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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乾、记者晏良报道：“吸
氧调节，我感到身心放松，充满活力。”
12月9日，走出西藏军区某边防团高压
氧舱，村民扎西喜赞驻军面向边境牧民
开放高端医疗设备。

曾几何时，氧气在西藏偏远地区堪
称奢侈品，高压氧舱更是鲜见。党的十
九大以来，各级情暖雪域高原，着力为
边防解决“六难”，困扰极地卫士的吸氧
难题逐渐破解。从保障部门远程送氧
到定点建立制供氧站，再到高压氧舱落
户营连，伴随着氧气保障“三级跳”，团
党委顺势加大医疗惠民力度，把“发展
成果与人民共享”的理念落到实处。

爱如阳光，温暖民心。1个多月
前，该团驻地牧民索朗在雪原寻找丢失
牦牛时，因体力消耗过大，发生严重高
原反应……好在，到此巡逻的官兵发现
奄奄一息的索朗，将他背回连队，通过
高压氧舱调养，让他逐渐恢复正常。

“高压氧舱的压力环境可以模拟海

平面的标准，在密闭空间内氧气浓度可
以达到29%，能有效预防肺水肿等急性
高原病，定期使用可以降低患心血管疾
病的风险。”该团军医樊岩介绍，今年8
月，高压氧舱在该团几个点位安装调试
完毕，团里及时组织卫生专业骨干进行
操作使用培训，确保基层官兵会使用、
骨干能检修。

“部队建好高压氧舱后，我们也能
定期进行高压氧舱疗养，大大降低了
村民的患病概率。”该团 2营驻地的村
干部旦巴西热告诉记者，他们村有 10
余名村民在高压氧舱疗养了 20余次，
突发性高原疾病救治率得到大幅提
高。除了向边境牧民开放外，该团还
为过路游客、货车司机等提供应急救
援，让高压氧舱成为边防线上“生命的
保险舱”。

西藏军区某部加大医疗惠民力度

高压氧舱向牧民开放

“我们养殖的蜜蜂采蜜花源丰富，
所以蜂蜜香甜纯正，深受消费者喜爱！”
12月 8日，重庆市武隆区后坪乡中岭
村，村民豆世融正在网上销售蜂蜜，他
告诉笔者：“发展养蜂产业后，我彻底摆
脱了贫困，生活像蜜一样甜！”

后坪乡海拔一千米左右，当地山势
高峻、岭大沟深，经济发展滞后，被列为
重庆市深度贫困乡镇。该乡中岭村，是
陆军勤务学院对口帮扶的贫困村。

“曾经的中岭村太穷了，一些从外
地来的媳妇第一次到这里都吃惊不
已。”中岭村驻村第一书记胡庶红说，脱
贫攻坚以来，一切悄然发生着变化：一
支扶贫队伍进驻中岭村，带领全村从党
的建设、产业发展、人居环境、志智双扶
等方面着手，经过 3年多的努力，让中
岭村焕然一新。

“2017年，我们从重庆市区驱车前
往中岭村，得花上七八个小时。如今随
着公路基础设施的改善，4个多小时就
可抵达。”学院群工干事谭小春回忆，
2017年深秋，学院新组建不久，派出包
括他在内的双拥扶贫工作组（以下简
称：工作组），前往中岭村考察重庆市分
配给学院的10个特困户情况。

来之前虽有了思想准备，但到特困
户家中一一走访调研后，他们感受到巨
大压力。“多数贫困户觉得自己脱贫没
希望。”谭小春说。

根据搜集到的情况，时任学院政委
周建新和伏国勇、黄景海两位副政委又
一次来到中岭村。从上午7点到晚上8
点，3人挨家挨户调研，和贫困户坐在
一条板凳上，促膝交谈。

回到后坪乡招待所，3人与学院机
关干部连夜召开会议，梳理分析 10家
贫困户的异同点，制订了《一户一策精
准扶贫方案》，定下“不弄清致贫原因不
做帮扶方案”“不做通思想工作不签帮
扶协议”等原则。

黄江萍一家成功脱贫的故事，是
中岭村脱贫之路的一个缩影。2018
年，黄江萍从杭州长途颠簸来到爱人
的家乡中岭村。高山深谷中，黄江萍
看不到希望，一心要离开。后来，村里
的路修好了、网络也有了，在当地政府
从补贴、培训到销售的全方位支持和
陆军勤务学院的帮扶下，中岭村包括
养蜂在内的各种产业蒸蒸日上，黄江
萍一家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2019年
底，黄江萍家迎来大丰收——中蜂养
殖规模发展至 90多桶，带来 13万多元
的收入。同时，他们成为村里的致富
带头人，带动村上5户贫困户共同发展
中蜂养殖产业。

这其中包括大龄青年豆世融。豆
世融以前住的房子像土家吊脚楼，一楼
只有几根柱子，二楼只有一张床，四处
堆满杂物。工作组去家里摸底时，豆世
融说：“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哪样清
闲哪样过，脱不脱贫无所谓。”

