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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1 日，河南省杞县人武部组织民兵到帮扶的高阳镇团城村，帮助

村民采摘柿子。

刘银忠摄

本报讯 李黎、付依明报道：“都说

老来万事难，有干休所的同志在，我们

遇事不发愁。”秋意渐浓，河北省军区衡

水离职干部休养所针对老干部老阿姨

进入高龄期、高发病期的实际，组织医

疗保健、文化活动、生活服务进家入户，

受到普遍好评。

干休所为每名老干部老阿姨量身

订制保健方案，购置保健器械，结合医

护人员上门查体时机，提供推拿按摩、

红外线理疗等诊疗服务，并介绍老年常

见病防治知识。

许多老干部子女不在身边，干休所

工作人员经常上门与他们拉家常，及时了

解和解决他们遇到的各类问题。该干休

所还在每名老干部老阿姨家中安装“智慧

化”平板，实现一键呼救、网上问诊，做到

有情况随叫随到、及时处理。

前不久，该干休所与衡水老年大学

合作，引进了歌咏、书法、摄影等课程，

由专业老师根据老干部老阿姨兴趣爱

好 ，“一对一”到家中授课。在 此 基 础

上 ，他 们 还 为 行 动 不 便 的 老 干 部 家庭

提供代买代购、电器维修、家政理发等

服务。“干休所的同志经常来家里，就像

儿女来看望我们一样。”老干部王春满

的一番话道出大家的心声。

河北省军区衡水离职干部休养所

医疗保健进家 文化活动入户

“火车一路北上，沿途各界群众

到车站送茶送饭，那场面至今历历

在目。”面对镜头，89 岁的抗美援朝

老 兵 杨 德 玉 打 开 了 记 忆 的 闸 门 。

这 是 湖 南 省 新 晃 侗 族 自 治 县 军 地

部 门 联 合 开 展 抢 救 抗 美 援 朝 老 兵

记忆工作的一幕。

为 纪 念 抗 美 援 朝 战 争 胜 利 70

周年，今年 7 月以来，该县人武部联

合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档案馆等多

家单位，全面启动了抗美援朝老兵

口述资料采集整理工作。

“据统计，抗美援朝战争期间，

有 800 余 名 新 晃 籍 战 士 赴 朝 作 战 。

如今，当年风华正茂的小伙子已进

入 耄 耋 之 年 ，且 健 在 人 数 逐 年 减

少 。”该 县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局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为 告 诫 人 们 铭 记 历 史 、

珍惜和平生活，他们通过音视频采

集和照片拍摄等方式，对 42 名健在

的 新 晃 籍 抗 美 援 朝 老 兵 进 行 口 述

资料采集整理，并同步开展历史老

物件、老照片收集工作。

“抢 救 老 兵 记 忆 就 是 在 和 时 间

赛 跑 。”新 晃 县 人 武 部 工 作 人 员 严

石 新 告 诉 笔 者 ：“ 有 一 位 92 岁 高 龄

的 老 兵 在 我 们 采 访 结 束 后 不 久 就

去 世 了 ，这 让 我 们 十 分 痛 心 ，同 时

也 更 加 深 刻 地 认 识 到 采 集 工 作 的

紧迫性。”

老 兵 们 年 事 已 高 ，考 虑 到 他 们

的身体状况，采拍人员提前对老兵

的身体状况进行充分摸排，尽可能

录 制 更 多 的 口 述 场 景 。 对 于 身 体

情况不佳、语言沟通存在障碍的老

兵 ，他 们 便 通 过 走 访 亲 人 ，最 大 程

度还原老兵记忆。

在 采 拍 录 制 中 ，老 兵 们 有 的 记

忆 模 糊 ，有 的 讲 述 较 为 琐 碎 ，工 作

组 便 开 展 事 前 调 研 ，汇 总 线 索 ，拟

制采访提纲，在采拍中根据老兵口

述 状 态 调 整 采 访 内 容 。 3 个 月 来 ，

工 作 组 完 成 第 一 阶 段 36 位 抗 美 援

朝 老 兵 的 口 述 采 访 、拍 摄 。 目 前 ，

第二阶段的整理工作已经启动。

“小时候，爷爷便经常和我们说

起 他 的 战 斗 故 事 。 采 集 工 作 完 成

后，我可以把爷爷的故事讲给更多

的 人 听 。”抗 美 援 朝 老 兵 舒 文 秀 的

孙子舒灵成动情地说。

下一步，工作人员将对 50 多个

小时的采集视频进行整理，加工形

成 新 晃 籍 抗 美 援 朝 志 愿 军 老 战 士

照 片 集 、声 影 像 档 案 史 料 、专 题 纪

录 片 等 3 项 主 题 内 容 ，并 将 在 走 访

采集过程中征集到的军功章、老照

片等珍贵物件送至县档案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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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刘如才、特约记者于斌报

