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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的太行山区，峰峦叠翠，愈显
雄奇。

河北省涉县石井沟村村口的几台
压路机正在碾压停车场地面，旁边巨石
上“国防小镇”四个大字格外醒目。现
场指挥施工的县人武部政委刘鑫告诉
记者，基础设施搞好了，来石井沟观光
的人会越来越多。

村在山上，入村就是上山。沿柏油
路往上走，山崖石壁上，反映太行山军
民抗日场景的浮雕、壁画，像连环画一
样依次展开。自2018年12月该村被邯
郸市评为国防小镇以来，村民们便以讲
解员、山货销售员、“农家乐”主人的身
份，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

“几年前，别说外地的游客来参观，
就是临近村的姑娘也不愿嫁到俺们
村。”69岁的村民李电荣告诉记者，有
了邯郸军分区的帮扶，村子是旧貌换
新颜。

石井沟人世代傍山而居，几乎与世
隔绝，2014年该村被列为国家级深度贫
困村。2015年，邯郸军分区到此帮扶，
当时该村无集体收入、无医务室、无学
校、无工厂、无小卖部、无柏油路、无网
络信号，全村120户中有92户为建档立
卡贫困户。村民靠天吃饭，也靠天喝
水，下雨天把雨水收集进水窖，然后一
年四季饮用。

“尝一口夹杂着野草味、土腥味的

陈年雨水，扶贫人员心里很不是滋味。”
军分区政委周世斌说，邯郸是革命老
区，当地群众为了革命胜利做出巨大牺
牲，成就了八路军 129师“九千将士进
涉县，三十万大军出太行”的佳话。作
为人民子弟兵，应当想尽一切办法让老
区群众尽快过上好日子。

“石井沟村岩层厚、石头硬，钻井队
打了几十天仍不见出水，再往下钻，一
天消耗一个钻头，一个钻头就是一万块
钱。”回顾打井历程，李电荣说，这些困
难让扶贫工作队承受着巨大压力。

“当年老区群众毁家纾难、支援前
线，今天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都要为
乡亲们打出水来。”周世斌说，当钻到
878米时，泉水终于从岩层中喷涌而出，
这口井成为邯郸市最深的一口井。

村民致富不仅要有水，还要有项
目。经过多方调研，军分区出资 70万
元，为该村上了两期光伏发电项目，带
动当地政府出资建成第三期项目。这
个项目只要前期投入到位，后期维护到
位即可年年受益。

后来，军分区还出资帮助建起服装
厂、木耳香菇大棚。2018年底，石井沟
村脱贫摘帽，2019年底，该村最后两个
贫困户脱贫，2019年全村人均年收入超
过7000元。

大山以前是群众致富的障碍，如今
却成了“生金富矿”。驻村帮扶队依据

山形走势，因地制宜打造一座具有山村
特色的国防小镇。漫步小镇，浓郁的国
防气息扑面而来，一条蜿蜒向上的古城
墙、一系列就地取材的主题雕塑、一组
讲述当地村民抗日的故事、一卷歌颂太
行精神的诗词歌赋，吸引着游客久久驻
足观看。

小镇建设过程中，军分区官兵和村
民还发现石井沟的另一个宝贝——寒
武纪时期的岩石。在专家的指导下，他
们在石壁上雕人像、刻兵器、绘风景，并
建起地质文化长廊，使国防教育与地质
知识普及融为一体。

“脱贫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
点。”周世斌说，他们将制订国防小镇中
长期发展规划，努力打造让乡亲们致富
增收的“聚宝盆”。

夜幕降临，灯火通明的石井沟村宛
如大山怀抱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散发着
迷人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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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太行，国防小镇喜迎客
■本报记者 贾 勇 刘松峰 通讯员 李树岭

本报讯 记者樊晨、通讯员李成报
道：7月底，上海市松江区人武部依托
非遗文化传承基地为民兵上了一堂现
地教育课。讲述军旅和双拥故事的岳
阳剪纸被搬上课堂，受到民兵欢迎。

岳阳剪纸是松江区促进非遗文化
和双拥工作互融的一个缩影。近年来，
松江区人武部会同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通过设立非遗文化研发和人才培训基
地、举办非遗创作展、组织退役军人非
遗文化学习交流等方式，推动开展双拥
工作。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丁汀介绍，
军地已形成“1234”模式，即以1个区双
拥工作领导小组为核心，非遗文化传承
基地和非遗技能培训基地两个基地为
主要活动地，非遗双拥作品进部队、进
校园、进社区 3种活动为途径，叶榭竹
编、永丰木贴画、岳阳剪纸、车墩丝网版
画4类表现形式为载体。

在两个基地中，“双拥竹编-镌刻
双拥情结”“军民木贴画-描绘军民故
事 ”“ 军 风 丝 网 版 画 -织 就 军 人 风
采”……一幅幅精美的非遗作品，生动
讲述了“军爱民、民拥军”的感人故事。

多数非遗作品由群众自发创作。
《军民鱼水情》《中流砥柱》《军民一家
亲》3幅木贴画作品就出自68岁的松江
区居民潘星静之手。为让作品更好地
展现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老人花了3
天时间线上、线下找图纸，每天早上 6
点就起床做设计。

2019年4月，松江区人武部携手区
退役军人事务局举办“红色记忆?精神
传承”主题丝网版画展，这是他们首次
尝试用非遗作品宣扬红色文化。《101
高地阻击战》《巾帼英雄》《铭记历史》等
30幅丝网版画作品生动地描绘了革命
先烈浴血奋战、建设家园的英雄事迹，
直观地表达军民鱼水之情。

