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 合2 责任编辑 /单慧粉2022年 8月 1日 星期一 Tel：010-66720759

征 兵 工 作 进 行 时征 兵 工 作 进 行 时

本报讯 张景波报道：“出发！”7 月

21 日，随着一声令下，安徽省淮北军分

区“重走红色路 寻根铸军魂”庆祝建军

95 周年政治拉练活动拉开帷幕。军分

区官兵、专武干部代表共 50 余人，走进

红色遗址，追寻红色记忆。

第一站，他们来到淮海战役总前委

旧址临涣文昌宫。透过原状陈列展出的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当年的居住、办

公环境，官兵和专武干部代表切身感受

到战争年代我军践行宗旨、艰苦奋斗的

优良作风。“淮海战役中，我军官兵和广

大人民团结一致、英勇奋斗，建立不朽功

勋，激励着我们传承红色基因，不断提高

真打实备能力。”烈山区人武部政委冯琰

深有感触地说。

接着，他们来到淮海战役总前委旧

址小李家。在义务讲解员李华松的带

领下，官兵参观各个展室，并聆听李华

松一家三代接续守护总前委旧址的感

人故事。

1948 年 11 月 23 日 ，淮 海 战 役 总 前

委指挥部由临涣文昌宫迁至濉溪县韩

村镇淮海村李华松的祖屋。在这里度

过的 38 个日夜中，总前委运筹帷幄，指

挥围歼黄维兵团，为下一步作战创造有

利条件。

74 年来，李华松一家三代人精心呵

护着这座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旧宅。李

华松坚持每天清除杂草、排查隐患，还义

务担任红色讲解员。参观后，官兵和专

武干部代表怀着崇敬的心情，帮助李华

松老人打扫院内外卫生。

15 时左右，一行人来到双堆集镇。

整队后，由军分区领导带队向淮海战役

双堆集烈士陵园方向徒步行军。艳阳高

照、天气炎热，大家挥汗如雨、士气高昂，

没有一人掉队。

在淮海战役双堆集烈士陵园，官兵

和专武干部代表祭扫英烈墓群，向烈士

纪念碑敬献花篮，重温入党誓词，聆听

参加过淮海战役的老兵讲述战斗故事，

并举行强军故事会和政治拉练体会交

流活动。

活动期间，大家还参观了临涣烈士

陵园、淮北地区党组织重要创始人朱务

平烈士纪念馆和赵汇川将军陈列馆。

该军分区政治工作处主任孙琼介

绍，他们充分发挥辖区丰富的红色资源

优势，结合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

效化，开展庆祝建军 95 周年系列活动，

在可触可感中重温历史记忆，激发官兵

练兵备战热情。官兵和专武干部代表纷

纷表示，通过政治拉练活动，进一步坚定

了理想信念，一定牢记党的宗旨，为基层

武装工作再立新功。

上图：官兵和专武干部代表向烈士

墓碑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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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前夕，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委统战部、政协、九三学社、司法局联合