道：“保障棉服 1 万套，提供 93 号汽油 10

吨……”10月中旬，在山东省德州市民兵

训练基地，23 名基层专武干部围绕保障

部队过境展开图上作业。“文件规定军事

素质是必考内容，让我们倍感压力的同

时，也更加感受到了肩上责任的分量。”

郭家镇武装部部长徐勇豹告诉记者。

徐勇豹提到的文件，是今年9月份，德

州市军地联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专

职人民武装干部及职工队伍建设的意见》。

“专武干部和职工队伍是落实武装

工作的重要力量，必须着眼长远、统筹

抓建。”为此，军分区会同市委组织部、

市 委 编 办 、市 人 社 局 等 部 门 研 究 出 台

《意 见》，对 机 构 设 置 、选 配 任 免 、调 整

交流、培训认证、考核评定等一系列问

题予以规范。

《意见》明确，在职数设定上，无论乡

镇（街道）人口多少，专武干事一律编配

2 名；职务任免上，除正常推荐考察外，

人武部要对候选对象进行军事素质考

核，并报军分区核准。为避免频繁调整，

每年 6 月、12 月集中办理专武干部任免

事项，并规定专武干部连续工作时间不

低于两年。除此之外，参照现役军官考

核办法，建立专武干部、职工平时和年度

考核机制，将考核结果存入档案，与个人

调整使用、评先评优挂钩。

《意见》出台以来，专武干部、职工工

作热情明显高涨。“咱只有练在平时、强

在平时，才能对得起专武干部这个身份。”

夏津县苏留庄镇专武干部赵四勇说。最

近一段时间，忙完日常工作，赵四勇加班

加点练起了军事体能、应急情况处置、民

兵潜力调查等基本军事素质。

10 月中旬，军地联合组织对新任职

专武干部进行集训考核，优秀率较上半

年提高了 18%。

山东省德州市

基层武装队伍建设有了“硬杠杠”

