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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廉恩杰、特约记者张印

东报道：5 月 12 日，山东济宁，数十

艘冲锋舟划破太白湖的平静，身着迷

彩 服 的 民 兵 机 械 操 作 手 驾 舟 劈 波 斩

浪，接受入队前的考核。军分区动员

处处长范广强告诉记者，今年该市 11

个县 （市、区） 的所有民兵专业技术

岗位人员，在编组前均需通过验证和

培训，合格者方能纳编入列。这是该

军分区提升民兵队伍遂行多样化军事

任务能力的又一创新。

近年来，济宁市加大向新兴领域

拓展民兵队伍的步伐，加强民兵新质

力量建设，民兵遂行多样化军事能力

不 断 提 升 。 然 而 新 的 问 题 也 随 之 出

现：民兵专业划分越来越细、科技含

量增加，其中部分专业特别是高新技

术 专 业 ， 如 无 人 机 操 作 、 频 谱 管 理

等，人武部缺乏相应专业组训力量，

个别单位出现以非专业人员或专业能

力较弱的二线人员凑数的现象；民兵

分队军事训练时间有限，而遂行多样

化军事任务的频次却在增加，迫切要

求在编组之初就将合适的人编入合适

的岗位。

解 决 新 问 题 需 要 创 新 举 措 。 今

年 民 兵 整 组 工 作 展 开 前 ， 该 军 分 区

党 委 明 确 ， 将 民 兵 编 建 质 量 考 核 关

口 前 移 ， 着 眼 编 组 出 战 斗 力 ， 从 入

队 开 始 ， 严 把 质 量 关 。 他 们 根 据 上

级下发的 《基干民兵编制表》，把所

有 专 业 技 术 岗 位 均 纳 入 考 核 范 畴 ，

采 取 核 验 证 书 、 现 地 操 作 、 理 论 考

核 、 面 试 提 问 等 办 法 组 织 考 核 ： 对

持 有 国 家 有 关 部 门 颁 发 的 各 类 技 能

操 作 证 书 和 执 业 资 格 证 书 的 ， 由 县

（市、区） 人武部在官方网站核实真

伪 ； 对 无 技 能 操 作 证 书 的 工 程 机 械

操 作 手 、 无 人 机 操 作 手 、 冲 锋 舟 操

作 手 等 ， 由 县 （市 、 区） 人 武 部 统

一 进 行 技 能 培 训 并 考 核 ， 考 核 合 格

的 颁 发 合 格 证 书 ， 编 入 民 兵 分 队 ；

对 报 务 员 、 各 类 维 修 技 师 、 工 程 师

等 不 宜 现 场 操 作 考 核 的 ， 由 县

（市、区） 人武部会同职能部门或外

聘 专 业 人 员 进 行 理 论 考 试 、 面 试 提

问 予 以 把 关 。 与 此 同 时 ， 军 分 区 在

组 织 民 兵 整 组 现 地 检 查 中 ， 对 重 点

分 队 专 业 技 术 岗 位 人 员 是 否 具 备 岗

位能力现场进行操作考核。

山东省济宁军分区着力提升民兵编建质量

民兵入队新增专业技能考核关

本报讯 记者柯穴报道：省军区机

关全体党员走进中共云南地下党建党旧

址，重温入党誓言；威信县人武部组织干

部职工和民兵骨干重走长征路，追寻先

辈心路历程；迪庆军分区联合州红军长

征博物馆、州电视台推出专题节目，讲述

红军长征过迪庆时与各族人民在雪山草

地谱写的军民情深似海的赞歌……进入

5 月，云南省军区党史学习教育再掀高

潮，本土化、沉浸式的特色学习教育，引

导官兵把“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

局”的目标要求落在实处。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最好的营

养 剂 。 但 营 养 剂 ，也 要 让 大 家 方 便 享

用 、乐 于 享 用 才 能 达 到 效 果 。”云 南 省

军区领导介绍，针对省军区系统基层党

组织类型多、党员数量大、各领域情况

不尽相同的实际，他们着眼增强教育实

效，创新教育形式。一方面在教育本土

化上下功夫，利用当地红色资源丰富的

优势，将课堂搬进革命旧址，让官兵在

重温红色历史中砥砺初心，传承精神。

另一方面，创新表达形式，组织红色电

影 季 、红 色 主 题 演 讲 、党 史 经 典 朗 读 、

党史知识快问快答等官兵喜闻乐见的

文化活动，提升官兵参与热情。同时，

他们在强军网上开设专栏，将驻地红色

资源搬到网上，推出“党史解读”“英模

人物”“党课集锦”等系列板块，打造图

文 并 茂 、声 形 俱 备 的 网 上 党 史 学 习 场

