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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上旬，甘肃省白银军分区组织
军事训练“四会”教学评比竞赛，评选出
5个精品课目。其中，人武部职工的教
学课目独占4席，在军分区引起热议。

去年，该军分区所属人武部超过
半数的科长岗位空缺，人少事多的矛
盾越发凸显。作为人武系统“常住人
口”，如何发挥职工队伍的作用，让他
们挑大梁、担重任，成为该军分区研究
的课题。

军分区民兵武器仓库需要24小时
值守，职工冯国升经常是一连半个月不
出仓库，即便家就在本地，也过着“两地
分居”的生活。一次，好不容易休年假，
在家仅待了一天便接到单位紧急召回
的电话。他二话没说，按时归队。

“我们职工队伍能闻令而动，这与
军分区坚持加强职工队伍管理教育，激
发他们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是分不开
的。”军分区政委姚宝林介绍说，军分区

不仅定期组织职工学习《党章》、条令条
例及各项规章制度，还对职工的遵规守
纪、履职尽责、现实表现等情况进行月
公布、季通报、年考评，并将考评结果与
福利待遇挂钩，让“干多干少不一样、干
好干坏不一样”。他们还注重树立典
型、培塑先进，增强职工荣誉感。同时，
加大“八小时以外”管理力度，建立家
庭、社会信息反馈和不定期点名制度，
引导职工净化“两外三圈”。

一年多来，军分区很多职工主动由
“后台”走向“前台”挑起了大梁。白银
区人武部职工谢威经常被抽调到市民
兵仓库担任库管员，他不仅欣然受命，
还在短时间内练就了对全库枪炮、弹药
性能、数量、质量“一口清、一摸准、一看
懂”的本领，成为公认的“业务通”。景
泰县人武部职工张雯霖是名退伍老兵，
他对照现役干部找差距、补短板，不断
提升个人能力素质。去年，他在征兵工

作中积极筹划、主动协调，发挥了骨干
作用。今年，役前训练、党史学习教育
中处处可见他活跃的身影。

“一人多岗、身兼数职”是人武系统
的常态。为了让职工能“独当一面”，该
军分区的做法是本着“精本职、通多岗”
的思路，培养职工过硬的能力素质。

这两年，该军分区持续开展“学理
论、学业务、学技能、强素质”的“三学
一强”活动，利用军地优势资源组织培
训，提高职工技能，培塑“学习型”“一
专多能”的职工骨干型队伍；各人武部
让职工从事务性工作中跳出来，参与
军事训练、民兵整组、国防教育等工
作，通过岗位锻炼，培养一批“多面
手”；因人制宜，充分考虑职工性格特
点、个人经历、专业特长等因素，综合
组织需要和个人意愿，安排工作岗位，
探索推行动态调整的岗位轮换制度，
确保人尽其才。

王万华是景泰县人武部保障科出
纳，却经常“兼职”政工科干事，有时还
要“客串”军事科参谋，到了征兵季，还
要负责体检、政考等业务。几天前，地
方党政干部参观人武部荣誉室，恰巧
负责讲解的政工科干事休假，王万华
主动请缨。不论是单位历史沿革，还
是单位开展的重要活动，他介绍得井
井有条。

白银区人武部职工刘德明，在人武
部是公认的水电暖“大拿”。但他不满
足现状，刻苦钻研信息技术维修。一
次，人武部视频系统出故障，负责检修
设备的人员在休假，刘德明迅速顶上，
第一时间排除故障，保证视频会议正常
举行。“有干部休假、住院、出差，涉及各
岗位各专业，替班顶岗的职工全部出色
完成任务，过去那种‘一人离岗、工作断
档’的现象再没发生。”对此，军分区领
导欣慰地说。

甘肃省白银军分区激发职工干事创业积极性

人人挑大梁 个个能担当
■师卫东 周益平 本报特约通讯员 杨 涛

本报讯 杜彬、吕良兵报道：河南
省安装集团、河南通达电缆集团等 65
家国有企业和骨干民营企业参会，提
供优质就业岗位 6855个……近日，由
河南省洛阳市军地联合举办2021年退
役军人专场招聘会，“线上直播带岗+
线下招聘”是此次招聘会的一大亮点。

笔者登录“洛阳就业”服务平台手
机客户端，点击进入招聘会线上直播带
岗活动直播间看到，8名退役军人正与
12家企业高管“面对面”互动。其中，4
名退役军人与河南通达电缆集团等现
场达成就业意向。1个多小时的直播，
吸引 6万多人关注。直播刚结束，有 6
家企业主动联系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希
望与另外 4名退役军人做进一步交
流。河南省安装集团招聘主管刘海斌
介绍说：“我们集团福利待遇好，只要退
役战友愿意加入，年龄、学历等条件都
可以放宽，对岗位不满意还可以优先选
岗调岗。我们看中的就是军人吃苦耐
劳、认真负责、甘于奉献的优秀品质。”

这次专场招聘会中有 80%以上的
岗位为高质量可成长岗位，薪资待遇、
发展空间普遍较高。正如退役军人郭
亚丙在网络直播时所说：“作为退役军
人，我深深感受到社会对军人的尊崇，
我们一定珍惜这次机会，永葆军人本
色，在新的岗位上好好干。”此次招聘
活动吸引了 3000多名退役军人参与，
目前已有1000余人与用人单位达成初
步就业意向。