扶贫先扶志。工作组数次来到豆
世融家，给他讲附近乡村贫困户脱贫的
故事。一次、两次、三次，豆世融动了
心，与工作组签订了脱贫帮扶协议。

工作组为豆世融量身制订了一个
靠养殖脱贫致富方案。豆世融把今年
卖蜂蜜、烟叶和猕猴桃的钱粗粗一算，
收入突破了3万元。家富了，人就有了

底气和精气神。让人更欣喜的事还在
后头，来给豆世融提亲的多了，豆世融
说他不久就要“脱单”了。

村民们都说，这是蜂来见喜。村民
们养蜂致富，全靠政府和解放军帮忙
啊！如今，中蜂养殖在中岭村已是支柱
产业之一，2019年单是蜂蜜销售额就
超过 63万元，兑付老百姓蜂蜜款 54万
多元，集体经济增加到6万多元。

“光是在产业发展布局上进行调整
还不够。”学院周炎明院长介绍，近年
来，学院帮助后坪乡爱民小学改建操
场、修葺宿舍、更新教学设施，还成立助
教基金、派教员现地授课。

今年7月，学院外训大队组织学员
赴中岭村参观考察。来自亚非30个国
家的 50余名外军学员，亲身感受中国
脱贫攻坚取得的巨大成果。他们走过
操场上新铺的塑胶跑道，进入一间间教
学设施齐全的教室，听爱民小学校长冉
渠锋讲述学校的发展变化。来自巴基
斯坦的瓦卡斯少校不禁感慨：“我深深
感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是中国人民的坚强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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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13日是第七个南京大
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在这个草木
含悲、山河垂泪的日子里，举国上下将
以各种形式缅怀 83年前惨遭侵华日军
屠杀的遇难同胞，共同追忆那一段苦难
深重的历史，传递中国人民珍爱和平、
开创未来的坚定信念。

铭记历史是最好的国防教育。作

为构筑民族精神的重要手段、体现国家
意志的重要方式、建设全民国防的重要
渠道，国防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什
么样的教育形式更能深入人心？

毋庸置疑，宣传标语因为其通俗易
懂、简单易记、朗朗上口，又意蕴万千，
被人们作为经常性教育宣传的一种重
要方式。如土地革命时期提出的“打土
豪、分田地”，革命战争时期提出的“打
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抗美援朝时期
提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等等，虽然
都是寥寥数字，却能让人在瞬间迸发出
强大的自信和力量，从而激情澎湃地投

身中国革命、改革、建设的滚滚洪流，其
教育和宣传效果远远超出了标语本身。

反思当前的一些国防教育活动，人
力、物力、财力投入不可谓不多，平台、
渠道、手段运用不可谓不广，内容、方
法、形式不可谓不新，教育效果依然有
所欠缺。究其原因，教育找不准穴位、
打不到点上，走不进人们的心里，激发
不起深层次的思想认同和情感共鸣。

教育其实是一种传播艺术，什么方
式最容易让大家接受我们就使用什么
方式。2017年 12月 13日，一张令人心
酸的漫画，在网络迅速传播开。画面

上，从 1937年到 2017年，两个跨越时空
的小女孩隔空对话，再配上“那年乱世
如麻，愿你们来世拥有锦绣年华”的文
字，戳到无数人的泪点。此后两年该团
队推出的国家公祭日主题漫画，一直备
受关注，究其原因还是“用最简单的画
面表达出大家最真实的情感”。

国无防不立，善教得民心。开展行
之有效、叩击灵魂的国防教育，必须在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上做好文章。既要
坚持高起点筹划、全方位融入、多途径
践行、常态化推进，切实把国防教育作
为向民族灵魂里熔铸精神、思想里渗透
价值、骨髓里注入忧患、脑海里输送责
任的战略工程，还要因时而进、因势而
新、因人而异、因事而化，紧紧盯住人们
的价值取向和情感投向，广泛采取人们
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教育形式，把大
道理讲活、把正道理讲实，既有高山流
水又有小桥流水，不断提高国防教育的
感染力和吸引力，让“国安才能家宁”的
国防观念成为全社会共识。

国防教育当春风化雨
■周燕虎

初冬时节，驻守在阿尔泰山深处
的新疆阿勒泰军分区白哈巴边防连
被冰雪覆盖，气温低至零下20℃。12
月9日，白哈巴边防连官兵驾驶摩托
雪橇进行巡逻。

“这个摩托雪橇越野性能比较
好，非常适合在道路崎岖的冰雪道路
上使用，并且它配有暖风系统，在巡

逻过程中，暖风就会吹到我们身上，
特别暖和。”连队四级军士长吕文强
介绍。

近年来，边防发展日新月异，“衣
食住行”更新换代，官兵们的工作生
活条件越来越便捷。无人机、云台监
控等高科技装备，也应用到了边防各
个地段，执勤手段更加多样高效，构

成一道道亮丽的边防巡逻风景线。
图①：边防战士骑着“暖风摩托”

去巡逻；
图②：上等兵高战在“植物工厂”

