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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 战 决 胜 脱 贫 攻 坚
记 者 老 区 行?大 巴 山

巴山新雨后，山色愈显青翠。
盛夏时节，记者来到“红军入川第

一镇”——四川省通江县两河口镇。
这里是川陕边境交界处，宕水和杨家
河相汇，一座漫水桥贯通南北。桥头
广场叠立着“红军入川”纪念雕塑，生
动再现了80多年前红军入川时当地群
众喜相迎的感人场面。放眼对岸，一
条盘山公路蜿蜒通向巴中军分区定点
帮扶的两河口镇小南山村。

“这座‘双拥脱贫桥’和这条‘军民
连心路’，真是为我们村脱贫摘帽立下
了汗马功劳！”小南山村 2017年底顺
利脱贫摘帽，村党支部书记李锦学回
顾过往由衷感叹。这里山高坡陡、沟
壑纵横，若逢雨天，不仅道路泥泞，还
需绕行很远过河，肩挑背扛物资进出
村极其困难，群众苦不堪言。定点帮
扶小南山村后，巴中军分区急群众之
所急，想方设法协调资金 700余万元
修桥铺路，实现车辆物资直达村社，助
力村里 68户 301名群众走上脱贫致富
快车道。

沿村道盘旋而上，极目四周，这片
红色的土地瓜果飘香、楼房林立。群
山环抱中，异地扶贫搬迁聚居区一栋
栋青瓦白墙、“人”字顶房屋整齐排列，
散居民房和各家各户的肉兔养殖棚错
落有致、镶嵌在青山绿树之间，村委会
广场上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
扬，呈现出一幅美丽山村画卷，让人心
旷神怡。

“以前我们家住的是土坯房，外边
下大雨，屋里下小雨，经常要重修，没
少花钱。现在我们没花钱就住上 100
平方米的小楼，水、电、网全通，别提多
好了！”走进村民杨永才家，他介绍自

己的新房时，笑得合不拢嘴。
杨永才一家5口人，每人获得易地

扶贫搬迁补助 2.5万元，而房屋总造价
还不到10万元。以前，村里灾害多发，
住房安全问题突出，“年年灾害年年
救、年年倒房年年修。”依据巴中市扶
贫政策，军地协作将村里 15户居住高
山、深谷、边远、吊角地带的建档立卡
贫困户搬离原地挪了穷窝。

“太阳出来像明灯，红军与我心连
心，大家齐心团结紧，挖掉穷根栽富
根。”当年传遍巴山的红军歌谣，正在
变成现实。

挪 穷 窝 是 手 段 ，斩 穷 根 才 是 根
本。通过军地协作努力，村里因地制
宜实施生态养殖，栽种李树、花椒、药
材等，同走安居、乐业两步棋，村民生
活水平不断提高，33户贫困户人均年
收入从2400元增长至6000元以上。

“快进屋坐，喝茶！”来到二社聚
居点，村民付定郭见大家关注他家门
边醒目的“脱贫致富光荣户”牌子，热
情地招呼道。近年来，该军分区指导
村党支部开展兴业致富、遵纪守法、
孝老爱亲、屋洁院美、身健心乐等活
动，制定悬挂村规民约、宣传标语，树
立典型引导村民改进民风民俗，摒弃
生活陋习。

不仅要让群众住上好房子、过上
好日子，也要帮他们养成好习惯、形成
好风气。该军分区着力帮助群众改变
生活方式、提升精神文明。

村道上因刮风下雨落下不少枝叶
杂物，村民黄俊兰正认真打扫自家门
前一段道路。她手握扫把抬头感慨地
说：“如今，村里实行道路分段管理，各
家各户按分工清扫所负责路段，共同

美化村容村貌。”
绿 水 青 山 间 ，村 民 积 极 美 化 环

境，打造绿色宜居乡村。过去，农村
生活垃圾一直是村级治理中的一道
难题，结合人居环境整治，军分区指
导村里建立 7个垃圾池，融入“户分
类、村收集、镇转运、市县处理”生活
垃圾收运处理体系。“我们村被列入
自然保护区，为了改善生态环境，我
建议安装化粪机……”记者来到村委
会时，村民代表正就生活污水处理问
题展开热烈讨论。“适时召开由村民
推选的 15名代表参加的‘议事会’，
让村民参与村里具体工作的讨论，是
军分区帮我们总结的一条好的工作
经验和方法。”李锦学介绍，通过“议
事会”搭建一个发声平台，既提升了
村民的主人翁意识，又起到了促进和
谐团结的作用。

前两年，该军分区先后为村里捐
建 45盏太阳能路灯、投资栽种 15000
株李树苗。村里几次召集村民代表议
事，共同现地察看商量，确保路灯安装
科学，果树栽种合理，做到家家户户
满意。

