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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连片贫困山区，如今被山东
省评为“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省级示范
区”——这是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九女
峰片区在脱贫攻坚战场上创造的佳绩。
该区领导告诉记者，成绩的取得，离不开
人武部干部职工和民兵的辛勤付出。

九女峰片区地处泰山西麓，包括 19
个行政村，位置偏僻，交通闭塞。4年
前，仅省级贫困村就有 3个，还有 1个是
市级贫困村。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何守着
绿水青山却摘不掉穷帽子？”岱岳区人武部
党委在调研中发现，贫穷的根源主要是由
于百姓观念落后，跳不出那一亩三分地，不
懂得利用特有的自然优势。为此，他们发
动干部职工和民兵带头把生态文明理念融

入美丽乡村建设，走上了一条“生态好、群
众富、可持续”的乡村振兴之路。

思路一变天地宽。道朗镇丰山村党
支部书记、民兵连连长陈文华，带领民兵
和村民改种以黄精、四叶参、何首乌、紫
草为主的泰山四大名药和泰山女儿茶。
他们还采用立体种植的方式，在药材种
植基地栽植榛子树 800余亩，不仅提升
了生态效益，而且增加了村民收入。

“种下黄精，等收黄金。榛子树下种
黄精，3年一轮回，每亩能产 4000多公
斤，你说收入好不好？”见到记者，一位农
民大哥兴奋地打开了话匣子。

不仅丰山村，九女峰片区其他村的
民兵也在人武部的组织下，都积极行动
起来发展生态旅游项目。北张村党支部

书记、民兵连指导员王培勇带领村民持
续打造“花田北张”乡村振兴品牌，形成
了“一花一世界、一墙一风景”的特色景
观；森林覆盖率达 95%的里峪村曾是深
度贫困村，村主任、民兵连连长赵振带领
村民积极打造“泰山人家”乡村旅游品
牌，形成了“百果迎宾”“里峪岁月”“泰山
古寨”等多个旅游板块，荣获首批全国乡
村旅游重点村、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好
客山东最美乡村等荣誉称号……

东西门村群山环绕，以前交通不便，
村民生活困难。村党支部书记、民兵连
指导员朱士印积极争取上级支持将水泥
路修到村民家门口，不仅给大家带来了
便利，还吸引了投资商。他们还在山间
云端处建立山林图书馆“九女峰书房”，
如同一朵流云悬绕山间，人称“故乡的
云”。如今，借助“九女峰书房”这个亮
点，该村已成为一个集旅游民宿、生态休
憩、田园体验等于一体的“网红打卡地”。

“家里荒废了十几年的老院子，改成
民宿后年收入近20万元。”在杨家大院，

正忙活着给游客炖小笨鸡的民兵杨传喜
说，他前些年一直在外打工，苦没少吃，
却没挣下几个钱。2018年年底，随着岱
岳区发动民兵打造九女峰片区乡村旅游
项目，杨传喜返乡创业，在家门口当起了
小老板，吃上了“旅游饭”。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坚持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我们区靠绿水青
山摆脱了贫困，下一步要坚持节约优先、保
护优先、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造福子孙
后代……”采访中，正赶上区人武部五中全
会精神宣讲分队到九女峰片区宣讲，人武
部部长杨留洋结合百姓身边事阐释全会精
神，深入浅出的宣讲，让大家听得入神。

杨留洋告诉记者，去年，岱岳区被确
定为全国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区，
首批 8个试验村中有 5个在九女峰片
区。截至目前，片区内的贫困村已全部
脱贫摘帽。昔日的穷乡僻壤蝶变成如今
的富春山居，老百姓的日子真是芝麻开
花节节高！

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军民携手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昔日穷乡僻壤 今朝富春山居
■宋 宇 赵兴国 本报特约记者 乔振友

习主席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
重要讲话强调：“年轻干部要提高抓
落实能力。”时值年终岁尾，又到了盘
点一年工作得失的时候，看一看哪些
工作按照要求完成了，捋一捋哪些工
作留有尾巴，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党
员干部平时抓工作落实的能力。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如果不
沉下心来抓落实，再好的蓝图，也只
是镜花水月。而实际工作中，一些
党员干部对上级交代的任务思想上
很重视，工作态度也很积极，但就是
落实效果不尽人意。有的落实前口
号喊得震天响，可落实起来没有章
法；还有的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经
验，处理得了大体流程却处理不了
具体细节，解决得了表面问题却解
决不了深层问题。究其原因，主要
是思维固化、知识老化、能力弱化，
拿不出行之有效的工作思路和行动
方案。

