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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南靖报 道 ：“1、2 炮 手 注

意，上炮后谨记‘四紧、一正、一适当’动

作要领……”五一假期过后，笔者来到新

疆某预备役高炮团训练场，训练热潮扑

面而来。这时，一名给战友讲解示范的

预备役士兵引起笔者关注。本以为是老

兵，一打听才知道这位是今年刚入队的

“新兵”王大龙，编在双 37 高炮一连 2 班。

刚入队咋就成了火炮教练员？今年

整组伊始，该团一改往年的习惯套路，接

连出实招：积极与地方相关部门联系，准

确掌握驻地复转军人的数质量情况；将具

有潜力的企事业单位纳入编兵单位，按照

比例提升预备役官兵候选基数；在严格把

握条件标准的同时，机关干部和营连长深

入各预编单位，进行面对面指导，对部队

急需的人员潜力进行核对，掌握真实情

况；在人员选配上，按照“复转军人、高炮

专业、特殊人才优先”的原则，以岗选人，

让一批优秀退役士兵重披戎装。

“今年整组补充的人员中近 30%是

去年才从作战部队退役的，有的在原部

队就是火炮修理工，还有侦察分队骨干、

特等射手，个个素质过硬。”该团政委兰

春林告诉笔者，打破“论资排辈”旧例，遴

选新入队的退役士兵担任教练员，在集

训中挑大梁，就是要让专业的人干专业

的事。“这几年，一些单位随着改革调整，

不少优秀教练员流失，今年整组补充的

这一批专业技术能手，极大地解决了教

练员缺乏的难题，为部队战斗力提升注

入新活力。”对此，兰春林倍感欣慰。

笔者了解到，该团双 37 高炮一营今

年新入队 15 人，王大龙便是其中之一。

退役前他是新疆军区某高炮团的一名班

长，操炮自然是强项。“他当教练员我们

服气！”预备役高炮团老兵们对这位“新

兵”是心服口服。

离开高炮训练场，笔者马不停蹄地

到通信兵训练场、轻武器训练场采访，看

到许多新入队的预备役士兵都在担任相

关专业教练员。

新疆某预备役高炮团注重吸纳优秀退役士兵提升整组质效

刚入队“新兵”当上专业教练员

5 月 3 日清晨，甘肃省镇原县屯字

烈士陵园内，64 岁的马浩福和往常一

样，拿起毛巾，仔细清扫烈士纪念碑上

的尘土。

马 浩 福 是 土 生 土 长 的 屯 字 人 。

1976 年，19 岁的他报名参军入伍，成为

一名空降兵。1980 年因伤光荣退伍，

1983年来到屯字烈士陵园担任管理员。

当时有朋友劝他，这份工作不好

干，既辛苦又枯燥，以后想办法调动调

动。“我是一名退伍军人，更是一名党

员，坚决服从组织安排。而且我认为，

守护革命烈士，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

马浩福这一守就是 38 年。

除了看护好陵园，马浩福还搜集整

理革命文物、烈士资料，主动当起义务讲

解员，为前来祭扫的群众讲述英烈故事。

“烈士的故事我讲了近 40年，可以说是倒

背如流，但每次讲，都有新的收获。”

时间回溯到 1948 年春天。中国人

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六纵队在西府

陇东战役屯字镇战斗中，在敌众我寡的

情况下，仍坚持战斗两天两夜，给敌人

重大杀伤，掩护野战军主力向北转移，

许多指战员在这次战斗中壮烈牺牲。

1977 年 5 月，中共镇原县委、县革命委

员会在屯字镇动工修建烈士陵园，1979

年 4 月竣工落成。

马浩福抚摸着纪念碑上的烈士姓

名说：“由于时间久远，部队情况变化、

部分资料丢失，碑上铭刻的烈士名录仅

是部分牺牲人员，不少人成了无名英

雄。烈士纪念碑后面的陵园里也只安

葬着 55 位烈士遗骨。我最大的心愿就

是能寻到那些无名烈士，将他们的名字

镌刻在陵园纪念碑上。”

“听了马老的讲解，我们对屯字镇战

斗有了更直观的了解。这是发生在我们

家乡的战斗故事，那么多年轻的生命为了

国家的解放事业而牺牲，他们的事迹和精

神不能被遗忘，要一代一代传下去。”翻开

陵园的留言簿，一句句留言流露真情。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马浩福

38 年初心不改，用坚守和行动传承着

红色基因。早在 2017 年，马浩福就退

休了，但他并没有离开，而是继续选择

坚守。“干了一辈子，舍不得离开。只要

我还走得动，就守护好这里！”

退伍老兵马浩福守护烈士陵园38载——

“干了一辈子，舍不得离开”
■张昶昶 胡昌团 本报特约通讯员 胡 铮

近日，江西省南昌市经开区空港花园学校师生走进武警江西总队南昌支

队，参加该支队军营开放日活动，接受国防教育。图为战士教学生叠军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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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初的湖北武汉，繁华烂漫，一

年前的阴霾已不复存在。

“在运力支援队执行抗疫任务的

68 个昼夜，是我最难以忘怀的 68 天。

这 68 天锤炼了我的党性品格，更加坚

定了我的理想信念……”在参观八七会

议会址纪念馆心得交流中，武汉警备区

政治工作处干事王文冬以“我的抗疫

路”为题，与大家分享他参加抗疫的故

事和感悟。

“到现场学、在实境悟、亲历者现身

说……”警备区政委李家华说，在党史

学习教育中，警备区盘活驻地红色资源，

组织官兵结合近年来执行的重大任务，

深入开展“回头看看我们走过的路”系列

活动，用身边人、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走

心走深走实，在学党史、话传承中铭初

心、励斗志、鼓士气、办实事、开新局。

武汉是一座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

英雄城市，曾是中国大革命的中心和抗

日战争初期全国抗日运动的中心，召开

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五大、八七

会议。步入新时代，这里是党带领全国

人民抗疫决胜之地。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大批共产

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中国革命处

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路在哪里，如

何前进？”在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警备

区官兵寻找着答案。

“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

的关键时刻，共产党人在这里‘问路’