返程再次踏上“双拥脱贫桥”，桥
下河水欢歌奔腾，桥头红军雕塑伫立，
静静地见证着革命老区的凤凰涅槃！

巴山新雨，“红军之乡”绽笑颜
■熊 俊 陈俊峰 记者 司李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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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唐田、王金鑫报道：“指挥
流 程 不 规 范 ，部 分 单 位 演 练 秩 序 混
乱”……7月 4日，在贵州省贵阳警备区
举行的“三实三级”战备拉动演练复盘
讲评会上，参加 5类拉动演练课题的 10
个人武部所存在的问题被导演部一一
指出，各个单位“对号入座”，为下一步
民兵训练找准了靶子，提供了依据。

入汛以来，贵阳市局部地区相继出
现暴雨或大暴雨，江河湖库水位高，诱
发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几率
高、风险大。6月底，贵阳警备区采取统
一筹划、区分课题、分级实施、现地考评

的方式，围绕抗洪抢险、抗震救灾、跨域
机动保障等应急应战课题，严格实兵实
案实装，拉动市、县、乡三级民兵分队，
区分市、县两级组织指挥进行演练，实
际拉动 10个人武部的 23支民兵分队，
共计1500余人参演。

贵阳警备区司令员赵平说：“‘三实
三级’战备拉动演练主要是查找训练短
板，提高训练针对性，把工作重心真正
聚焦应急应战，牢固树立以战领建、以
战领训的鲜明导向。”

演 练 前 ，警 备 区 机 关 就 下 发 通
知，将对各区（市、县）人武部的各级

指挥员和民兵综合性应急连遂行任务
能力进行综合考评，并对演练过程全
程照相摄像，为复盘总结查找问题提
供依据。

“方案预案没有地理、交通、水文和
社民情等数据支撑，缺乏实用性和可操
作性”“部分编制装备没有实配到位，自
购的防汛、维稳、灭火等器材相对老旧，
更新不及时，缺乏专业救援设备”……
在“三实三级”战备拉动演练复盘总结
电视电话会议上，机关导演组不留情
面、直击短板，一个个问题直指训练软
肋，所有参演人武部军事主官轮流登

台，摆问题、谈不足、找差距，复盘检讨
会火药味十足。

开阳县人武部部长田鹏说：“不拉
不知道，一拉吓一跳，不把队伍拉出来
练一练，还不知道存在这么多问题和短
板，宁愿平时训练多流汗，也要应急应
战时少流血。”

今天查摆的问题，就是明天攻关
的课题。记者从会上获悉，此次拉动
演练复盘总结会，贵阳警备区各人武
部共发现 5类 20余个关乎民兵分队应
急应战能力的细节问题。针对这些问
题，警备区指导各单位制定了加速推
进军地联合指挥信息和保障系统构建
等 30余条整改措施，明确整改时限和
责任人，计划在 8月中旬前解决 10个
民兵应急连装备器材缺口问题，完成
全区基干民兵信息核查和应急连指挥
员集中培训，并形成一套规范的方案
预案、一套有效的指挥手段、一套规范
的拉动程序。

贵阳警备区举行“三实三级”战备拉动演练

复盘总结紧盯问题找靶子

本报讯 杨立顺、柯琦报道：“感谢
龙华区委区政府、感谢驻区部队、感谢区
退役军人事务局，让我重获就业机会，今
后我会更加支持丈夫工作！”“八一”前
夕，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驻军某部随军
家属黄霞，接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送来
的上班通知书，激动得流出了幸福的眼
泪，一连说了好几个感谢。

位于深圳市地理中心与城市发展中
轴上的龙华区，2019年入选全国工业百
强区，2018年位列中国百强区第 15名。
对此，龙华区干部群众有一个共识：荣膺

“双百强区”，离不开驻军官兵的无私奉
献。军爱民，民拥军。在这片改革创新
的前沿热土上，龙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党组聚力支持改革强军，既竖指点赞、又
伸手解难，积极解决好随军家属就业问
题，画好强军同心圆。

军嫂沈荣连，2017年随军到深圳
龙华区，安置前只有高中文凭的她，难
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经过调研，
龙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发现，许多随
军家属没有一技之长，难以找到合适
的工作。为促进随军家属就业，2019
年龙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办起了随军

家属周末技能培训班，且只要是现役
军人家属都可以参加培训。沈荣连经
过刻苦学习，终于顺利通过其他类随
军家属“龙华区 2019年公开招考综合
能力考试”，被安置到龙华区人力资源
局办公室上班。

与沈荣连一起参加培训的还有军嫂
胡晓琴，她深有感触地说：“很开心有这
样一个机会来度过周末时光，无论是花
艺课的‘一期一主题’，还是茶艺课的寓
教于乐、走进生活，都可以看出举办方下
了很大一番功夫。”

