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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圆梦的时代：党和政府

的 倾 情 帮 扶 ，让 贫 困 山 区 孩 子 圆 了 大

学梦；公开透明的征兵政策，让民族女

孩圆了军营梦；不断拼搏进取，让我圆

了戍边梦……”“八一”前夕，云南省怒

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首位傈僳族入

伍女大学毕业生罗早友给家乡青年写

信，讲述自己的成长故事，激励有志青

年 积 极 参 军 报 国 ，热 情 拥 抱 这 个 圆 梦

的时代。

罗早友的家在高黎贡山深处的福

贡县鹿马登乡亚坪村，她家曾是村里的

建档立卡贫困户。初中毕业后，为支持

弟弟求学，罗早友一度面临辍学困境。

很幸运，她得到了国家在贫困地区实施

的“雨露计划”帮扶，在乡政府、县教育

局的多方资助下，罗早友顺利完成高中

学业，并考取了心仪的大学。

罗 早 友 在 高 校 就 读 时 ，家 乡 的 精

准扶贫工作深入推进。曾经贫穷落后

的亚坪村，按照“产业生态化、生态产

业 化 ”的 思 路 ，积 极 探 索 发 展 特 色 生

态 产 业 和 旅 游 业 相 结 合 的 路 子 ，成 立

了“亚坪草果”专业合作社，村民利用

得 天 独 厚 的 自 然 条 件 种 植 草 果 、茶 叶

和 重 楼 ，取 得 良 好 收 益 ，日 子 越 过 越

好。在产业、住房、教育、医疗等扶贫

政 策 的 帮 扶 下 ，罗 早 友 一 家 也 在 去 年

脱贫摘帽。

“没有党和政府的持续帮扶，就没

有我的大学梦圆，更没有我们家的好日

子，我应该为国家尽一分力！”今年上半

年，学校开展征兵宣传，即将大学毕业

的罗早友在网上报名，并顺利通过了体

检、政考和役前教育训练。

“我志愿到艰苦地区去服役，为保

卫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作为福贡县

18 年来的首位女兵，在确定服役去向

时，罗早友决心要像巡逻时路过家门口

的边防官兵一样，为祖国戍边。最终，

她如愿奔赴最艰苦的雪域边关——西

藏高原服役。“考上大学、建功军营、戍

边西藏，这是一个女孩有梦、逐梦、圆梦

的过程，也是时代发展的一个缩影。我

们有幸生长在这个伟大时代，也应该书

写人生别样的精彩。”书信最后，罗早友

表达了自己的心声。

云南福贡首位傈僳族入伍女大学毕业生罗早友致信家乡青年——

“热情拥抱这个圆梦的时代”
■李林帅 祁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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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江苏苏州公园，烈日炎炎。

