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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孙明江、记者李光辉报道：

“ 只 要 青 山 在 ，到 处 有 红 军 ……”5 月 5

日，在聚焦“忠诚维护核心、矢志奋斗强

军”深化主题教育中，海军信阳舰组织官

兵观看河南省信阳市制作的《信念的力

量》专题短片，了解大别山军民坚定信念

创造“28 年红旗不倒”奇迹的历史，激励

官兵擦亮忠诚底色，守卫万里海疆。

自 2015 年信阳舰命名入列后，信阳

市便与该舰开展了城舰共建活动。一城

一舰，以大别山精神为纽带，建立起深厚

的鱼水情谊。

入列之初，双方建立了互访互通机

制，设立军地联络员。信阳市每年特邀

信阳舰主官列席市两会，共商发展大计；

授予全舰官兵“荣誉市民”称号；每逢春

节、建军节等节日开展慰问活动；为官兵

开通热线电话，提供远程心理咨询。

“信阳市地处大别山革命老区核心

区域，是鄂豫皖苏区首府所在地。在革

命战争年代，大别山儿女用生命和鲜血

铸就‘坚守信念、胸怀全局、团结奋进、勇

当前锋’的大别山精神。”信阳市双拥办

主任鲁洁告诉记者，信阳有着优良的双

拥传统，他们充分发挥地区红色资源优

势，积极开展文化拥军，向信阳舰赠送上

千册各类红色书籍，充实舰艇图书室；创

作表现信阳历史的书画作品，丰富舰艇

文化走廊。

舰艇是城市的名片。被命名为信阳

舰后，舰上官兵经常被问到“为什么叫信

阳舰”“信阳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有哪

些历史名人”等问题。

回 答 好 这 些 问 题 是 官 兵 的 必 修

课。信阳舰副作战长张鑫昊告诉记者，

在他参与制作的舰报上、“信阳之声”广

播和党课微课堂里，信阳是必不可少的

内 容 。 按 照 惯 例 ，信 阳 舰 每 年 新 兵 上

舰，上的第一堂教育课是《黄麻起义的

战火》，读的第一本书是《大别山红色故

事集》，唱的第一首歌是《八月桂花遍地

开》。上舰之初，很多官兵对信阳知之

甚少，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熏陶后，大

家对信阳的红色历史、革命人物、著名

景点如数家珍。

“经过潜移默化的影响，大别山精神

已经成为舰艇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信

阳舰政委刘冠一介绍，他们将大别山革

命历史融入强军课堂，将大别山精神纳

入经常性教育、主题教育，请来自大别山

的战士讲述家乡的变迁，激励官兵传承

红色基因，耕耘蓝色国土。

信阳舰是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的首

舰，入列时同型号舰艇均入列不久，很多

工作没有现成经验可循。

“当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没

有后方，异常困难，但他们排除万难完成

任 务 ，揭 开 了 解 放 战 争 战 略 进 攻 的 序

幕。他们勇当前锋的精神，与我们当好

第一代舰员、争创第一流舰艇的‘01 精

神’十分契合。”信阳舰舰长杨凤坤介绍，

历任舰主官经常带领官兵学习革命历

史，鼓励官兵从中汲取奋进力量，开展创

造性工作。为了尽快形成战斗力，他们

敢闯敢试，掌握装备特点，研究训法战

法，探索编写训练考核大纲，取得多项优

异成绩。

2017 年，信阳舰参加海军“蓝剑杯”

