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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苏奇伟报道：“没想到这

么快就办好了落户手续，感谢军地出台

的好政策。”近日，驻津某部面向社会公

开招考文职人员张耀元抑制不住内心

的激动。通过军地协力开辟的绿色通

道，他顺利在当地公安局办理完落户手

续，解决了后顾之忧。这是天津警备区

协调地方开展“服务驻津部队”活动的

一个暖心镜头。

天津驻军部队多，特别是近年来部

队文职人员接续补充，规模数量不断壮

大，随之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其中，

驻津部队社招文职人员落户难的问题

日益凸显。

该警备区政治工作局工作人员陈

宇告诉笔者，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

改革以来，面向社会公开招考的外省市

文职人员落户主要面临 3 个问题，即：没

依据难落实，从下发的各项文职人员规

章制度中未作出明文规定；没先例难推

动，外省市文职人员落户天津，除“海河

英才”计划和积分落户这两种常用方式

外，未开辟其他通道，且这两种落户方

式办理周期较长；没立项难批复，落户

标准要求高，审批流程复杂繁琐。

为此，该警备区与市公安局沟通协

调，联合印发《为驻津部队聘用的外省

市户籍文职人员办理落户工作开辟绿

色通道简化办理流程实施办法》，参照

天津市人才引进条件，创新研究出台文

职人员落户流程办法，细化受理范围、

申办条件和提报材料，明确区人武部、

地方户政管理部门、驻津部队“三位一

体”职能职责、专人专责；借鉴“海河英

才”计划落户政策办法，开设军队文职

人员落户绿色通道，将军队文职人员落

户手续办理时间缩短至 5 个工作日内完

成，切实提高办事效率。

据悉，《办法》实施以来，天津警备

区协调市公安局为 70 余家驻津部队单

位开设集体户，已解决 1800 余名社招文

职人员落户问题，进一步提升了社招文

职人员投身强军事业、服务备战打仗的

工作热情。

天津市军地协力开辟绿色通道

“孔雀蓝”落户手续快速办结

五
月
二
十
七
日
，湖
北
省
十
堰
市
在
汉
江
大
堤
举
行
军
地
联
合
防
汛
抢
险
应
急
演
练
。
图
为
民
兵
抗

洪
抢
险
分
队
进
行
装
运
沙
袋
构
筑
堤
坝
演
练
。

杜
继
峰
摄

本报讯 金顺红、王旭报道：5 月 31

日，吉林省东辽县举行民兵连排长任职

仪式。其中，曾 6 次参加重大军事演习，

精通通信、侦察等多个专业的退役老兵

于鑫，被正式任命为民兵应急连连长。

据悉，该县应急、支援保障分队的 58 名

民兵干部中，像于鑫这样既懂专业又善

指挥的退役军人共有 39 名。这是东辽

县着眼新时代国防动员使命任务，用打

仗标准选人用人带来的喜人成果。

去年底，在上级组织的模拟实战演

训考核中，暴露出部分连排长口令下达

不规范，部署任务、组织指挥不到位的

问题，甚至有个别干部对本专业“说不

上话、插不上嘴”。

为彻底改变这一现状，人武部联合

地方制定《基干民兵分队连排干部履职考

评办法》，从民兵干部选拔任用、参训组

训、军事技能、奖惩淘汰等 6 个方面进行

规范，并打破传统思维定势，在全县范围

内挖掘人才。很快，81名符合连排长人选

条件的备选对象“浮出水面”。经过考核、

试用、再考核，最终有 39名懂技术又善指

挥的退役军人被任命到民兵连排长岗位。

掩体不再规规整整，取而代之的是

交通壕、废旧汽车等不规则掩体；武器

射击距离不定、显靶时间不定，还穿插

武装越野等课目；救护组、化学污染洗

消组等各专业民兵队伍不再各自为战，

而是相互配合共同投入“战斗”……日

前 ，笔 者 走 进 该 县 各 个 民 兵 训 练 场 看

到，考核场上呈现诸多新气象。

“技指兼通连排长的加入，从训练内

容、条件设置到组训标准实现全面升级，

先后有 10 多个重难点课目训练实现突

破。”该县人武部领导介绍，新任连排长

大胆创新，组训方式由单一课目向多课

目连贯、多内容融合、多能力综合转变，

训练场地由操场向复杂环境、实战条件

拓展，助推民兵能力素质不断升级。

据悉，由新任连排长担任组训教学

任务的地下指挥工程抢修、网络空间安

全技术、生物安全领域支援保障等 21 个

课目，民兵分队训练总评合格率达 90%

以上，比往年提高 7 个百分点。

吉林省东辽县以打仗标准选人用人

让技指兼通民兵干部执教鞭

本报讯 陈洋何、记者冯超报道：

“今 年 民 兵 整 组 专 业 对 口 率 由 去 年 的

80%提高至 90%以上。”近日，四川省彭

州市人武部统计数据显示，通过调整民

兵力量结构，今年支援类分队数量规模

明显增加，新增生物资源保障、情报信

息侦搜等一大批新质民兵队伍。

“民兵整组要向企业拓展、向行业

深化、向高技术军事领域进军，突出新

质力量编成。”前不久，在彭州市召开

的 民 兵 整 组 工 作 部 署 会 上 ，该 人 武 部

领导的动员部署掷地有声，“这次调整

改革不是简单的名称改变、人员合并，

要积极发挥彭州新兴产业和新型领域

人才优势，深挖资源潜力、拓展编组方

式，加大在高新技术企业、科研所的编

兵 力 度 ，让 人 员 构 成 和 编 组 方 式 更 加

合理高效。”