“将非遗文化与双拥工作有机结
合，既实现对文化的传承，又能让双拥
工作更富生命力。”区人武部领导表示，
他们将探索运用增强现实、虚拟现实等
技术，让非遗文创作品记录下的双拥故
事更精彩、更动人。

上海市松江区促进非遗文化与双拥工作互融

非遗作品讲述军民鱼水深情

本报讯 朱海宁、记者李弘非报道：
向上级汇报情况干脆利落、任务分配合
理有序……连日来，江苏南京鼓楼区江
东街道武装部部长赵国庆每天都带领民
兵应急队员在江堤上监视汛情，工作起
来俨然一个老武装。赵国庆于去年9月
从司法部门转岗，之前完全是武装工作
的“门外汉”。他告诉记者：“多亏培训时
跟着老同志学了不少抢险救灾方面的知
识，否则不可能这样从容应对。”

省军区动员局局长韩涛介绍，自
2012年开始，江苏省推行专武干部资格
认证制度，新（拟）任职武装部部长必须通
过脱产培训和认证考核，才能获得任职资
格证书，如果连续两次培训都未通过，只
能转岗。截至目前，他们已经组织9期培
训。今年接受培训的新（拟）任职武装部
部长共有120人，从政法、信访、农林等系
统转岗而来的有68人，占比达到56%。

为解决武装工作能力参差不齐的现

状，他们在业务培训和军事训练时，让有
从军经历或有基层武装工作履历的老兵
担当教练班长，为新同志答疑解惑、讲解
示范。宜兴市新建镇武装部部长沈炜在
转业前曾是优秀参谋，在要图标绘考核
前几天，他为参训人员梳理重点，并逐个
辅导。他带的6名学员都以“优秀”成绩
通过考核。

培训期间，他们还组织新老同志座谈
交流。“疫情防控，民兵队伍如何更好发挥

作用？”“应该在平时的训练中增加防疫和
道路管控等内容……”记者在现场看到，
大家结合自身工作，你一言我一语地热烈
讨论。经过多次“诸葛亮会”，集训队把讨
论结果汇编成《基层武装应知应会80条》
发给每个人，作为今后工作的“参考书”。

除此之外，他们安排省军区局办领
导、机关业务组负责人给参训人员传经
送宝，围绕兵役工作、战备训练、政治教
育等方面深入地剖析新时代基层武装工
作特点和规律，为参训人员今后开展工
作提供指导。省军区动员局工作人员介
绍，民兵工作研究等授课提纲都是建立
在大量工作实践和基层调研基础之上，
内容实在管用。授课人还全程跟踪指导
参训人员结业论文的写作与修改。

据了解，今年共有 113名新（拟）任
职武装部部长拿到岗位资格证，合格率
达94%。

江苏省组织新（拟）任职武装部部长脱产培训和认证考核

以老带新，“门外汉”快步入战位

本报讯 赵晓菡、记者左庆莹报
道：7月25日，来自长寿、渝中、沙坪坝、
江北、梁平等8个区县的50名防化救援
专业民兵齐聚渝北片的长寿区进行集
训。据介绍，长寿区是重庆重化工基
地，化工企业较多，在技术人才和装备
器材储备上较其他县区更有优势，在此

“借台唱戏”组织集中训练，可以达到优
势资源充分利用的目的。

“新质民兵占比越来越高，势必会
在未来战场发挥大作用。但由于新质
民兵训练对装备器材和场地要求较高，
不是所有县（区）都具备组训条件。”警
备区领导介绍，7月中旬以来，全区广
泛开展民兵专业骨干小专业大集中集
训，通过统筹现有教学、训练和保障资
源，创新民兵教学组训模式方法，有效
提升新质力量建设质效。

一个县（区）的资源条件可以保障
单项专业训练，但是全区专业骨干集中
后，他们能不能做好组训？训练效果是
否能达到预期……针对这些问题，重庆
警备区对组训流程、考核评估做了具体
明确。集训按照片区牵头协调、人武部
具体落实的办法，以片区为单位，采取
基地训练或野外驻训方式，区分防化救
援、工程抢修、通信保障、无人机、侦察
情报等 8个专业，安排单兵训练、技战
训练和教学法训练。各专业训练结束
后，由承训单位组织普考。

“8向操纵杆、24个键位，一次小失
误就可能造成无人机坠毁……”7月27
日，在九龙坡区民兵训练基地，无人机
操作专业教员正向渝南片区的80余名
民兵传授操作技能。九龙坡区人武部
军事科参谋罗阳介绍，他们从无人机研
发生产企业邀请 5名技术骨干承担教
学任务，通过实景教学、实战演训等方
式，全面组织侦查救援、救生器材空中
投送等课目训练，锤炼民兵无人机分队
全天候应急救援能力。

为保证训练效果，不少片区还组织
实战演练。长寿区人武部副部长沈俊
波介绍，防化救援专业集训重点围绕侦
测仪器使用、防护装备操作、化学洗消
等课目进行，实装操作侦测无人机、火
场机器人等16类装备，在完成6天集训
后，他们组织了防化救援实战演练。

“我们将进行复盘总结，力争形成
一套基地化、专业化、集约化的组训模

式，一套与大纲配套的教案体系，一批
懂专业、会指挥、能组训的教学骨干，推
动警备区民兵军事训练向更高层次发
展。”警备区战备建设局领导介绍。

上图：无人机教学场景。
谭 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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