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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
训班开班式上说：“要拜人民为师，甘当
小学生，特别要多交几个能说心里话的
基层朋友，这样才有利于了解真实情
况，才有利于把工作做好。”交朋结友，
并非小事。交什么友、怎样交友，其实
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一道现实考题。
然而，现实中，有的人是为“庸俗的人际
学”而交朋友。或是眼睛看着上层，只
跟领导“攀交情”；或是一心盯着财富，
以“私人交情”套现手中权力。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
野。”基层朋友沉在一线，与他们交朋
友，能够察民情，感知群众的“急难愁
盼”，他们无疑是党委机关、党员干部了
解基层、开阔视野、成就事业的好帮手。

基层朋友是接地气的“经脉”。当
前，基层官兵有几怕，怕的是不接地气
的政策、心血来潮的活动、走马观花的
调研、无穷无尽的材料、不讲道理的问
责，等等。官兵的烦恼体现在基层，症
结却出在机关。指导帮带与实际脱
节，就会造成机关忙乱、基层乱忙。多
交基层朋友，有利于打通上下联系的

“经脉”，畅通机关联系基层、帮带基
层、服务基层的“最后一公里”。多交

基层朋友，相当于加装了一根“接地
线”，在日常交往、交流和检查指导中，
通过对其工作、思想状况的了解观察，
有利于掌握调研是否号准了基层的

“脉”、指导是否点到了发展的“穴”。
多交基层朋友，有利于形成上下级之
间“施令—落实—反馈”的闭合回路，
推进政策措施不断优化，各项工作有
条不紊落实。

基层朋友是察实情的“人脉”。与
人民群众交朋友最好的方式就是深入
到群众中去搞调查。基层朋友能给予
我们“冒热气”的一线动态、“带露珠”的
落实情况，是我们了解基层、掌握实情
最直接、最可靠的人脉。彭德怀元帅有
一个习惯：只要和战士在一起，他很少
坐椅子。战士坐在地上，他也席地而
坐；战士坐小板凳，他就让人搬来小板
凳。他说：“作为干部，无论什么时候都
不能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要常坐矮板
凳。”1958年 10月，彭德怀元帅不顾身
边同志的再三劝阻，坚持到海拔 4500
米以上的青海纳赤台硼砂厂，了解几名
从山东集体转业的海军战士的工作生
活情况，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获
得了众多指导工作的第一手资料。国
防动员系统处于军地结合部，“面向三
军、协调军地”，联系群众、发动群众、依
靠群众尤其重要。党员干部应当广泛
拓展来自基层的“人脉”，淡化“官念”，

像老一辈革命家一样脱鞋下田、撸起袖
子带领大家一起干，用眼睛察看实情、
用汗水赢得认可；下基层少坐“靠背
椅”、多坐“矮板凳”，就能听到许多真
话；多到群众家串门，同群众共饮一壶
水，就能得到更多信任与认可。

基层朋友是聚众智的“动脉”。“从
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指导工作开
展、科学决策的重要方法。多交基层朋
友就如同打通了输送血液与给养的“动
脉”。革命战争年代，每个战斗小组召
开的“诸葛亮会”，都为我军不断胜利汇
聚了源源不断的智慧和力量。粟裕大
将曾说：“不吃败仗，就得竖起耳朵，听
各级指挥员的意见。”实践证明，智慧来
自群众，经验源于基层，战争年代的地
道战、地雷战、麻雀战、坑道战、“零敲牛
皮糖”等战术战法，无不源于基层一线
的聪明才智。

在新的历史时期，“让听得见炮声
的人来呼唤炮火”应该成为机关决策、
党员干部推进工作的共识。党委机关、
党员干部要多交基层朋友，在出台政策
措施前，先问计基层、问计官兵；在推进
武器装备革新、战法训法创新之前，多
问基层所需、训练所缺、战场所急，让装
备实际操作者参与研发创新，不断优化
功能设计……一旦和基层官兵成为朋
友，就会有“众里寻他千百度”的欣喜，
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顿悟。

