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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汤庆生、黄钟莹报 道 ：

“考生抽取的是 2 号操作题目，视距内 8

字飞行……”近日，山东省成武县人武

部训练场上，退役军人祝鹏正按考官

要求熟练操作无人机完成指令任务，

最后以优异成绩通过专业技术岗位技

能评审考核。

该县人武部军事科长赵明告诉笔

者，此次考核共对 262 名拟编专业技能

岗位人员进行现场评审考核，涵盖无

人机操作、工程机械操作、网络舆情分

析等多个专业。

随 着 民 兵 建 设 调 整 改 革 深 入 推

进 ，该 军 分 区 开 展 潜 力 调 查 时 发 现 ，

有 的 拟 编 兵 人 选 实 操 能 力 强 却 没 有

相 应 资 质 证 明 ，有 的 持 有 相 应 资 格

证 书 但 业 务 能 力 相 对 较 弱 。 诸 如 此

类 的 问 题 影 响 了 编 建 质 量 。 为 提 高

民 兵 编 建 人 岗 匹 配 度 ，该 军 分 区 以

成 武 县 人 武 部 为 试 点 ，联 合 地 方 政

府建立“联培联考共用”机制，依托专

业机构搭建一体化育人平台，制订民

兵年度订单式培训计划，并纳入地方

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任务，按编建需

求 实 施 培 训 。 他 们 协 调 人 社 局 打 通

全市基干民兵评审链路，专设岗位任

职资格证书，为军地共用人才培养提

供保障。

“当民兵也要有硬本领，只有通过

评 审 考 核 ，才 能 取 得 民 兵 整 组‘ 入 场

券’。”该军分区动员处处长刘汝县告

诉笔者，“联培联考共用”机制缩短技

能岗位培训周期，调动民兵参与积极

性，为编建民兵提供人才支持。据统

计，该军分区推广经验以来，11 个县区

共组织培训 34 个军民通用专业，储备

3829 名专业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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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2日，95岁的抗美援朝老战士李淑范来到辽宁省兴城市南一小学，