比武竞赛，获得一项团体第二、两项个人

第一的好成绩。

2019 年，信阳舰参加海上 5 昼夜实

战化演练，面对复杂海况，全体官兵沉

着应对，实射操雷击中水下目标，发射

舰空导弹击毁空中来袭目标，刷新多个

纪录。

战舰是移动的国土，城市是水兵的

家园。入列以来，信阳舰安全航行 15 万

余海里，随着航迹延伸的还有对信阳人

民的牵挂。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信

阳舰官兵得知信阳医疗防疫物资暂时短

缺的消息，第一时间自发组织捐款，将千

里之外的关心送给信阳人民。

信阳舰每年定期通过“军民共建道

德讲堂”向信阳市民分享强军故事，在

“军营开放日”邀请学生和市民代表来舰

参观。在重要节日、信阳舰执行重大任

务期间，信阳市所属媒体都会进行重点

宣传报道。

“信阳舰在信阳拥有极高的知名度，

我们都为这张城市名片而骄傲。”信阳市

博物馆讲解员胡萍介绍，馆内一个比例

为 1∶37 的信阳舰模型，陈列在序厅最显

眼的位置，是博物馆的明星展品、重点讲

解对象，参观者都对其性能和服役情况

非常感兴趣。

随着信阳舰以及海军在信阳的影响

力逐步扩大，今年上半年征兵，当地许多

应征青年都把海军作为第一志愿，100

余人如愿加入“浪花白”行列。

河南省信阳市借助红色资源开展城舰共建活动

共同擦亮大别山精神名片

本报讯 卢遵候、王召尧报道：“老

干部是我们的服务对象，更是我们人生

的好导师。”“五四”前夕，江苏省南京警

备区举办演讲活动，5 名青年文职人员

代表讲述身边老首长对自己成长成才

的帮助。这是该区休干系统开展青年

文职人员与老干部“新老结对”帮扶活

动、建强文职人员队伍的有效举措。

今年以来，针对干休所文职人员增

多且大多比较年轻的实际，该区党委充

分发挥老干部资源优势，采取“一对一”

