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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评

国防时评国防时评本报讯 王健、记者刘松峰报道：
1月 30日上午，河北省邢台军分区召
开表彰奖励大会，7名曾经在岗不尽
责、工作不尽心的“后进”，披红戴花，
上台领奖。军分区政治工作处主任张
志国表示，“五比五评”量化考评机制
催着他们做改变。

“面对人少事多的矛盾，基层单位
一度出现了抓建‘跟着感觉走’‘胡子
眉毛一把抓’的情况，一些官兵动力不
足、执行力不强，老的不愿干、新的不
会干。”张志国介绍，为调动官兵工作
积极性，他们深入基层查找原因，并组
织“强军兴军靠什么、我为分区做什
么”大讨论，确立了军地联、全面建、单
位比、阶段评的以考促建、以评抓建量
化考评机制，广泛开展比政治能力、比
党管武装、比练兵备战、比作风建设、
比安全稳定，每4个月组织评选一次邢
州精武先进单位、邢州精武标兵，年度
评选党管武装十佳书记、先进民兵应
急分队、优秀专武干部和优秀职工的

“五比五评”活动。
《“五比五评”量化考评实施细则》

明确规定，考评区分人武部和民兵分
队两个层级，把现役官兵、文职人员、
职工、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和专武干
部 5类人员全部纳入评比对象，对标

“三个过硬”标准确定了党管武装、思
想政治工作、战备训练、国防动员、规
范化建设和作风纪律6个方面27项考
核内容，对照“四个秩序”规范设立177
条评分细则，采取现地检查、随机提
问、民主测评、问卷调查等方式，检验
经常性基础性工作落实成效，让不易
量化的软指标变成“硬杠杠”。

针对以往考评工作中，政出多门、
标准不一、随意性大等问题，军分区机
关在每个阶段考评前，统一研究确定
考评项目、赋予分值权重，下发量化考
评细则。“每项工作基层抓什么、怎么
抓、达到什么标准，机关怎么考、如何
评判，大家一目了然。”文职人员郭策
告诉记者，量化考评让他们找到了干
好国防动员工作的着力点。

2年时间，6次量化考评，经历了排
名从第一梯队到第三梯队，再到第一
梯队的波折过程，一位人武部主官告
诉记者：“‘五比五评’就像无形指挥
棒、晴雨表，有压力更有动力，一项工
作稍有松懈，分值和名次就会产生起
伏。”为让量化考评过程更加有效，他
们把考评基层、建强组织捆在一起抓，
制定出台了《党委议事规则》《师团两
级党委议战（训）议教议安议征议廉规
范》，军分区每名常委挂钩 4个团级党
委，帮助分析建设形势，指导制定全面

建设“一部一策”方案，每季度深入一
线检查调研，重点工作、大项任务跟踪
指导。

量化考评评出了新风、评出了干
劲。军分区政委荆玉师说，近两年，
军分区调整使用 12名团职干部，表彰
24个先进单位和 68名先进个人，上下
服气满意，其间未有一起向组织讨价
还价、群众检举反映的现象出现。群
众性练兵比武、兵员征集、后装保障
等工作均走在全省前列，10余个单位
和个人受到上级表彰奖励。同时，他
们还对大学毕业生征集任务未完成、
战备值勤不正规、漏报个人事项的 4
个单位 8名个人进行严肃追责问责，
对履职不力的文职人员、职工进行提
醒谈话。

“真干假干、干多干少、干好干坏
全部体现在分数上，‘五比五评’是整
治庸懒散顽疾的一剂好方子。”任泽区
人武部部长张剑锋表示，“五比五评”
采取日常考评、专项考评和阶段考评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跳出了“平时不
争、评时争”的怪圈，立起了建在平
时、抓在平时、比在平时的鲜明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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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量化评比、开展创先争优是学
习贯彻基层建设会议精神、全面锻造

“三个过硬”基层的有力抓手。由于人
武系统工作涉及面广，军地交叉领域
多，人力素质地区差异较大，要建立一
套科学合理、精确细致、行之有效的评
比考核机制并不容易。

邢台军分区“五比五评”相当于把
年终评比“分解”到了平时，把具体工作

“绑定”到了个人，把工作规范“统一”了
起来。单位建设总评要想进入前列，只
有把功夫下在平时，每个人尽力做好
才行。他们这种以考促建、以评抓建
的办法，有效克服了年底评比搞突击、
平时工作庸懒散的现象，激发了各类
人员干事热情和动力，值得借鉴。

