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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于斌、记者裴贤报道：10
月上旬，在山东省德州军分区组织展
开的国防动员应急机动指控建设观摩
活动上，“动中通”移动应急指挥车成
为亮点：借助“动中通”卫星、无线 4G
和北斗导航定位系统等，市、县（区）两
级实现信息实时传输。前来观摩的山
东省军区领导介绍，德州目前已完成
市、县两级12台“动中通”移动应急指
挥车配套建设并投入使用，通过此次
观摩全省推广他们的经验。

“移动应急指挥车是战备训练、应
急、抗灾救灾、抢险救援的指挥控制中
心、通信保障中心和业务处理中心，具
有相对完善的信息采集处理、指挥控
制、通信导航、综合保障等功能。”现场
负责解说的技术员魏世举介绍，一旦
发生突发事件，指挥车可以实现快速
反应及时前出、视频信息全景采集实
时定位回传、情报分析研判决策指控
一体，基本达到了全时畅通、随时联
通、及时指控的效果。

以前，德州市仅有一台老旧应急
指挥车，军分区、人防办、消防支队三
家合用，经常出现“撞车”现象。加之
该车建成时间较长、通信模式相对滞
后、图像传输质量一般，给遂行应急任
务、落实训练计划带来不便。今年初，
按照“实用、够用、管用”的建设思路，
德州市军地投入经费率先建设联通
市、县（区）两级的“动中通”移动应急
指挥车及通联器材配套装备，并举行
了应急指挥车授装仪式。

“现在大屏显示的是由无人机采
集的黄河齐河段谯庄险工航拍画面，
通过齐河县人武部‘动中通’移动应急
指挥车回传到主会场。”跟随解说员的
解说，大家观察着由无人机采集的视
频信息，清晰的画面、稳定的信号赢得
一致好评。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齐河谯庄险
工区域停靠着一辆“动中通”移动应急
指挥车，无人机正在对河面情况进行
高空探测侦察。随着操作人员实时切
换各路音频视频信号，单兵图传、卫星
正常运转，现场数据第一时间传到主
会场。“‘动中通’设备实现了和上级指
挥系统的实时联通，为以后黄河防汛

任务的完成提供了技术支撑。”齐河县人武部领导说。
现场观摩的省军区领导介绍，借鉴移动应急指挥平台的经验做法，省军

区接下来将把指控系统建设提上日程，明年 6月底前市级中型指控系统全
部建成，明年年底前县级小型指控系统全部建成，“要边建边用、以用促管，
保持装备始终处于良好战备状态，确保在重大任务面前拉得出、连得上、保
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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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陈连望、王坚冰报道：10
月20日，辽宁省军区沈阳第四干休所值
班室一阵急促的铃声响起，医护人员根
据电子屏幕显示的单元、楼号、姓名和个
人健康指数，立即携带抢救器材赶往患
病老干部家中，及时处理了老人的病
情。这是沈阳警备区在该干休所试点推
行应急救护系统的一个镜头。该警备区
领导介绍，系统通过智能化看护、亲情化
服务，有效满足了老干部院前救治“早期
预警、远程定位、实时监测、紧急呼救、自
动报警”等需求。

今年初，为提升老干部服务保障水
平，该警备区党委决定，由干休所与当地
一家健康科技公司合作研发适合老干部
需求的健康看护管理系统。这套系统通
过综合运用网络、蓝牙、红外探测、远程
报警等技术手段，由智能腕表、健康慢病
管理平台、智能感应监督系统等部分组
成，通过安装非接触睡眠监测仪、感应夜
灯、室内呼叫器等辅助监测设备，不仅能

达到智能操作、使用简单、让沟通无阻
碍，还能综合联通实时掌握老干部活动
的轨迹，快速测量心率、血压、睡眠、运动
等健康数据，并实时传输到平台管理系
统，随时掌握老干部生命体征，为患者提
供健康教育、健康评估、运动、饮食、中医
养生、心理疏导、科学用药等健康指导服
务，有效进行健康档案管理、实时在线咨
询、个性方案定制、健康干预指导，远程
追踪定位和多种生活状态识别，给老人
更智能的健康看护管理。

看护无死角，服务全时空。笔者在
演示现场看到，老干部遇到跌倒、疾病等
突发紧急情况，只要按一下呼叫按钮，终
端一键“SOS”求救，系统瞬间预警，平台
地图迅速获取老干部位置，几分钟之内
医务人员就能赶到身边，进行专业化救
护治疗，成为守护老干部安全和健康“保
护神”。一次，老干部马骏英夜间突发高
血压，系统及时报警，干休所处置得当，
使老干部转危为安。

沈阳警备区在干休所推行健康看护管理系统

智能看护为老干部健康护航

本报讯 马宏报道：“军分区每周
都派有经验的民兵来家里指导山核桃
的销路，多亏他们帮助才有俺们的小
康生活。”说起自家的脱贫故事，河南
省安阳市林州石板岩山区的李大爷充
满感激。