据笔者了解，为筹备此次招聘会，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和军分区政治工作
处共同开展退役军人跟踪服务，摸底
调查就业意愿和就业状况，制定帮扶
计划，并组织退役军人到企业观摩，为
退役军人和企业搭建求职招聘的平台
和桥梁，拓展退役军人就业空间。

“去年，洛阳市建立军地联席会议
机制，定期收集驻军单位和官兵所思
所盼，每季度召开联席会议，合力为军
人军属办实事、出良策、解难题。”军分
区政委李杏向笔者介绍，招聘会结束
后，军分区将继续协调相关单位开辟

“绿色通道”，做好应聘人员的跟踪服
务保障，同时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职
业技能培训，拓宽军人就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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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赣西北修河上游两岸，鸟儿争
鸣，百花盛开。河边的马家洲公园游人
如织，《擎起革命第一旗》哼唱小调不时
传入耳中。我今天要和大家讲述的是这
支小调背后的故事。

修水是秋收起义的主要策源地和爆
发地。“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秋收起义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武装
斗争中公开打出自己的旗号，人民军队
历史上第一面带有镰刀、斧头、五角星的

工农革命军军旗诞生，彰显了中国共产
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决心。

从小我就听长辈们讲修水秋收起
义的故事，那段历史老一辈人口口相
传。20世纪 70年代，秋收起义修水纪
念馆开建，随着馆藏文物不断丰富，当
地群众对秋收起义有了更为全面直观
的了解。纪念馆是我们获取精神食粮
的重要阵地。那个时候我 在乡镇工
作，一有时间就跑到县城，到纪念馆

瞻仰这面军旗，感悟秋收起义的烽火
岁月。

进入新世纪，我们县大力开展红色
文化建设，成立了“秋收起义研究会”，
实施“红色修水”文化挖掘整理工程。
也正是在那个时候，诞生了《致敬第一
面军旗》《秋收起义》等脍炙人口的影视
作品，修水秋收起义这段历史为更多世
人所知。

退休后，我成为一名秋收起义历史
文化义务宣讲员，指导各个学校组建红
领巾讲解员队伍，让更多学生们走上红
色舞台。义宁小学的杨益小同学参加省
举办的“小小演说家”比赛并获奖，他讲
的就是第一面军旗的故事。此后，他时
常与我交流感悟，我们成为忘年交。

在秋收起义精神激励下，修水人

勇闯勤干谋发展，推动这座小城发生
巨变。基层党建与红色旅游融合、红
色文化与绿色景点融合，以红色资源
为主体撬动发展全域旅游，成功创建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和“国家休闲
旅游示范区”。

步入新时代，秋收起义精神有了
新的传承：《擎起革命第一旗》快板小
调不仅被人民群众广为传唱，还被搬
上国际舞台；高唱红歌、重走当年革命
军在修水的起义路线成为红色旅游热
门项目；乡村学校组建革命传统教育宣
讲团，定期举办国旗军旗宣誓仪式……
这些都让我深感自豪，我坚信在第一面
军旗的引领下，修水必将不断奏响奋
进之歌。

（林小强、包天龙、张亦非整理）

江西省修水县老党员吴向东讲述《擎起革命第一旗》背后的故事——

永远传唱奋进之歌

近日，安徽省安庆市宜秀区人武部组织民兵党员来到“两弹元勋”邓稼先
故居开展党史现地教育。图为民兵党员现场重温入党誓词。

谢婷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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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粤汛期将至，亟需未雨绸缪。
连日来，广东省东莞市各乡镇民兵

防汛抗洪分队 285名骨干齐聚同沙水
库开展水上课目集训，提升抢险救灾本
领，磨砺应急尖兵。

“汛期将至，民兵防汛抗洪分队是
重要的应急力量，必须提早做好准
备。”东莞军分区政委刘松涛介绍，此
次集训为期 11天，通过理论辅导和实
操训练相结合方式实施，并将专武干
部一同纳入其中。

笔者在训练现场看到，冲锋舟群灵
活穿过水面密集的障碍区展开救援队
形。随即，一辆特种车辆驶入浅水区，
几名操作手迅速连接大直径橡胶管，启
动开关，瞬间一条“水龙”喷薄而出。集
训负责人刘光辉告诉笔者：“这种机器
名叫‘龙吸水’，具有扬程高、吸力大、排
量大的特点，1小时就能吸取3000立方
米水量，是应对城市内涝的好帮手。”

“训练中，队员们个个往前冲，肯吃

苦、干劲足，再加上配备了新装备，应对
汛情的底气更足了。”民兵郭柱林连续
多年参加防汛抗洪训练，是操控冲锋舟
的能手。他说自己曾应征入伍未能如
愿，当民兵也算弥补了遗憾，民兵也是
兵，也能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出力。

在众多参训人员当中，不乏新鲜面
孔。叶永安今年22岁，来自石龙镇，这
是他第一次参加全市组织的防汛抗洪
集训。“我大学刚毕业就加入了民兵，队
里很多老民兵都很照顾我，手把手教我
相关技能，收获很大。”叶永安说，希望
通过这次集训，自己的专业水平能进一
步提升。

据了解，此次集训军分区还对民
兵战备物资器材配置、民兵防汛抗洪
分队建设等情况进行详细检查，并就
汛期指挥调度做出提前安排，将现有
民兵应急力量统一纳入指挥体系，在
集训中进行统一培训，切实加强防汛
应急行动能力。

闻“汛”而动
——广东省东莞市民兵防汛抗洪集训侧记

■张雨倩 田 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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