一群身着迷彩服的青年正列队候

场。吴江区民兵应急连连长马志豪扫了

一眼身后的队伍，笑道：“这么热的天，大

家一个都不少。”“这么有意思的活动，谁

愿意错过？”队伍中，一句搭腔引起一片

笑声。列队的是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的

民兵骨干和部分应征青年，他们正准备

参加人武部组织的党史学习教育。什么

样的教育活动如此吸引人？人武部政委

倪绍徐揭开谜底，即将开展的是“红五

卅”红色街区剧本游活动。

剧本游是时下在年轻人中流行的角

色扮演游戏。在主持人引导下，每名参

与者拿到属于自己的角色剧本，明确自

己的任务，通过搜索证据和互相交流，找

到真相或还原故事。“红五卅”红色街区

剧本游围绕苏州市五卅路诞生经过以及

发生在此的重要历史事件设计游戏环

节，参与者通过“穿越时空”，回到 1925

年、1949 年和 1960 年的五卅路，重温峥

嵘岁月，感悟先辈的生死抉择和崇高追

求，进一步领悟自己的使命。

选择角色、换装、领取任务、进入实

景环境，参加活动的队员们一步步“走进

历史”。

1925 年 5 月 30 日，上海租界，英国

巡捕突然向游行示威的中国工人和学生

开枪，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

当天深夜，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组织

民众罢工、罢市、罢课，反对帝国主义暴

行。队员们与苏州乐益女中的进步师生

一起为声援五卅运动的义演出力。

1949 年 5 月 26 日，上海解放在即，

粟裕将军在位于苏州市五卅路 96 号的

金城新村签发了此役的最终命令。队员

们在这里参观、互动、解谜……

实景演绎、密室逃脱、真人跑团，深

受年轻人欢迎的游戏方式交替上演；搜

寻、互动、推理，随着剧情展开，队员们心

情跌宕起伏，深深沉浸其中。

最后，在五卅路纪念碑前，大家齐声

诵读碑文、献上白菊。历经 3小时的剧本

游活动结束，队员们意犹未尽。马志豪告

诉笔者，他们在体验过程中重温历史，上

了一堂生动深刻的党史课。在为实现民

族复兴伟大梦想而顽强拼搏、不懈奋斗的

接力中，新时代的青年要跑好属于自己

的这一程。应征大学生陈必茂直言，自

己参加过不少剧本游活动，如此投入还

是第一次。在游戏过程中重温历史，更

感受到党的伟大与光荣，感悟到今天的

美好生活来之不易，也坚定了自己携笔

从戎、为国守边的信念。他说，未来属于

青年，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应不负时代，

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武部创新教育模式

“红色剧本游”让
党史学习教育“活”起来

■徐 丁

征 兵 工 作 进 行 时征 兵 工 作 进 行 时

最近，辽宁省营口市现代服务学校

党总支书记刘岩脸上常挂着笑容。8 月

初，部队反馈信息，上半年接收的该校

30 名兵役班学生均表现优异；下半年征

兵 ，兵 役 班 毕 业 学 生 中 ，已 有 78 人 报

名。同时，有 180 个兵役班学生拿到了

升学录取通知书，其中参加高考的学生

所报专业均为招收定向培养士官计划

中所列专业。兵役班的升级之路越走

越宽阔。

夯基：学历升级势在必行

兵役班，是由营口军分区和现代服

务学校共同设立的特色班级，参照新兵

入伍体检政考标准招生，实行准军事化

管理，毕业学员优先选送部队。兵役班

自 1992 年创办以来，受到部队、家长和

学生的欢迎，平均每年都有百余名毕业

生 投 身 军 营 ，是 名 副 其 实 的 优 质 兵 员

“储备库”。

然而近几年，说起兵役班，刘岩一

度愁眉不展。随着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建设步伐加快，兵员征集重点转向大学

生。作为职业中专，学历成为兵役班学

生从军路上的“短板”，推动兵役班学生

学历和素质升级迫在眉睫。很快，军地

共同勾画出 3 条路线图。

从兵役班学生中选拔成绩优异者

组成“高考加强班”，配备优质师资和教

学资源，帮助学生树立考入“解放军定

向培养士官院校”的目标，备战高考。

与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联合设

立“3+2 直升班”，考入直升班的学生接

受 3 年中职和 2 年高职接续性培养，获

得大专文凭后应征入伍。

对 于 兵 役 班 其 他 学 生 ，学 校 引 导

和 帮 助 他 们 参 加“高 等 职 业 教 育 单 独

考试单独招生”，为从军梦想而努力 。

刚通过单考单招拿到营口职业技术学

院汽车制造专业录取通知书的兵役班

学 生 张 宸 瑞 告 诉 记 者 ：“ 继 续 学 习 是

为 了 提 升 自 我 ，也 是 为 了 能 够 实 现 军

旅梦。”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2020 届兵役班

毕业生升学率已达 90%。

赋能：以强军需求为方向

新 兵 回 访 ，是 兵 役 机 关 了 解 新 兵

思 想 ，助 其 在 部 队 安 心 服 役 的 重 要 流

程。这些年，在营口市新兵回访团里，

总 能 看 见 现 代 服 务 学 校 老 师 的 身 影 。

刚刚随团赴山东、青海、新疆等地完成

新 兵 回 访 任 务 的 马 志 文 老 师 告 诉 记

者，积极参与回访，既是为了配合部队

做 好 新 兵 思 想 工 作 ，也 是 为 了 了 解 学

生 所 学 与 到 部 队 后 所 用 的 结 合 情 况 ，

调 研 部 队 对 新 兵 的 专 业 需 求 ，据 此 调

整兵役班课程设置。

翻看兵役班历史，从其课程设置和

演变历程，可以窥见部队不断发展、加

速转型的轨迹。

1992 年，兵役班初设，只是在学校

常规课程的基础上，将队列基础、战术

动 作 、实 弹 射 击 等 军 事 技 能 课 列 入 必

修。不久，无线电通信、机械维修、网络

技术等专业课开班。这几年，课程更新

速度越来越快，船舶电气工程、电工电

子、机械制图、无人机驾驶、信息技术和

卫星通信等进入课表。而兵役班学生

人数也从最初的不足 20 人，增加到每届

9 个班近 400 人，并要求毕业时每人至

少拿到一种专业等级证书。

专业紧贴部队，培养瞄准强军。兵

役班班主任赵鹏直言，“通过兵役班的

培养，不仅要让学生初具兵味、可以更

快融入部队，更要让他们具备专长，在

军营走得更远。”

