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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已经知道了”“请再等等，
正在研究”……时下，常有诸如此类
的“口头禅”，挂在一些党员干部的嘴
边。他们往往遇难事就拖，见困难就
躲；或者宁愿当糊涂官、当一天和尚
撞一天钟……凡此种种，都是不愿干
事、不想干事的表现。

当官是为了施展政治抱负，造福
人民群众，实现人生价值。不能只想
当官不愿干事、只想出彩不愿出力、
只想出头不愿埋头；只图个人不出
事、保乌纱帽，不愿直面矛盾和问
题。事实上，这样做只会加深民怨、
激化矛盾，最终个人乌纱帽也难保。
最为关键的是，缩手缩脚、明哲保身，
损害的不仅是党员干部个人的形象，
更是党和政府的形象与公信力。我
们党的根基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一
旦党和政府的形象与公信力遭到损
害，就必然伤及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
基础。载舟覆舟，不可不察。

古人讲，“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
回家卖红薯”；荀悦在《申鉴?政体》中
说：“治世所贵乎位者三：一曰达道于
天下，二曰达惠于民，三曰达德于
身。”因此，党员干部不能捂着乌纱帽
保平安，而应守着铁规矩干事业。在
人民群众眼里，党员干部德莫高于愿
干事，行莫善于真干事，绩莫大于干
成事。那些愿干事、真干事、干成事
的党员干部暂时看会吃苦受累，甚至
有的会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但最
终会被组织发现出来、任用起来，更
会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这才
是党员干部最大的政绩。

一项事业，你有多热爱它，就会
有多大担当、多少主动性。深植于内
心的使命感，是主人翁意识产生的根
源。1919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
中发出呐喊：“天下者，我们的天下；
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
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
谁干？”铿锵有力的声音源自他心系
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强烈使命感。

邓小平同志指出：“世界上的事
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
主义都没有。”习主席反复强调：“一
分部署，九分落实。”“伟大梦想不是
等得来、喊得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
来的。”只有撸起袖子加油干，扑下身
子、狠抓落实，把嘴上说的、纸上写
的、会上定的，变为具体行动和人民
群众的满意度，坚决防止在一阵表态
声中走了样，在一片落实声中落了

空，我们的工作才算做到了位、做到
了家，干事创业的事业观才算真正得
到实际体现。

“天地生人，有一人当有一人之
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
勤。”每名党员干部都有自己的战位，
都有与之对应的责任。愿干事、真干
事就要经常思责、矢志尽责，从内心
深处树立一种“在其位、谋其政、尽其
责”的责任意识，就会秉持一种“使命
高于一切、责任重于泰山”的工作理
念，就会萌发一种“一切为了工作、一
定干好工作”的坚定决心。这样，才
会对担负的各项工作不推诿、不扯
皮，担当靠前，积极完成；在困难和挫
折面前，有使不完的干劲，有攻坚克
难的热情，不气馁、不认输、站排头，
敢于拼搏，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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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底，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武部组
织民兵高炮分队集训。有所不同的是，
在教育落实环节上，他们没有像过去那
样搞“大呼隆”，而是将预先制作好的授
课视频上传到“浦东民兵”APP，让参训
民兵完成学习后线上打卡。

“有了这款 APP，学习教育、训练管
理等方面遇到的许多问题都能迎刃而
解。”该区人武部政委金辉说，系统里面
学习资料、精品教案更新十分及时，既可
在线学习，又可下载分享，堪称民兵教育
训练的好助手。

记者登录这款 APP发现，上面设有
学习训练、通信联络、任务党建、办公业
务、我的信息5大模块，学习训练下设20

余个子栏目，主题教育、时事热点、前沿
科技、党史荐读、军事技能等内容一应俱
全，在满足非涉密任务办公需求的同时，
为民兵搭建了一个没有围墙的学习讨论
平台。

“新形势下，民兵的学习教育、训练
管理等方面呈现出新特点，人员分散难
集中、大块时间难保障等问题比较突出，
导致教育训练效果不理想。”谈起系统的
研发，金辉告诉记者，他们针对民兵整组
时发现的这些问题，组织力量研发手机
APP系统，打造线上学习教育训练管理

“云平台”。
“5月20日，组织征兵宣传志愿者活

动。”平台推送这条消息后，不到半小时，预

设的15个活动名额便被一抢而空。人武
部参谋唐文恺介绍，如今开展志愿服务、通
知集训报到、组织党员活动等都通过APP
完成，平台既可定向通知预设群体，也可广
发“英雄帖”，大大提升工作效率。

干净简洁的界面设定、清晰明了的
树状架构、相对封闭的使用环境，让不少
专武干部直发感慨：“找联系人不再通讯
录翻个底朝天，安排事项不会手机打到
烫手，一键直达、迅速发布，APP用着顺
手、放心。”