多交几个基层朋友
■郝东红

本报讯 肖忠红报道：“今年，我们
将着力打造绿色环保生态农业，充分利
用土地资源和交通区位优势，逐步把南
山村建设成为集水果采摘、乡村旅游、
休闲度假于一体的新型农业体。”3月
20日，在湖北省赤壁市中伙铺镇南山村
村委会会议室，退役军人、村党支部书
记艾惊雷组织 40多名党员群众代表召
开春耕生产动员部署会。

会后，与会人员参观艾芪果木公司
新开发的 150余亩早酥红梨、冬枣、果
桑等特色水果种植基地。只见果农有
的在打垅、有的在施肥，田间地头呈现
出一片繁忙景象。公司负责人说：“公
司现已初具规模，去年共流转土地 100
余亩，种植特色果品八月瓜产量突破10
万斤。今年打算在瓜棚架下套种中药
材黄精，增收前景可观。”

2018年，艾惊雷带领村民大力发
展 种 植 养 殖 专 业 经 济 合 作 社 、家 庭

农 场 等 经 济 实 体 ，当 年 就 摘 掉 了 贫
困帽子。

据赤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人
介绍，他们联合市委组织部和民政局
构建村（社区）“两委”后备干部工作
机制，鼓励优秀退役军人积极投身基
层治理、美丽乡村建设，涌现出李之
胜、熊秀峰、龚虎、杨蓬蓬等一大批优
秀“兵支书”“兵委员”，成为当地经济
建设的生力军。目前，在全市 190个
村（社区）中，退役军人担任党支部书
记的有 22人，退役军人进“两委”的有
54人。

为确保机制顺畅运转，赤壁市专
门成立工作领导小组，由市民政局和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各项工作的具
体落实。退役军人要成为村级“两委”
后 备 人 选 ，需 先 经 过 本 人 自 荐 和 村
（居）委推荐等程序，按照“优秀共产党
员优先、带头创业精英优先”的原则，

由市委组织部和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
组 织 考 评 ，合 格 者 经 公 示 后 方 能 入
选。而后，入选者还要参加市委党校、
省级高职院校培训，着力提高党建、基
层治理等能力素质。目前，全市已有
203名退役军人成为村级“两委”后备
干部人选。

赤壁市委书记盛文军说：“乡村振
兴，重中之重在人才队伍建设，退役军
人政治坚定、吃苦耐劳、乐于奉献，建立
退役军人村级‘两委’后备干部培育机
制，就是要让他们担任乡村振兴的排头
兵，带领广大群众勤劳致富。”

据赤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人
介绍，下一步他们将联合组织部门和民
政部门，逐步完善相关选拔、考核、任用
等配套制度，建立长效机制，提高上岗
率，为实施乡村振兴输送一批思想政治
强、作风过硬、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
骨干力量。

湖北省赤壁市构建村级“两委”后备干部培育机制

优秀退役军人成乡村振兴排头兵

湖南省通道县人武部

党员干部重走长征路
本报讯 易传涛、徐小平报道：近

日，湖南省通道县人武部组织党员干部
来到通道会议旧址和通道转兵纪念地，
开展“学党史、守初心、担使命”重走长征
路主题实践活动。通过在党旗下重温入
党誓词、邀请红军长征史研究专家现场
授课，让大家在学思悟践中感悟长征精
神，铭记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

做好民兵干部选配工作
本报讯 姜涛、周生贵报道：3月

下旬，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人武部结
合地方村“两委”换届工作，协调区委
组织部联合下发《关于做好村“两委”
换届工作中民兵干部选配工作的通
知》，全力落实好民兵干部的选配工
作，为基层武装工作提质增效打下坚
实的基础。

江苏省南通市五接镇

退役军人任党史宣讲员
本报讯 马正祥报道：2月下旬以

来，江苏省南通市五接镇发动百余名退
役军人组成党史宣讲小分队，深入企业
车间、中小学校、社区村居、商场广场等，
运用小讲坛、院子座谈等多种形式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目前，该区退役军人党
史宣讲小分队已经开展教育15场次，深
受当地群众欢迎。