过 去 扶 贫 帮 困 ，安 阳 军 分 区 采
取送钱送物的“输血”方式，虽然短
期效果不错，贫困的“病根”却始终
未 能 彻 底 拔 除 。 实 施 精 准 扶 贫 以

来 ，军 分 区 充 分 发 挥 基 层 各 乡 镇 、
村 基 干 民 兵 的 作 用 ，以“ 一 兵 带 一
户、一班带一组、一连带一村”形式
组织实施“精准扶贫工程”，动员民
兵走村入户，现地对贫困户进行结
对帮扶。

对于军分区的精准扶贫计划，安
阳县北郭乡东洋泛前街民兵王洋学
深有感触。他跟村里的一家贫困户
结成帮扶对子，免费传授葡萄种植技

术。从种植到管理、从技术到销路，
既当技术员又当销售顾问，不到两年
时间，就让这个贫困户的家庭收入翻
了一番。有了这样的“扶贫典型”，东
洋泛村委积极扶持民兵上项目、办企
业、搞开发，乡里办起一大批种植、养
殖、加工、运输等经济实体，起到“民
兵一个点，带动一大片，扶持一村人”
的作用，让村民脱贫致富奔小康成为
现实。

河南省安阳军分区

民兵定期上门共商致富妙招

“854，854，船艇进坞靠岸！”随着电
台发出的返航指令，我和战友结束 5个
月的明水期执勤，驾驶某新型巡逻艇驶
进船坞。

船艇开进时，在码头的欢迎人群
中，我一眼就看见了父亲，不由得想起
小时候，我牵着妈妈的手在码头等父亲
归来的情景。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变化的是位
置，不变的是我们巡边护边的责任和对
彼此的牵挂。

1981年，父亲在上大学和参军入
伍之间选择了后者，来到雪域边防，成
为一名船艇水兵。那时，他和家里唯一
的联系方式就是书信,因为交通不便，写
好的信经常会好几天都寄不出去。如
今，现代化通信手段早已覆盖艇组，驻

地手机网络信号满格，电脑配到艇房，
网络早就联到一线艇组，闲暇之余官兵
们随时都能与家人联系。

30多年前，父亲的主要工作设备是
一台手摇电话，用来每天向上级报告艇
组执勤情况和船艇所在位置。其实，父
亲压根没学过通信，手摇电话机操作复
杂，通信质量差，他常常急得“抓耳挠
腮”。父亲曾半开玩笑地说：“手摇电话
真不孬，但令无数通信兵‘竞折腰’。”
2014年6月，我从军校毕业被分配到父
亲曾工作过的车陆艇组，而父亲当年的

“利器”——固定手摇电话，早已被可以
连接“北斗”系统的新型船载电台所取
代。新型船载电台功能强大，通联稳
定，在船艇执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工作一段时间后，我才在大队荣誉

室里见到了父亲过去经常提到的、如今
已光荣“退休”的固定手摇电话。

辖区逊克县车陆乡盛产江鱼，经常
出现渔民越界捕鱼的现象。渔船小而
灵活，吃水浅，渔民倾向于在天气条件
恶劣时越界捕鱼。父亲回忆，那时他们
最难的事就是在恶劣天气下巡逻执勤，
由于船艇装备比较落后：通信基本靠
吼、指挥基本靠旗语、协同基本靠预案，
船艇很难在恶劣环境下遂行任务，即使
出艇常常也只能是看着渔民违规作业
干着急。“一言不发、二目无神、三餐不
进、四肢无力、五脏翻腾、六神无主、七
上八下、九（久）卧不起、十分难受”，这
句顺口溜真实反映了父亲和战友当年
在恶劣天气下出航的情形。近年来，随
着信息化建设的推进，边防部队立体封
控作战和勤务本领得到显著提升。如
今，边防连队和艇组在陆地和水域相互
紧密配合下，辖区实现全程可视，形成
了全天候、全方位处理突发情况的能
力，建成多种手段融为一体的边境管控
新模式。

2017年10月，离开部队近10年的
父亲受邀回到大队给官兵讲述船艇部
队发展史、战斗史。当时，正值某新型
气垫船列装，该型气垫船良好的机动
性、稳定性彻底解决了过去恶劣天气下
常规巡逻艇不适合在界江水域巡逻执
勤的问题。父亲看后格外激动：“当年

我们的船艇装备远不如现在，如今不仅
巡逻艇不断升级和更新，连队、哨所也
配备了红外视频监控系统，能够全天候
监控界江一线；先进的巡逻执勤车、新
型电台、北斗手持机……这些新式装备
当年真是想都不敢想啊！”