有专长走得远。赵鹏自豪地告诉

记者：学校选送到南海舰队的牟林云等

人，在新兵集训末期就被选拔到首艘国

产航母山东舰服役；6 名电子与信息技

术专业毕业生输送部队后，完成专业深

造成为专业骨干；杨炳坤等 12 名学生经

过集训后成为某集团军通信训练队“兵

教头”……

淬火：为部队选送优质砖

“ 送 去 37 个 兵 ，36 个 留 队 ！”提 起

2018 年 9 月为北海舰队输送的那批兵，

赵鹏满脸骄傲。在常人眼里，学生送到

部队，学校的工作即已完成，但在营口

军分区和现代服务学校领导和老师眼

中，衡量兵役班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

还包括毕业学生能否在部队沉下心、留

得住、干得好。

遴选，伴随培养全程。兵役班学生

入学即接受军分区和学校的联合考查

筛选，在校 3 年持续的准军事化管理和

全程淘汰制，更是有效的“砺兵石”。以

2020 级兵役班选拔为例，最初 500 余人

报名，体检、政考和面试选出 400 人，一

个月的全封闭式强化军训又筛除 50 余

人……

“兵役班相当于高标准、长跨度的

役前训练，可有效筛除在体能体质、意

愿意志等方面存在问题的学生。”营口

军分区领导介绍说，“选择军旅，不能只

靠朴素的参军热情，兵役班就是要把它

固化为强军理想！”

刘岩告诉记者，兵役班完成学历升

级的学生中，20%的学生拿到大学录取

通知书即报名应征，60%的学生选择大

学毕业后报名应征，也有接近 20%的学

生最后放弃了从军。他坦言，“面对学

历升级后更多的就业选择，部分学生确

实会动摇从军决心。但这样也留下了

真正想建功军营的应征者。”

29 年来，兵役班共为部队输送拥有

专业技能的兵员 3274 人，先后有 23 人

考学提干，1046 人入党，1253 人转改士

官，2466 人担任班长或骨干，用兵单位

普遍反映良好，无一例思想退兵。

29年送出 3000余名优质兵，辽宁省营口市现代服务学校兵役班积极适应征集重点调整—

职业中专兵役班的升级之路
■朱世伟 本报记者 范奇飞 赵 雷

开设兵役班、预征班等，提前培养储备“兵苗子”，是不少地区为兵员征集工作注入“源头活水”的成功实
践。“一年两征”，大学生特别是毕业生成为征集重点，备战打仗所需的各类技能人才也被突出出来，如何开创
兵役班选送高素质优质兵员的新局面？辽宁省营口市和贵州省的探索值得借鉴。 ——编 者

一连几天，贵州省六盘水职业技

术学院武装部干事、预征班班主任左

怀都在征兵体检站连轴转。看着班里

的学生一个个顺利通过体检，他很兴

奋：“以前大学生应征，体检合格率较

低。加入预征班，进行集中管理训练

后，饮食科学了、生活规律了、体质增

强了，合格率大幅提升。”

六盘水军分区动员处处长孙林更

感欣慰，下半年征兵，以预征班学员身

份参加体检的大学生，占该市大学生

报名人数的 3 成，全市 3 所高校预征班

共有学生 500 余名，可高标准完成大

学生征集任务。

“‘一年两征’，征兵工作趋于常态

化，要求各项准备工作日常化、规范

化。为突出征集重点，我们在贵州大

学等 10 余个高校试点开设预征班，各

市州在市属院校同步展开。各高校按

照征兵任务数的 1.5 倍标准，吸收应征

意愿强烈、思想品德端正、初检合格的

学生进入预征班。在校期间，通过‘八

一社团’‘国旗护卫队’等社团组织，集

中对应征学生进行教育、训练和管理，

毕业后优先作为征集对象参军入伍。”

贵州省军区动员局局长隋圣陶介绍。

为了让预征班学生从思想、身体

两方面“预先入伍”，承担预征班建设

任务的贵州各高校，按新兵管理模式

对进入预征班的学生开展日常军事

训 练 和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并 利 用 每 周

一、三、五晚自习时间进行基础队列

训练和战术动作训练，定期开展考核

测评。

刚刚通过体检的六盘水职业技术

学院学生王朝霖告诉记者，去年 9 月，

得知预征班开班，他和 200 多名同学

报名，经过体检、政考，最终入围的只

有 60 人。通过一年的学习和训练，今

年班里有一半的学生应征，其余的将

参加明年上半年征兵。

为 了 进 一 步 加 强 高 校 预 征 班 建

设，并形成大学生兵员预储机制体制，

日前，贵州省军地 10 部门联合下发了

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征兵激励政策的

通知，围绕大学毕业生征集、高校征兵

建设、定向高原兵和技能人才征集、基

层岗位招考招录、优秀退役士兵评选、

征兵机构常态化建设、征兵大数据建

设 等 7 个 方 面 ，明 确 了 18 条 具 体 措

施。通知还要求省内各高级技工学校

和技师学院挂牌成立征兵工作站，县

级征兵办公室上下半年各开展一次培

训，不断健全技能人才征集机制。

截至目前，贵州省下半年征兵，大

学生报名人数已超过 4 万人，大学毕

业生报名 1.8 万人，为圆满完成征集任

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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