战国时期的赵括自幼熟读兵书，
谈及兵法战例滔滔不绝，自认天下
第一。长平一战，他舍弃老将廉颇
的作战方案，照搬兵书指挥，结果惨
败于秦军，其本人也被乱箭射杀。
无数实践证明，凌空蹈虚、眼高手低
是抓工作落实的大忌，结果必将难
有所成。

所以说，抓落实不仅是一种工作
作风，更是一种重要的工作能力和素
质。在经济学中，抓落实的能力即贯
彻战略意图，完成预定目标的操作能
力，又称执行力。对个人而言，执行
力就是办事能力；对团队而言，执行
力就是战斗力。这就要求党员干部
不仅要有勤奋敬业的责任感，还要有
本领恐慌的紧迫感，面对任务和困
难，不夸夸其谈、不拈轻怕重、不怨天
尤人，而是满腔热情、胸有成竹、有条
不紊地把事情办得扎扎实实，把问题
解决得彻彻底底。

当然，抓落实的能力不是与生俱
来的，而是在不断地培养锻炼中得来
的。这就需要党员干部不断掌握新
知识、探索新领域、开拓新境界，尽快
解决本领上的短板、能力上的不足、
知识上的欠缺和视野上的局限，做到
遇事不慌，心中有底。

俗话说，“劈柴不照纹，累死劈
柴人。”抓落实也是如此，不仅要敢
于抓落实，还要善于抓落实。然而，
个别党员干部有抓落实的决心和意

志，一天到晚忙忙碌碌，却收效甚
微，这不仅仅是能力欠缺的问题，更
是工作方法上出了问题。因此，要
善于把握事物的规律，从事物发展
的趋势入手思考工作、处理问题。
任务来了，要科学谋划，绘好“路线
图”、定好“时间表”、明确责任人，把
任务及时精准地分解到各个阶段，
确保工作落实一件成一件。

总而言之，抓落实的过程实际上
是一个创造性劳动的过程，要把上级
的原则要求变成具体化、特色化的措
施办法，善于从纷杂的工作中理出头
绪，抓住主要矛盾、找准关键节点、选
取突破关口，敢于突破老观念、老办
法、老规则，努力破解工作中的矛盾
和问题，创造性地抓好工作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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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崔永昌、徐海军报道：“我
们是国防教育宣讲员，跟随人口普查工
作人员上门做国防知识宣讲。”11月20
日，黑龙江省农垦哈尔滨管理局岔林河
农场专武干部李庆国和民兵宗庆乐将
一份国防知识宣传册和征兵宣传单送
到村民刘德庆手中，并随机进行宣讲。
这是哈尔滨管理局人武部针对辖区地
域特点，借助全国人口普查有利时机，携
手地方联合开展国防教育的一个缩影。

该人武部所属农场远离市区、点多
线长、人员常态流动，集中开展国防教
育难度较大。前不久，第7次全国人口
普查全面展开，当地相关部门请求民兵
支援参与。人武部领导认为，正好可以
借人口普查时机，走村入户开展国防知
识宣讲。为此，他们主动与辖区国防教
育办公室、公安局和行政村进行沟通，
研究确定联合开展“国防教育走村入
户”活动。

为确保实现双赢效果，他们结合人
口普查集训，邀请军地院校专职国防教
员对选派的26名专武干部和民兵骨干
进行辅导，并下发相关宣讲教材。活动
中，他们采取 1名专武干部带 1名基干
民兵的模式，组成 13个工作组同人口
普查工作人员上门发放国防知识宣传
册，面对面进行宣讲。

“接受国防教育既让我了解国防建
设的重大意义，更懂得了人人都有支持
国防建设的义务。”在外打工返乡参加
人口普查的青年邢洪宇说，打工挣钱的
机会很多，但参军报国的机会不多，全
家人都支持他明年报名参军。

人武部领导告诉笔者，截至目前，
宣讲团累计发放宣传册 1800多本，受
教育人数达 3000多人。此举，既有效
提高了全民国防教育的覆盖面和精准
度，又进一步强化了专武干部开展国防
教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黑龙江省农垦哈尔滨管理局人武部

借助人口普查宣讲国防知识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
举行古越军事文化研讨会
本报讯 安丰达报道：11月 22日，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武部和区国防教
育委员会共同组织了古越军事文化研讨
会。据悉，他们将研讨论文汇集成册，结
合筹建国防教育主题公园、举办“爱我国
防”大学生演讲比赛等活动，擦亮古越军
事文化名片，为深入开展新时代全民国
防教育提供特色载体。

