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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基础课目24个，100%通过考
核 ，较 入 队 时 提 高 44%；优 良 率
66.67%……”7月中旬，辽宁省军区参
谋能力素质集训总结会召开，省军区
战备建设局局长明万军公布的这组数
据获得热烈掌声。掌声的背后，是 82
张更加自信的笑脸和58天掉皮掉肉不
掉队的奋斗。

省军区系统编制体制调整改革后，
现役官兵数量大幅减少，参谋队伍中不
少是从政治、后勤干部转行而来，更有对
省军区系统参谋业务“零起点”的社招文
职人员。为了帮助大家快速进入战位，
辽宁省军区组织机关及所属军分区（警
备区）现役干部、士官、文职人员共计82
人，集中开展参谋能力素质训练。

岗位需要什么，就突出训练什么；
打仗需要什么，就专攻精练什么。识
图用图、沙盘堆制、战术标图、按图行
进、作战计算、应急应战业务训练……
该省军区从北部战区机关、国防大学
联合作战学院、陆军某综合训练基地
等请来专家教授以及省军区机关业务
骨干授课。集训采取“连队化管理、院

校式教学”的训练模式，建立严格的考
核评比制度，日考、周考、月考、结业
考，有个人排名，也有单位排名，张榜
公示优劣一目了然，压力转化为动力，
一定程度上杜绝了“混日子”现象的发
生。集训期间，参训人员人均标图 35
幅、手工拟制公文 8份、完成作战计算
300余题，累计消耗地图 3000余张、弹
药近3万发，4次野外训练，2次夜训，徒
步行军 20余公里……通过高强度训
练，全体人员业务技能、身体素质、精
神状态都有了显著变化。

兴城市人武部军事科科长聂续民
向记者展示了他的成绩单——“体重
从 90kg降至 80kg，3公里从 15分钟提
升至13分钟，识图用图、沙盘堆制等课
目成绩也达到了优良。”一枝独秀不是
春。集训接近尾声时，集训队再次统
计了全队队员的体重，人均体重比报
到时下降 4公斤，单人降幅最大 16公
斤，参谋业务 9个课目成绩平均提高
22.4分。队员们一致感到，通过集训开
阔了视野、理清了思路、学到了本领、
增强了信心。

辽宁省军区扎实开展参谋能力素质集训

9个课目成绩人均提高22分
■马良庆 周百兴 范奇飞

“睡到半夜深，门口在过兵。婆婆
坐起来，侧着耳朵听。不要茶水喝，又
不扰百姓。只听脚板响，不听人作声。
婆婆门缝看，原是贺龙军。媳妇快起
来，门口挂盏灯。照在大路上，同志好
行军……”

这首名为《门口挂盏灯》的民谣，讲
述的是当年红军与湖南省桑植县人民
鱼水情深的故事。桑植是贺龙元帅的
故乡，也是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长
征精神深深烙印在桑植人民心中。而
湖南省军区 32年来接力帮扶该县脱贫
攻坚的故事，也传为佳话。

时光回溯到 1988年夏。时任湖南
省军区司令员蒋金流来到桑植县利福
塔乡。他走一路，看一路，眼泪流一
路。他不曾想到，解放多年后，老区人
民还过着如此艰苦的生活——有的村
民靠红薯、苞谷充饥；有的村民住在破
旧的茅屋、窑洞里；有的村民全家没有
一件不打补丁的衣服……

这一切，让省军区党委“一班人”的
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在这个当时不足10
万人口的小山城，就有 1.3万人参加红
军，许多人在战场上壮烈牺牲。老区人
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革命胜利，而如
今他们依然戴着沉重的穷帽子，作为人
民的子弟兵，心里有愧！

于是，从1988年6月开始，湖南省军
区启动“桑植扶贫工程”，从机关选派得
力干部常年驻桑植扶贫，一帮就是32年。

6月中旬，记者来到桑植县最偏远
的一个小山村，因当年有 10名红军在
此牺牲而得名红军村。这也是湖南省军
区32年来帮扶的第10个深度贫困村。

细雨绵绵，云雾满山。驱车沿蜿蜒
曲折的盘山道艰难前行，仿佛走在云
端。省军区驻桑植第 24任扶贫工作队
队长杨凯告诉记者，村民都把这条路称
为“天路”。

要想富，先修路。然而两年前杨凯
带着两名队员入驻该村时却发现，红军
村当时几乎无路可走。

杨凯清晰地记得那个大雨过后的
清晨，一个背着书包的小女孩站在被
山洪冲断的山路前捂着耳朵大哭的场
景。那是村里连接山外唯一的路，每
遇大雨，必被拦腰截断，村民只能望路
兴叹。

