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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流 干 部 国 动 人交 流 干 部 国 动 人

信息时代，“铁脚板”也不过时，多

跑腿，多说掏心窝的话，用心用情用爱

与适龄青年沟通，帮助他们定下从军志

向，书写无悔青春。

——兰 江

“那真是山野寂静，夜黑如墨。我

和军事参谋骑着自行车赶路，山路崎

岖，我俩陡处推，平处骑，深一脚浅一

脚。黑黢黢的山影里，只有我俩手电筒

的光晃啊晃……”初见辽宁省黑山县人

武部部长兰江，记者从他幽默的话语中

体味出武装工作的不易。

那是 2 月 23 日晚，听说两个体检已

经合格的大学生预征青年打起“退堂

鼓”的消息后，兰江着急了，带人驱车往

大学生家中赶。半道上，汽车出故障趴

了窝，他们便借了老乡家的自行车继续

赶路，上演了“山中夜行记”。“好在最终

做通了这两名大学生的思想工作，拉直

了他们心中的问号，坚定了他们的从军

志向。”兰江欣慰地说。

这样的“夜行记”，对兰江来说不是

偶尔为之。

2017 年底，兰江从陆军某旅交流

至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人武部任副部

长，2020 年 12 月被提升为黑山县人武

部 部 长 。“ 黑 山 县 的 22 个 乡 镇 分 布 在

2480 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至今不少

村屯道路依然难行。”兰江告诉记者，

“行路难”成为到基层、到群众家中走访

的“第一难”，但再难也要扑下身子迈开

腿。“征集优质兵员，最直接有效的办法

就是一对一、面对面做思想工作，要让

适龄青年、家长感受到你的真诚。”到人

武部这几年，只要有时间，兰江就会走

村串户，做好征兵宣传发动工作。

“去年夏天，得知一名毕业于高级

技工学校的适龄青年回乡，我便立刻上

门做工作。”兰江说，那名青年认为自己

所学专业比较抢手，工作好找，因此没

有当兵的想法。兰江多次登门做工作，

向 青 年 讲 清 县 里 出 台 的 各 项 激 励 措

施。最后，兰江语重心长地说：“部队急

需操作能手、‘工匠’人才，把一技之长

献给强军事业，将会是你无悔的选择。

部队的培养，能为你搭建更好的成长成

才舞台。”兰江的肺腑之言感动了这名

青年，他正式报名应征。3 月 16 日，该

青年踏上了开往军营的列车。

“一对一宣传，心贴心交流，收获很

多，也能提前发现一些问题。”兰江说，

他通过家访，这几年排查出多例患有隐

性疾病的适龄青年，确保了为钢铁长城

选好每一块“砖”。

采访一结束，兰江便马不停蹄赶往

锦州城区的几所大学，动员在校 20 余

名黑山籍大学生参加下半年征兵。

上图：兰江（中）到适龄青年家中走

访。 刘文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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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

不复回……

“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重大

国家战略，也是流域各省区的共同责任。

地处黄河下游地区的河南省濮阳市

因石油而建而兴，也因此成为资源枯竭

型城市。近年来，他们在积极转型谋发

展的同时，坚持生态优先，持续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军地合力打造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努力让母亲

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近日，记者

深入濮阳生态文明建设一线，走近这里

的迷彩身影。

种下万亩“民兵林”