北部战区总医院
军地联手确保供暖节能环保

本报讯 王雨、白天任报道：连日
来，北部战区总医院先后安装4台电蓄热
蒸汽锅炉、3台电蓄热锅炉，结束了冬季

“煤烟滚滚”的历史。该院针对锅炉房燃
煤供暖对环境污染较大的问题，多次与辽
宁省环保厅、东北设计院等单位专家研究
供暖方式改造方案。经计算，改造后的供
暖方式，供热运行经费大大降低。

黑龙江省绥棱县人武部
帮文职人员解决实际困难
本报讯 李元彬报道：黑龙江省绥

棱县人武部严格遵照有关规定落实文职
人员福利待遇。他们对符合应聘条件的
预招人员实地走访，了解家庭情况做好
备案，为后续对家庭有困难的文职人员
开展针对性帮扶；腾出部分公寓房作为
文职人员集体宿舍，配备基本生活设施，
方便他们入住。

“最多的时候，一天打了好几场
仗，连歇口气的时间都没有！”讲起战
场上 3次死里逃生的往事时，89岁高
龄的抗美援朝老兵赵继胜声音高亢，
不停地挥舞手臂。连日来，辽宁省营
口军分区在“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
重任”主题教育中，请来身边英雄讲述
战斗经历，引导官兵自觉赓续革命前
辈的精神血脉，立足本职岗位苦练本
领，建功立业。

“一个战斗英雄就是一部生动教
材，一个军史故事就是一次深刻教
育。”该军分区政委赵晓峰说，结合主
题教育，他们与地方相关部门共同邀
请评书表演艺术家刘振波和刘靖坤，
编写了老干部的红色故事，并制作成
50多集《老兵忆事》广播评书在广播
电视台循环播放。

记者了解到，评书分为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 3个历史时
期红色故事，通俗易懂的语言、悬念丛
生的结构、引人入胜的情节，深深打动
和感染着官兵和不同群体的听众。

过去到处请专家，现在专家在自

家。如今，老干部成为主题教育“座
上宾”，教育既接“地气”，又冒“热
气”。“原以为英雄遥不可及，没想到，
他们就在身边。”该军分区中士宋立
志的一番话，道出了不少官兵想要寻
找的答案：老前辈讲的都是他们戎马
生涯中亲身经历的故事，令人叹服、
使人钦佩。

一个军用水壶、一封战地家书、一
枚勋章奖章……很多官兵发现，老前
辈珍藏的老物件，尽管简陋陈旧，却是
他们为国为民奋斗打拼的岁月见证；
而他们分享的故事，虽是个人的亲历
记忆，但汇聚在一起，就成为一部连接
历史与现实的英雄史。

岁月流转，精神赓续。“儿啊，虽然
你离开我们整整 3年了，但部队一直
没有忘了你，今天爸爸妈妈来看你
了！”在营口市军地联合举办的“铁血
丹心真英雄、精武先锋营口兵”先进事
迹报告会上，一对年逾花甲的淳朴老
人，看着屏幕上儿子冲入火海的最后
画面泣不成声。

台下，军分区官兵、大中小学学生

与烈士林海明的父母，聆听了 2位营
口籍官兵矢志军营、献身使命的事迹。

英雄瞬间，记忆永存。“8?12”天津
滨海新区化学品仓库火灾中，战士林
海明义无反顾冲入火海的背影，让大
家泪眼模糊；被北海舰队评为精武标
兵的“营口舰”首任舰长郭政恩，为了
祖国不惜命、为了荣誉敢拼命的精彩
军旅故事，令在场的群众心生敬佩。

打铁要趁热。这个军分区乘势在
官兵中开展“三想三问”讨论活动：想
一想先辈们的英雄壮举，问一问自己
的差距在哪里？想一想自己做得怎么
样，问一问自己的责任是什么？想一
想弘扬传统的责任，问一问自己的精
神状态好不好？随着讨论的深入，军
分区官兵“学英雄事迹、讲英雄故事、
唱英雄赞歌、走英雄之路”蔚成风气。

“常用英雄精神‘洗洗心’，倍感肩
头使命重如山！”采访结束时，聆听官
兵的肺腑之言，记者真切地感受到他
们的心、他们的血液正在被英雄精神
所点燃。主题教育就像一支火炬，燃
烧在每名红色传人的心田……

宛如火炬照亮心田
——辽宁省营口军分区用活身边红色资源深化主题教育

■朱世伟 本报记者 赵 雷

11月20日，河南省漯河市举行退役士兵专场招聘会，120多家企业提供
就业岗位1000多个，上百名退役士兵当场签订了就业协议。

王士刚摄

11月22日，新疆军区某边防团木孜边防连官兵冒着零下26摄氏度的严寒，在海拔3900多米的雪域高原巡逻，确保
边境安全稳定。

程明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