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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庆城县人武部

提高装备出动能力

本报讯 常卫奇报道：6 月下旬，甘

肃省庆城县人武部民兵武器装备标准

化存储基地投入使用。他们按照便于

管理、利于出动的原则，优化管理手段，

建立数字平台，配套智能系统，实现武

器装备收发作业智能化、信息化，提高

了装备应急出动能力。

河北省军区邯郸第二干休所

举办系列主题活动

本报讯 武爱民、李志涛报道：近

日，河北省军区邯郸第二离职干部休养

所举办“七一”系列主题活动。他们组

织 全 体 人 员 参 观 荣 誉 室 ，缅 怀 革 命 先

烈，重温入党誓词，并通过唱红色歌曲、

上红色党课、看红色影片等形式，教育

引导广大党员赓续红色基因，强化政治

自觉，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

开展国防教育宣传

本报讯 李永、吴秀国报道：6 月下

旬，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开展“中小

学生国防教育宣传周”活动。他们通过

组织城区中小学生参观国防建设展板、

举行国防主题演讲、邀请抗美援朝老兵

讲革命传统故事等活动，让中小学生深

入了解国防和军队发展取得的成就，激

励他们努力学习、奋发图强。

“谢谢您的鼓励与帮助，我们一定

会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学有所成后回报

家乡。”7 月 5 日，云南省兰坪县民族中

学 凃 慧 兴 、杨 丹 等 6 名 高 三 应 届 毕 业

生，不约而同给退役大学生士兵陈继淮

打电话报喜。

今年 27 岁的陈继淮，来自贵州省

铜仁市万山区，是中国人民大学 2020

级劳动关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2015

年 9 月，刚上大三的陈继淮响应国家号

召，怀揣热血、携笔从戎，成为战略支援

部队某部一名战士。2017 年,他服役期

满，返校继续完成学业。

从小在西部山区长大的陈继淮，目

睹了脱贫攻坚给家乡带来的巨大变化

感触很深，一直想着为家乡发展贡献自

己的一分力量。2019 年本科毕业时，

他报名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来到

学校对口帮扶的云南省兰坪县民族中

学支教，负责高一年级的英语教学。

一开始，陈继淮信心满怀，备课一

丝不苟，讲课生动有趣，课堂气氛活跃，

深受同学们喜爱。没想到，现实给他浇

了一盆冷水。班级第一次月考，他所带

班学生平均成绩在年级垫底。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陈继淮有种

深深的挫败感。这时，新兵连时班长经

常说的一句话在他脑海中闪现：“这次

3 公里考核，我们班不能有一人掉队。

有一个人掉队，等于打了败仗。”