馆 ，让 官 兵 足 不 出 户 就 能 遨 游 党 史 海

洋、接受传统熏陶。

感悟党史辉煌，砥砺忠诚信仰，强化

责任担当。边境线上，执勤官兵和民兵

队员们巡逻一线，严防借道偷渡。中老

边境的刮风寨距离县城超过 200 公里，

面对没水没电住帐篷的艰苦环境，执勤

民兵分点驻守，劝返外籍人员 60 人次。

“面对重大灾难和重大任务冲锋在

前，是我们党特有的优势和鲜明的政治

品格，学习党史，就是要锤炼优良作风，

传承奋斗精神。”该省军区领导告诉记

者，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来，广大官兵

民兵坚守在边防一线，成为疫情防控中

坚力量。

云南省军区用好红色资源拓展教育课堂

寻根溯源，传承奋斗精神

5 月 13 日，西藏岗巴

县岗巴镇吉汝村民兵与

边防官兵一起骑马巡逻

边关。

吉汝村是日喀则军分

区某边防连的对口扶贫

点，连队官兵时常到村里

“走亲戚”，帮助村民发展

种植养殖，军医定期上门

巡诊，村民生活水平不断

提升，国防观念也越来越

浓厚。全村有 36 名青年

加入民兵组织，巡逻小分

队、应急小分队、巡逻马队

全天候巡逻，守护自己的

家园、守护祖国的土地。

本报记者 晏 良摄

平原游击队中的“双枪李向阳”也是

一位基层武装工作者？

老百姓为什么要背着自己的口粮堵

住皮定均，“逼”着部队收额外交的公粮？

为什么牺牲的战士口袋里塞满了子

弹壳……

5 月 16 日，一场寻根之旅拉直了河

南省新乡军分区干部职工脑海中的问

号。红旗区小店镇武装部长王其峰感

慨：从事武装工作 10 多年，对自己的职

责使命有了不一样的认识。

河南省新乡军分区在党史学习教育

中，突出我党我军武装工作史、国防动员

史学习，梳理挖掘本地区本单位发展史，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入心入脑。

追寻历史，感受民兵
身份的神圣光荣

“1938 年 5 月，在《抗日游击战争的

战略问题》中，毛泽东主席提出‘在一个

大的根据地内，是在一个军区之内分为

四五个或者更多的军分区的，每一军分

区都有独立作战的武装部队’，可以视为

军分区概念的正式提出……”5 月 9 日，

新乡军分区史志办负责人李世平正在进

行专题党课辅导。为了推动党史学习教

育落细落实，该军分区成立课题组，梳理

我党国防动员发展脉络，收集河南省、新

乡市国防系统史料，编写成系列教材。

贴近性决定影响力。对于省军区系

统来说，国防动员史、武装工作史对干部

职工有着特殊的亲和力和吸引力。为

此，该军分区特聘国防教育教员、知名红

色收藏家耿风泉，从 2 万多件红色藏品

中整理出与武装工作直接相关的数百件

实物，按照武装斗争、动员支前、双拥优

抚、国防教育等门类，梳理推出“冀鲁豫

军区豫北军分区、太行军区第四军分区

武装斗争史实物展”。

无 声 实 物 书 党 史 ，太 行 烽 火 照 汗

青。与此同时，军分区协同市委组织部、

宣传部，指导宝泉、轿顶山等红色景区，

将豫北八路军后方医院等 10 多处遗迹

遗址建成党建、国防教育基地。“用武力

保卫生产，用生产支援战争！”在陈赓秘

密抗战小道，白鹭集团民兵干部李堂胜

一 字 一 句 念 着 刻 在 山 崖 上 的《陈 赓 日

记》，感到民兵身份特别神圣光荣！

对话先辈，激发跨越
时空的心灵共鸣

“1947 年，辉县郭兴武工队被晋冀

鲁豫军区通令表彰为‘模范武工队’时，

郭兴不满 25 岁，其率领的武工队相当于

副营或连级单位。如果你在当时，如何

指导这支队伍？”军分区党史学习教育座

谈会上，一个有些“穿越”的问题，让与会

者议论纷纷。

学史为明志。“那些熠熠发光的历史

有着超越时空的穿透力，可为大家吹散

遮眼的迷雾。”新乡军分区政委田巍告诉

记者，党史学习教育中，他们将国动系统

工作中的一些困惑，放在历史坐标中求

解，顿时拨云见日。

“只考虑‘进步’，会觉得自己吃亏；

多想想使命任务，只会为自己临近退役

依然没有大的建树而汗颜。”原阳县人武

部政委李晓军说。

“我们都在书写本单位的历史，只不

过，有的留下的是浅迹、有的是石刻、有

的是空白……”红旗区人武部文职人员

韩丙鹏感慨。学习了镌刻在绝壁上的

《陈赓日记》后，该部组织所有干部、文

职、职工拿出工作中的得意之作，集体投

票确定“每月十事”，每个人作为的多寡

优劣，一目了然。

“因为我们的兵工厂造不出封闭性

要求强的弹壳，战场上有战士和民兵为

拣弹壳而牺牲。先辈为了一粒弹壳不

惜冒生命危险，我们工作中怎能畏难怕