阳春时节，植树添绿。

在华龙区岳村镇瓦屋村外，华龙区

人 武 部 组 织 民 兵 开 展“ 千 人 百 亩 民 兵

林”植树大会战。满眼“迷彩绿”，三五

人成组，二三十人成排，有的负责深挖

树坑、搬运树苗，有的负责扶树培土、提

水浇灌。半天时间，8 千余株杨树扮绿

黄土地。

这天，该市黄河沿岸的濮阳县、范

县、台前县，“千人百亩民兵林”行动同步

铺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要求加强植树造林、水土保持，保证

黄河生态健康，这是军地共同的使命课

题。”正在参加植树的濮阳军分区司令员

李本涛对记者说。

造林更要护林。2016 年 3 月，该军

分区发挥民兵组织纪律严、环境情况熟

等优势，组织民兵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

设，蹚出“民兵+树林管护员”的黄河堤

坝种植树木常态化管理保护之路。他们

还充分发挥民兵种植大户的引领示范作

用，带动梨、桃、苹果、葡萄以及花卉等一

批特色生态农业基地建设，既改善了生

态环境，又鼓起了群众的腰包。

聚沙成塔，积涓成河。盘点该市生

态强市战略成果，成绩喜人：围绕打造沿

黄复合型生态廊道，军地合力建设市域

黄河、金堤河、马颊河、引黄入冀“四大生

态走廊”；建成黄河生态防护林 2.5 万余

亩，新增绿化面积 3 万余亩，森林覆盖率

超过 30%，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

打赢“四乱”攻坚战

惊蛰时节，范县陈庄镇东宋楼村党

支部书记、民兵连指导员宋义芳站在村

口，望着复垦的农田里金黄的油菜花和

绿油油的麦子，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曾几何时，乱堆、乱占、乱采、乱建的

“四乱”现象，在濮阳市黄河滩区屡见不

鲜。几年前，宋义芳脚下的这片农田还

是一个违规建设的砖瓦窑厂，大量黄土

制成了砖换来了钱，破坏的却是滩区的

生态环境。

不 能 只 看 眼 前 利 益 ，不 顾 子 孙 后

代。2017 年 3 月，该军分区出台《关于组

织沿黄三县民兵参与驻地黄河滩区整治

“四乱”的实施意见》，采取“民兵+生态

管护员”模式，在沿黄三县成立百余人的

民兵巡护队，划段分区、包干到人，明确

各分队和每名民兵的责任区和职责，配

合市委市政府完成整治“四乱”任务。

“整治‘四乱’攻坚战打响后，我带

着全村民兵拆除了违规建设的砖瓦窑

厂，这块土地复垦后恢复成农田。”宋义

芳告诉记者，在整治行动中，黄河滩区

的 26 座砖瓦窑厂、32 家“农家乐”被彻

底清除。

百里黄河奔腾依旧，万亩滩区“换了

人间”。范县水利局局长张兴来介绍，军

地协力攻坚，在整治“四乱”行动中共清

出土地 1461 亩，通过完善农田水利配套

设 施 、平 整 土 地 、改 良 土 壤 ，新 增 耕 地

1100 亩、林地 200 亩，全部移交给所在村

集体，用于发展特色林果、绿色蔬菜等产

业项目。

以万全准备迎“万一汛情”

濮阳黄河河段近 200 公里，河道上

宽下窄，呈“二级悬河”形态，每年汛期来

临，都要经受大考。

人民生命财产大于天，防汛任务必

须摆上高位。濮阳市黄河支流——金堤

河河长、军分区政委李建林告诉记者，每

年汛期来临前，军分区都要组织防汛勘

察和临战训练。军分区、人武部两级联

动，修订完善防汛预案，各民兵分队现地

认领任务，区分责任段，以万全准备迎

“万一汛情”。

2020 年 6 月的一次险情，让时任濮

阳县人武部部长的马国锋记忆犹新。26

日，受黄河上游调水调沙影响，濮阳县境

内黄河水位暴涨，梨园乡黄河生产堤出

现溃堤险情。“我带领百余名基干民兵赶

赴现场，连续奋战 10 多个小时，人工装

填沙土近 2 万袋，圆满完成 500 多米黄河

生产堤外沿加固任务。”马国锋说，正是

完善的预案、高效的处置，以及一支拉得

出、用得上、打得赢的队伍，保证了险情

顺利解除，保证了一方平安。

去年 7 月下旬，暴雨突袭中原大地，

黄河水位暴涨。台前县人武部迅速启

动应急预案，组织沿黄乡镇民兵全时坚

守、巡堤值勤，排查出漫堤、管涌 4 处，及

时消除隐患，保护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据了解，该军分区已实现与地方气

象、水利等部门的信息共享，值班员只要

轻点鼠标，便能实时掌握汛情、雨情，为

军分区防汛指挥、科学调度、抢险救援提

供有力支撑。

守护“中华源”“黄河魂”

“相传，公西集村原名后集村，孔子的

弟子公西华曾在此居住过。公西华故去

后，为纪念他，村子改名为公西集村……”

3 月 19 日，恰逢周末，春意盎然，黄河大

堤上游人如织。濮阳县女子民兵连排

长、县第一河务局办公室主任张慧玲，向

游客介绍圣贤故里——公西集村。

“黄河文化保护员”是张慧玲的另一

个身份，她告诉记者，军分区采取“民兵+

黄河文化保护员”模式，在女子民兵连编

设黄河文化解说等班组，主要担负挖掘、

整理、宣传濮阳的黄河文化、风土人情等

任务。“我们有 5 位民兵在这里担任免费

导游，大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希望越来

越多的人了解黄河文化，越来越多的人主

动宣传黄河文化、保护黄河文化。”

圣贤故里的规划建设并非一帆风

顺。当初，濮阳县结合美丽乡村建设推

出这一项目时，公西集村的村民并不完

全理解和支持，他们担心投入和产出不

成正比，不如建几个厂子见效快。关键

时刻，60名民兵站了出来，他们挨家挨户

做工作，讲清保护弘扬黄河文化、传统文

化的意义，并带头签订同意实施协议书。

如今的公西集村，拥有良好的生态

环境，随着游客的增加，村民的收入也水

涨船高。

“近年来，我们积极参与濮阳市‘中

华源·黄河魂’主题文化挖掘保护行动，

军地合力打造了‘中华龙源’‘帝舜故里’