父亲当年上艇的时候，船艇生活设
施还不配套，官兵吃的新鲜蔬菜种类有
限，餐桌上是土豆、萝卜、白菜“老三
样”。现在，只要打个电话，菜市场定点
采购商就会把艇组所需蔬菜拉到艇
房。过去，由于船艇需要 24小时保持
人员执勤，官兵夏季只能睡在可以容
纳 4人的没有电扇、最高温可达 40摄
氏度的巡逻艇内，其余人员则和老百
姓挤在潮湿的地窨子里。如今，船舱有
空调，安装上了保温层，室内温暖如春
的艇房也建立在界江一线，艇房内图书
室、体能训练室、烘干房一应俱全……
置身在充满现代气息的边关艇房，犹如
春风拂面，令人心生暖意。

我是从小听着父亲讲述的戍边生
活长大，在大队的这几年，我更是有幸
见证着边关发生的新变化，对“候鸟水
兵”的忠诚和坚守有了更深的感悟。其
实，无论巡逻装备和生活条件如何改
变，官兵“爱党爱艇，建功界江”的精神
始终如一，“下江代表祖国，上岸代表军
队”的作风永不褪色，这才是我们劈波
斩浪前进的根和魂。

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巡逻艇大队张忠武、张昊圆父子两代人
跨越36年的军营接力，共同见证——

“候鸟水兵”的迭代芳华

本报讯 张军、记者柯穴报道：卷
起裤腿摸鱼，甩开膀子打稻谷，带着孩
子撵鸭子……10月 13日，云南省寻甸
县七星镇少数民族村寨的村民换上民
族盛装，唱起欢歌跳起舞，庆祝第二届
摸鱼节开幕。活动现场，苗族大妈马
秀花拉着寻甸县人武部政委方振宇的
手说：“感谢你们为我们出主意，才有
今天的好日子！”

地处滇东的寻甸县，世代居住着
苗、回、彝等少数民族群众，由于地处
高原山区，荒山秃岭多，加之土层瘠

薄、干旱缺水，辖区七星村一直是国家
级贫困村。

近年来，为了找准“穷根”精准扶
贫，昆明警备区先后 13次派出工作组
赴山区现地调研，与 33户贫困家庭结
对认亲，并引进“党支部+合作社+龙头
企业+贫困户”模式，动员 187户贫困
户和村民自愿出资入股，创收效益按
股分红，实现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
金、农民变股民。

村民自己当股东，效果出乎意料。
“野生菌能在网上卖得这么好，真是做

梦都不敢想啊。”在村民马存芬家，她正
在互联网上发布野生菌销售信息。七
星村党总支书记常明春告诉笔者，去年
警备区因地制宜制定了特色农产品发
展项目，帮助村里搭建电商信息平台，
村民们自愿拿出一笔钱和扶贫资金合
起来，建立合作社，像马存芬这样入股
合作社的，村里已有20余名。

几年下来，七星村环境变好了，脱
贫致富信心更足了，昔日的贫困村已
旧貌换新颜，不久前云南省政府发出
通知，正式批准该村脱贫出列。

云南省昆明警备区

发展特色产业助力苗寨脱贫

讲述人：张昊圆
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红星村人，1993年出生，现任北部战区陆军某边

防旅巡逻艇大队二中队车陆艇组组长。父亲张忠武，1964年出生，1981年至
2009年，曾在原黑龙江省军区第二边防巡逻艇大队服役，后自主择业。

整理人：杨宝权

10月19日，甘肃省泾川县人武部组织民兵光纤通信分队进行专业训练，提
升通信保障能力。图为民兵操作光纤熔接器。 张智坤摄

本报讯 姚朋朋、郭富报道：10
月 17日 8时，甘肃省合作籍藏族战士
切江扎西的母亲找到市人武部，反映
切江扎西的父亲在 10月 16日晚遭遇
交通事故，不幸当场离世，肇事者弃车
逃逸。可就在这当口，却怎么也联系
不上在部队服役的儿子。

得知这一情况后，人武部领导一
边安抚老人，一边联系内蒙古武警总
队查询切江扎西所在单位，同时安排
专人前往合作市公安局跟踪追查肇事
者行踪。经多方通力协作，最终通过
武警呼和浩特支队人力资源科联系到
了切江扎西本人，人武部向其单位说
明情况并请假后，帮其购买了机票。
17日 18时许，切江扎西返家，当天下
午，公安交警部门传来消息，肇事者已
被抓捕归案。

10月18日一早，合作市人武部与
市民政局、切江扎西所在乡领导携带
慰问金看望慰问了切江扎西家人，并
就下一步案件处理和善后事宜进行商
讨。他们还帮助切江扎西料理了父亲
的后事，并协调市民政局给予临时救
助，计划将其家庭列入低保。

甘肃省合作市

军 地 携 手 为
战士家庭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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