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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作为军旗升起的地方，诞生

的‘八一精神’，是对共产党员坚定理想

信念的最好诠释……”6 月中旬，在南

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前，江西省南昌警备

区民兵整齐列队，顶着烈日重温入党誓

词、重唱红色歌曲、重听抗战老兵讲红

色故事。

新形势下，如何增强民兵听党指挥

的政治自觉，是摆在南昌警备区党委一

班人面前的一个紧迫课题。优良传统

如果丢了，就像水土流失一样引发思想

滑坡。

一年前，一份调查问卷引起该警备

区党委一班人的深思：10%的民兵对部

队发展历程了解不清晰；8.7%的民兵、

专武干部对学习光荣传统感到枯燥乏

味，对部队传统精神的理解也是五花八

门……

“南昌是八一军旗升起的地方，忘

却传统就会丢失灵魂，一支没有精神传

承的队伍不可能打胜仗！”党委常委会

上，警备区政委曹国胜的一番话犹如一

记重锤，敲击在每名常委心头。大家一

致感到，当前思想文化多元交汇，意识

形态领域斗争尖锐复杂，对民兵的理想

信念、思想观念、价值追求等带来冲击

和考验。

让民兵走出书本课堂，开展实地参

观，能有效缩短与传统的距离，让光荣

传统可见、可闻、可感。党史学习教育

开展以来，该警备区就利用驻地红色资

源这座“富矿”，通过现地参观见学，引

导广大民兵在弘扬传统、感悟变化中夯

实思想政治根基。

对此，南昌市领导曾感慨道：“党史

学习教育中，我们要善用红色教育资源

铸魂励志，聚焦能打仗、打胜仗，苦练精

兵，努力建设一支拉得出、用得上、起作

用的后备劲旅。”

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等红色教

育基地，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解，来自

西湖区的民兵刘凯棱从一张张图片、一

件件展品资料中进一步知史懂史。“精

神如炬，照亮了我前行的方向，也更加

坚定了我的入队初心。”刘凯棱坦言。

“理论夜校”开课、党委常委轮流授

课、外请专家讲解辅导……该警备区不

断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拓展延伸。

“警备区组织拍摄的牢记民兵誓

词、争做优秀民兵等 11 部民兵政治教

育示范精品课，贴近民兵实际，大家都

很受感染。”青云谱区民兵连指导员何

继明告诉记者，去年抗洪一线，涌现出

很多民兵典型，他们有的顶着狂风、蹚

着洪水，挨家挨户转移受灾群众；有的

家里受灾严重，多次过家门却无暇看上

一眼……这都是党史学习教育的鲜活

教材。“我们要以英模群体为镜、向先进

典型看齐，秉承八一精神，争当新时代

民兵。”何继明郑重地说。

遂行任务是检验党史学习教育成

效的试金石。前不久，该警备区以支援

保障军兵种部队演训活动为契机开展

练兵，出动民兵实施安全警戒、交通管

制、工程抢修、车辆维修等 4 种类型伴

随保障。

作为保障一员，长堎镇民兵应急排

排长李云晖受领任务后，带领队员冒着

高温坚守各伴随保障点，通过娴熟的技

术、过硬的作风，确保每辆通过的车辆

无故障，圆满完成保障任务。“党史学习

教育，让我们重读英雄故事、缅怀革命

先烈。作为一名民兵，一定要牢记职能

使命，冲锋在前、敢打硬仗，把学习党史

焕发出的精气神转化为做好国防动员

准备工作的强大动力。”李云晖说。

江西省南昌警备区利用驻地红色资源为民兵铸魂励志

八一精神照亮民兵前行方向
■陈 云 杨定彬 本报特约记者 张富华

“道外区杨靖宇民兵应急连”“南岗

区赵一曼民兵应急连”“尚志市赵尚志

民兵应急连”……6月 15日清晨，抗联英

雄之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20支以

英雄名字命名的民兵应急连整装待发。

“出发！”统一号令响起，20 支队伍

擎起英雄旗帜，从不同地点出发，拉开

为 期 两 天 的 重 走 抗 联 路 野 营 演 练 大

幕。这也是哈尔滨警备区开展的一项

党史学习教育活动。

“坚决听党话、永远跟党走，是英雄

们 在 战 争 年 代 用 生 命 缔 造 的 可 贵 精

神。”2019 年，20 支民兵应急连被哈尔

滨军地授予以英雄名字命名的荣誉称

号，自此，抗联精神牢牢根植民兵灵魂

深处。

踏林海、探抗联遗址、听英雄故事、

做英雄传人……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

被捕地纪念碑前，“赵一曼民兵应急连”

