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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兰国洪、记 者易恢荣报

道 ：“ 加 油 享 受 的 是 优 惠 ，感 受 的 是 光

荣。”7 月 5 日，贵州省福泉市基干民兵黄

朝 军 驾 驶 车 辆 到 加 油 站 加 油 ，他 出 示

“贵州省国防动员先进个人优待证”后，

点击“加油贵州”APP 进行优待结算。

今年，贵州军地联合发文，对国防

动员战线先进个人实施优待，并于 7 月

1 日前完成制证发放，让广大国防动员

战线先进个人共享贵州经济社会发展

红利。

记者获悉，优待对象主要为受过县

级以上表彰、表扬，完成任务出色、工作

表现突出的基层专武干部、基干民兵、

国防动员专业保障队队员、征兵工作和

潜力调查先进个人等。

近年来，贵州省军地发展实现同频

共振。省军区聚焦主责主业，开创国防

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新局面，国防动员

战线先进频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势头

强劲，地区生产总值增速连续 10 年位居

全国前列。

军民同心，携手奋斗。一直以来，

不 论 是 经 济 建 设 还 是 应 急 抢 险 ，不 论

是 脱 贫 攻 坚 还 是 乡 村 振 兴 ，贵 州 国 防

动 员 战 线 均 大 力 参 与 ，在 黔 山 秀 水 间

倾力奉献。

发展成果，军地共享。在梳理党史

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清单时，优待国防动员战线先进个人被

列入军地实事办理日程。他们坚持优

待向一线倾斜、优惠向基层聚焦，深入

展开调研论证，征求意见建议。在军地

相关部门合力推动下，一份《关于对年

度国防动员先进个人实施优待的通知》

应运而生，落地执行。

“优待项目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是一份沉甸甸的大礼包。”省军区动员

局 领 导 向 记 者 介 绍 ，他 们 协 调 地 方 交

通、文旅、通信等部门，按照对接生活、

对 准 实 用 的 思 路 ，将 乘 坐 市 内 交 通 优

惠、省内 A 级景区门票减免、个人信贷利

率优惠、加油现金优惠、通信资费优惠

等列入优待内容，让国防动员先进个人

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同

时，他们还分级负责，明确办理流程，对

涉及到的单位、网点“约法三章”，要求

各方及时协调办理过程中出现的矛盾

问题，确保优待措施落地落实。

“乘坐市内公共交通 5 折优惠”“省

内开放的国有 A 级景区实行头道门票免

票”“个人信贷产品执行优惠利率”“充

值加油每升优惠 0.2 元”“通信资费套餐

享受 5 折优惠”……翻开“红头文件”，优

惠措施详细罗列，优待内容一目了然。

“对工作在基层、战斗在一线的先

进个人进行优待优惠，既是对国防动员

战线工作的认可，也是对基层武装工作

的激励。”随着“优待证”的制作发放，该

省国防动员战线掀起新一轮争先创优

热潮。“国动人”纷纷表示，要牢记初心

使命，强化能力担当，不断推动国防动

员工作在基层创新发展。

贵州省军地联合行动优待国防动员战线先进个人

“黔动先锋”享优待获尊崇

本报讯 记者赵雷、通讯员王辉报

道：“有情况！”7 月 5 日，接到“一键呼叫

系统”提示后，值班医生刘佳迅速带上

医疗设备赶到老干部马务山家里。检

查后发现马老因低血糖引起眩晕，刘佳

立即给他喂了糖水，马老很快好转。一

键直达，是辽宁省军区沈阳第十五干休

所为老干部提供便捷贴心服务的一个

缩影。

针对老干部渐次步入高龄期和高

发病期，行动不便、急症频发等问题，为

赢得急救“黄金时间”，该干休所引进可

以早期预警、远程定位、实时监测、紧急

呼叫、自动报警的“老干部应急定位呼

叫系统”。

干休所政委潘红宇介绍，“老干部

应急定位呼叫系统”可实时监测脉搏、

血压等，还具有定位、通话、一键呼救、

自动报警等功能，与干休所门诊部监测

屏幕和应急呼叫电话连接，工作人员 24

小时待命，随时上门。老干部走出安全

范围、摔跤跌倒、数据异常等，该系统都

会自动呼叫。

此外，该干休所还制定了各类应急

抢救方案，并组织老干部家属、家政人

员参加基础急救技能培训。

前不久，老干部梁喜田在市场买菜

时不慎跌倒，他马上按下腕表上的报警

键。值班医护人员根据定位及时找到

梁老，立刻采取紧急措施。事后，梁喜

田的家人十分感慨：“多亏干休所的医

护人员及时赶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据悉，这两年，该干休所老干部急

诊处置成功率大幅提高，应急抢救期

间无一例死亡。平均抢救时间从 3 年

前的 30 分钟缩短到 23 分钟，每次突发

急症抢救均做到了快速、及时、准确、

高效。

辽宁省军区沈阳第十五干休所创新为老干部服务手段

智慧诊疗服务一键直达

前不久，兼任征兵“客服”的湖北工

业大学学生王德功，仅用不到半个小时就

帮一名应征学弟协调办理了征兵手续。

过去，这个过程往往需要两三天时间。

