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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兵 工 作 进 行 时征 兵 工 作 进 行 时

“作为民兵护林员，我们一定要守

护好这片来之不易的绿色。”8 月 27 日，

习主席在河北承德考察时亲切看望的塞

罕坝机械林场望海楼护林员刘军、王娟

夫妇，与承德军分区官兵及民兵代表座

谈，他们的一席话引发现场强烈共鸣。

刘军和王娟驻守望海楼 13 年，担负

着防火瞭望和资源管护双重任务。与他

们一样，林场所在的围场满族蒙古族自

治县，共编有 38 支民兵森林（草原）灭火

分队，他们有的是林场扑火队员，有的是

附近乡镇的村民。

塞罕坝机械林场位于承德市北部，

三代林场建设者经过近 60 年接续奋斗，

把人迹罕至的荒原变成世界面积最大的

人工林，百万亩“中国绿”成为举世瞩目

的奇迹。

8月 23日，习主席考察塞罕坝机械林

场时再三叮嘱要注意防火安全。习主席

强调：“你们 60 年没有发生火灾，这已经

很不容易了，经验值得总结，继续完善，

但丝毫不可松懈。我们建这片林，它的

生态屏障作用，要永远发挥下去。”

“承德是塞罕坝精神的发源地，我

们 要 贯 彻 新 发 展 理 念 、弘 扬 塞 罕 坝 精

神，做驻地绿色发展的守护者，筑牢京

津生态屏障。”该军分区政委刘卫平介

绍，连日来，他们深入学习习主席重要

讲话，开展“弘扬塞罕坝精神、争当新时

代国动人”主题讨论，组织争创“塞罕坝

号”优秀民兵营连活动，让塞罕坝精神

融入官兵和民兵血脉。

承德市是河北省林业大市，森林覆

盖 率 达 60%，林 草 覆 盖 率 达 72%以 上 。

该军分区司令员董彦省介绍，民兵是守

护绿色发展的主要力量之一，他们在 11

个县（市、区）编建了 234 支 2000 余人的

民兵森林（草原）灭火分队，协调投入资

金配备无人机、风力灭火机、油锯等设

备，不断加强民兵应急力量“编、建、训、

管、用”，提升应急能力。

“森林扑火不仅需要专业队伍，也离

不开先进装备。”兴隆县人武部部长张鹏

介绍，兴隆县是承德市防火大县，森林覆

盖率高达 72%。得知驻地雾灵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配备有世界先进扑火装备

后，他多次上门协调，依托保护区工作人

员编建了一支 30 人的民兵森林（草原）

灭火排。

为了提高应急效率，该军分区主动

对接地方政府，把民兵应急力量融入地

方应急救援体系，与驻地林业和草原、应

急管理，以及塞罕坝机械林场等部门建

立协同联动机制，定期组织联演联训，形

成应对重大火情灾害军地合力。近两年，

该市军地以塞罕坝机械林场应急处突为

背景，组织“承动-2020”“紫塞-2021”国

防动员及民兵应急综合演练，直接参演

参训民兵 1000 余人，提高了首长机关和

民兵分队遂行森林灭火等应急应战任务

能力。

去年 4 月 28 日，内蒙古多伦县发生

火 灾 ，大 火 距 塞 罕 坝 机 械 林 场 仅 5 公

里。接到情况通报后，承德军分区立即

会同林场组织 50 余名基干民兵机动至

多伦县，在当地联合指挥部统一调度下，

历时 2 小时将明火全部扑灭，确保了林

场安全。

“无人机完成林场侦察，所有起火点

均已扑灭！”8 月 25 日，该军分区以“塞罕

坝机械林场森林火灾扑救”为课题的实

兵 演 练 结 束 ，军 分 区 机 关 带 领 11 个 县

（市、区）630 余名现役官兵和基干民兵，

历时 6 天完成火场紧急避险等 11 个课目

综合演练。

“这次演练既有室内推演，也有联合

实兵行动，提高了突发情况下森林灭火

能力。”塞罕坝机械林场民兵森林（草原）

灭火排排长丁攀宇曾多次带队执行灭火

任务，他表示将加强训练，练就过硬本

领，确保林海安全。

据了解，近年来该军分区先后组织

驻承官兵和民兵 5 万余人次参与驻地生

态文明建设，植树造林 2 万余亩，执行机

动扑救火灾任务 10 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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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好这片来之不易的绿色”
——河北省承德军分区弘扬塞罕坝精神做绿色发展守护者