连长刘睿给大家讲解：“赵一曼作战英

勇果敢，她为挽救民族危亡，抛头颅、洒

热血……”刘睿铿锵有力的话语，让民

兵队员仿佛看到昔日“红枪白马”的女

英雄。

时而登山下坡，时而急行军，连续

行军数小时后已临近中午，温度飞快上

升，不少民兵队员的帽子、迷彩服被汗

水浸透。“逐日寇，复东北，天破晓，光华

万丈涌……”民兵队员高唱抗联歌曲继

续行进。这样的苦累与抗联战士比起

来，又算得了什么？

“英雄在我们心中，就是永远不倒的

旗帜！”行进至东北抗联鸡冠山密营遗址

群，“赵尚志民兵应急连”指导员田铁民

向大家介绍，这里是抗日名将、民族英

雄——赵尚志将军曾经战斗的地方。

“除了穷凶极恶的侵华日军，抗联

战士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冻和饿。”“抗联

战士在行军过程中，有的被树枝绊倒就

再没站起来；有的围着火堆取暖，突然

一头栽倒，停止了呼吸……”听着这些

惨烈的故事，不少民兵眼里饱含热泪。

他们纷纷表示，要将对抗联将士的敬意

化作练兵备战的动力，时刻锤炼战斗作

风，争当英雄传人。

在李兆麟将军陵园，“李兆麟民兵应

急连”邀请抗联老战士王济堂讲述将军

的英雄故事。王济堂是这次重走抗联路

的一位特殊老兵，看着眼前这面旗帜上

熟悉的名字，九旬抗联老兵潸然泪下。

“当年，东北抗日联军在深山密林

中与日伪军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传

承抗联精神，是我一生的追求。”老人的

话让大家为之动容。

“革命先烈，我辈楷模！”聆听革命

先烈的事迹，民兵李强强感触颇深。这

次重走抗联路，本来身体就有些不适的

他几乎坚持不下去了。但飘扬在前方

的英雄旗帜、臂上的“英雄”袖标，让李

强强重燃斗志。“咱是英雄连的民兵，不

能给英雄丢脸！”

“赓续优良传统，续写前辈荣光，牢

记自己是英雄连民兵！”面向党旗和英雄

旗帜，民兵们庄严宣誓：“以最饱满的热情

投身练兵备战热潮，勇当强军先锋……”

“一段抗战历史，就是一堂生动的

党史学习教育课，蕴藏着无限的精神力

量。”警备区司令员卢俊告诉记者，下一

步，他们将组织 20 支英雄民兵连开展

防汛救灾、应急处突等针对性演练，让

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成民兵投身练

兵备战的内在动力。

黑龙江省哈尔滨警备区组织20支英雄民兵连重走抗联路

抗联精神根植民兵灵魂深处
■田志国 本报特约记者 陈立涛

“光过好自己的日子不中，我盘算

着建个养殖基地，帮老乡一起挣钱。”最

近这段时间，民兵裴亚超一直在网上搜

索牛羊养殖信息。裴亚超是河南省濮

阳市清丰县城关镇葛营村人，近年来靠

着好政策找到致富路，现在，他要让乡

亲们的腰包都鼓起来。

2014 年，河南省启动“一村一警”

工作，建立覆盖全省各个村庄、城市网

格的警务模式。去年底，濮阳市将行政

村（社区）民兵连建设与“一村一警”建

设挂钩，形成“一村一警一连”格局，让

民兵连为平安乡村“站岗”，为乡村振兴

“代言”。

“民兵是平安建设、乡村振兴的排

头兵、生力军，编好用好这支队伍，乡村

发展的步子会迈得更大。”濮阳军分区

司令员李本涛向记者介绍。

面对“基干民兵不好编，普通民兵

更难编”的现实，如何杜绝“抽屉兵、墙

上兵、纸上兵”？如何避免“编出来一大

片，用起来看不见”？村里人员的基本

信息、政治表现、活动范围，公安机关的

大数据系统一目了然。“一村一警一连”

