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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重庆市巴南区人武部组织各镇街武装部

长、民兵骨干 100余人进行了为期 25天的民兵防空专

业集训，着力解决专业骨干数量少、技术不精湛、组训

能力不强等制约民兵训练质量提升的瓶颈问题，培养

了一批专业技术好、组训能力强的专业骨干，为年度

民兵训练任务的完成奠定良好基础。

上图：专武干部和民兵正在进行装弹训练。

右图：参训骨干喜获荣誉证书。

高效文摄影报道

前段时间，暴雨、台风等极端恶劣天

气，给河南、浙江等地带来严峻考验。当

地驻军、武警部队和国防动员单位接到

救援命令后，紧急出动，快速驰援，展现

出优良的部队作风和过硬的战斗能力。

极端恶劣天气是威胁人类生产生活

安全的“洪水猛兽”。面对极端恶劣天气

发生时间不确定、危险系数高、救援难度

大等特点，国防动员单位必须随时做好

打硬仗、打大仗的思想准备，在“战斗”中

成长，在“战斗”中提高。不是所有的战

斗都给我们留有准备时间，有效应对极

端恶劣天气带来的影响，我们应在研判

气象的同时主动作为、靠前行动，做到未

雨绸缪、防患未然，确保在极端恶劣天气

面前全时待战、随时能战。

实现快速动员、快速集结、快速出

动，敢站排头、能打先锋，必须要扎实做

好各项应急准备。发挥党管武装优势，

国防动员单位应主动协调地方同级党委

强化议训、议战、议应急能力，统一军地

思想认识，汇聚军地各方力量，形成强大

防灾救援能力。加强军地协作，及时掌

握气象信息，不断调整完善细化应急预

案。建设过硬民兵专业分队，以暴雨、台

风、地震、泥石流、森林火灾、山体滑坡等

自然灾害为背景抓好各类抢险救援演

练，让民兵专业分队成为地方防灾救援

的突击力量。研究探索新媒体功能拓

展，让新媒体平台成为紧急动员、引导撤

离、防灾避险、预报灾情的“小喇叭”。配

备新质救援装备，依托机器人、无人机、

救生艇、生命探测仪等先进装备扩大救

援范围。抓实抓细国防动员潜力调查，

挤干统计调查中的“水分”，确保需要的

时候，各专业队伍平战转换顺利，拉得

出、用得上、打得赢。

对于国防动员单位来说，战场不仅

在 枪 林 弹 雨 中 ，助 民 救 灾 同 样 也 是 战

场。特别是在自然灾害来临时，国防动

员单位能当好先锋，打好攻坚战，是职责

使命所系，也是战斗力的体现。胸怀“国

之大者”，聚焦练兵备战，主动担当作为，

国防动员单位应以打仗的姿态抓好应急

准备，要以打赢的决心提高战斗能力，这

是党的重托，也是人民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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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军报国，无上光荣”“携笔从戎不负韶华”“无川不成军，有你国更

强”……征兵工作展开以来，四川省成都市在多处地标性建筑上亮起征兵宣传

灯光秀，成为蓉城夜空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冯 超摄

本报讯 司伟宽、张鹏报道：“家园

有灾爱无疆，洪水无情人有情！”8 月 5

日，河南省汝州市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向大江南北的 10 余座军营发出一

封感谢信，感谢汝州籍 12 名官兵在家乡

遭受洪涝灾害时，慷慨解囊献爱心的善

行义举。

7 月中下旬，汝州市遭遇暴雨袭击，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家乡

的灾情牵动着汝州籍官兵的心，从 7月 28

日起，驻浙江某部二级军士长高学锋，驻

黑龙江某部干事刘小谈，驻辽宁某部士

官李首坤，驻新疆某部士官李延召、苏世

超，驻江苏某部士官魏俊阳，驻河南某部

教导员刘红涛，驻陕西某部士官张朋飞，

驻西藏某部士官张孟飞，驻北京某部上

等兵王照清，驻甘肃某部士官王静怡，武

警某部上等兵杨延辉，分别将 200 元至

10000元数额不等的捐款汇到了家乡。

据了解，这 12 名汝州籍官兵在部队

都表现突出。其中，张孟飞、刘小谈、李

延召、张朋飞、刘红涛、李首坤、苏世超、

魏俊阳分别于 2017 年至 2020 年度荣立

个人二等功、三等功；高学锋曾参加索马

里、亚丁湾海域的护航任务，被评为第二

届“强军精武河南兵”；苏世超、刘红涛参

加了“9·3”抗战胜利日阅兵和国庆 70 周

年阅兵活动；李首坤多次参加重大任务

安保执勤任务。

拳拳赤子心，悠悠家国情。对于此

次捐赠，二级军士长高学锋说：“无论身

在何处，家乡是我们永远的根。无法参

与灾后重建，我们就尽绵薄之力，为家乡

人民献点爱心。”

爱心从大江南北军营汇聚
河南汝州籍 12 名优秀官兵为家乡捐款获赞誉

“身为刘胡兰精神的传人，是一种

光荣。”