红军村的路平均海拔1000多米，依
山而筑，一边是悬崖峭壁，一边是万丈
深渊。因土质多是风化岩，经常是边修
边垮，村民跌下山崖的情况时有发生。

“不把红军村的路修好，我就向上级
申请处分！”杨凯向村民们立下军令状。

军人，一诺千金。然而，在红军村
修路，难度却超乎他的想象。好不容易
争取到 150万元资金在水毁路段修建
了一座桥，却再次被山洪摧毁。

失败了，从头再来！通过科学论
证、筹集资金、修缮加固，几个月后，一
座可以对抗山洪的坚固桥梁终于建成。

修的是桥，连的是心。为感谢亲人
解放军，村民们在桥头立了一块石碑，
上刻“八一桥”。

红军村要修的路何止这一条。一
次偶然的机会，杨凯得知村子后山有上
万亩野生粽叶林，村里的老百姓大多靠
采粽叶为生。然而由于没有路，村民只
能凌晨三四点起床，背着背篓爬六七个

小时的山路上山采摘粽叶，下午一点前
必须往回走，否则天一黑就可能在深山
里迷路。

红军村粽叶的品质，在全国都属上
乘，但因道路不通，山外的客户进不
来。于是，工作队决定修一条直通后山
粽叶林的产业路。为了筹措资金，杨凯
先后百余次奔波于省、市、县三级有关
部门。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许多领导被
杨凯一心为老区脱贫奔走的精神感动，
尽最大努力给予支持。两年来，省军区
及工作队筹措资金数千万元，在海拔
1300米的山上修筑了一条公路。从此，
深藏在高山中的粽叶变成了“金叶”。
近两年，村民仅靠粽叶产业人均年增收
1万余元，高标准完成“户脱贫、村出列”
任务。

真情换真心。去年春节，村民肖玉
梅把自家腌制的一块腊肉送到工作队。
收下腊肉后，杨凯却往肖玉梅家门缝里
塞了 400块钱。为这事，肖玉梅埋怨杨
凯半天：“我知道你们有‘三大纪律八项
注意’，可你们为村里付出了这么多，过
年了我们表达一下心意为啥都这么难？”

后来工作队的同志发现，他们的门
口经常会放着一篮蔬菜、一盆粽子或几
个鸡蛋，却不知道是谁送的。

工作队队员刘松带着记者在村里
采访，路过一户人家门前时，被一位大
姐喊住了：“刘松兄弟，你等一会儿，家
里的桃子熟了，我给你们摘点。”记者不
禁心生感慨：在红军村，村民早已把工
作队的同志当成了自家人。

制图：张 锐

武陵山险，“天路”修到红军村
■佘梦钰 本报记者 乔振友 特约记者 陈 静

“转移贵重物资？别忘了我家的
‘光荣之家’牌！”看着冲锋舟再次驶向
已被洪水浸泡的村庄帮助村民搜寻和
转移贵重物品，53岁的军属张在林扯
着嗓子叮嘱。

张在林是江西省鄱阳县谢家滩镇
杨塘村军属。此次洪涝灾害中，谢家滩
镇大部分村庄被淹、农田被毁，其中杨
塘村受灾最为严重。“凌晨两点多，洪水
进了家，没多会儿就及腰了。儿子还在
部队，家里只有我们老两口和一个孙
子，要不是镇村干部及时赶来，深更半
夜的，我们根本出不来……”回忆撤离
经过，张在林心有余悸。

谢家滩镇武装部部长吴志华安慰
他：“这次洪水来势猛，怕乡亲们特别是家
中缺壮劳力的烈军属户有闪失，早在月
初，我们就将他们作为重点关注对象包分
给了民兵骨干。当天看到水位上涨，一声
令下，大家直奔自己的包分对象，快速转
移。烈军属户一个都不会少……”

鄱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周共
育告诉笔者，鄱阳县军烈属家庭多，军
地注重合力跟进做好优抚优待工作。
防汛预案中专门就有一条，明确军烈属
家庭享有“三个优先”，即：优先转移疏
散、优先安排食宿、优先看病就医。

张在林告诉笔者，这一次，他切切
实实感受到了身为军属的荣光：洪水来
袭，镇村两级干部第一时间来到他家，
帮助转移贵重物品和生活物资；一家人
被转移安置在条件相对较好的谢家滩
镇中学；第二天，流动医疗队就到床前
巡诊嘘寒问暖……“我一个农村老头，凭
什么享受这么多优待，还不是因为儿子
在部队！所以，听说吴部长他们要回村
里巡查，帮大家再转移些贵重物资，我就
托他把‘光荣之家’牌取回来，在我们家，
那个牌牌最贵重！”张在林说。