把功夫下在平时

1月29日上午，一场集中送喜报活动在江苏省徐州市云
龙区某商业广场举行。该区通过这种“高光”仪式，彰显荣
誉，抬高尊崇，扩大了荣誉传播范围，激发了广大适龄青年参
军热情。

上图为集中送喜报现场；左图为高校学生报名现场。
刘春立摄

临近春节，立功官兵的家属总会多
一份期盼，那就是希望喜报能早日热热
闹闹地回家。

一人立功，全家光荣。为立功受奖
人员送喜报，历来是我党我军一项重要
的荣誉激励制度。早在抗日战争初期，
毛泽东同志就明确要求大力表扬八路
军、新四军干部战士中的英勇行为。新
四军一师二团曾提出“把功劳记在功劳
簿上”“有功报功，论功行赏，人民英
雄，个个尊敬”，建立“三证”：个人有

“功劳证”，连队有“功劳簿”，家里发
“功劳状”。1951年4月，志愿军政治部
规定，凡立功与当选英雄模范的个人与
单位，均按等级给予奖励，包括给家庭
寄喜报，编撰传记，登报表扬及向全国

广播。
穿越历史的时空，进入新时代，我

们欣喜地看到：为更好地营造尊崇军人
的氛围，更好地规范送喜报的工作流
程，2020年 12月，退役军人事务部、中
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
部联合印发了《立功受奖军人家庭送喜
报工作办法》。连日来，全国各地送喜
报喜的消息接连不断：山西省吕梁市市
委书记亲自登门为立功官兵送喜报、陕
西蓝田县人武部领导冒严寒进山村为
家乡好儿郎报喜、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
邀请立功官兵家属当征兵宣传员……
一幕幕暖心场景让人们感到：喜报“回
家”的路不仅更快更隆重，还让政府和
群众对军人的尊崇之情更浓更深了。

内容离开了形式将会显得虚无缥
缈，军人荣誉感同样需要仪式去激发。
近年来，军人荣誉体系建设逐步走向制
度化、规范化，送喜报工作也趋于常态

化，并成为军人军属以及社会各界关注
的焦点。之前，对于送立功喜报，一些
单位一些人还存在不同的看法，通过近
几年的行动效果来看，这种仪式对于征
兵工作、国防教育的正向推动作用已显
而易见。每年征兵季，在征兵工作人员
询问应征青年“为什么要当兵”时，总能
听到这样的回答：“看到立功官兵的喜
报，我也想当兵。”

热血将士，枕戈待旦，将边关冷月
和战地黄花酿成美酒，与岁月同歌；后
方军属，辛勤持家，把生活百味和柔情
万种折成纸鹤，与前线守望。春节将
至，我们真挚地呼吁，军事机关、退役军
人事务部门积极作为，认真负责，把立
功官兵的喜报依法依规地送到官兵家
庭成员手中，对于应该安排的慰问活动
和相应的奖励也能保质保量地落实。
因为，“一年两征”已经开启，这不仅是
报喜，也是感召。

是报喜，也是感召
■周 林

本报讯 凌方艺、上官筑宏报道：
“保家卫国男儿志，崇军尚武圆梦想。现
在当兵政策好、出路好……欢迎广大青
年积极应征，到军营绽放青春。”近日，“全
国最美退役军人”、贵州省安顺市普定县
韭黄村“兵支书”杨守亮忙于挨家挨户走
访，向村里的30名适龄大学生讲解参军
政策，鼓励他们投身军营。

杨守亮是安顺市“兵支书”脱贫攻坚

代表，在带领贫困群众脱贫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今年“一年两征”实质性开展，
时间紧、任务重，普定县人武部将目光放
在了“兵支书”队伍上。

“他们不仅掌握现地民情、自身形象
良好，而且知晓部队情况，担任征兵宣传
员十分合适。”普定县人武部领导介绍，
他们联合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下发“兵支
书”助力征兵工作的通知，明确“党政领

导管总、武装部长指导、班子成员分片、
退役军人服务站参与、‘兵支书’抓落实”
的征兵宣传方法，抓住大学生放假返乡
时机，组织全县 148名“兵支书”开展形
式多样的征兵宣传工作。

