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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0 日早上，江苏省灌云县燕尾

港，40 多名官兵整齐列队。他们来自

江苏省军区机关，准备赶往开山岛开展

主题党日活动。

9 时许，海面上的薄雾渐渐散开。

马达声响起，客轮驶向开山岛。

“老王登岛的时候，还没客轮，坐的

是渔民的小渔船”“他登岛 48 天后，妻

子王仕花也来到岛上”“他们夫妻共同

守岛 32 年。登岛那年，他 26 岁，她 24

岁”……

手机电子地图显示，燕尾港与开山

岛的直线距离仅 9公里。客轮要绕过长

长的防波堤，抵达开山岛需航行 40多分

钟。途中，船舱变成课堂。官兵们你一

言我一语，聊起王继才守岛的故事。

开 山 岛 上 曾 有 部 队 驻 守 。 1985

年 ，部 队 撤 防 ，岛 上 设 立 民 兵 哨 所 。

1986 年，王继才受领守岛任务，后来妻

子也随他上岛。自此，夫妻俩以岛为

家，在这座曾经没水没电的孤岛上默默

坚守。2018 年 7 月 27 日，王继才在执

勤时突发疾病去世。

王继才去世后，习主席对王继才同

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王继才

同志守岛卫国 32 年，用无怨无悔的坚

守和付出，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了不平

凡的人生华章。我们要大力倡导这种

爱国奉献精神，使之成为新时代奋斗者

的价值追求。

近年来，在军地有关部门共同努力

下，民兵守岛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开山

岛被江苏省委列为党性教育基地，每年

前来参观学习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

部队官兵络绎不绝。如今，岸岛之间有

了摆渡的客轮，不再像从前那样，登岛

离岛看天气，遇上台风岛上十天半月

“与世隔绝”。

光阴如梭，4 年过去了。开山岛发

生了哪些变化？现在的守岛民兵怎么

样？随着客轮驶近，开山岛的轮廓逐渐

清晰起来。不少第一次来参观见学的

官兵，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走出船舱，

扶舷凝望。

客轮靠岸。9 名皮肤黝黑的民兵

整装肃立在码头，站在排头的是王仕

花。见面后，王仕花走在前面，带大家

参观。

开山岛的巡岛路多用石头铺成，王

继才夫妇靠双手修补过巡岛路。官兵

们拾级而上，依次参观夫妻哨事迹陈列

馆、王继才故居、王继才雕像、开山岛灯

塔等点位。

开山岛守岛民兵孙良奎介绍，开山

岛上的营房大都进行了修缮。现在，岛上

不仅有宿舍、食堂、淋浴间等，还有礼堂、

海魂书屋等民兵活动场所。营房顶上加

装太阳能电池板，用电取暖不再困难。

“岛上的变化非常大。相信老王也

盼着这一天。”王仕花说，他们守岛时，

做饭取暖要用柴火煤球。柴火煤球用

完了，他们俩只能嚼生米，干涩难咽。

冬天，海风凛冽，窗户上的塑料布常被

吹破。夏天，酷热难挨，一巴掌能拍死

好几只蚊子，睡觉时要在床边摆一圈蚊

香……

王继才住过的房间附近有两棵树，

高的是苦楝树，矮的是无花果树。无花

果树的树干上，至今还有王继才刻下的

“热烈庆祝北京奥运会胜利开幕”“钓鱼

岛是中国的”字迹。

王仕花告诉官兵，开山岛上本来植

被稀少，如今已有十多种植物。松树、苦

楝、无花果、葡萄，都是他们夫妻俩经过

一次又一次努力种出来的。“我们种树

时，先用钢钎在石头上凿出坑来，再从岸

上运来泥土和肥料。岛上淡水少，为了

省水浇树，我们洗澡只用一脸盆水……”

王仕花说。

参观途中，不少官兵问起守岛民兵

的轮换情况。民兵哨所所长、灌云县人

武 部 军 事 科 文 职 参 谋 陈 志 显 说 ，自

2018 年 9 月 25 日以来，人武部已遴选

多批民兵轮值守岛。执勤天数根据任

务要求确定。王仕花现为开山岛民兵

哨所名誉所长。

参观完故居，官兵在礼堂集合，和

守岛民兵交流心得体会。

“ 守 岛 11680 天 、更 换 200 多 面 国

旗，每一组数字的背后都是讲不完的守

岛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是同一对主角。

向老所长王继才、嫂子王仕花致敬。你

们是最可爱的人！”