给学生们讲述当年的战斗故事。 马北川摄

立夏时节，安徽省涡阳县辉山革命

烈士陵园松柏苍翠。清晨，同往常一

样，69 岁的侯传宇老人早早起床，开始

和家人一道擦拭墓碑、清扫道路。

辉山革命烈士陵园埋葬着新四军

第四师第十一旅 300 余名烈士，自 1945

年建成后，它的命运就和侯氏一家人紧

紧联系在一起。

“我父亲当时经常帮一位名叫丁永

年的宣传股长送信，陵园的前身就是这

位股长筹建的。”据侯传宇介绍，部队离

开前，考虑到烈士墓地无人看管，易遭

伪军破坏，丁永年便与侯传宇的父亲侯

小臣商量，请他帮忙照看，侯小臣毫不

犹豫答应下来。1984 年，侯小臣因病去

世。“临终前，爸爸拉着我的手郑重嘱

托，这些人都是为了保家卫国牺牲的，

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想，这是我们侯家

的承诺，也是责任。”就这样，守护烈士

陵园的接力棒传到了侯传宇手中。

后来，侯传宇成为辉山革命烈士陵

园“金牌讲解员”。对发生在这片土地

上的战斗故事和烈士的英勇事迹，他熟

稔于心。寒来暑往，侯传宇讲解红色故

事达千余场次，接待游客 10 万余人，曾

获 评“ 亳 州 好 人 ”“ 安 徽 好 人 ”。 2020

年，侯传宇因突发脑梗住院接受治疗。

“您安心养病，陵园那边有我，不用担

心 。”病 床 前 ，儿 媳 刘 红 丽 向 他 承 诺 。

病愈出院后，侯传宇放心不下，还是搬

回了陵园。

随 着 安 徽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等 8

个部门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烈士纪念

设施规范管理的实施意见》，涡阳县政

府对辉山革命烈士陵园进行修缮规划，

改善陵园周围环境，进一步发掘陵园红

色教育功能。目前，辉山革命烈士陵园

已被纳入皖北红色旅游主线，每逢重大

历史事件纪念日，周边市、县群众都会

前来祭奠。该陵园现已成为该省开展

党史教育、国防教育等许多重大红色主

题教育活动基地。

安徽省涡阳县侯氏一家人 77年不断线

接续守护烈士陵园
■孟一凡 位启林

“1927 年，三河坝战役在此打响，朱

德同志率南昌起义部队约 3000 人与 2

万多名敌军激战三天三夜，掩护主力转

移，为革命保留了胜利的火种……”初

夏，广东省大埔县三河坝战役纪念园的

体验式战壕里，民兵讲解员刘南海正在

向游客生动讲述当年那场惊心动魄的

战斗。

刘南海是三河坝战役纪念园管理处

宣传讲解股股长，也是一名退役军人。

2016 年，他来到三河坝战役烈士陵园保

护所工作。“小时候，每年清明节学校都

会组织我们到纪念园祭奠先烈，没想到

现在来这里工作了。”彼时，三河坝战役

纪念园修缮保护工作刚刚启动，刘南海

见证了纪念园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

大埔是一片红色热土，曾经发生许

多可歌可泣的红色革命故事。据了解，

着眼充实红色讲解员队伍，让大埔的红

色资源“活”起来，近年来，该县人武部

将三河坝战役纪念园讲解员编入民兵

队伍，每年开展军事训练和业务培训，

提升讲解员业务水平。为了讲好红色

故事，刘南海下了一番苦功夫。从两三

页讲解词到几十页讲解稿，3 年多时间，

刘南海查资料、向专家学习请教，以军

人特有的劲头强化业务学习。

“现在我们还在不断挖掘更多的感

人故事，根据不同的游客群体分类宣

讲，让革命故事真正进入游客内心。”截

至目前，纪念园内有讲解员 7 名，讲解

1500 多 场 次 ，接 待 游 客 20 多 万 人 次 。

如今，该纪念园还与三河坝八一红军小

学共同培育 8 名“小讲解员”，在节假日

期间开展红色志愿宣讲服务，受到越来

越多游客欢迎。

广东省大埔县人武部打造民兵讲解员队伍

倾情传递红色火种
■马吉池 余 灏 袁泽森

近日，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人武部会同区应急管理局在萧濉新河举行综

合减灾应急演练，提高协调联动和自然灾害应急处置能力。 万善朝摄

最近一段时间，四川省都江堰市退

役军人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秦勇特别忙。

成都市全面启动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

象优待证发放工作以来，考虑到部分申

领对象居住地较为偏远、年迈患病出入

不便等客观因素，送证上门已成为他的

工作常态。

“何建军，扎根基层社区的兵支书，

工 作 繁 忙 ；胡 宗 明 ，抗 美 援 朝 老 兵 ，年

纪较大腿脚不便；宣光全，因伤致残军

人 ……”嘴 里 念 叨 着 持 证 人 的 基 本 情

况，手上飞快检索相应地址路线，接着

从 抽 屉 里 取 出 3 个 装 有 优 待 证 的 信 封

装 进 公 文 包 ，秦 勇 和“ 战 旗 红 ”退 役 军

人志愿者踏上送证上门之路。

沿着 A22 县道行车 30 分钟，秦勇一

行人到达“寻亲”第一站——天马镇建华

社区。下车后，映入眼帘的是成片的农

田，绿油油的水稻让人心旷神怡。微风

拂过，禾苗摇曳。大家边走边问，终于在

一位村民家中，找到了正忙着询问水稻

种植情况的社区党委书记何建军。何建

军 2000 年入伍，2 年后退伍返乡，2021 年

被居民推选为社区党委书记，成为一名

兵支书。之前，许多村民因种水稻投入

多收益少，将大片耕地用于花卉苗木栽

种。天马镇是都江堰市的重要粮仓，为

让村民转变思想，何建军引进龙头企业，

带领大家种粮，鼓励企业在农闲时为村

民就近提供就业岗位，引导返乡青年做

种粮带头人。截至今年 4 月，该社区耕

地种植面积增长 10%以上。

拆开信封，何建军认真阅读随证附

带的慰问信，不住向一行人道谢。

从建华社区出来，一行人马不停蹄

赶往下一站——永寿社区永寿村。自

A22 县道转至 317 国道，20 分钟后，车子

驶入一条田间小路。导航提示到达目的

地后，大家穿过竹林，路过三四处农房，

找到抗美援朝老兵胡宗明家。

胡 宗 明 今 年 88 岁 ，1953 年 出 国 作

战，担任机枪手，两次荣立战功。1957

年，胡宗明退役返乡，响应国家号召参与

农村建设，一干就是 60 多年。“胡爷爷，

优待证是您作为退役军人光荣身份的象

征，就像身份证一样，请您收好。”工作人

员耐心向胡宗明讲解优待证的作用和功

能，胡宗明嘴角漾开笑容，连声说：“辛苦

了，谢谢你们！”

离开胡宗明家，大家快马加鞭，来到

都江堰市幸福家园，敲开了伤残军人宣

光全的家门。据了解，1979 年，作为基

建工程兵的宣光全在一次作业中不慎从

高处坠落，落下残疾。接过优待证后，宣

光全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感谢国家和

地方政府对我的关心，虽然现在能力有

限，但只要有需要，我一样上！”