“当过兵的人，决不能打败仗。”陈

继淮静下心来，认真分析原因，打电话

请教大学老师，制订针对性教学计划。

他为每一名学生建立“一对一”帮扶档

案，从培养学习兴趣入手，调动大家的

学习积极性。课后，他抽出时间，辅导

学习成绩较差的学生，一点一滴打牢基

础。在陈继淮的不懈努力下，同学们的

学习成绩有了明显起色。他还通过言

传身教，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战胜自我的

信心，敢于向困难发起挑战。

“读书是改变我们山里娃命运最

重要的途径。如果不是陈老师当年的

关心和鼓励，就不会有我的今天。”回

忆起陈继淮对自己的帮助，被湖北民

族大学音乐教育专业提前录取的李紫

云感慨万千。李紫云喜欢说唱，经常

拿写好的歌词给陈继淮看。在陈继淮

的鼓励下，他坚持自己的兴趣爱好，发

表不少音乐作品。

紧张艰苦的军旅生活，磨练了陈继

淮的坚强意志，成为他人生中的宝贵财

富。2020 年 7 月，陈继淮被中国人民大

学保送读研。他格外珍惜这段求学时

光，每天起早贪黑学习专业知识。课余

时间，他向学弟学妹讲述军营故事，以

自身经历影响身边人，鼓励大学生携笔

从戎，在军营实现人生理想。

陈继淮服役部队驻地冬天最低气

温零下 30 多摄氏度，白天参加训练，即

使戴着手套，不到半小时双手就冻得发

麻。晚上站岗，寒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一

样。环境越艰苦，越能锻炼人。服役期

间，他不仅完成由一名地方大学生到合

格战士的转变，还光荣加入党组织，并

被评为“优秀士兵”。

凭借军营练就的不服输的拼劲，

陈 继 淮 顺 利 完 成 研 究 生 学 业 。 前 不

久，他被北京市表彰为“优秀退役大学

生士兵”和“北京市三好学生”，被中国

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评为“成长励

志之星”。

“是什么力量，让你取得如此优异

的成绩？”陈继淮的成长故事，在大学校

园引发热议。他自豪地说：“经过军营

大熔炉的洗礼淬炼，不管今后遇到多大

困难，我都能克服。”

6 月 24 日 ，在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2022

年毕业典礼上，陈继淮作为优秀硕士研

究生代表发言，分享自己的青春故事。

有名校友听后感慨：“吃过的苦都化作

一道光，照亮前行的路，军营真是锻炼

人的大熔炉、大学校。”

近日，陈继淮顺利通过笔试、面试，

成为贵州省的一名选调生。他说：“我

是一名党员，也是一名退役军人。我要

回到家乡，从基层干起，用所学知识反

哺家乡、服务人民。”

图①：服役期间，陈继淮被单位表

彰为“四有”新一代革命军人模范。

图②：陈继淮（前排左三）支教时与

师生合影。

图③：6 月 24 日，陈继淮在中国人

民大学 2022年毕业典礼上发言。

照片由陈继淮本人提供

本报讯 叶伟、付雷报道：前不久，

辽宁省盖州市 4 名专武干部在上级组织

的专业技能比武中夺得第一名，3 人取

得第二名。该市人武部领导说：“树立能

者上、庸者下的鲜明用人导向，激发了专

武干部干事创业的热情。”

盖州市军地经过长期探索，形成“集

中培训+升级训练+资格认证”的专武干

部培养模式，每年组织新任职专武干部

进行集中培训，帮助专武干部搞清楚业

务怎么干、队伍怎么建、军地怎么联、难

题怎么破，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他们

还采取集中轮训、以工带训等形式，让专

武干部尽早进入情况，成为武装领域的

行家里手。

该市人武部联合市委组织部下发

《盖州市专武干部提升重用标准》，健全

完善制度机制，优化专武干部选任、培养

程序，大力营造“有为者有位、实干者吃

香”的浓厚氛围。他们依据平时工作表

现和完成急难险重任务情况，对专武干

部进行考核，对考核优秀、群众评议好

的，推荐优先提拔使用，对连续 3 年评比

垫底的，调整交流到其他岗位。

近 3 年来，盖州市有 24 名专武干部

获提拔重用。万福镇武装部干事赵宏伟

抓兵员征集和军事训练工作很有成效，

多次带领民兵完成抢险救灾任务。任职

期满，经过组织考察，赵宏伟被提拔为该

镇政法委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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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过兵的人，决不能打败仗”
——优秀退役大学生士兵陈继淮成为青年学子心中榜样

■陈明国 祝光强

7月上旬，广东省连平县遭

受又一轮强降雨袭击，县域河

流水位上涨，部分乡镇受灾严

重。该县人武部组织官兵和民

兵应急力量携带救援器材，投

入抢险救灾。图为民兵驾驶冲

锋舟转移被困群众。

刘 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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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畅、王云龙报道：“以李

