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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赫报道：“一组，东

北方向发现武装直升机，便携式防空导

弹截获目标后模拟发射……”“二组，东

南方向发现低空巡航导弹，双 25 高炮

班模拟协同抗击……”近日，河北省廊

坊军分区组织民兵分队拉动考核，地方

领导现场观摩检验。连贯操作的课目、

实战化的考评标准，让在场的地方领导

感叹：这次拉动考核“火药味”真浓！

军分区政委常彦明告诉记者，这

几年，军分区积极适应国防动员建设

发展新形势，在备战打仗、民兵整组、

兵员征集等方面主动发力，通过精细

化战备、实战化训练，应急应战能力水

平显著提升。

此次拉动考核地点是军分区新揭

牌的民兵训练基地，10 个县（市、区）人

武部的多支民兵分队分区域展开考核。

“三河市人武部开始灭火课目考

核 ！”只 见 无 人 机 迅 速 升 空 ，察 看“ 火

情”，民兵分队队员携灭火炮迅速到达

指定地点展开作业。紧接着，以抗震

救灾为背景，生命探测仪、起重机等实

际操作考核轮番进行。

“在此次拉动考核中，我们根据支

援保障作战、应急处突、抢险救灾等任

务需求，设置了冲锋舟操作、无线电台

使用、医疗救护、打桩机操作等 21 个考

核 课 目 ，目 标 明 确 地 练 、有 的 放 矢 地

考。”军分区战备建设处处长刘志向记

者介绍，所属单位同台竞技，不仅能够

展示自己所“长”，还能学习兄弟单位

的先进经验，共同促进共同提高。

一次“硝烟”弥漫的观摩检验，带

来的国防效益有多大？采访中，参加

活动的地方领导表示：“拉动考核现场

也是检验党管武装成效的考场。过去

到人武部，往往是听听情况汇报、瞅瞅

军事设施、看看图板展览，今天这次活

动是一堂直观生动的国防教育课，促

使我们要更好地落实党管武装制度，

以更加有力的举措为驻军单位提升备

战打仗能力服务。”

河北省廊坊市组织民兵分队拉动考核

“硝烟”弥漫演训场

作为国防动员系统的“新兵”，只要

永葆入伍初心，牢记强军使命，敢于突

破自我，就一定能交出合格答卷。

——徐亚军

去年 7 月，徐亚军从战略支援部队

某基地提升交流到山东省德州市德城

区人武部任政委，成为国防动员系统的

一名“新兵”。

从战支前沿到国动一线，这一步跨

得有点大。之前，徐亚军每天和看不

见、摸不着的“电波”“频道”打交道，与

省军区系统“零交集”，对人武部的印象

就是“抓三兵”：征新兵、训民兵、访老

兵。上任不久，他的这一印象被彻底颠

覆了。

这是因为各项工作接踵而来，“四

个秩序”规范化建设、双拥共建、国防教

育等等，要接收的新“信号”实在太多，千

头万绪让徐亚军深感“过了一山再登一

峰，跨过一沟再过一壑”的压力。“人武部

工作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完全出乎我

的意料。”徐亚军告诉笔者，德城区人武

部是“老先进”，他履职时唯一的想法就

是一定不能砸了这块“金字招牌”，“频

道”改换了，但使命仍然“在线”，必须拿

出“攻山头”的劲头。

然而，有想法和有办法是两回事。

上任不久，徐亚军就赶上人武部组织民

兵思想教育。在老部队虽然也抓过思

想教育，有一定经验，但组织民兵思想

教育，徐亚军却“翻了车”。第一次上教

育课，由于“测频”不准，没有锁定“目

标”，台上很卖力，台下无响应，更别提

“共振”了。首次亮相的失败让徐亚军

意识到，不能把民兵思想教育等同于新

兵思想教育。之后，他跑遍所有编兵单

位，一次次组织民兵代表座谈、开展网

上问卷调查。摸清民兵思想脉搏后，他

又收集素材，反复打磨教案并多次试

讲。一个月后，第二次上课，民兵给出

高分好评，徐亚军的授课教案还被军分

区评为“优质教案”。

踢开头一脚，徐亚军没有沾沾自

喜。为了巩固成果，彻底打开局面，他

从理论学习抓起，在人武部建立起学习

制度：周一早学、周二理论夜校、周四党

委中心组学、周五党团活动。徐亚军还

与部长商议，确立“党建+部建”建设思

路，升级改造部史馆、党员活动室、文体

活动室，保证活动有场所、教育有载体，

打出抓党建、抓队伍、抓教育组合拳。

回望这一年，徐亚军感慨道：“作为

国防动员系统的‘新兵’，只要永葆入伍

初心，牢记强军使命，敢于突破自我，就

一定能交出合格答卷。”

上图：部室馆内，徐亚军为干部职

工讲述人武部发展历史。 张卫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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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护边员，家住辽宁省丹东