‘选路’，一条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

土地革命的总路线被提出，一次伟大的

历史转折酝酿而生……”讲解员的解说

让大家拉直问号。正如王文冬在“我的

抗疫路”中所讲：每到历史的重要关头，

中国共产党总能直面危难。面对突如

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党中央果断作出

对武汉市人员流动和对外通道实行严

格封闭的交通管控的决定，全国人民万

众一心，取得抗击疫情的决定性胜利。

实践反复证明，只要坚决听党话、跟党

走，就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就没有打

不赢的仗！

距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不远处的

江滩上，矗立着一座抗洪纪念碑。碑面

上的文字和浮雕让人不由得想起党一

次次领导百万军民抗击洪水的画面。

“为了人民义无反顾，为了人民在

所不惜。”仰望巍峨的抗洪纪念碑，民兵

杨卫东动情讲述：去年在抗洪一线，民

兵舒明智退伍不褪色，连续奋战 30 多

天，不幸牺牲。他把生命融入抗洪事业

中，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

和使命……

舒明智的故事，民兵程志伟听了很

多次。每次听，他都会为自己“兵之初”

时的想法感到羞愧。他告诉记者，自己

刚入队时，认为民兵就是“打酱油的”，

但舒明智的事迹让他重新定义民兵身

份：民兵也是兵，有险就要往前冲。他

一定会接好老班长的接力棒，出色完成

应急处突各项重大任务。

看过去，观当下，想未来。

在武汉民兵训练基地，轻武器射

击、无人机侦察灾情投送救生物资、冲

锋舟水上救援、森林灭火等课目轮番上

演。天空虽飘着雨，却丝毫没有减弱民

兵们的比武热情。“学史力行！‘回头看

看我们走过的路’系列活动的持续开

展，让我们不仅更加坚定理想信念，还

激发出高昂的训练热情，大家纷纷叫响

‘ 我 是 党 员 看 我 的 ’‘ 我 是 党 员 我 先

上’。”参训民兵纷纷坦言。

“目前，征兵宣传进校园活动已经

展开，将连续进行 16 场巡回宣讲，10 万

余名师生线上线下同步参与；警备区营

院改造建设、单身干部宿舍修整等‘惠

兵’工程陆续启动。”警备区领导向记者

介绍，学党史、悟思想，最终要落到办实

事、开新局上。下一步，他们将积极协

调办理驻地军人子女入学、家属安置等

“三后”问题，解决军人后顾之忧，为提

升部队战斗力服务。

湖北省武汉警备区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发挥驻地红色资源多、执行重大
任务多、身边典型多等优势，推动教育走心走深走实——

“回头看看我们走过的路”
■蔡立波 本报特约通讯员 洪培舒 记者 安普忠

本报讯 侯建飞、记 者屈雷宇报

道：“从刚结束的民兵实力会审结果看，

民兵分队专业对口率、新质力量、党员、

退役军人比例都有了明显提升……”5

月 6 日，在吉林省军区战备建设工作业

务会上，战备建设局副局长王威的讲评

表 明 ，省 军 区 探 索 民 兵 整 组“5+1”模

式，提升编兵质量取得良好效益。

“编兵不精”是制约民兵建设发展

的一个难点。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今

年初，省军区依托松原军分区围绕民兵

“精准编兵”进行初步探索，形成“5+1”

模式。

据介绍，“5+1”模式中，“5”即抓住

核实潜力、定兵编制、压实责任、落实任

务、严实验收 5 个关键环节；“1”是作为

辅助内容，不断“厚实编兵条件”。记者

翻开《吉林省民兵“精准编兵”指导》手册

看到，里面以文字配合图表的形式，详细

地介绍了“5+1”模式各个环节：挤干潜

力调查数据“水分”，形成编兵数据库；精

准定实编制，根据编兵任务所需与编兵

单位进行资源匹配对接，形成最终整组

框架；精准压实责任，通过部署会的形式

下达编兵任务、压实各级责任。

“提高民兵整组质量，达到各项指

标，对编兵不实、弄虚作假的情况要严肃

追究责任。”针对年初吉林省省长韩俊在

省民兵调整改革工作领导小组会上提

出的这一明确要求，军地相关职能部门

共同提出，从开始部署任务环节就由编

兵单位主要负责人签订《编兵责任书》，

明确编兵任务和各项指标要求，细化内

容压实责任。在整组检查验收阶段，军

地将对照责任书进行考评，结果直接与

年度绩效奖励和优待政策挂钩，形成“任

务—责任—考评—奖惩”的正向反馈。

省军区战备建设局局长李宝东告

诉记者，整组经过一系列精准流程后，

均衡了供给侧和需求侧的量比，使编兵

框架结构与上级任务相一致、与地方需

求相一致、与辖区资源相一致。

据悉，在“5+1”模式的基础上，省

军区还将“精准编兵”试点经验编辑成

册下发，一本《民兵编组工作规范》手

册、一套《民兵编组图表》软件资料、一

部《民兵编组示范示教录像片》，为年度

民兵整组工作树立样板，定下标准。

吉
林
省
军
区
探
索
民
兵
整
组
﹃
五
加
一
﹄
模
式

﹃
精
准
编
兵
﹄
落
地
见
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