本报讯 王庆泽、尹菊报道：“我
们家耕地面积少，地形又不规整，给蔬
菜种植带来不少难题。好在有人武部
和民兵的细心指导，我们采用间作套
种、复种、轮作等方式耕种，蔬菜长势
喜人。”4月初，笔者来到贵州省纳雍县
新房乡阿聋科村采访，谈及人武部开
展的“三送一训”活动，村民王小梦如
是说。

阿聋科村地处大山深处，土壤条件
适合蔬菜种植，但当地耕地面积少、地
块零散，规模化种植难度大。为了让有
限资源产生最大效益，纳雍县人武部联
合当地科技局、农业农村局组成服务

队，深入农户开展“送技术、送良种、送
书籍，提供指导培训”为主要内容的“三
送一训”活动。

在技术人员指导下，该村采用蔬菜
“321”高效种植法，结合市场需求和全
国蔬菜上市季节规律，采用间作套种等
方式，将蔬菜种植由 1年 1季提升为 1
年2到3季，改变传统种植模式，提升了
单位面积产量。

春耕开始后，纳雍县人武部发挥辖
区民兵数量多、覆盖广和类型全等优
势，组织成立农机维修、耕地播种、病虫
防治、技术指导等 12支助农服务小分
队，深入果园大棚、养殖基地和农户家

庭开展免费上门服务。在阿聋科村蔬
菜大棚里笔者看到，10余名身着迷彩服
的民兵队员一字排开，挥动铁锹平整土
壤、施撒化肥、挖沟打垅，一片热火朝天
的繁忙景象。

2020年以来，纳雍县人武部结合
乡村振兴实践，实施“民兵致富雁阵工
程”，依托村民兵连遴选一批有种植养
殖特长的民兵，在每个行政村都建立 1
支民兵帮扶队。人武部领导告诉笔
者，“民兵致富雁阵工程”不仅解决了
大批返乡退役士兵、青年民兵的就业
问题，更为乡村振兴储备了一批优秀
人才。

贵州省纳雍县人武部实施“民兵致富雁阵工程”

“三送一训”助力乡村振兴

4月 上 旬 ，
南部战区空军某
旅春季新兵训练
工作有序展开，
通过严格管理、
科学训练，使新
兵尽快完成从地
方青年向合格军
人的转变。

陈 冀摄

4月上旬，江西省修水县义宁小学组织少先队员来到秋收起义修水纪念馆，开展“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主题教
育活动，培植学生爱国情怀。 包龙天摄

本报讯 左锋瑞、记者龙礼彬报
道：3月下旬以来，江西省吉安军分区
打造“党建+互动体验”新模式，利用
VR全景模拟技术让官兵在沉浸式体
验中学习党史军史，取得较好效果。

“戴上 VR眼镜，在‘黄洋界保卫战’战
场上与红军战士一起冲锋陷阵，让我
深刻体会到战争的残酷和革命前辈的
伟大。”文职人员刘鑫说。

作为井冈山精神的诞生地，吉安
市红色资源丰富，有 160多处革命旧
址。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吉安市共发
生过200多场（次）激烈战斗，其中包括

“黄洋界保卫战”“龙源口大捷”等经典
战例。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吉安军分
区充分借助这座没有围墙的革命博物
馆和红色大讲堂，巧借科技手段、创新
表现形式，积极探索“党建+互动体验”

“党建+红色舞台”教育路子，对党史内
容进行多样化呈现。

利用 VR全景模拟技术复制红色
遗址和经典战役，官兵通过佩戴VR设
备进行沉浸式体验，身临其境感受革
命先烈的战斗故事；改编创排红色情
景剧，通过真人演绎，让党史故事变得
立体动人，使受教育者更系统深入地
了解历史，让党史“活起来”。