采摘蔬菜保障巡逻途中饮食；
图③：巡逻途中，官兵放飞无人

机观察情况。
余 鹏、徐明远摄影报道

摩托雪橇助力边防巡逻摩托雪橇助力边防巡逻

③③

①①

②②

12月 1日至 5日，安徽省军区 2020
年群众性练兵比武暨年度军事训练考
核在该省六安市国防动员训练基地落
下帷幕。5天时间，六安军分区党委带
保障处 4名官兵动员社会力量，接续
保障 700余人次，单日接待数最高达
到 400人次。

“国防动员是我们党武装力量的根
基所在，是打赢未来战争的底气所在。”
回忆整个保障过程，六安军分区政委黄
体沈不禁感慨，“这是全省的练兵比武
考核，也是对六安市动员支前保障能力
的考验，我们交上了合格答卷。”

11月初接到保障任务后，军分区立
即启动动员程序。“本次练兵比武规模
大、范围广、层次高，作为保障单位，我
们必须在练兵前练兵，聚焦保障谋打
赢。”军分区党委在协调会上提出要求。

军分区人员少，防疫防控工作怎么
做？饮食住宿、用水用电如何保障？

“动员社会力量保障考核。”军分
区副司令员李志强拿出区域综合保障
中心编成表。这份表格中，编成单位、
保障能力、联系人等信息一目了然。
保障处根据这份表格迅速制定了详细
的保障方案。

11月 10日，该市国防动员委员会
一纸公函分别发至市卫健委、市场监督
管理局、供电公司等编成单位，要求各
单位做好协调保障。当日，官兵核酸检
测、食品检验检疫监督、基地电力保障
计划全部落实到位。

11月 11日，市卫健委指派专业防
疫人员对基地进行消毒消杀。防疫人
员不仅带来药水和器材，还带来红外体
温测量仪、体温枪和通知军分区官兵前
往人民医院进行核酸检测的联系函，解
决了考核期间疫情防控问题。

“这是近乎实战的一次动员保障行
动，不仅考验我们的指挥协调能力，更
考验社会力量的动员响应能力。”军分
区司令员王达林说。

基地管理负责人卢欢讲述这样一
件事，10月份全省专武干部在基地集训
时，曾因供电所抢修电路，断电过两次，
且每次断电均在一个小时以上。根据
计划安排，此次考核，有两类考场需容
纳 210台电脑同时操作，日用电量会增
加到8000度左右，基地日常用电总量却
没有超过1000度。

汲取上次活动的教训，11月 25日，
李志强带领军分区保障处、军供站、供

电所、物业公司进行一次动员演练。
整个演练，食品检疫员在30分钟内

完成菜品检验检疫，医疗救护分队10分
钟内到达，超市 10分钟可送来满足 300
人基本需求的食品，军供站可在 1小时
内准备好热食，电力抢修分队10分钟内
恢复供电。“即使能在 10分钟内恢复供
电，依然挽回不了断电对考核的影响。”
李志强对供电所所长李全岭下达任务：

“全力保障供电不断。”
演练后，李全岭根据课目要求，首

先下发通知，保证基地所在辖区在11月
30日至 12月 5日期间停止日常检修。
随后组织工人在射击馆铺设电缆，增加
配电箱。为保证紧急断电突发状况，又
为基地配装了一辆应急电源车。

即便如此，考核中还是出现了一个
“小插曲”。12月4日，卢欢接到电话，5
日市政府有一场重大活动，供电所请求
将应急电源车召回。12月 5日仍有考
核，应急电源车若调走，万一出现状况
怎么办？卢欢拨通李全岭的电话，讲明
情况。3分钟后，李全岭回电：“应急电
源车不用召回。市政府负责人强调，保
障国防任务是首要任务。”

将国防任务当成首要任务的不只

是政府机关单位。负责基地建设的土
建公司负责人王春听说此事后，专程
带工人从外地赶回六安市，对基地土
建、水电、照明等工程进行全面检查和
修理，由此产生的人工费、材料费全部
由公司承担。王春说，他家住六安市
裕安区，今年夏天洪水冲垮了他的家，
是军分区官兵驾驶冲锋舟救出他们一
家人。“为了老百姓，人民子弟兵敢拼
命，我这点儿付出又算得了什么。”王
春说。

“支持国防的站位，是一座城市的
品位；关爱军人的热度，是一座城市的
温度。”军分区于今年 4月开通了 22辆
国防公交专线，每辆专线的车身上都挂
着这两句标语。11月 30日，物业公司
负责人彭代会在基地食堂门口，用这两
句标语对员工进行思想动员。为了防
控疫情需要，整个比武期间，22名员工
无一人请假回家。大家同参考人员一
起封闭在基地，全程全时保障。

“动员力量响应快速，动员单位解
决问题精准高效，动员对象配合默契，
他们的主动积极给了我们充足的底
气。经过此次任务，大家对保障作战心
里更有底了。”王达林说。

交出为战而备的合格答卷
—安徽省六安军分区保障全省群众性练兵比武见闻

■本报特约通讯员 蔡永连 林 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