“‘七一’临近，能有此行，我受益匪

浅。在这里，我看到了忠诚与担当。我

们怎么样，祖国就会怎么样。正是无数

个 王 继 才 守 住‘ 开 山 岛 ’、种 好‘ 责 任

田’，我们的国家才强盛、人民才幸福。”

“王继才夫妻守岛的事迹给了我很

大的震撼。每每面朝大海时，我的脑海

中总会响起《祖国不会忘记》那首歌，

‘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在奔腾

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既然选择了

当守岛人，我就要以他们为榜样，把青

春融进祖国的山河，无怨无悔作贡献。”

王仕花坐在台下认真聆听。很多

次，她悄悄地擦拭眼角。官兵们说，嫂

子肯定想起了她最亲密的“战友”……

临行前，官兵们来到小岛顶端王继

才夫妻日日升国旗的地方，面向党旗，

重温入党誓词。

海天辽阔，孤岛长风。鲜红的旗

帜，猎猎作响；铿锵的誓言，豪迈激昂。

上图：官兵重温入党誓词。

邱殿强摄

把青春融进祖国山河
——江苏省军区机关组织官兵赴开山岛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侧记

■丁 然 本报特约通讯员 翟沁烨

本报讯 李伟报道：“前方有浪，握

紧操舟柄，加油门！”6 月 21 日，波光粼

粼的万佛湖湖面上，安徽省六安军分区

组 织 水 上 抢 险 分 队 骨 干 进 行 集 训 考

核。在教练员指挥下，文职人员操舟劈

波，提升水上搜救技能。

笔者了解到，参加此次集训考核的

骨干有现役官兵、文职人员和基干民

兵，文职人员占比 30%。目前，六安军

分区已培养水上抢险分队文职人员骨

干 30 余人。

军分区动员处文职参谋孙绍伟告

诉笔者，经过强化集训，他掌握了冲锋

舟驾驶、操舟机维护、水上搜救行动等

多项技能，对考取冲锋舟驾驶证充满

信心。

军分区政治工作处主任胡忠喜介

绍，军分区人员构成中，文职人员占比

接近 60%。大部分文职人员已在驻地

安家，关键时刻能够快速集结，发挥第

一梯队作用。

文职人员蔡永连负责军分区新闻

宣传工作。训练课目完成后，她驾驶冲

锋舟平稳靠岸，熄火、拔油管、撬机、上

插销，停机动作一气呵成。刚下舟，她

又拿起相机拍摄训练场景。她说：“我

要努力成为能文能武的‘多面手’。”

据了解，该军分区女文职人员全部

参训，很多文职人员已是第二次参加水

上抢险分队骨干集训。在抗洪抢险、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等应急任务中，文职人

员多次冲锋在前。

胡忠喜说，文职人员作为新型军

事人力资源，队伍逐渐壮大，作用发挥

愈加明显。为加快提升文职人员能力

素质，军分区党委专门出台文职人员

培养使用意见，要求业务部门定期组

织培训集训，出台激励措施，拓宽军地

共育渠道。

据悉，在该军分区兵员征集、民兵

整组等重要工作中，文职人员发挥了重

要作用。该市征兵工作考评连续 3 年

位居全省前列。近两年，该军分区文职

人员获军地表彰人数达 30 多人，其中 1

人被安徽省委宣传部列为宣传领域典

型，多人荣获三等功以上奖励。

上图：六安军分区文职人员操作冲

锋舟。 李 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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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杨西河、特约记者张富华

报道：“有了量化评价体系，干得好不好

一目了然。机关指导基层抓建必须有依

据、有标准、有抓手。”近日，江西省南昌

警备区接受省军区“四个秩序”和安全工

作检查，他们探索建立的“7+3”量化评

价体系获得检查组肯定。

警备区司令员陆建刚说，针对一些

基层单位管理方式粗放、部分人员能力

素质与任务要求不匹配等问题，他们着

力完善工作评价体系，激发基层自主抓

建动力。“7+3”量化评价体系包括战备

工作、军事训练、政治工作、民兵整组、征

兵“五率”、后装保障、安全管理 7 类核心

指标和基层武装部、民兵基层建设、国防

动员潜力调查 3 类专项指标。

在该警备区综合检查表上，记者看

到，各单位 10项考评内容的加减分情况记

录得清清楚楚。南昌县人武部部长张秉

公说：“‘7+3’量化评价体系突破了过去量

化内容一成不变的传统模式，充分考虑季

度大项任务、上级阶段部署和本级重点工

作等情况。单位工作成绩综合全年表现

情况而定，不单以某项工作成绩或某个季

度的表现论英雄，评价方式更加科学，考

核结果更具有说服力。”