看望慰问区人武部官兵、文职人员和职工，向他们赠送书籍，并就如何提升共建

活动质效、推进军地各项事业发展进行座谈。 郁 兴摄

本报讯 张琪、石小影报道：单兵

战术场地，随着一声令下，参训民兵迅

速卧倒，匍匐通过铁丝网，扬起阵阵黄

沙；卫生与救护场地，民兵熟练进行包

扎，随后抬起伤员快速转移……7 月下

旬，在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民兵训练基

地，一场共同基础课目训练考核正如火

如荼展开。考核结束后，成绩出炉：民

兵各课目合格率较以往提高 20%。这得

益于该区人武部建立民兵训练档案、精

准施训的实际举措。

“民兵来自各个行业和岗位，体能

基础和身体素质参差不齐。”该区人武

部领导说，以往军事训练大多采用“一

锅烩”的训练方法，效果不佳。为提高

训练质效，他们按照灵活多样、因人施

教 、循 序 渐 进 的 原 则 建 立 民 兵 训 练 档

案。档案内容包括民兵参训时间、课目

考核成绩、训练情况等，同时为每名民

兵量身打造训练计划，明确重点训练课

目和训练方式方法。在此基础上，他们

组织班长、民兵骨干结对帮带民兵，全

程跟踪掌握训练进度，完善训练档案信

息，及时调整训练计划。

民兵赵晨是一名工程师，每天伏案

长达 10 多个小时，身体素质较弱，尤其

不擅长长跑。为了不掉队，他自己主动

加练，但成绩一直不理想。民兵班长谢

云龙翻阅训练档案时发现，体能检测结

果显示，赵晨的体脂率偏高。谢云龙为

他量身定制一套训练计划，着重加强力

量训练。在前不久开展的民兵集训中，

赵晨的跑步成绩明显提升，成为民兵连

的训练骨干。

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人武部建立民兵训练档案

量身打造训练计划

本报讯 孙秀兰报道：7 月 22 日，

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传来喜讯：该区砖

墙镇党委书记范广会的儿子范业康收

到国防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即将开

始军校生活。作为一名“老武装”，范广

会曾任砖墙镇武装部部长。多年来，他

一直积极鼓励儿子参军入伍。如今，在

高淳区，“父子兵”的故事不断上演。

范 广 会 2009 年 从 部 队 转 业 ，2012

年被选拔到砖墙镇任武装部长。2016

年，他在资格审核、民主测评、武装工作

理论和军事素质考核中脱颖而出，被评

为南京市“十佳基层武装干部”。凭借

过硬的军事素质和在武装工作中取得

的 成 绩 ，范 广 会 被 提 升 为 砖 墙 镇 副 镇

长，后任镇长。2021 年 2 月，他再次获

重用，被任命为砖墙镇党委书记。

高淳区建立激励机制、畅通专武干

部晋升渠道，激活了专武干部队伍建设

的一池春水，并产生溢出效应。

淳 溪 街 道 人 大 工 委 主 任 赵 杏 保 ，

2000 年 8 月转业后从事武装工作，后担

任 淳 溪 街 道 武 装 部 部 长 ，曾 被 评 为 南

京 警 备 区 优 秀 专 武 干 部 标 兵、江 苏 省

基 层 武 装 工 作 先 进 个 人 ，2020 年 提 升

任 现 职 。 2013 年 ，赵 杏 保 积 极 鼓 励 儿

子 赵 凯 报 考 军 校 。 在 服 役 期 间 ，赵 凯

不负众望，努力提高军政素质，多次立

功受奖。

漆 桥 街 道 办 事 处 副 主 任 杨 泉 清 ，

2000 年 从 部 队 转 业 后 从 事 武 装 工 作 ，

一干就是 20 年，成为该领域的行家里

手 。 2020 年 ，时 任 武 装 部 副 部 长 的 杨

泉清带病率领民兵奋战抗洪一线，圆满

完 成 任 务 。 受 杨 泉 清 影 响 ，2020 年 征

兵工作开始后，他的儿子、刚被录取成

为硕士研究生的杨苏磊携笔从戎。两

年服役期满，杨苏磊选择继续留队，扎

根海防一线，把青春与汗水洒在祖国最

需要的地方。

“老武装”以浓浓的家国情怀支持

子女建功军营的故事，激励有志青年积

极报名应征。截至目前，该区上站体检

人数已达征集任务数的 4 倍。

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退役军人“老武装”鼓励子女投身军营

心怀家国情 传递接力棒

本报讯 强恒敬、记者冯超报道：

国 防 现 代 化 建 设 对 人 才 有 哪 些 新 要

求 ？ 大 学 毕 业 生 入 伍 有 哪 些 激 励 政

策？走进军营后个人成长如何规划？7

月 19 日，四川省邛崃市人武部征兵工作

人员来到临济镇大学毕业生李欢家，就

征兵政策答疑解惑。

邛崃市辖区无高校，大学毕业生和

在外就读大学生是该市大学生征集的

重点。着眼提高征兵宣传工作质效，邛

崃市创新征兵宣传形式，建立市、镇（街

道）、村（社区）、组（小区）四级网格，形

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职能整合、上下

联动的网格化宣传新格局。网格员进

村入户，面对面和大学毕业生及家长交

流谈心，帮助他们算好政治账、经济账、