苦？”经开区武装部干事王再坤心绪难

平。民兵整组和下半年征兵工作接续

展开，他和同事们针对征兵体检政考难

组织、民兵入队训练易走空、装备器材

调整面大等问题，逐项梳理制定具体落

实措施。

问计青史，寻找动员
奇迹的制胜密码

“不许与老百姓抢树皮”，这也许是

世界军事史上最独特的命令。老百姓

“逼”着军队收额外交的公粮，这更是世

界国防动员史上罕见的奇迹。

1943 年下半年, 由于日军连年疯狂

扫荡，乡亲们不能耕作，粮食紧缺。为了

生存，不少人只能吃树皮。于是，太行军

区第七军分区司令员皮定均带领“老三

团”入驻根据地各村，白天保卫农田家

园，晚上帮乡亲耕作。同时，他下达了

“不许与老百姓抢树皮”的命令。1944

年夏收，老乡们在交足公粮后又将自家

的口粮送到部队，皮司令不收就不走。

为什么民兵整组中有的企业不积

极，难道群众国防观念减弱了？掩上史

卷，到企业车间调研，与业主、员工座谈，

新乡军分区司令员王锋钊思路渐渐清

晰：新时代还是需要白天保卫农田家园、

晚上帮乡亲耕作的精神，只是表现形式

有所变化。

召开军事化管理与现代企业管理研

讨会；向地方政府提议，在优商环境建设

中增加国防考量；利用信息化手段，创新

“互联网+”编兵模式；积极帮助企业寻

找国防应用价值……军分区推出系列举

措，企业家们由衷地说：体会到了国防与

经济的互促双赢，也更加明晰了企业的

国防责任。

“这个证好，比我的民兵证漂亮多

了！”红旗区渠东办事处果园社区武装委

员陈昌丰参加完“武装委员”证发放仪

式，赶到爷爷的 90 岁寿宴时，已是晚上 8

点。他拿出“武装委员”证解释迟到原

因。没想到，老人喜笑颜开，还找出珍藏

的一张印在粗布上的民兵证相比较。

不久后，这位解放战争时期的老民

兵被请到了军分区党史教育课堂，讲述

当年平汉抗日游击队配合八路军打鬼

子、开展敌后游击战的历史；讲述民兵和

村民打通地下交通“生命线”，掩护陈云、

陈毅等我党高级领导秘密转移的经历

……“如果军队是利箭，有效的动员体制

就是汇聚力量的弓。抗战时期，组织起

舍生逆行的队伍，靠的是我党对群众的

影响力动员力。新时代，我们该如何凝

聚这种力量？”报告结束，田巍的提问引

发参会者的思考。

在军分区党委建议下，新乡市将武

装工作史纳入市委党委中心组学习计划

中，将市委市政府工作人员纳入学习范

围，使军地了解军分区人武部的历史定

位，以更强的历史责任感联手做好武装

工作。

太行烽火照汗青
——河南省新乡军分区结合本地武装工作史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陈 伟 冯 雨 本报记者 谷巍峰

人物简介：桓树林，河北昌黎人，

1930 年 生 ，1949 年 入 伍 ，1955 年 入

党。历任空军飞行员、空军漳州指挥

所副参谋长、顾问等。参加过抗美援

朝战争和福建前线防空作战，飞行 32

年，荣获《飞行荣誉证书》，荣立一等功

1 次，三等功 3 次。

1966年，上级要挑选一批飞行员

穿越氢弹爆炸后的蘑菇云，收集放射

性烟云。科学家直言，这个任务对人

的寿命肯定有影响，可大家都争相报

名。我们的想法很简单，作为共产党

员，不能光考虑个人问题。在抗美援

朝空战中，我驾驶的飞机被敌机击中，

我因跳伞成功捡回了一条命。我的一

切都是党给的，为了祖国强大，牺牲生

命也值。我申请第一个起飞，因为我

是党员，又是团长。出发前，我没跟家

人说什么，只是告诉战友：“我进去后，

如果两分钟内还没有听到我的声音，

表明我已经牺牲，第二梯队不要再进

入，航线上的飞机返航……”

现在，我已经离休多年，不能再上

一线了，但我仍关注着国家的发展。

每当国家遇到灾情或人民有困难时，

我通过捐款等方式尽自己的一分力。

作为党员，时刻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份，

心里要永远想着国家和人民。

（本报记者 郭冬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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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树林与年轻一代的军人和文职人员共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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