“ 考 评 的 指 向 就 是 基 层 建 设 的 导

向。”军分区战备建设处领导介绍，为了

提升指导帮建的精准度，他们建立“大交

班、大讲评”工作模式，让基层能够准确

把握每个阶段的工作要点，保证方向不

偏、标准不降。军分区还依据阶段考评

情况及时开展调研和挂钩帮建，形成查、

讲、评、议、促的抓建闭合回路。

记者注意到，课题研究成果是量化

评价体系划定的重点加分项目。为推动

国防后备力量和军事训练转型发展，该

警备区围绕基层建设、后装保障等 5 项

内容，赋予人武部课题攻关任务。

进贤县人武部探索部队过境保障新

模式，获得加分。该人武部领导表示：“量

化考评体系为基层抓建能力水平精准‘画

像’。当单位主官看到成绩单时，‘美’

‘丑’立判，倒逼基层跑出发展加速度。”

江西省南昌警备区探索建立精准量化评价体系

倒逼基层建设“换挡提速”

“1947 年 5 月，辽东军区独立 1 师、

2 师、3 师在这里打了一场阻击战，给国

民党部队沉重一击……”6 月 21 日，辽

宁省辽阳县下达河村一处大院内，一位

中年男子向游客讲述大院的历史。正

是他，经过 10 年奔波，让这座大院成为

红色教育基地。

他 叫 金 刚 ，今 年 50 岁 。 2012 年 8

月，经人介绍，他在下达河村置换了一

座老宅院，打算修缮后在此安度晚年。

“老宅院的房子被洪水冲过，东厢

房 倒 塌 ，正 房 也 多 处 漏 雨 。”金 刚 说 ，

在修复房子时，村里的老人高兆联告

诉 他 ，70 多 年 前 解 放 军 在 这 里 住 过 ，

当时还送给他两件东西，至今他还珍

藏着。

“我去看了高兆联老人珍藏的老物

件，感觉老宅院十有八九是一处红色旧

址。”为弄清楚老宅院的历史，金刚开始

四处寻找史料。他先后去了辽阳市档

案馆、鞍山市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还

拜访了许多党史军史专家。

后来，他从辽阳军分区军史馆里找

到一段老将军回访下达河村的视频。

视频画面里，有位老将军到这个老宅院

里看过。经过多方打听，金刚辗转联系

上那位老将军。老将军告诉他，老宅院

里的确住过解放军，并且曾是东北人民

解放军第五纵队司令部，老将军当年是

第 5 纵队宣传员。

经过近 3 年走访，金刚收集到大量

有 关 老 宅 院 的 史 料 。 1948 年 3 月 31

日，辽东军区独立 1 师、2 师、3 师改称东

北人民解放军第五纵队 13 师、14 师、15

师，司令部就设在这座老宅院内。后

来，金刚找到县文物部门，建议将老宅

院列为革命旧址，进行全面修复。

“文物部门采纳了我的建议，可是

修复资金有限。”金刚告诉记者，为了尽

快修复这处革命遗址，他决定自己垫资

施工。几年过去，老宅院内的建筑只修

复了一半。

“有的朋友劝我别干了。但是我越

了解老宅院的历史，越想修复它。”金刚

说，“解放军曾在这里浴血奋战，192 名

烈士就埋在附近。我们后人不去做点

什么，怎么能心安？”

金刚的义举引起军地有关部门的

关注。在后期修复工作中，辽阳市委、

市 政 府 和 辽 阳 军 分 区 给 予 他 很 大 支

持。军地以老宅院为基础建设东北人

民解放军第五纵队指挥部旧址纪念馆，

项目被列为辽阳县 2022 年重点工作。

得知辽阳县开发了一处革命旧址，

游客纷至沓来。金刚自告奋勇担任首

位讲解员。

喜！老宅院竟是革命旧址
赞！他奔波十年倾力修复

■刘黎明 张吉平 本报特约记者 乔振友近日，广东省

平 远 县 人 武 部 开

展 国 防 教 育 暨 征

兵 工 作 进 校 园 活

动，激励高中毕业

生填报军队院校、

投 身 火 热 军 营 。

图 为 高 中 毕 业 生

在 填 报 军 校 宣 传

横幅上签名，表达

从军报国志向。

李伟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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