“106秒，26个家庭，30余声加油……
一则松江区叶榭镇制作的短视频催人泪
下，那是一线值守民兵的家人为他们制
作的声援视频。为人父、为人子，抗疫当

前，他们扛起责任服务一线。”前不久，人
武部组织的专武干部集训中，专武干部
郑德法的发言赢得阵阵掌声。走下讲
台，郑德法告诉身边战友，他已在客户端
上学习了数十篇文章，其中不少身边的
抗疫故事让他心头触动、眼眶红润。

人武部部长汪顺芝介绍说，“浦东民
兵”APP的使用实现了民兵管理由概略
式、粗放式向信息化、精准式转变，有效
提高了民兵教育质量、整组效率和管理
效能。

记者了解到，目前，该区人武部已完
成全套硬件铺设，并先后20余次对系统
进行优化升级，最新版已在该区推广使
用，后台各项教育训练资料达上百兆。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武部搭建智能化管理“云平台”

“浦东民兵”APP成为教育训练好助手
■本报记者 樊 晨 通讯员 周 淼

本报讯 张砚淳、张宁报道：6月
24日，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年度首
场线上征兵政策咨询会暨征兵宣传月
活动刚一启动，就让人武部领导惊喜不
已：短短一个半小时，有2000多名大学
生线上同步收看宣讲，401人线上咨询
征兵政策，26人微信报名应征。

“高校学子报名应征热情高涨，主
要得益于我们紧贴时代特点创新征兵
宣传方式带来的变化。”谈及这一喜人
景象，该区人武部政委金国友介绍，辖
区是高校集中连片地区，也是全省大学
生兵员征集重点区域，受疫情影响，辖
区12所高校共有10万余名大学生暂未
返校，给今年征兵工作带来前所未有的
挑战和冲击。为此，他们积极与政府相
关部门、各高校研究对接，拓展利用高
校校园网、微信招生群、抖音直播、腾讯
会议等新媒体资源，打造征兵宣传“新
媒体矩阵”，确保疫情防控和征兵工作
两不误。

为充分发挥好“新媒体矩阵”宣
传辐射优势，该人武部利用征兵公众
号，每日更新推送政策法规；指导各高
校区分男女兵员、直招士官、生源地报
名等类别，建立 36个微信群，及时发
布预征要求；联合政府相关部门、医
院、高校及驻军部队每周开展一次线
上征兵政策咨询会，邀请现役官兵、
退役士兵、教师、医生等轮流上网解
读法规政策。

笔者在腾讯会议直播平台上看到，
还未返校的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在校大学生安子豪等 3名同学刚提出
补助及安置等问题，人武部副部长刘林
便逐项逐条进行解答。“在校大学生入
伍后国家给予学费补偿，还可参加军校
考试……”听到这些优惠政策后，安子
豪等3人立即在网上报名登记。

“新媒体矩阵”激发高校学子参军
热。截至目前，全区大学生应征报名人
数达到1990人，同比去年增长45.37%。

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

“新媒体矩阵”激发高校学子参军热

人物简介：李龙飞，河南省漯河市
召陵区人武部职工，退役军人。2014
年11月，担任老窝镇朱王庄驻村第一
书记。

背景介绍：朱王庄村，地处豫中南
腹地的沙澧河畔，属于河南省深度贫
困村，全村贫困户14户，2019年年底，
全部脱贫。

“咱村这么穷，光靠他一个人能行
吗”……初来乍到，从乡亲们的议论
中，我体会到了大家伙儿对脱贫致富
的迫切愿望。

“俺老伴儿2013年年底突发脑溢
血，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贫困户
王喜珍见到我，像是打开了话匣子一
样，也是，这些年为了治病，他家可欠
了不少外债！

几天时间里，我随身携带的小本
子记得密密麻麻。正是这一番走访，
让我摸清了朱王庄村的底数，对如何
脱贫，心里有了谱。

经过与村“两委”班子成员商量，
大家一致同意先把坑坑洼洼的出村路
修好。于是，我向相关部门协调到一
些资金，又在战友的帮助下请来施工
队，经过一段时间的昼夜奋战，柏油路
铺到了村民家门口。路通了，乡亲们
的干劲一下子被点燃了。

接下来，我请来有关专家“把脉问
诊”，他们根据土壤情况，建议种植花
生。当我在村民大会上提出搞花生种
植农业合作社的想法，没想到有人提
出反对意见，“种那么多花生，卖给谁
去啊？到时受损失的还是大伙儿。”村
民王振兴说出了大家的担忧。