在“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中，湖北

省征兵办在湖北工业大学挂牌首个省

级示范高校征兵工作站，通过一站式服

务，力争让应征青年“只进一扇门、最多

跑一次”。“以往，办征兵手续需要跑武

装 部 、学 工 部 等 多 个 部 门 。 设 立 工 作

站，一站式集成办理，方便快捷。”湖北

省军区动员局参谋王洋告诉记者，下一

步将建成 15 个“省级示范高校征兵工作

站”，把征兵“最多跑一次”模式向全省

推广。

征兵“最多跑一次”，是湖北省军区

“ 基 层 有 盼 、马 上 就 办 ”的 任 务 清 单 之

一。今年党史学习教育中，该省军区聚

焦基层官兵和驻地群众“急难愁盼”，主

动 回 应“槽 点 ”、纾 解“痛 点 ”、打 通“堵

点”、补齐“断点”，把基层反映的“问题清

单”变成“履职清单”。

该省军区党委一班人在学习贯彻

习主席“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中，重点围

绕党的群众路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等展开学习讨论，对“基层有盼、马

上就办”措施进行研究完善。出台《关

于推行“基层有盼、马上就办”工作机制

的措施》，从畅通“盼”的渠道、落实“办”

的清单、跟踪“干”的效果 3 个方面，提出

9 个方面的具体举措。记者翻阅这份红

头文件，篇幅不长，但条条具体实在，量

化可执行是最大特点。

措施明确，省军区常委、军分区（警

备区）常委每月至少对接 1 次联系点倾

听基层呼声，每年不少于 2 次、每次不

少于 5 天到基层“蹲部住所”；省军区机

关 15 个工作日、军分区（警备区）机关 7

个工作日内必须对基层反映的问题予

以办理；受领任务后，机关须在 5 个工作

日内制定落实方案，7 个工作日内按照

批准的方案启动工作并及时向基层反

馈……一串串数字背后，是作风之变，

是“我为群众办实事”的诚意和担当。

恩施军分区以乡村振兴为重点，开

展“8511”工程，组织 8 个人武部分别帮

扶乡村振兴重点村；每个单位派出不少

于 3 人的驻村工作队，每名官兵对口帮

助 5 名留守儿童、困难学生；每个单位培

养 1 名优秀“兵支书”；每个单位参与保

护传承 1 处革命遗址。

十堰军分区针对基层反映比较突出

的偏远山区干部家属来队交通不便的问

题，设立山区来队家属中转服务站，为来

队家属提供接站、住宿等服务，竭尽所能

为他们解决现实困难。

据悉，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

以来，该省军区各级共列出“基层有盼、

马上就办”任务清单 309 项，截至目前，

已办结和回应 176 项，一系列暖心举措

让 基 层 官 兵 和 群 众 直 言 幸 福 感 满 满 。

“机关转作风，基层得实惠。”该省军区

领导说，党员干部只有不务虚功、不图

虚名，多办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的好

事实事，才能成为群众真心点赞的“赶

考人”。

湖北省军区在“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中列出任务清单 309项

基层有盼 马上就办
■田国松 吴 科 本报记者 何武涛

57 年很长 ，一名战士从黑发到白

头，几十年如一日坚守；57 年很短，守边

的日子如白驹过隙，一晃到了耄耋之

年，仍要守下去。

“我没有文化，但我有力气。拿起

枪就巡逻放哨，扛起镐就种地放牧。党

指挥到哪里，我就打到哪里！只要我还

能动，就要在这里一直守下去！”每当讲

起这些话，这位耄耋老人的脸上就会露

出自豪的笑容。7 月 6 日，笔者跟随新

疆塔城军分区某边防团官兵来到老人

家中，聆听了一堂“特殊党课”。

平凡的重任

老 人 名 叫 魏 德 友 ，山 东 沂 水 人 ，

1960 年入伍。1964 年，他与 30 多位战

友响应号召，脱下军装来到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第九师一六一团，成为一名光荣

的农垦戍边人。

沿着蜿蜒崎岖的牧道，笔者一行走

进萨尔布拉克草原深处，这里有一片面

积超过 50 平方公里的无人区。在一处

用红砖和土块砌成的房子前，81 岁的魏

德友身着迷彩服、头戴迷彩帽，精神抖

擞，身旁的羊群悠闲地吃着草。他扎根

中哈边境草原“无人区”，被称为边境线

上的“活界碑”。

蓝天白云下的萨尔布拉克草原辽

阔壮美。然而，这里也是西伯利亚冷空

气南下的必经通道。每到冬季，狂风肆

虐，暴雪深达 1 米多。到了夏天，蚊虫

猖獗，号称“十个蚊子一盘菜”。

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魏德友和妻

子刘景好坚守了整整 57 年。1982 年，

魏德友所在的兵二连解散，百余户人家

陆续撤离，他也有机会调到市里或回老

家工作。但魏德友主动选择留下，成为

一名护边员。

“我与边防连的战士们一起巡逻守

边。他们帮我家建房子，还给我们运马

草 、送 药 品 ，我 舍 不 得 离 开 。”魏 德 友

说，“我熟悉这里的地形地貌，了解社情

民情，可以协助战士们护边。”