为 此 ，军 地 联 合 工 作 组 先 后 多 次

深 入 辖 区 企 业 开 展 走 访 调 查 ，建 立 潜

力数据库，研究论证编组方案，将以往

专 业 技 术 不 强 的 分 队 进 行 缩 减 和 优

化。从事民兵工作多年的参谋贾欢告

诉 记 者 ，过 去 整 组 工 作 存 在 人 才 状 况

掌握不详细、不具体等问题，导致一些

有专业特长的骨干未能及时被编入民

兵分队。今年人武部联合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交通局等相关部门，建立人才

信 息 数 据 库 ，每 名 民 兵 的 基 本 信 息 一

目 了 然 ，为 民 兵 组 织 整 顿 提 供 了 强 有

力的数据支撑。

在该市防化救援专业训练基地，一

场防化救援演练正在进行。防化分队

队长高明军沉着冷静指挥救援，不到半

小 时 就 圆 满 完 成 化 学 品 泄 漏 施 救 任

务。记者了解到，彭州市辖区有重点石

化企业，他们与市应急局联系，共同组

建 20 人的民兵防化救援分队。高明军

告诉记者，战时化学洗消任务较平时标

准更高、要求更严，只有在平时打牢基

础，才能在关键时刻顶得上、起作用。

四川省彭州市人武部优化民兵力量结构

新质力量成应战应急铁拳头

“向英雄战友致敬”“迎接英雄战友

杨勇回家”……6 月 7 日，D2809 次列车

殉职司机杨勇的遗体告别仪式在贵州

遵义举行。阴雨连绵中，来自社会各界

的群众以及杨勇生前所在部队的 27 名

战友自发前来送别。

3 天前，D2809 次列车撞上突发溜

坍侵入线路的泥石流。司机杨勇在 5

秒内紧急制动，撂下生命中的最后一把

闸，保障了整趟列车旅客的安全，自己

却不幸殉职。

“3 年的军旅生涯，在他的骨子里烙

下人民子弟兵为人民的使命担当，更磨

炼了他临危不惧的处突能力，他是好样

的！”谈及杨勇的英雄壮举，杨勇的老班

长田纪恩深有感触地说。

1993 年，杨勇参军入伍，来到原武

警 海 南 省 总 队 海 口 市 支 队 第 二 中 队

（现武警海南总队海口支队执勤六中

队）服役。时任中队长彭林波回忆道，

杨勇性格内敛，干工作踏实，遇到脏活

累活总是抢着干。闲暇时间，他喜欢

看书写日记。

与杨勇同年入伍的战友陈作军回

忆，中队担负的城市武装巡逻任务繁

重 ，对 执 勤 官 兵 的 能 力 素 质 要 求 较

高。为了能够圆满完成任务，杨勇经

常给自己“开小灶”加练，军事素质一

直位居中队前列。1995 年，杨勇参加

上级组织的驾驶员培训，拿到人生中

第一张摩托车驾驶证。担任巡逻分队

驾驶员以来，他全身心投入城市武装

巡逻任务中，表现突出。入伍第 2 年，

他 光 荣 入 党 ，先 后 2 次 被 评 为 优 秀 士

兵，3 次荣获嘉奖。

“有一次，我因公出差到杨勇家走

访，当时他的父亲杨顺仲在遵义市松坎

火车站派出所任教导员。”在彭林波看

来，杨勇严于律己、爱岗敬业的优秀品

格，与父亲的言传身教密不可分。杨顺

仲曾是一名军人，退役后成为一名铁路

警察。坚守岗位 35 年，杨顺仲累计巡

线里程达 40 万公里，2005 年被评为“全

国铁路优秀人民警察”。

1996 年退役后，杨勇跟随父亲的脚

步，到成都铁路局贵阳机务段工作。工

作之余，他坚持自学业务知识，先后考

取货车、火车和动车驾驶员资格证。从

普通铁路工人，到工长、司机、指导司

机、地勤司机，杨勇一步一个脚印，逐渐

成长为一名技术过硬的动车司机，取得

连续安全值乘 900 余趟次、走行近 40 万

公里的优异成绩。

对 于 杨 勇 的 选 择 ，战 友 们 一 点 也

不意外。战友张元松说：“杨勇干工作

认真负责，每次执勤归队，他都坚持清

理摩托车，连发动机上的灰都要擦拭

干净。”