8 月 9 日，山西省文水县人武部操

场。训练间隙，刚入队不久的刘胡兰英

雄民兵班成员李凯美掏出手机，看着一

张合影说道。

这张照片是“八一”前夕，山西省委

书记林武专程赴文水看望慰问刘胡兰

英雄民兵班时留下的。

那天，林武在省军区司令员韩强陪

同下来到民兵班。回忆当时的情景，班

长李娜说，“林书记的慰问，更坚定了我

们弘扬刘胡兰精神、当好刘胡兰传人的

决心。”

其实，这并不是刘胡兰英雄民兵班

第 一 次 接 受 省 委 书 记 的 登 门 慰 问 。

2017 年，刘胡兰烈士英勇就义 70 周年

纪念日前夕，时任山西省委书记骆惠宁

也专程来到文水县，看望慰问刘胡兰英

雄民兵班的女民兵们。

两任省委书记登门慰问一个女民

兵班，这是一个怎样的集体？走进荣誉

室，记者找到了答案。

1964 年 12 月 24 日，山西省军区命

名成立“刘胡兰民兵班”，刘胡兰的妹妹

刘芳兰任第一任班长。这年冬天，刚刚

组建的胡兰班参加原北京军区组织的

军事大比武，一举夺魁。此后，在群众

性大练兵时期，这个班先后 120 余次为

外宾和各界代表团进行军事表演，受到

广泛赞誉。1997 年 7 月，山西省委、省

政府、省军区命名表彰胡兰班为“刘胡

兰英雄民兵班”。

时光荏苒。57 年来，这个英雄群体

如 同 一 所 育 人 的 学 校 、一 个 成 才 的 基

地、一座练兵的熔炉，先后培养出 400 多

名优秀民兵、31 名国家干部、29 名大学

生、56 名共产党员、26 名解放军士兵，受

各级表彰奖励达 70 余次，被评为“全国

三八红旗集体”“民兵基层建设标兵单

位”，荣立集体一等功、二等功、三等功

各一次。

翔实的数字，鲜活的形象。一个长

盛不衰的优秀群体跃然眼前。

“刘胡兰英雄民兵班自成立以来,

一直强调政治立班、军事强班、文化兴

班。”文水县人武部政委张卫华告诉记

者，新队员入班第一课就是参观刘胡兰

纪念馆，聆听刘胡兰事迹，邀请老队员

讲班史，用党史军史班史培根铸魂、建

班育人。

现在的刘胡兰英雄民兵班 12 名成

员中，年龄最大的 24 岁，最小的 18 岁，

10 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24 岁的李娜

是民兵班第 23 任班长，土生土长的文

水县刘胡兰镇人。她从小受刘胡兰精

神影响，2020 年 6 月从山西财经大学毕

业后，加入刘胡兰英雄民兵班，因表现

突 出 ，被 任 命 为 第 23 任 班 长 。 7 月 31

日，她带队参加山西省军区举办的“太

行——2021A 军地联合演练”轻武器射

击比武竞赛，9 名参赛队员全部获奖，

均 被 评 为 优 秀 射 手 ，取 得 了 个 人 赛 第

一、团体赛冠军的好成绩。

“军事强班，名副其实。”县人武部

部长武尚英介绍，57 年来，坚持以军事

训练为中心，组织刘胡兰英雄民兵班大

抓军事训练，让队员成为素质硬、本领

强的尖兵，是人武部历任领导的一贯做

法。刘胡兰英雄民兵班也因此在军分

区以上组织的 50 多次比武中，屡屡夺

魁，并涌现出多名“民兵神枪手”和军事

训练能手。

“人人都是一面旗，个个都像刘胡

兰”，这既是刘胡兰英雄民兵班叫响的

口号，也是她们自觉践行的诺言。

训练场上，她们掉皮掉肉不掉队，

流血流汗不流泪，像现役士兵一样严格

要求自己。

为民服务，她们主动担重任，不怕

牺牲和奉献。建立文水第一个志愿者

组织，成立全国首支 24 小时执勤备战的

民间消防队伍——刘胡兰女子消防队，

一次次在危急时刻“赴汤蹈火”。

播火传承，她们人人都是刘胡兰精

神 的 金 牌 讲 解 员 ，先 后 到 文 水 实 验 小

学、西城小学、凤城中学等十余所中小

学校，开展宣讲 50 余场，激励两万余名

中小学生在刘胡兰精神感召下健康茁

壮成长。

水有源，树有根。半个世纪以来，

刘胡兰英雄民兵班里的成员换了一茬

又一茬，但她们始终保持“队伍不散、精

神不倒、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变”，原因

何在？

“继承先烈遗志，传承红色基因，与

时俱进，守正创新。”山西省吕梁军分区

政委李军一语破的。

诚哉斯言。

左上图：刘胡兰英雄民兵班成员进

行越障训练。 张 武摄

绽放在英雄故里的铿锵玫瑰
—山西省文水县刘胡兰英雄民兵班速写

■张 武 马智勇 本报记者 卢 军

集中淬火，培养组训“明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