到村民家
里，拉家常、想招数，干了不少实事。几
年来，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协调帮扶资
金进行道路硬化、危房改造，并修建文化
广场、修缮幼儿园，村容村貌和群众精神
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雪隆村原本破旧
的土围墙换成了漂亮结实的砖墙，家家
户户换上安全的大铁门。

“虽然村子已经摘掉贫困帽，但这只
是美好生活的第一步！”走进两个“兵书
记”的宿舍，记者看到他们又在开小会，
为了对接乡村振兴战略，下一步他们准
备发挥雪隆村地处静谧、风景优美的地
理环境优势，打造集观光旅游、休闲度假
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品牌，让老百姓腰包
更鼓！

前路任重道远，两个“兵书记”信心
满满，用他们的话来说：在为人民服务的
路上，我们永远不停歇。

两个“兵书记”，蹚出致富路
——青海省西宁市军地合力帮扶雪隆村群众脱贫致富

■邓革虎 本报记者 谭 健

“警备区对口帮扶的23个贫困村，
于去年年底全部摘帽。”全国人大代表、
重庆警备区政委刘伟介绍，近几年来，
警备区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协调驻
渝部队先后 20余次开展现地调研，定
期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拟制下发《驻渝
部队参与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方案》等
5份文件，联合驻渝部队一起带领群众
奔小康。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如何巩
固脱贫成果成为扶贫工作重点。刘伟
介绍，3月 26日，重庆警备区召开决战
决胜脱贫攻坚推进会，研究出台“实行
返贫预警机制、促支柱产业稳定销售、
开展‘志智’双扶行动”等多项降低返贫
风险的措施。

他们将监测对象分为贫困户、已脱
贫户、非贫困户 3类，同时将致贫原因
分析总结为劳动力缺失、因病或灾害造
成劳动力丧失、参与扶贫产业项目或自
己在发展产业项目中受到天灾人祸等
5大项，根据返贫程度和可能导致贫困
的不同原因，设置 15项标准和 20余条
相应的应急措施，建立起区（县）、乡
（镇）、村3级预警机制。

“本以为鸡蛋要砸在手里。”贫困户
李德华告诉记者，疫情发生后，武隆区
高寿村的不少村民以为村里的“高寿
桃”“高寿米”“高寿蛋”等“三寿”产品的
销售会受到影响，可没想到，区人武部
提前对市场做了预判，积极发动熟悉电
商的民兵，帮村民打开网络销售渠道，
把产品卖到全国各地。

“如果没有工作基础，人武部哪能
在短时间内动员那么多懂电商的民
兵解决农产品滞销？”刘伟告诉记者，
2019年，该警备区与上海警备区开展
跨区协作，借发达地区技术和创新优势
助力脱贫攻坚，确定了“特色养殖带动
一批、技能培训帮带一批、健康帮扶救
助一批、包干供学阻断一批”的“四个一
批”扶贫办法。在上海警备区的大力帮
扶下，半年多来，协作帮扶的 4个贫困
村养殖业、乡村实体产业以及医疗、教
育、文化等方面均实现了综合发展，为
打赢脱贫攻坚战奠定坚实基础。

“巩固脱贫成果属于‘点穴式’行
动，讲究精准打点。”5月初，刘伟到荣
昌区调研。他了解到，在区人武部帮扶

下，2015年已脱贫的村民邓井光因收
入不稳定、家中3个孩子上学负担大再
度返贫。于是，他和区人武部扶贫工作
人员一方面联系村中企业，帮邓井光安
排就业岗位，一方面又协调有关单位安
排邓井光接受农业技术培训。如今，邓
井光种植的4亩花椒田，年均收益已达
到3万余元。邓井光表示，在警备区和
人武部的帮扶下，家里的生活条件改善
了很多，今年他打算扩大种植规模。

看到村民积极向上的劲头，刘伟表
示：“警备区将继续完善稳定脱贫长效
机制，不断改善乡村基础设施和提升农
村人居环境质量水平，确保脱贫攻坚战
与乡村振兴紧密衔接。”

上图：刘伟到贫困村走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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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李德坤、孙臻报道：“服从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参加国家建
设，忠诚履行国防任务……”声声誓言
响彻大地，回荡塞外山城。5月 12日，
河北省承德军分区组织2020年民兵整
组点验，应急救援、工程机械、卫生防
疫、舆论宣传、法理斗争等一大批新质
民兵力量集中亮相。

前几年，鉴于当地防火防汛任务
较重，承德军分区在民兵力量编成上
把重点放在了森林防火、抗洪抢险
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后，军
分区组织民兵队伍积极抗疫，在设卡
执勤、消毒灭杀等任务中发挥重要作
用。但是，在应对网络舆情、心理疏导
等方面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特殊
专业力量相对不足。

今年民兵整组工作开始后，军分区
结合疫情防控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充分

挖掘地方人才和技术潜力，按照“打什
么仗就编什么兵，遂行什么任务就编什
么队伍”的原则，重新调整编建队伍，编
建应急救援、工程机械、心理攻防、舆论
宣传、法理斗争等多支新质民兵专业队
伍。编组中，他们将网信办、新闻媒体、
律师事务所、卫生疾控、蓝天救援队等
行业力量重新整合编组，明晰军地职
责，提高应对突发事件能力。

今年入队的森林灭火连一排长黄斌
是一名退役军人。在接到入编命令后，
他激动地表示：“虽然身份变了，但职责
使命没有变，我将继续发扬军人作风，争
当优秀民兵，为家乡发展建设做贡献。”

军分区战备建设处参谋杨沈阳表
示，特殊专业力量的加入可有效提升民
兵队伍遂行任务能力，他们将对新入队
民兵进行系统的军事训练，推动战术与
技术结合，为国防后备力量打造生力军。

河北省承德军分区优化民兵组织结构

加大特殊专业力量编建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