磨破嘴皮子不如让村民看到实实
在在的好处。为打消他们的顾虑，我协
调信誉良好的3家企业与村里签订了
收购花生协议。这样一来，村民消除了
顾虑，纷纷主动要求加入合作社。同
时，我借助相关部门开展“送书籍、送技
术”下乡活动，帮助大家学习种植养殖
技术，当年每户村民就增收4000多元。

送钱给物解决不了长远问题，要
想脱贫不返贫，提高自我造血功能才
是根本。走访中发现，贫困户中有的
无劳动能力、无技术，这样的贫困户即
使暂时脱贫，但仍然存有返贫的风
险。在多方协调下，一家企业在该村投
资修建了冷库，不但村集体增加了收
益，而且无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分了红，
还有一部分贫困户在家门口就了业。

如今，村民的腰包鼓了，日子一天
比一天甜。他们个个甩开膀子比着干，
田间地头、房前屋后，都能听到大伙儿开
心的笑声。我也从这些发自内心的笑
声中，看到了花开的风景。我相信，美好
的年景、丰硕的收成就在不远的将来。

（伍树清、王士刚整理）

乡亲们的笑声里有花开的风景
■李龙飞

本报讯 唐继红、张锐报道：“我们
也有属于自己的专属证件了，真的感觉
很光荣……”6月 18日，笔者在重庆市
巴南区人武部看到民兵杨利民从人武
部政委王恩平手中接过鲜红的《基干民
兵证》激动地说。当天，该区就有千余
名民兵领到了属于自己的证件。

没有身份的认同，行动就会出现偏
差。去年年底，该人武部组织民兵点验
时，出现了个别民兵离开驻地不打招
呼、以工作忙为由无故不参加等现象。

暴露出的问题让人武部领导陷入了沉
思。他们召开民兵建设问题分析整改
会讨论认为，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民兵
缺乏荣誉感和责任感，存在“当不当一
个样”“个人成长进步与民兵工作关系
不大”等错误认识。接下来，人武部协
调区委、区政府根据相关规定出台《基
干民兵优待及奖惩措施》，并为全区千
余名基干民兵统一制作《基干民兵证》，
规定持有《基干民兵证》的民兵，在全区
享受乘车购票、就医、就业扶持等优先

服务，并享受旅游景点免票等优惠政
策，积极营造当民兵光荣的良好氛围。
笔者翻开《基干民兵证》，持证人员基本
信息、所在编组、专业情况、训练情况等
内容一目了然。

巴南区基干民兵连连长、一品街道
武装部部长杨正伟感慨地说，《基干民
兵证》不仅是基干民兵通过审核的证
明，更是增强民兵荣誉感的载体，我们
要牢记民兵的职责，在关键时刻拉得
出、用得上、打得赢。

重庆市巴南区

千余名民兵喜领《基干民兵证》

黑龙江省鸡西市恒山区人武部

连续多年为老兵送医送药
本报讯 李鸿俊、凌海清报道：“大

爷，这是给您治疗脑梗塞的常用药……”
7月初，黑龙江省鸡西市恒山区人武部
和区医院一行人为退役老兵李越送来药
品和慰问品。人武部政委赵凯途告诉笔
者，这已是他们连续15年为生活困难的
退役老兵送医送药了。

2005年，人武部在开展“爱民送医
到农家”活动时，得知退役老兵刘鑫芝患
有冠心病，需长年吃药，生活负担比较
重。时任政委肖兆俊当即和民政局、区
医院领导商定，每年结合“爱民送医到农
家”活动，将退役老兵纳入帮扶范围，定
期上门免费检查身体，并适当减免治疗
费用。很快老兵刘鑫芝住进了医院，通
过精心治疗后冠心病明显好转。

辽宁省抚顺军分区

多措并举为官兵排忧解难
本报讯 潘治宇报道：“是军分区帮

了我大忙啊！让我再次感受到，生命里
有了当兵的历史，一辈子都不后悔！”连
日来，走上新工作岗位的退役士官王辉
无比激动。这是辽宁省抚顺军分区为官
兵解难的一个缩影。

为“ 服 务 好 在 伍 的 ，安 置 好 退 伍
的”，军分区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先后安
排 220余名转业士官到事业单位和国
有大中型企业就业；2019年在全市事业
单位公开招聘中留出 10名编制名额招
聘未就业随军家属。与此同时，还帮助
105名现役军人子女到重点学校就读。
军分区相关部门牵头先后举办 5场相
亲联谊会，帮助 30余名官兵解决了婚
恋难题。

6月底，新疆伊犁军分区哈桑
边防连组织官兵到驻地小学帮扶，
一对一捐资助学，并送上学习生活
用品。图为小学生为官兵戴上红领
巾以示感谢。

刘郑伊摄

7月 4日，江西省永修县民兵救援因大雨被困在吴城镇水上公路的一名
女游客。

谢卓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