3 张优待证，行程 25 公里，优待证的

“寻亲”之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从兵支

书到抗美援朝老兵，再到因伤致残的军

人，小小的优待证饱含崇敬与关爱，温暖

送达申领对象手中。

3张优待证见证3段倾情奉献的人生，饱含对退役老兵的关爱与尊崇—

3张优待证的“寻亲”路
■张文文 本报记者 冯 超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

组织防汛抢险应急演练
本报讯 赵丽娜报道：近日，贵州省

贵阳市花溪区模拟暴雨险情，组织相关

单位在湖潮乡月亮湖景区开展防汛抢险

应急演练。作为应急抢险组，花溪区人

武部第一时间动员应急民兵携带应急救

援装备，按时到达指定地域，展开抢险课

目演练，与疏散撤离组、秩序维护组等应

急小组共同完成演练任务，锤炼遂行多

样化任务能力。

辽宁省军区直属单位

开展条令法规知识竞赛
本报讯 罗源、刘昆鹏报道：5 月 13

日，辽宁省军区组织直属单位开展条令

法规知识竞赛，持续浓厚基层学用条令

法规氛围，增强官兵纪律观念和守法意

识。此次竞赛有通信、保管、警备等 8 支

代表队同场竞技，约 400 名基层官兵参

与现场互动交流。

重庆警备区沙坪坝退休干部休养所

关注干部职工心理健康
本报讯 李魏、李芳芳报道：连日来，

重庆警备区沙坪坝退休干部休养所针对

所属人员存在急躁焦虑等负面情绪的实

际，及时开展心理健康教育。门诊部心理

咨询师围绕“疫情防控责任重、留营住宿

避风险”话题展开授课，同时协调陆军军

医大学心理学院运用症状自评量表，通过

手机扫码答题方式逐人进行心理测评，及

时对需要重点关注人员进行疏导，并组织

开展针对性心理训练。

志愿者为抗美援朝老兵胡宗明（右一）送上优待证。

“依明就是我们的贴心人！”前不久，

河北省军区衡水离职干部休养所医师付

依明被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表彰为“优

秀共青团员”。消息传来，该所老同志一

致认为，这项荣誉实至名归。

2019 年 10 月，付依明考入干休所，

成为一名文职人员。连她自己也没想

到，仅仅半年时间，她就挑起了门诊部

负责人的重担。

付依明受家人影响，从小对部队和

军人有着深厚的感情。她一入职，就像

照料亲人一样照料老干部。

2020 年春节期间，一名老干部突

发心脏病。付依明闻讯赶至家中，快速

为其输氧，并喂他服下急救药物。当医

护人员赶来时，老干部已转危为安，大

家不禁对这位身着“孔雀蓝”制服的文

职人员竖起大拇指。

在该所，几乎每个人都能随口讲出

付依明热心服务老同志的几件事情：一

名老干部因长期一个姿势睡觉形成压

疮，伤口难以愈合，付依明每天 3 次上

门换药，并陪老干部聊天解闷，缓解他

的焦虑心情，直到伤口完全愈合；

一名老阿姨患有多年腿疾，走路不

便。付依明根据所学知识，运用中医特

色理疗——泥灸加艾灸的办法，坚持常

态化治疗，并结合季节特点，及时调整

配方，取得明显疗效。

“付依明负责门诊部工作，让人放

心。”该所领导介绍，她潜心学习老年人

常见病治疗方法，很快掌握了每名老同

志的身体、用药、性格、爱好、家庭等基本

状况，不仅能够对症下药，而且能把安慰

的话说到老同志们的心坎上。

付依明还积极当参谋、出主意。去

年 11 月，她在该所服务保障分析会上

建议，推动所里工作迈上新台阶，一方

面应不断提高工作人员服务水平，另一

方面应引进智慧化服务平台等先进设

备，让保障工作跟上信息时代。

该所党委一班人采纳了她的建议，

及时引进“养老智慧化平台”，实现对老

同志健康状态的实时监测，有效提高了

服务保障水平。

爱挑的担子不嫌沉。付依明主动

请缨，担负该所报送信息的工作，她对

如何搞好老干部服务工作有了进一步

的思考。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她整理出

10多份老干部“红色档案”，为健在的老

同志录制“红色微视频”，不仅让老同志

感到十分欣慰，而且也让工作人员深受

教育。2021年底，付依明被河北省军区

表彰为“‘四有’优秀文职人员”。

“组织给我一个平台，我还组织一

个精彩。”在座谈会上，付依明坦露心

声：穿上“孔雀蓝”，学习临床医学的自

己有了用武之地，她将接好父辈传下来

的接力棒，在本职岗位上奉献青春、绽

放芳华！

爱挑的担子不嫌沉
——记河北省军区衡水干休所医师付依明

■李振华 冯 正 本报记者 贾 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