模式下，哪些人适合编入民兵、如何编

实民兵有了科学思路。

与此同时，该市对照民兵使命任务

与驻村民警职责，细化共同任务形成

“民兵+网评班”“民兵+雷锋班”等 10

类编组模式。

“美不美，看濮水。各位看官，你细

听我介绍，我的家乡——濮水小镇。”在

直播平台上，“濮阳瑞姐”民兵张瑾为家

乡美景“代言”。张瑾就是在“民兵+网

评班”模式下被吸纳入队的。

“用制度运转，民兵连建设才能向

纵深推进、向长效发展。”军分区政委李

建林告诉记者，今年初，军分区专门协

调市政府下发文件，加强行政村（社区）

民兵连与驻村民警（辅警）协作联系，建

立联席会议制度、联动响应机制等，并

落实相关保障。

据记者了解，军分区还邀请驻村民

警“示范教学”，在民兵队伍中展开警棍

盾牌操等练兵活动。通过军地联训，民

兵队伍掌握了法律知识，熟悉了警务技

能，提高了应急处置综合能力。

在“一村一警一连”建设中，“互动

同心圆”形成了，民兵为乡亲们“站岗”

更有底，建设美丽乡村的劲头也更足。

上图：“濮阳瑞姐”正在直播，为家

乡美景“代言”。 戴丹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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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刘永强、周明磊报道：“请

参加测评打分的同志分散开填写测评

表，10 分钟后统一投到选票箱内，投票

结束后当场唱票统计，当场公布测评结

果。”近日，辽宁省葫芦岛军分区组织党

员干部测评的新举措让大家感到新风

扑面。

为全面准确了解党员干部队伍建

设情况，该军分区组织人员对各人武部

干部、文职党员和军分区本级党员干部

队伍建设情况进行考核评估，并在测评

内容上增加了意见建议一栏。同时，测

评方式也一改过去在会议室集中填写

测评表、政治工作处统计测评结果的做

法，由参与测评的同志在限定的时间内

到办公室、宿舍等地点填写，而后集中

全体党员干部，当场宣布统计结果。党

员干部纷纷反映，这样的测评更公开、

更真实。

填票不见面，参加测评的同志少了

顾忌，敢于把自己的意见建议写上；唱

票面对面，让被测评的同志照着镜子画

好像，找差距、学先进。

同时，该军分区党委致力于做好测

评工作的“下篇文章”，把测评结果作为

党员干部选拔任用的一个重要依据，对

于“收获”意见建议的党员干部，各级组织

出面进行谈心交心，根据测评结果对照

分析，拉出问题清单，找准问题症结，指

定人员实施精准帮带。某文职党员军事

素质和专业素质都很过硬，但在党员模

范带头作用方面发挥得不够好，综合评

定结果靠后。在人武部领导的帮助下，

该同志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并比对

问题制订详尽的整改计划和整改时限。

“测评，测是一个方面，评是另一个

方面。我们既要注重群众测评表上的

评价，也要对群众的评价进行一番再评

价，结合党员干部本人的工作实际，分

析群众评价背后的原因，努力去掉评价

的个人感情因素，这样才能使评价更加

接近真实、接近公平。”该军分区领导

说，在评出真实的基础上，要着眼未来

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发展，对不合格的党

员干部要拿出有效的帮带措施，实施精

准帮带、跟踪帮带、全程帮带。

辽宁省葫芦岛军分区党员干部测评公开真实

填票不见面 唱票面对面

广东省广州市发生新冠肺炎疫

情以来，广州警备区统筹调度民兵力

量，积极支援地方疫情防控工作，在

封控执勤、物资转运、帮扶群众、宣传

引导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图①：番禺区民兵无人机分队

正在装运无人机，届时他们将利用

无人机搭载急救药品送达封闭区高

楼层居民家中。

图②：从化区民兵应急连队员

向封控区域紧急运送防疫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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