魏德友家向西 8 公里，就是中哈边

境 173 号界碑。说这话时，他一边赶着

羊，一边盯着边境线的风吹草动。

如山的承诺

“再难！我也要一直守下去。”魏德

友缓缓闭上眼睛似在回忆。“我结婚时，

妻子从山东老家随我入疆。千里进疆

路，愈行愈荒凉。火车换汽车，汽车转

驴车，妻子走一路，哭一路。我们当天

入住的‘婚房’，只是戈壁滩平地挖出来

的一个地窝子……”

从此，“家住路尽头，屋在国界旁，

种地是站岗，放牧为巡边”，就是魏德友

和妻子的生活写照。每次巡逻前，魏德

友都会将院子里的国旗高高升起，傍晚

回来，看到国旗就看到了家。这面国旗

见证了魏德友的守边岁月，也见证了一

代代戍边人守土卫民的赤胆忠诚。

魏德友告诉笔者，过去，戍边条件

非常艰苦，饮水主要以河水、高山融雪

为主。晚上站哨，时不时传来狼叫，有

时还能看见冒着绿光的眼睛，挺吓人

的。一到冬季，大雪封山，零下 40 摄氏

度的极寒天气让身上的棉衣仿佛成了

薄纸。一次，魏德友与额敏河边防连的

战士们一起巡边，风雪中大家手挽着

手、肩搭着肩，艰难地向前挪行。行至

河中央，河面上的冰层突然破裂，战士

小陈掉入冰洞中。战友将他拉上来时，

他已全身冻僵。魏德友立马将自己的

衣物脱下，抱着小陈用身体为他取暖。

过了许久，小陈才恢复知觉。

萨尔布拉克草原地势平缓，边境线

缺少天然屏障。除了驻守在这里的边

防官兵，护边员的巡查也很重要。一

次，魏德友骑马巡查，发现一架飞机在

上空盘旋。等到飞机离开后，他在盘旋

区域内发现两串通向境内的脚印，魏德

友立刻向连队汇报。经过地毯式搜索，

终于发现可疑人员，并将其劝退到边境

线外。魏德友的胆大心细赢得连队官

兵一致称赞。至今，魏德友已义务巡边

20 多万公里，劝返和制止临界人员千

余次。

忆守边岁月，魏德友讲得动情，官

兵听得入心，纷纷站起身向魏德友致以

庄严军礼。

使命的相承

魏德友常说，自己就是个普通人，

干着普通的事，党和国家给了太多荣

誉，心里有愧。而且自己年纪越来越

大，真的哪天走不动了，就不能再为国

防事业作贡献了。但让他欣慰的是，二

女儿魏萍接过了接力棒。

魏萍告诉笔者，父亲一天不到边境

上看看就感觉少了点什么。“一次父亲

巡边遭遇暴风雪，迷失了方向，被困了

5 个多小时。我们担心得要命，央求他

回家养老，可他却不为所动。”魏萍深

深理解父亲对边防割舍不下的情感。

在父亲的感召下，魏萍辞去在山东的工

作，回到萨尔布拉克草原，当了一名护

边员。

“这几年边防的变化真的太大了。”

魏德友说，以前边境线上光秃秃的，现

在有了 3 层铁丝网，还有防火隔离带。

“边境线上各个点位都有监控覆盖，时

不时还能看见边防官兵利用无人机进

行巡边侦察。”魏萍接过话茬，“各类边

防公路也得到修缮，无论严寒酷暑，边

防 官 兵 和 护 边 员 都 能 吃 到 新 鲜 的 蔬

果。和父亲相比，我们新一代戍边人幸

福得多！”

魏德友告诉笔者，战士们的执勤装

备也升级换代了，作训大衣既保暖又轻

便，新式水壶即使在零下 30 摄氏度的

室外，保温效果也很好。装备器材的改

良大大提升了边防一线的执勤能力，这

也是国富军强的体现。

笔者看到，魏德友家周边种了上千

棵树苗。他特别喜欢树，说一代代戍边

人就像这一棵棵树，扎根边防，蓬勃向

上……

上图：魏德友向边防团官兵展示他

参加“七一勋章”颁授仪式时的照片。

何文博摄

﹃
活
界
碑
﹄
魏
德
友—

—

心
中
有
信
仰

脚
下
有
力
量

■
高
健
华

梁

晨

郝

超

““ 七 一 勋 章七 一 勋 章 ””获 得 者获 得 者

近日，河南省开封市伞塔国防教育基地正式对外开放。该伞塔始建于 1955年，虽已退出历史舞台，却见证了空降兵的

成长壮大历程。图为前来参观的儿童聆听空降兵某旅官兵讲解伞塔内部构造。 陈 凯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