该军分区制定的教育方案，内容
形式丰富多样。内容上，区分“永远跟
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学习先进典
型”“红色故事大家讲”等 4个系列专
题；方法上，不仅包含沉浸式互动体
验、纪录片展播，还有红歌传唱、党史
知识应知应会考试和经典诵读等；形
式上，设置了现场教学、专题党课、微
讲堂、报告会、红色走读课堂等，多措
并举，确保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与此同时，吉安军分区积极搭建学
习平台，利用学习强国等渠道，将党史学
习教育融入日常工作生活，鼓励干部职

工和民兵队员利用晨起、睡前、工作之余
随时随地学习。

随着党史学习教育不断深入推
进，当地红色课堂越开越多，离官兵和
百姓也越来越近。在井冈山市人武部
挂点帮扶的茅坪镇荷花村，井冈山民
兵“红色之声”小分队队员正在帮助村
民开展春耕备耕。休息间隙，民兵队
员拿起小喇叭，讲起“彻底平分一切土
地”“坚决实行秋收斗争”等红色标语
背后的故事。

教育入脑入心，催生昂扬斗志。
走进吉安军分区所属部队，处处呈现
出练兵备战的火热场景。在永丰县
民兵防汛演练现场，随着 3发红色信
号弹升空，舟艇民兵分队队员驾驶 10
余艘冲锋舟像离弦之箭，奔赴目标地
域展开救援……整场演练紧张有序，
为民兵队伍有效应对处置各种突发
状况打下了坚实基础。

江西省吉安军分区巧助科技手段让教育“活起来”

互动体验 见人见物见初心

本报讯 万东明、记者李弘非报
道：4月 2日，一场党史学习教育交流
会在江苏省宿迁军分区召开。来自军
分区机关和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党员
代表走上台前，围绕党史学习、国防动
员和后备力量建设、退役军人服务保
障等工作畅谈学习体会，现场气氛活
跃。在场党员坦言，这样的联动教育
形式走深走实又走心。

“军分区和退役军人事务局隶属
不同，但不少业务相互关联，时常共
同开展工作。”军分区政治工作处主
任李德祥告诉记者，早在筹划教育之
初，两家单位不谋而合：党史学习教
育切忌闭门造车、自拉自唱，只有整
合资源、优势互补，才能让教育成效
事半功倍。

为提升教育质效，他们用党的奋
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
向，建立学习资料共享机制，军地党员

可以第一时间分享最新最全的党史学
习资源。同时，两家单位还联合建立
一支军地红色宣讲团，围绕百年党史
精心备课，开展互动式、体验式、沉浸
式教学，打造有址可寻、有物可看、有
史可讲的实境课堂。在此基础上，因
地制宜开展形式多样的交流活动，打
通交流沟通的壁垒，营造浓厚的学习
氛围。两家单位还分别设立学习教育
监督员，相互督促，共同进步。

3月初，为深入挖掘党领导宿迁
人民的浴血奋战史和艰苦创业史，
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整合社会力量，
寻访宿迁籍英烈后人，推出“百年循
迹——走过你来时的路”“宿迁革命
英烈故事”等专题活动。这一活动很
快受到军分区党员干部的欢迎。前
不久，勤务班上士党员刘人榕学习

“百年循迹——走过你来时的路”中
的红色故事后，专门利用休假时间

探寻朱瑞将军的革命轨迹，感受老
一辈革命家对党的坚定信仰。

“资源丰富，形式多样，大家的学
习热情高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一
位领导告诉记者，过去开展教育，往
往只是满足于书读了、交流发言落实
了，成效如何关注不多。有了军地
联动机制，军地双方不仅可以邀请
军分区党员参与局办的组织生活，
还 能 组 织 工 作 人 员 到 军 营 走 访 见
学，在交流互动中，加深对党史军史
的认识和理解。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随着
党史学习教育不断深入开展，宿迁军
分区将党史学习教育与服务基层结合
起来，通过收集基层困难清单，不断校
准服务准星，同时携手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将推动退役军人服务、保障退役
军人合法权益结合起来，用实际行动
推动教育走深走实。

江苏省宿迁市军地优势资源互补创新教育形式

军地联动 走深走实又走心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进 行 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