成长账，树立从军报国志向。

临济镇专武干部邓明志介绍，该镇

7个行政村 22个村民小组已实现网格化

管理，并逐人定格、定员、定责、定岗，由

专武干部和网格员深入村组进行宣传，

确保宣传范围全覆盖、辖区群众全知晓。

与此同时，邛崃市按照高度重视早

部署、全面摸查清底数、分解任务晒排

名、跟踪督导促落实的原则，采取“一周

一排名，一周一督促”的方式推进大学

生征兵报名工作，促使镇（街道）专武干

部及时跟进大学毕业生动员进度。

截至目前，该市已有 369 名大学生

报名应征，其中大学毕业生 178 名，92

人已完成上站体检。

四川省邛崃市

打造网格化精准征兵宣传格局

八 一 建 军 节 到

来之际，东部战区空

军 某 部 组 织 官 兵 走

访 慰 问 驻 地 抗 美 援

朝 老 兵 ，聆 听 战 斗

故 事 ，共 话 光 荣 传

统 。 图 为 老 兵 郭 福

延 向 官 兵 讲 述 老 照

片背后的故事。

李君涛摄

“各位叔叔，我的清华大学录取通

知书到了！”7 月 27 日一大早，山东省

武城县第二中学高三毕业生贾劲楷和

父母，来到县人武部报喜，并送来一面

感谢锦旗。

“ 祝 贺 你 ，劲 楷 ！”看 到 录 取 通 知

书，人武部办公室里传出欢呼声，大家

纷 纷 聚 拢 过 来 ，朝 贾 劲 楷 竖 起 大 拇

指。“没有大家的无私帮助，我不会圆

梦清华大学。这份通知书，有叔叔们

一半的功劳。”贾劲楷感激地说。

与贾劲楷一家结缘，还要从 3 年

前说起。2019 年，县人武部领导在走

访中得知，家住武城镇董王庄村的贾

劲楷家生活困难。母亲因意外事故致

残，全家人的生活靠父亲一人送外卖

支撑。

“结成帮扶对子的第一天，大家就

‘约法三章’：只帮不说，多帮少说，帮

好再说。”该县人武部政委刘国栋告诉

笔者，为了不给贾劲楷增加思想压力，

大 家 一 致 决 定 捐 款 捐 物 不 写 个 人 姓

名，统一落款“人武部”。

人武部职工于怀肖家上有老下有

小，生活压力不小。2019 年 9 月，帮扶

行 动 一 启 动 ，他 便 悄 悄 从 家 里 拿 了

1000 元捐出来。妻子发现后追问，于

怀 肖 如 实 相 告 。 妻 子 非 但 没 有 埋 怨

他，反而给他提要求：“每年给孩子的

钱只能多、不能少。”

对于人武部来说，助学金是一笔

“ 糊 涂 账 ”，可 在 贾 劲 楷 的“ 小 账 本 ”

上 ，每 一 笔 都 记 得 清 清 楚 楚、明 明 白

白 。“2019 年 9 月 6 日 ，两 位 叔 叔 送 来

助学金 3000 元；2020 年 2 月 17 日，3 位

叔叔给家里送来米、面、油、奶；2020

年 9 月 12 日、13 日，刘国栋叔叔两次

给 我 打 电 话 ……”“ 为 什 么 打 电 话 也

要特意记下来？”面对笔者的询问，贾

劲楷说：“这两个电话对我很重要。”

原来，那段时间贾劲楷在济南市

参 加 全 国 中 学 生 物 理 竞 赛 。 第 一 次

参 加 全 国 性 比 赛 ，他 难 免 有 些 紧 张 。

刘国栋通过随行老师了解到情况后，

发 挥 自 己“ 老 政 工 ”的 优 势 ，主 动 上

场。“我和劲楷在交流中，说的最多的

是 放 松 心 态 ，树 立 必 胜 信 心 ，并 一 起

分析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刘叔叔

讲话慢条斯理，让人倍感亲切。有了

刘叔叔这个‘外援’，那次比赛我获得

全国二等奖。”谈起这段经历，贾劲楷

记忆犹新。

2021 年 6 月，贾劲楷的父亲生病

住院。“顶梁柱”倒下，整个家雪上加

霜，贾劲楷甚至一度萌生退学打工的

念头。消息传到人武部，一石激起千

层浪。“这孩子是个学习的好苗子，好

好上学才能拔穷根。”3 位部领导一合

计，立即分了工：部长负责联系医院，

协调专家给贾劲楷的父亲诊疗；政委

赶到贾劲楷家，面对面做思想工作；副

部长跑医保、申请大病救助。“当时，我

的思想摇摆得厉害，放弃学业不甘心，

看着母亲拖着残体奔波不忍心。多亏

人武部的叔叔们帮忙，助我们一家渡

过难关。”贾劲楷说。

解决了后顾之忧，贾劲楷轻装上

阵、刻苦学习，多次参加全国中学生奥

林匹克竞赛、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等，

斩获奖项，学习成绩也始终保持在年

级前 5 名，荣获省、市级优秀学生。今

年，他以总分 676 分的成绩被清华大学

土 木 工 程 专 业 录 取 。“每 一 次 获 得 荣

誉 ，除 了 父 母 外 ，我 都 要 到 人 武 部 报

喜。这些成绩的背后，倾注着人武部

叔叔们的心血。”贾劲楷说。

谈及未来的规划，贾劲楷信心满

满：“进入高校后，我要把专业学好，练

强本领，将来更好地建设家乡，用实际

行动回报大家的关心厚爱。”

图为贾劲楷的父母（中）手持录取

通知书和锦旗与人武部领导合影。

杨玉娟摄

山东省武城县人武部资助困难学生贾劲楷圆梦清华——

“这份通知书，有叔叔们一半的功劳”
■于 斌 于 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