狄三为代表的‘进藏英雄先遣连’130 多

名官兵，以惊人的毅力徒步翻越冰封雪

裹的巍巍昆仑，穿越生命禁区，把五星

红旗插上藏北高原。他们这种不怕牺

牲、不畏艰难、坚守信念的精神，展现了

革命军人的崇高品质，深深植根在高原

人民心中。”7 月上旬，正在高原执行任

务的陆军某储供基地物资保障队队长

梁振江，利用训练间隙就地开展随机教

育。官兵普遍反映，授课接地气，听着

解渴。

该基地针对官兵执行任务重、人员

分散、集中组织大课难的实际，将教育课

堂延伸到演训一线，以高原微课堂、课后

小讨论等形式，提升教育质效。他们结

合赴高原执行保障任务，采取“训练间隙

谈一段、保障间隙讲一段”的方式，开展

“讲先辈故事、话革命传统”活动，引导官

兵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基因，在遂行

保障任务中站排头、打头阵。

前不久，在开设野战油料加油站课

目训练时，下士王兴娥腿部不慎受伤。

由于高原条件艰苦，伤情恢复较慢，王

兴娥情绪有些低落，一度打起退堂鼓。

一天晚饭后，二级上士张兵给大家讲起

老班长的故事。1962 年 10 月 27 日，老

班长司马义·买买提和战友乘车执行边

防巡逻任务时，遭遇敌人伏击。为掩护

战友，司马义·买买提身中数弹，他忍

着剧痛坚持战斗，直至流尽最后一滴

血。听了老班长的战斗故事，王兴娥

热血沸腾，再次递交请战书：“作为新

时代革命军人，我要向革命先辈学习，

传承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

在高原演训一线实现人生价值。”王兴

娥忍着腿部疼痛，坚持参加训练，在海

拔 4000 米的高原挑战自我，高标准完

成演训任务。

连日来，该基地官兵把教育焕发出

的热情转化为练兵动力，积极开展训练

难题攻关，提高高原油料保障能力。

陆军某储供基地结合官兵遂行任务实际

把教育课堂延伸到演训一线

7月 9日，山东省齐河县人武部利用县里举办高校毕业生大型人才双选会

时机，开展精准征兵宣传。 袁 梦摄

本报讯 李永军报道：“‘青年民兵

之家’是深受大家欢迎的‘打卡点’，这

里就是我们温暖的家。”7 月 10 日，刚完

成器械训练的民兵巴特说，修葺一新的

“青年民兵之家”不仅有体能训练室、学

习书吧，还安装了 LED 大屏教育授课

系统，现在我们再也不愁学习教育和体

能训练没场地了。改造升级“青年民兵

之家”，是青海省海北军分区在深化主

题教育中，为官兵办的第 9 件实事。

主题教育展开后，海北军分区采取

“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方式，邀

请州委党校、安全部门和省军区老高原

代表，分别就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国

家安全形势和国防动员工作形势任务、

军事领域前沿知识等进行专题辅导授

课，拓宽官兵视野，提升能力素养。他

们组织干部、文职人员赴院校和兄弟单

位，进行专业培训和参观见学，学习先

进经验，加快推动官兵认知迭代，加速

提升能力素质。

该军分区聚焦主责主业，紧盯国防

动员工作难点问题，着力查找解决单位

存在的短板弱项，聚力解决官兵急难愁

盼问题。该军分区党委常委深入一线，

围绕练兵备战、党管武装等课题展开调

研，全方位、多渠道听取不同声音特别

是基层官兵、文职人员和广大民兵的意

见 建 议 ，力 求 把 问 题 找 准 ，把 实 事 办

好。经过调研论证，他们列出办实事解

难题清单，明确解决时限和具体责任

人，张榜公示，接受大家监督。对照清

单，他们聘请专业力量培训民兵教练

员、修建“老高原精神”主题展览馆、改

建训练场，有效解决民兵轮训缺教员、

开展教育缺场地、组织训练不正规等问

题。目前，军分区党委承诺办的 19 件

实事难事，13 件已落实到位。

在此基础上，该军分区积极探索

军地联演联训方法路子，聚力推动民

兵应急力量军地“共建、共管、共用”机

制，建立公安、统战、消防和交通等 12

个部门为一体的应急联动机制，打通

了高原牧区援战备战的指挥链、建设

链、管理链和保障链，提高了遂行多样

化军事任务的能力。

青海省海北军分区

聚力解决官兵急难愁盼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