■杨 振 李东辉 孙 臻

本报讯 宁建军、特约通讯员肖承

槟报道：“15 名不明身份人员企图潜入

我境！”初秋时节，茫茫戈壁，接到“敌”情

通报后，新疆昌吉军地 12 支联防力量依

令而动，不到 20 分钟，这一特情被成功

处置。这是昌吉军分区联合驻地党委政

府对党政军警兵民合力处突机制运行成

效的一次检验。

该军分区守卫的边防线点多线长

面广，有的地段山高林密、沟壑纵横，有

的地段是大漠戈壁，人迹罕至，不同环

境给边境管控提出不同要求。为守好

祖国边防线，近年来，昌吉军地持续推

进 边 境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提 升“ 科 技 +戍

边”工程，升级改造监控设备，合力调配

各方巡防力量，使管控适应全天候、覆

盖全领域。

该军分区还积极协助地方边防委修

订完善《新时代党政军警兵民处置重大

突发事件运行规范》《处置边防突情画

册》《昌吉防区一碑一案》等，进一步理顺

指挥关系，优化编组力量，不断提升军地

联合指挥效率。

“ 作 战 环 境 、对 手 和 任 务 不 断 变

换 ，不 仅 考 验 指 挥 员 战 法 运 用 和 处 置

水 平 ，对 战 斗 员 的 意 志 也 是 一 次 检

验 。”参 与 此 次 演 练 的 一 名 指 挥 员 介

绍，此次演练以应对“非法越境、疫情防

控、抢险救灾”为背景，区分“启动应急

机制、组织封控部署、处置重大突情”3

个阶段，重点演练军地联合边境封控、

辖区民兵快速处置重要民生设施遭破

坏等 12 个课 目 ，检 验 党 政 军 警 兵 民 联

防机制运转效率。

“S303 线 因 山 体 滑 坡 导 致 部 分 路

段受阻，有车辆受损、人员受伤”“辖区

某 段 输 气 管 线 遭 人 为 破 坏 ……”面 对

接踵而至的“特情”，笔者看到，民兵应

急分队、医疗救护组、消防救援人员迅

速前出，协同开展保交护路、灭火救援

等行动。

演练结束后，呼图壁县石梯子乡民

兵闫怀东说：“平时我们对自己手中的装

备性能掌握较全，但对其他人员使用设

备的技战术指标了解少，导致在联合演

练中有点手忙脚乱。”

“我们要像攻山头那样补短板。”该

军分区司令员缪建说，他们将聚焦演练

中暴露的问题开展体系化训练，实现思

想合心、组织合体、行动合力。

新疆昌吉军分区联合驻地党委政府开展党政军警兵民处突演练

提升军地联防应急效率

本报讯 李光辉、辛振乾报道：8

月下旬的豫北平原，河南省焦作军分

区 1000 多名“准新兵”役前训练的热情

高涨。

“刚到部队时也怕苦怕累，甚至有

打‘退堂鼓’的想法。一次考核，一名

老兵在五公里武装越野时摔倒，左膝

鲜血直流，但他坚持训练，说爬也要爬

到终点。最终，班长和全班战士轮流

背着他跑到终点。老兵的血性一直激

励着我克服困难，刻苦训练。”

某部上士陈伟讲述自己成长为骨

干、选取为士官的经历，赢得全场“准

新兵”鼓掌称赞。陈伟是沁阳市人武

部组织役前训练的教练班长，是焦作

军分区从作战部队聘请的 50 名教练班

长之一。

“老兵是新兵的榜样，新兵是老兵

的‘镜子’。老兵的言传身教、传经送

宝十分重要。”焦作市征兵工作领导小

组副组长、军分区副司令员王志敏介

绍，在今年役前训练中，他们创新方式

方法，让“准新兵”与老兵对话、与英烈

对话、与法律对话，筑牢预征青年思想

根基，提升役前训练质效。

“都说青春无价，在部队会不会耽

误青春？”在孟州市民兵训练基地，大

学生雷文奇的提问单刀直入，教练班

长刘杰结合自身经历，从政治荣誉、个

人发展、经济补偿等方面算了几笔账，

拉直了“准新兵”心中的问号。

8 月 21 日，温县人武部组织 120 名

“准新兵”来到该县革命烈士陵园，在

“人民英雄”申亮亮墓前敬献鲜花。

“亮亮哥是家乡的骄傲，更是我心

目中的英雄。”温县东南王村大学毕业

生樊超家距离申亮亮家仅一村之隔，

他代表“准新兵”作出庄严承诺：“请亮

亮哥放心，我们一定会紧握手中钢枪，

扛起时代使命！”

该 军 分 区 广 泛 开 展“ 向 英 烈 学

习 ，走 英 烈 道 路 ，做 英 烈 传 人 ”活 动 ，

组织“准新兵”到革命烈士陵园与英烈

进行跨时空对话。“今年下半年征集对

象大多是‘00 后’，学习英烈事迹是为

了让他们读懂军人的使命和担当，激

发 他 们 矢 志 报 国 的 热 情 。”该 军 分 区

政委胡凯说。

“应征公民拒绝、逃避征集服现役

拒不改正的，不得录用为公务员或者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

的工作人员，不得招录、聘用为国有企

业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8 月 22 日 ，山 阳 区 人 武 部 部 长 黄