和范县黄河湿地公园。”军分区副司令员

张希武说，“我们会一茬接着一茬干，助

力地方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迈出更大步伐。”

我的母亲河 我的幸福河
—河南省濮阳军分区组织民兵参加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纪实

■范 楷 本报记者 李光辉 戴丹华

本报讯 吴铁、易运梅报 道 ：“ 老

首 长 ，祝 您 健 康 长 寿 ……”近 日 ，四 川

省军区成都第十四离职干部休养所工

作 人 员 来 到 老 干 部 王 臣 洲 家 ，送 上 鲜

花 、贺 卡 和 热 气 腾 腾 的 长 寿 面 。 这 一

天 ，该 所 第 三 服 务 站 老 干 部 党 支 部 书

记 邓 洪 慈 、副 书 记 李 凯 旋 阅 看 到 了 专

门放大印刷的文件，十分欣喜。收到老

干部的反馈信息后，该所政工办干事施

卓岑拿出“服务清单”，在“为老首长过

集体生日”“大字版文件阅读”这两栏处

打了勾。

施卓岑手上的这份“服务清单”列

有老干部政治待遇、医疗保健、生活饮

食 、用 车 服 务 、住 房 保 障 等 20 多 个 事

项 ，每 类 事 项 都 注 明 了 负 责 人 和 完 成

时限。

谈到这份清单的由来，该所政委陈

大治说，去年底，上级机关到所里进行

年度考核，查找出“节假日就餐难”“文

体活动单一”“文件字体过小”“电梯运

行不平稳”等问题。

进百家门，知百家情。所党委一班

人直面问题积极整改，他们分头带领工

作 人 员 上 门 入 户 ，了 解 老 干 部 的 操 心

事 、烦 心 事 ，收 集 整 理 亟 待 整 治 的 问

题。几周下来，“问题清单”出炉，详细

记录着所里工作的短板和不足、老干部

的期盼和关切。

“这份‘问题清单’，就是我们的‘服

务清单’。”陈大治说，要用心用情精准

服务，解决老干部的急难愁盼问题，让

老干部的晚年生活更舒心更顺心。

为确保“服务清单”落地落实，该所

工作人员根据职责分工，分别认领整改

项目，并定下时间节点。所领导采取面

对面交办、点对点督促的方式，跟踪服

务质效，并通过定期走访、问题恳谈、问

卷调查等方式，实时更新“服务清单”。

近一个多月以来，该所共推动整改问题

10 余项。

“干休所解决问题迅速有效，我们

老同志看在眼里，幸福在心里。”新气象

扑面而来，所里的老干部和老阿姨纷纷

点赞。

四川省军区成都第十四离职干部休养所

把“问题清单”变成“服务清单”

“儿子，爸妈不能赶来为你送行了，

你到部队后要刻苦训练，注意身体！”

“爸爸、妈妈，放心吧，我到部队一定好

好干！你们在家也要保重身体……”近

日，一场“云端”欢送新兵仪式，在江西

省吉安市吉州区新兵役前教育训练基

地展开。

贵州籍新兵李秀波是从吉安市职

业技术学院应征入伍的，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他的父母不能前来为他送行。

与李秀波情况类似的新兵还有不少，为

此，吉州区人武部组织新兵通过手机视

频通话，与远在家乡的亲朋好友“云端”

话别。

“受疫情影响，无法组织轰轰烈烈

的欢送仪式，但欢送新兵入伍的传统不

能丢。没有锣鼓声，却有真情在。”该区

人武部政委黄才生说，组织“云端”欢送

新兵仪式，既严格落实了疫情防控要

求，也激发了新兵的从军热情，让他们

更坚定地踏上军旅路。

“金陇，穿上军装后你更帅了！”新

兵刘金陇的姐姐刘丹是北京一所高校

的在读研究生，也是此次北京冬残奥会

的志愿者。刘丹原本计划等冬残奥会

结束，就赶回家乡为弟弟送行，如今只

能通过“云端”见证弟弟参军入伍的荣

耀时刻。

看着视频中身着崭新戎装，胸戴大

红花、身披红绶带的弟弟，刘丹高兴地

说：“我给你买了‘冰墩墩’和‘雪容融’

作为入伍礼物，你到部队后要加油哟！”

“姐，当兵是我儿时的梦想，如今圆梦

了，我一定会加倍努力，干出一番成绩，

给家乡和亲人争光……”

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人武部组织新兵与家人“云端”话别

无锣鼓声 有真情在
■刘 思 本报记者 龙礼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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