“一对多”结对帮扶的形式，为青年文职

人员选配“人生导师”。帮扶活动围绕

思想、能力、纪律、标准、荣誉等方面，结

合入职培训、学习教育、巡诊走访、主题

教育等开展，通过老干部讲述战斗经

历、开展授课辅导、交心谈心等方式引

导激励文职人员。在参与编印老干部

战斗故事集、拍摄口述历史专题片、整

理红色档案、修缮干休所荣誉室等工作

时，青年文职人员认真学习老干部优秀

品质，努力做好本职工作。

“工作不顺心可以找‘导师’聊一

聊。”“遇到挫折时，‘导师’会及时察觉，

对我进行开导和鼓励。”第十五离职干

部休养所文职人员告诉笔者，老干部阅

历丰富，总能及时帮助他们拉直心中问

号、解开人生困惑。

“小傅快来看这个！”在第三十离职

干部休养所护师傅琳眼中，老干部邓德令

的口袋就像个“百宝箱”，邓老常从里面掏

出剪报，叮嘱她多读书看报，提高思想觉

悟。护师王昆告诉笔者，他是季华老首长

生前帮扶的对象。上门巡诊时，季老经常

鼓励他加强学习、积极入党，并将自己的

《共产党宣言》《夕阳随笔》等藏书借给他

阅读。在季老的鼓励下，王昆顺利入党。

“老干部是青年学习的榜样，在他

们的指引帮助下，青年文职人员思想进

步很快，工作劲头很足。”该区领导告诉

笔者，文职人员已逐步成长为干休所建

设发展的重要力量。

南京警备区开展青年文职人员与老干部结对帮扶活动

“新老结对”引领成长路

本报讯 刘娴、刘津孜报道：4 月 30

日，湖南省衡阳市首个专业技能人才兵

员预征预储班报名结束，共有 196 名符

合要求的学生报名。

今年 2 月，为向部队输送更多技能

型 工 匠 型 人 才 ，促 进“ 校 门 ”对 接“ 营

门”，衡阳市征兵办探索专业技能人才

兵员预征预储模式，在衡阳技师学院开

展试点。

“衡阳技师学院是衡阳市规模最大、

应用类专业最全的学校，有很大的兵员

征集潜力。”学院武装部部长阳晓礼介

绍，该学院是国家第一批高技能人才培

养示范基地，电子技术应用、电气自动化

设备安装与维修、数控加工技术等专业

是国家重点建设专业。

以往，对于技术类院校学生来说，

由于就业方向比较明确，对在部队的发

展路径和前景不了解，因此参军积极性

不太高。去年，该学院仅有 20 名学生参

军入伍。为激发学生参军热情，4 月 21

日，衡阳市征兵办工作人员来到学院进

行 政 策 宣 讲 ，就 参 加 预 征 预 储 班 的 优

势、流程以及优待政策等，为学生们答

疑解惑。

“没想到现在专业技能成了我的优

势。”17 级电气技师 2 班的邓海涛第一个

报名，他于去年考取了电工高级工证。

按照规定，获得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

毕业证书和国家认可的高级工以上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职业资格证书）的人

员应征入伍时，可参照普通高校毕业生

优惠政策。

“只要符合兵员征集规定的身体和

政治条件，取得高级工（含）以上职业技

能等级证、技工院校高级技工班或预备

技师班毕业证就能报名。进入预征预储

班将提前接受军事培训，学习军事技能，

在预定新兵综合素质考评时有一定加

分，优先定兵。”衡阳警备区动员处参谋

谢星介绍，掌握过硬技术的学员，入伍时

将适配部队专业技能人才需求，分配到

对口的工作岗位，充分发挥专业特长。

据悉，这一批报名的都是明年毕业的学

生，今年下半年他们将参加学校组织的

专业技能实习。

下一步，衡阳市征兵办将在体检、政

考双合格的人员中，选拔约 100 名进入

预征预储班，开展为期 30 天的集训，综

合考核结束后，为合格人员发放结业证

书，并签订预储预征协议，拟于 2023 年

上半年参军入伍。

湖南省衡阳市开设专业技能人才兵员预征预储班

“校门”到“营门”无缝对接

4 月，入眼皆春意。

走进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李营村，

村民们正在文体休闲广场上聊家常。

“多亏李书记带着俺们蹚路子，他

好事干了一箩筐！”

村民口中的“李书记”名叫李志刚，

是一名退役军人。1987 年，镇领导找

到正在乡镇企业工作的李志刚，想选派

他到家乡李营村担任党支部书记。

当时，李营村是出了名的穷，村集体

没有收入，村里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

“我是党员、是老兵，组织需要我、

乡亲们信任我，我就要站出来。”一心想

让乡亲们过好日子的李志刚，挑起了这

副担子。

治村先治穷，可李营村不临交通干

道、不靠县城集镇、没有工矿副业。上

任之初的李志刚，只能在 1420 亩盐碱

地上描绘乡亲们的“致富梦”。

李营村村民祖祖辈辈种玉米，产量

低、收入少。看到附近村零星种植水稻

收入不错，李志刚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组织村民开展旱改稻。

没有设备，打井开渠，架线引电；没

有经验，近学邻村，远学农场；没有资

金，众人添柴，争取贷款……李志刚带

领村民们共同努力，让稻谷在贫瘠的盐

碱地上扎了根。那年秋天，李营村的

800 亩水稻丰收，每亩收入比种玉米高

出不少。

看着乡亲们脸上洋溢的笑容，李志

刚兴奋不已：“只要大伙一条心，瞄准一

个目标，李营村一定能致富。”

1993 年，李营村开始实行“稻菜双

茬”种植模式——水稻收割后再种一茬

甘 蓝 ，被 河 北 省 列 为 科 技 推 广 项 目 。

2000 年 ，华 北 地 区 天 气 干 旱 、水 稻 减

产，李志刚另辟蹊径，引导村民走上棚

菜种植的新路……

旱改稻、稻菜双茬、拱棚蔬菜、冷棚

蔬菜、中棚蔬菜、温室棚菜、温室大棚、

生态观光农业，35 年间，李营村农业产

业共经历 8 次结构调整，打造出特色农

产品品牌，生菜和苦苣产品还获得国家

绿色食品认证。如今，李营村已成为远

近闻名的富裕村。

“农业结构调整是产业振兴的切入

点，这方面做得好，日子才能过得好。”

眼见乡亲们的腰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

越美，李志刚对未来充满信心。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模范退役军

人……35 年来，如同李志刚为乡亲们

办的“好事”一样，他收获的荣誉也有

“一箩筐”。谈起未来，已过花甲之年的

李志刚依旧斗志昂扬：“虽然早已脱下

军装，但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不能忘。

让群众满意是真本事，苦干实干是硬道

理，我还会努力奋斗，让乡亲们的日子

过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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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月初月初，，新疆伊宁县人武部组织新疆伊宁县人武部组织““千人百装千人百装””国防动员演练国防动员演练。。图为医疗救图为医疗救

护分队组织点验护分队组织点验。。 晁晁 错错摄摄

55月月 55日日，，黑龙江省农垦建三江管理局人武部动员百余名民兵骨干黑龙江省农垦建三江管理局人武部动员百余名民兵骨干，，组成助农备耕突击队组成助农备耕突击队，，助力农业现代化生产助力农业现代化生产，，为粮食丰收打下基础为粮食丰收打下基础。。图为民兵驾驶农机在稻田图为民兵驾驶农机在稻田

里插秧里插秧。。 康术臣康术臣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