龙华区党委、政府十分关注随军家
属就业安置问题。他们经过多方调研、
几经研讨，制定出台了《深圳市龙华区军
人随军家属就业安置实施办法》，对随军
家属安置主管部门职责、待安置时间、各
种身份随军家属对口安置岗位、优先安
置对象等进行了明确，确保把随军家属
安置落到实处。

据统计，龙华区 2019年安置随军
家属 61人，在深圳市 11个行政（新）区
中占比 52.5%；2020年安置随军家属 61
人，占深圳市促进随军家属就业任务
的 33.4%。

深圳市龙华区画好强军同心圆

把随军家属安置落到实处

本报讯 殷志明、崔奎报道：在前不
久进行“网络大讲堂”授课时，一名适龄
青年的留言让主讲人、河北省饶阳县人
武部参谋韩晓庚印象深刻。这名适龄青
年说：“我之前没有参军入伍的打算，是
连续收看衡水市征兵微信公众号上的

‘网络大讲堂’，了解很多征兵政策和先
进典型后，开始向往军营生活。”

衡水军分区近日对预征青年进行家
访时发现，90%以上的预征青年对征兵
工作流程、优抚优待政策“门儿清”。衡
水学院 2017级大学生张学成告诉分区

干部，这些知识都是通过收看“网络大讲
堂”了解到的。

“网络大讲堂”是衡水市针对征兵工
作出现的新情况采取的具体措施。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征兵宣传由“面对
面”转向“键对键”。不少征兵工作人员
反映，“键对键”宣传虽然取得了效果，但
是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微信答疑群流于
形式、适龄青年留言互动兴致不高等。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云”宣
传将成为征兵工作的常态。如何提高征
兵“云”宣传的吸引力？近日，衡水市征
兵办公室依托网络授课平台“微开讲”，
准备了11节与征兵组织程序同步衔接、
与青年应征入伍息息相关的“网络大讲
堂”，从6月30日至8月27日陆续播出。

截至 7月 21日，大讲堂播出 7堂专
题课，3483名应征青年、学生、家长以及
专武干部注册，每堂课同步收看人数均
达到观看上限，线上咨询500余条，互动
留言 3000余条，观看回放 5600余人次。
开课仅 1周，衡水学院大学生报名人数
翻了近 2倍，全市有参军意愿报名人数
增长65%，其中大学毕业生增长67%。

“网络大讲堂”课程与征兵工作“广
泛宣传、积极应征、入伍前教育”3个阶
段紧密对应。在“广泛宣传”阶段开设3
节课，面向预征对象，讲述国防知识、军
营成才典型、优抚优待政策等内容；在

“积极应征”阶段，对参加体检、政治考
核、役前训练的人员开设4节课，主要讲
述体检标准、政考准备、役前训练等方面
的注意事项，指导填报相关表格；在“入
伍前教育”阶段开设4节课，主要讲述如
何适应部队生活、当好合格士兵等，引导
新兵尽快融入军营。

“网络大讲堂”只需关注市县两级征
兵微信公众号，点击相关链接或扫描二
维码即可收看，深受适龄青年和家长欢
迎。枣强县马屯镇高中生李育环说：“我
要把握住这次走进军营的机会，实现自
己的军旅梦。”故城县郑口镇应征青年家
长冯建永说：“参军入伍不仅是孩子的荣
耀，也是全家的荣耀！孩子去当解放军，
爸爸妈妈最放心！”

“网络大讲堂”还有良好的互动性。
听课过程中，可以随时留言。“我毕业于
河南大学，今年入伍到部队发展前景如
何？”7月2日，该市桃城区应征青年田学
朝听课时在线上提问。听完授课教官张
文涛的当场解答后，田学朝点赞：“谢谢
您的解答，但愿我能顺利通过体检和政
审，实现参军入伍梦想。”

征兵办工作人员是“网络大讲堂”主
要授课人员，同时他们还邀请心理医生
和优秀军人代表辅导授课。为上好网
课，他们都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桃城
区国防教育办公室主任潘伟从事征兵宣
传教育 10余年，为了备好课，他九易其
稿、三次排练试讲，直到所有试听人员满
意后才正式上线。潘伟说：“只要课程得
到适龄青年及家长的认可，花费多少心
血都值得。”

衡水市征兵办主任樊宇介绍：“开办
征兵‘网络大讲堂’是对做好常态化疫情
防控形势下征兵全过程宣传工作的一次
探索，我们将根据形势和群众需求，丰富
课程内容和形式，切实提高宣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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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底，在九江抗洪一线
活跃着一支特殊队伍——江
苏徐州贾汪区退役军人企业
家联盟行业数名党员。他们
不仅带来官兵急需的毛巾、袜
子、内衣、卫生纸等慰问品，还
加入到抗洪抢险队伍，与官兵
并肩作战，赢得驻地干部群众
的点赞。图为贾汪区退役军
人企业家联盟行业党委书记
刘艳军与其他党员一起在抗
洪大堤上扛沙袋。

周 林摄

老兵上前线
慰问又抗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