“‘兵支书’为村里做了很多实事，是
家乡名人，他们鼓励我们参军，我们很信
服。我已报名，如果有幸参军，退伍后也
要回乡做一名‘兵支书’，为建设家乡贡献
力量！”应征青年杨邦国笑着说道。

目前，普定县报名参军大学生已
达 386人，较去年有明显提升。设立的
91个“兵支书”征兵宣传咨询点共计发
放征兵宣传资料 7600余份，对适龄青
年开展征兵政策宣传咨询 1500余人
次，为高质量完成春季征兵任务奠定
基础。

“兵支书”化身征兵宣传员

2月1日早上6时许，位于河南省漯
河市育才农贸市场的光辉牛羊肉店的
卷闸门，随着一阵“吱吱”声缓缓升起。
旋即，从店内发出的一束光照进黎明前
的夜空。

“来，搭把手！”“轻点，这肉可真新
鲜”……循声上前，只见几个人正吃力
地从车上往下搬运一大块一大块的牛
羊肉。“眼瞅着年关临近，多备些新鲜
肉，保证享受打折优惠的新老顾客都能
吃上放心肉。”店老板李光辉说。

笔者看到，这家店铺不大，但门头
招牌下的打折优惠却格外醒目：退役军
人9折优惠、医护教师9折优惠、军属军
残8折优惠……

李光辉是一名退役军人，多年的从
军经历磨砺了他的意志，这让他走入社
会后更能吃苦耐劳。经过一番打拼，李
光辉自主经营的肉店逐渐红火起来，手
头宽裕的他每逢八一、春节等节日，都
自费采购物资慰问驻地部队官兵。

“听一听熟悉的军号声，仿佛自己
还是一名时刻准备冲锋的军人。”谈及

此事，李光辉显得十分兴奋。虽然脱掉
了军装，但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过部队、
忘记过国防。

“对特定群体优惠，这可不是短期
的促销活动，而是常年的回馈行为，从
最初的退伍军人、残疾军人、军烈属 3
个群体，去年扩大到医护工作者、教师5
个群体。”李光辉掰着手指头说，按照
正常物价计算，每年至少减少盈利 10
万元。

见到李光辉主动放弃更多的利润，
身边不少亲朋好友对他的做法不理解，
甚至说他“有点彪”，他却理直气壮地
说：“关心军人军属、支持国防建设，是
我们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只有国防
强大，我们经商才有底气。”

谈起李光辉，漯河市召陵区退役军
人事务局优抚股股长刘耀德说：“他创
业不忘回馈家乡，去年疫情防控最吃紧
时他恰巧在老家，看到党员干部都在村
口执勤，他不仅主动加入执勤队伍，还
自费采购方便面、火腿肠、面包等食品
送到执勤卡位。”

“通过红十字会向武汉捐赠 1000
元；联合10名退役军人购买2万元生活
物资支援武汉……”采访时，李光辉的
爱人周永杰递来一个小本本，上面密密

麻麻记着一些支出，字里行间写满一个
退役军人的无私大爱。

如今，李光辉又开了一家胡辣汤早
餐店。在那个店里，现役军人和消防员
免费，退役军人和军烈属半价……同
时，他还给 6名家庭困难的现役军人亲
属提供就业岗位，月薪比同等店铺高出
300多元。

“是部队培养了我，无论何时何地，
我都不会忘记自己曾经是一名军人，作
为一名老兵，我一定坚守初心，擦亮军
人底色，致富不忘回馈社会，不忘国防
事业。”李光辉告诉笔者，他正筹划在春
节后组建“退役军人爱心联盟”，凝聚更
多爱心力量关心支持国防建设。

� 为他点赞

始终牢记我是兵
李光辉是普通百姓，每日也在为柴

米油盐奔波。李光辉又是特别的百姓，
他没有忘记自己曾经是个兵，并愿意将
深深的国防情化为一点一滴的行动，尽
己所能回馈部队和社会。

打折肉店老兵开
■沈俊华 本报特约通讯员 王士刚

百姓与国防百姓与国防

2月2日，中央军委机关事务管理总局某训练大队组织“写春联、送祝福”活动，官兵和来队家属同写春联，喜迎新春。
李咸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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