杨勇殉职的消息传来，武警海南总

队官兵自发掀起学习老班长先进事迹

的热潮。“杨勇老班长不顾个人安危，保

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壮举，值得我们

学习。”该总队海口支队执勤六中队中

队长张思亮说。

退役军人、D2809 次列车值乘司机杨勇危急时刻舍生忘死—

5秒紧急制动 一己挽狂澜
■雷 辙 杨瑞明 毛文秀

芒 种 到 ，麦 金 黄 。 6 月 5 日 6 时

许，河南省延津县人武部政委董兴军

带领官兵起了个大早，携着农具直奔

石婆固镇东龙王庙村一等功臣肖思远

烈士家的麦田。他们之前和烈士父母

肖胜松、刘利霞约好，这天来帮着收麦

子。可到了麦田，眼前的一幕让他们

惊呆了——

“咦？昨天还满目金黄的小麦，怎

么一夜之间消失不见了？”董兴军纳

闷，麦田空空，只剩下秸秆，难道有人

偷麦子？！

正当大家疑惑时，肖胜松夫妇笑

盈盈地开着拖拉机赶来。

“不让你们来，你们非要来，我们

只好提前收了。”肖胜松笑着说，“今年

小麦收成不错，亩产超过 500 公斤没

问题。”听了他的一番话，大家悬着的

心这才放下。

“五一”期间，董兴军带着工作人

员来到肖思远烈士家慰问，没说几句，

就拉着肖胜松来到他家地里看小麦长

势。看着金黄的小麦，董兴军再三叮

嘱：“今年麦收的活人武部包了，你们

到时候只管在家等着收麦子，咱们可

说好了！”“不中，不中！今年浇水打草

你们帮了不少忙，收麦的活你们不要

管。”肖胜松连忙谢绝。

牵挂烈士家人的，不只人武部。

眼看麦收的日子越来越近，肖胜松夫

妇不断接到市县乡各级政府和社会

各界的电话，询问有啥困难，需不需

要帮助。村干部、志愿者及肖思远的

战友、同学也争相要来帮忙收麦子。

朴实的夫妻俩感动之余，内心充满了

不安：“就像军人扛枪保卫国家，我们

农民种地打粮是本分，哪能给大家添

麻烦。”

于是，这天天还没亮透，肖胜松夫

妇悄悄带着收割机下地了。刘利霞负

责挂编织袋接麦子，肖胜松负责把小

麦一袋袋扛到拖拉机上。经过 2 个小

时的“突击”，6 亩小麦收割完毕，夫妇

俩开拖拉机连跑 3 趟才把麦子全部拉

回家。

扑了个空，董兴军又“生气”又感

动。他夺过肖胜松手中的钢叉说：“麦

子收完了，我们就帮忙运秸秆。”

一声令下，官兵两人一组分散开

来，有的开车，有的装车，有的摆垛，在

田地里热火朝天地忙碌起来。一上

午，大家把 6 亩地的秸秆和粮食收拾

得利利索索。

肖 思 远 的 弟 弟 肖 荣 基 今 年 刚 满

18 岁。前不久，体检政考双合格后，

他来到人武部提前适应部队生活，准

备下半年应征入伍。看着收麦队伍中

身着迷彩服、兵味十足的肖荣基，肖胜

松夫妇欣慰不已。

“以前，每到麦收时节，哥哥就帮

爸妈割麦子，我就跟在哥哥身后捡散

落的麦穗。如今我也能够力所能及帮

他们干点活。以后我还要接过哥哥的

钢枪，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肖荣

基说。

上图：延津县人武部官兵帮助运

秸秆。 易 凡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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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勇（右一）服役时进行摩托车驾驶训练。

杨勇遗体告别仪式现场，当地群众和生前战友自发前来送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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