应 龙 结 合 新 修 订 的 兵 役 法 ，为“ 准 新

兵”讲解拒服兵役的严重后果。笔者

了解到，在每名“准新兵”手中，都有一

本汇集全国 16 起拒服兵役典型案例的

口袋书。

“出现退兵问题，一方面缘于应征

青年缺乏体能、心理和思想准备；另一

方面也由于役前训练的‘政治体检’不

够严格细致，没有打牢从军报国的思

想根基。”该军分区司令员刘同兴说，

“当兵就是尽义务，不能挑把拣瘦。合

意的军兵种就去，不合意的就不去，这

不是政治合格的应有表现。”

针对“双合格”青年希望选择服役

地区和军兵种的现象，该军分区切实

加强思想教育，端正应征青年入伍动

机。为保证阳光征兵，该军分区严格

依托“兵员征集定兵辅助决策系统”定

兵，邀请上级机关、人大代表、应征青

年家长代表监督，一次性定兵并生成

带有二维码的纸质文档，现场确认签

字，存档事后可查。

经过严格的役前训练，该军分区

发现 7 人身体患有隐形疾病，不适宜参

加 高 强 度 体 能 训 练 ；5 人 吃 苦 精 神 较

弱，均作劝退处理。役前训练为助力

“准新兵”蜕变，缩短入营后的适应期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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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山 河 破 碎 、民 不 聊 生 的 岁 月

里，为洗雪国耻、救民于水火，李兆麟

投笔从戎，辽河两岸留下他的战斗足

迹……”8 月 30 日，在位于辽宁省灯塔

市铧子镇后屯村的李兆麟将军故居和

纪念馆，讲解员李振荣为前来参观的

百余名基干民兵，娓娓讲述抗日民族

英雄李兆麟将军的光辉事迹。

“作为李兆麟将军的堂侄，能够给

大家介绍他的故事，弘扬英烈精神，我

感 到 特 别 光 荣 。”李 振 荣 老 人 今 年 86

岁，身体硬朗，神采奕奕，担任李兆麟

将军故居和纪念馆义务讲解员已有 24

年。他向笔者介绍，他出生时大伯就

已离开家乡参加革命，自己从未见过

大伯，但从村里长辈口中经常听到大

伯的故事，从小就引以为傲。

1997 年，李兆麟将军故居修复开

放，急需一名义务讲解员。当地相关

部门领导了解到李振荣曾在后屯村担

任过 33 年党支部书记，在村里很有威

望，而且作为李兆麟将军堂侄对将军

事 迹 十 分 了 解 ，就 向 他 发 出 了 邀 请 。

李振荣毫不犹豫接受了任务，一干就

是 24 年。为了尽可能多地掌握准确翔

实的资料，他多次到相关博物馆、档案

馆寻访参观，还曾赴李兆麟战斗过的

地方实地踏访，逐渐成为当地颇有名

气的抗联历史专家。

“李兆麟在家乡抗日时，经常在这

个粮仓内印刷抗日传单。”李振荣指着

故居院内的一处粮仓向大家介绍。继

续往里走，在一处石碑前，他低声吟唱

起李兆麟在林海雪原征战时参与写下

的《露营之歌》：“铁岭绝岩，林木丛生，

暴雨狂风，荒原水畔战马鸣……”深情

的歌声让参观者仿佛回到战火纷飞的

年代。

如今，这里已成为周边党员群众

的“ 红 色 打 卡 地 ”。 针 对 参 观 人 员 年

龄、职业、教育程度的不同，李振荣的

讲解各有侧重。

每次完整的讲解至少需要半个小

时，比较耗费体力和精力。看着父亲年

纪越来越大，以往非常支持父亲的儿女

们，开始担心他的身体，希望他能歇一

歇。李振荣却坚定地回答：“趁着身体还

硬朗，我会一直讲下去。”现在，故居不远

处的兆麟广场和新的纪念馆已经落成，

李振荣正着手帮带 2名年轻讲解员。

做一辈子红色宣传员
——退休老支书担任李兆麟将军故居和纪念馆讲解员 24 年

■谭长俊 周 兴

99 月月 11 日日，，在河北省邢台在河北省邢台

市大中小学校园里市大中小学校园里，，百余名英百余名英

雄模范结合自身经历主讲雄模范结合自身经历主讲““开开

学第一课学第一课””。。他们中既有老他们中既有老

兵也有劳模兵也有劳模，，平均年龄达平均年龄达 7878

岁岁。。学生与英模面对面学生与英模面对面，，聆听聆听

英雄故事英雄故事，，坚定爱党爱国信坚定爱党爱国信

念念。。图为一等功臣图为一等功臣、、““最美退最美退

役军人役军人””吴洪甫走进育才小吴洪甫走进育才小

学学，，讲述战斗故事讲述战斗故事。。

王 健、本报记者刘松峰

摄影报道

开学第一课

百名英模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