市 宽 甸 满 族 自 治 县 西 江 村 ，今 年 47

岁。虽然当护边员时间不长，但作为土

生土长的宽甸人，我亲眼见证了边防线

上的变化。

过去边防路大都是土路，没有铁丝

网、监控摄像头，有的路还是巡逻时踩出

来的。当时巡逻基本靠步行，一次要走好

几个小时，遇上雨雪天气，时间就更久。

从2013年开始，边防路升级成水泥

路，边防线上拉了铁丝网，装了监控摄像

头，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新建的长甸镇

下拉线边防执勤公路 2号桥，横跨鸭绿

江支流，现在巡边再也不需要绕行。

边防执勤路升级了，家乡的发展也

日新月异，一些外出务工的年轻人愿意

回来工作了，有的还主动报名加入护边

员队伍，这是个让人高兴的事。

祖国的边境，也是我们的家乡，守

好边境就是守好家园，这是我们都明白

的理儿。

上图：下拉线边防执勤公路 2号桥

竣工后，既方便了军民巡边，也畅通了

村民的出行。

（图片由丹东市边海防委员会办公

室提供）

新桥架通途

■孙晓伟

清晨，迎着绵绵秋雨，辽东宽甸满

族自治县西江村护边员孙晓伟走出家

门，沿着平整的村路向边境线行进；日

出而作的村民们也纷纷离开家，有说有

笑地走向田间地头。

在丹东市北界，北部战区陆军某

边防旅指导员李朋和战友们已开始巡

逻，脚下平坦的边防执勤路向远方延

伸……

“九沟十八岔，岔岔有人家；隔江能

喊话，握手走一天。”孙晓伟对于昔日的

边防印象深刻，“就拿我们宽甸县来说

吧，这里水域众多，地形复杂。多年前，

巡边路全是狭窄的土路，汽车难通行，

一旦下雨更是泥泞不堪，只能深一脚浅

一 脚 地 往 前 挪 ，巡 一 次 边 至 少 4 个 小

时。现在建了新的边防执勤路，骑摩托

车巡逻只要一个小时。”

谈起边海防基础设施建设的变化，

李朋也颇为感慨：“边防执勤路升级改

造后，巡逻车畅通无阻，部队机动速度

大为提升，原来巡逻靠两条腿，现在有

了‘风火轮’。”

2012 年，丹东市启动边海防基础

设施示范区建设，在国家边海防委员会

办公室大力支持下，该市在边境沿海一

线建设完善了一大批边海防基础设施，

其中重要一项就是边防执勤路的升级

改造。

顺着孙晓伟指示的方向，记者远望

长甸镇下拉线边防执勤公路 2 号桥，只

见桥面上不时有车辆经过。孙晓伟告

诉记者，2 号桥桥长 157.42 米，横跨鸭

绿江支流。以前从大江口到拉古哨村，

只能坐船或翻越山头，现在只有一桥之

隔，巡逻时方便多了。

边防执勤路的升级改造，也惠及

了周边群众。乡亲们说，边防路也是

致富路。

记者在丹东市边海防委员会办公

室的荣誉室里看到一面写有“边防筑路

献爱心，村民不忘筑路人”的锦旗，是宽

甸县长甸镇东河村村民送来的。宽甸

县边防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陈述告诉

记者，过去一遇到恶劣天气，道路损坏，

村民就无法出行。不少村里虽然有特

色产业，但路不通，农产品运不出去，经

济效益难以保证。

“那时候得先绕道把农产品运到能

通车的地方，时间长、道路颠，农产品的

品质大打折扣，卖不出好价钱。”东阳河

村党支部书记徐晓东说，2020 年，东阳

河村边防执勤路升级建设完成，结实平

坦的道路直通村口，货车可以直接开进

村里收货。

路通了，农产品出了山，游客进了

村，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好。孙晓伟

说，乡亲们视野开阔了，思想境界提高

了，国防意识也更强了，主动当护边员

的人也多了起来。谈到这里，孙晓伟黝

黑的面庞露出欣慰的笑容。

记 者 了 解 到 ，2019 年 ，为 加 强 边

海防群防队伍建设，丹东市招收专职

护 边 员 ，不 少 当 地 群 众 报 名 参 加 ，还

有 民 兵 选 择 从“ 兼 职 ”护 边 员 转 为 专

职护边员。目前，丹东地区有护边员

300 余 人 ，在 边 境 线 上 与 边 防 官 兵 共

同巡边。

从丹东向西南直抵大连，记者乘舟

登上位于黄海深处的海洋岛。涛声阵

阵，也讲述着军民同心戍边的故事。

海洋岛是我国北部距离大陆最远

的海岛，有“黄海前哨”之称。登上海洋

岛的最高峰俯瞰整座岛屿，马蹄形的岛

上，山峰连绵，围绕着中间的太平湾，岛

上的大部分建筑，都建在海湾周围。

“在海岛上，我们军民不分家，守好

海防线，离不开岛上群众的支持。”北部

战区陆军某海防旅政治教导员赵帅对

记者说。

“海岛的发展，离不开子弟兵，协助

官兵守好岛，是我们应该做的，守好岛

就是守好家园！”与岛上群众聊天，记者

同样听到真诚的话语。

据了解，为提高岛上民兵应急能

力，海洋岛镇政府邀请守岛官兵担任

“武教头”，对民兵分队进行针对性训

练。“除了战术训练、武器操作等常规内

容，我们还为民兵上国防安全课，宣传

普及国防知识和海防政策。”赵帅说，课

后不少民兵表示，通过学习，他们对海

防重要性的认识更深刻了，今后会更积

极参与军警民联防工作，为筑牢国防屏

障贡献力量。

该旅还充分整合海岛监控监管设

备资源，联合驻地友邻部队、海警、公

安、地方水产公司等，以海洋岛 4 个易

登陆地段划分小组区域，构建由军地雷

达、视频监控、远程观望设备等组成的

动态监控管控网络，同时依托巡逻路线

开展宣传教育，帮助沿域群众了解附近

海域情况。

记者在海洋岛看到，岛上群众自觉

配合官兵执行守岛任务，有的当“联络

员”，发现异常及时向部队汇报；有的当

“观察员”，利用民用监控设施做好辅助

工作；有的主动与官兵一起巡逻，成为

海防线上独特的风景线……

同心协力卫国门
—辽宁省边海防一线军民携手守岛护边

■本报记者 张雨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