7月 20日，笔者来到莲花山乡中湾
村大礼堂临时安置点时，正值饭点，今天
午饭的配餐是两荤两素加上米饭。一
旁，一份特殊的餐食引起笔者的注意：蒸
蛋羹、蔬菜面……村干部解释，那是给
80岁的军属林次英老人的。老人独居，
牙齿又不好，所以村里单独给她开了小
灶，医生巡诊时也会专门去看她。老人
的孙子余志刚在海军某部服役，现随部
队担负驻地抗洪抢险任务。电话连线
中，余志刚表示，感谢家乡贴心照顾自己

的亲人，对家里完全放心了，会全身心投
入抗洪，保卫驻地百姓。

在油街墩镇灾民安置点，笔者看到
集中安置人员公示栏中，标注“军烈属
家庭”的红字格外引人注目。镇武装部
部长程镇介绍，为了便于管理和落实优
待措施，他们集中安置军烈属家庭，并
为每个军烈属家庭标上特殊记号。对
于这样的“特殊化”，乡亲们也都理解和
支持。

笔者从鄱阳县有关部门获悉，这次
洪灾中，260多户军烈属家庭均得到妥
善安置。灾后重建，军地还将组织人员
实行一对一帮扶，协助他们尽快恢复正
常生产生活。

上图：在鄱阳县饶丰镇中心小学安
置点，镇武装部组织医护人员巡诊，为
军属建立健康档案。图为医护人员为
军属测血压。 汪 郡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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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 战 决 胜 脱 贫 攻 坚
记 者 老 区 行?武 陵 山

7月 12日上午 9时 30分，山东省高
唐县人武部值班室接到返乡探亲某部士
官刘凯的电话，反映有一名“大校”与一
名“上校”正在鱼邱湖街道一家餐馆就
餐，两人的服饰、举止和言谈与现役军人
严重不符。人武部立即联系街道派出所
和武装部前往核实，问询中，两名嫌疑人
称，只是一时兴起，穿上网购的假军装出
来显摆，并无他意。而盘查两人手机发
现，均为新机，没有涉嫌犯罪内容，于是
根据相关法规，对嫌疑人进行了处理。

高唐县人武部对这一案件分析后认
为，当前高考刚结束、征兵处于关键期，

需要警惕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家长望子成
龙的心理和青年学生对人民军队的热
爱，以及对征兵政策、流程掌握不够细致
的实际，以能帮助实现考军校和士官学
校等愿望为谎言，骗取青年学生及家长
的信任，达到诈骗钱财的目的。

为此，人武部立即协调有关部门通
过广播、电视、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对征兵
工作进行全方位的宣传，进一步明确“报
考军校及士官学校，不需要缴纳任何费

用、不委托其他机构办理入学手续”；向
基层武装部发出通知，要求尽快将此情
况通知到每一位适龄青年及家长，鼓励
适龄青年发现类似情况及时举报，妥善
处置；同时加强应征青年信息保密，除体
检、政考及定兵等需要公示人员名单外，
严禁任何人向外界透露应征青年的联系
方式、家庭住址等信息，防止被不法分子
利用；通过官方微信平台“蓬勃高唐”发
出“紧急提醒”，就征兵诈骗的主要手段、

典型案例等进行宣传，提醒广大青年及
家长无论是发放优待金、学费补偿款还
是大学生参军入伍一次性奖励，兵役机
关、学校、退役军人事务部门都不会要求
应征青年及家长到自动存取款机或网上
进行双向互动操作，如有类似要求，千万
不要按照对方要求操作转账，以免上当
受骗……多管齐下，提高了应征青年和
家长的防范意识，维护了部队和兵役机
关的良好声誉。

又到招生季征兵季，警惕涉军诈骗
■张名坤 张振伟

7月 19日，安徽省无为市刘家渡
码头，第 901医院文职人员胡燕正在
为腰部不慎扭伤的抢险官兵进行应急
处置。这是胡燕自武汉抗击疫情归来
后再次执行大项任务。“抗疫时是军
人，抗洪时是文职，身份虽然变了，姓
军为兵、保障打赢的职责使命没变。”
胡燕两个月前接到现役转改文职命
令。此次汛情发生后，她申请加入医
疗防疫救援队再赴一线，与战友们背
着 药 箱 上 圩 堤 巡 诊 ，每 天 步 行 近
30000步，为官兵送医送药,在抗洪大
堤续写忠诚和担当。

郝东红摄影报道

两个战场一样情怀
两种身份一样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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