本报讯 谭薛峰、姚磊报道：“小

杜当过机关参谋，有很强的组织协调

能力，可以放心大胆地给他交任务压

担子，相信他能很快适应现在的岗位

工作。”10 月 11 日，浙江省衢州市退役

军 人 事 务 局 局 长 李 昱 专 程 送 转 业 军

官杜晓光到市体育局报到，这让杜晓

光感动不已。这是衢州市推行“礼送

转业军人上岗”活动的一个缩影。

2020 年以来，衢州市全面推行以

礼 送 新 兵 入 伍 、礼 迎 老 兵 返 乡 、礼 赞

立 功 受 奖 、礼 遇 退 役 军 人 、礼 贤 军 创

代表、礼敬军中乡贤和军烈属为主要

内容的“六礼”尊崇工作法，贯穿军人

入 役 、服 役 、退 役 全 过 程 ，推 动 参 军

“ 一 件 事 ”向 尊 崇“ 一 辈 子 ”延 伸 。 为

增 强 转 业 军 官 和 符 合 政 府 安 排 工 作

条 件 退 役 士 兵 的 荣 誉 感 、归 属 感 ，10

月 以 来 ，衢 州 市 军 地 广 泛 开 展“ 礼 送

转 业 军 人 上 岗 ”活 动 ，由 市 或 县（市 、

区）退 役 军 人 事 务 局 主 要 负 责 人 以

“ 娘 家 人 ”的 身 份 ，把 179 名 转 业 军 官

和退役士兵送到安置接收单位报到。

“转业安置对于军人来说是人生

大 事 ，做 好 牵 线 搭 桥 工 作 ，能 让 转 业

军 人 更 加 从 容 自 信 地 完 成 身 份 转

换。”李昱介绍，为了帮助转业军人选

准 岗 、择 好 业 、走 稳 路 ，他 们 提 前 筹

划，找准岗位设置与转业军人岗位需

求 契 合 点 ，制 订 安 置 岗 位 计 划 ，全 面

推行阳光透明、公开公正安置。

前不久，转业军人洪启祥如愿安

置 到 衢 江 区 后 溪 镇 政 府 。 让 他 感 到

暖 心 的 是 ，衢 江 区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局

负 责 人 不 仅 专 程 送 他 上 岗 ，还 详 细

向 安 置 单 位 介 绍 他 的 基 本 情 况 及 在

部 队 的 优 异 表 现 ，进 一 步 明 确 新 岗

位 职 责 、工 作 目 标 、待 遇 保障等方面

内容。“有‘娘家人’带着我去认门，我

对 干 好 新 工 作 的 信 心 更 足 了 。”洪 启

祥说。

“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局 领 导 送 我 上

岗 ，让 我 倍 感 荣 光 。 在 新 的 岗 位 上 ，

我要发扬一名人民武警敢打硬仗、无

难不克的战斗精神，不辜负部队的培

养和期望。”转业警官李左灿表示。

接下来，该市将督促指导接收单

位做好党组织关系转接工作，落实上

岗 回 访 等 安 置 后 续 问 题 ，擦 亮“ 衢 州

有礼”崇军服务名片。

从参军“一件事”到尊崇“一辈子”

礼送转业军人上岗

某预备役信息通信大队

对接实战组织演练

本报讯 李然报道：近日，某预备

役信息通信大队开进大漠戈壁，开展

电磁环境监测和抗扰保通训练，并为

驻训部队提供用频保障。此次实战化

演练，有效探索了联合作战电磁频谱

管理机制，锤炼了部队战场频谱管控

能力。

江苏省金湖县

增强党管武装意识
本报讯 何春钦报道：10月初，江

苏省金湖县人武部结合党政干部过军

事日、党校干部培训等时机，邀请院校

专家教授进行授课辅导，组织党政干

部赴红色教育基地现地研学，增强党

政干部党管武装意识。

安徽省泗县

消除新兵后顾之忧
本报讯 张宏伟、张如辉报道：近

日，安徽省泗县人武部联合退役军人

事务部门、财政部门开展“兑现优待政

策·双拥行”活动。他们手把手指导帮

助新兵家长办理学籍保留手续，申请

学费代偿补偿，为新兵家长购买“拥军

保”医疗补充保险，做好优待金、抚恤

金发放工作，消除新兵后顾之忧。

“人的脚骨折了需两个月才能愈

合，而鸟类一个星期就能愈合……”金

秋时节，在江西省永修县鄱阳湖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的候鸟“温馨驿站”内，

该保护区吴城管护站站长、民兵巡护

员王小龙正在和几位巡护员分享鸟类

相关知识。

永修地处鄱阳湖核心区，被誉为

“候鸟天堂”，每年有超过 60 万只候鸟

在这里歇脚觅食。由于湖区生态环境

变化，加上人为猎捕等因素，候鸟栖息

安全风险增加。特别是近些年，鄱阳湖

水位走低，候鸟受伤的情况时有发生。

2021 年，在上级支持下，王小龙牵头成

立候鸟保护站。

王小龙和几位民兵巡护员在保护

区内找到一块滩涂，将其改造成水塘，

水塘边临时搭建简易住所，作为候鸟

救护场地。民兵巡护员不定期将受伤

候鸟放入水塘，以定量投食的方式进

行救助。

“这只叫卡卡，那只叫骨骨，它们都

是我们在巡护路上发现后送来的。”王

小龙介绍，每年这里都有六七十只候鸟

在保护站养伤，一旦达到“可以自主进

食”和“可以自主飞行”这两个条件后，

便安排放飞。看到越来越多的候鸟得

到救护，王小龙等人心里甭提多高兴

了，大家都称保护站为“温馨驿站”。

“‘温馨驿站’为候鸟提供适口嫩

草。”王小龙告诉笔者，候鸟在鄱阳湖保

护区的主要食物是生长期 8 至 28 天的

薹草，今年的干旱导致湖区薹草提前生

长老化，不适合候鸟采食，他们每天组

织民兵开展薹草刈割，在“温馨驿站”内

储备天然食源，为缺少食物的候鸟补充

体力。

除了救助和投喂受伤候鸟外，及时

清理湖区垃圾也是王小龙和其他民兵

巡护员的一项重要工作。“渔网可能会

缠住候鸟的翅膀，诱虾笼可能会困住小

鸟，垂钓者抛弃的烂饵、死鱼也可能被

候鸟误食从而引发疾病。”王小龙希望

通过自己和队友们的努力，让鄱阳湖的

草更绿、水更清。

“随着候鸟的到来，每到周末，到沿

湖区域观鸟的游客越来越多。为此，我

们进一步加大了鄱阳湖湿地候鸟保护

政策法规宣传，通过深入湖区讲解候鸟

保护知识、印制散发宣传材料、设置警

示牌等举措，引导全社会关心、支持湿

地和候鸟保护工作。”王小龙介绍，每逢

节假日，当地教育部门都会组织学生来

自然保护区参观。这时，民兵巡护员会

主动为孩子们讲解候鸟保护知识。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动绿色

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我们守

护候鸟的目的，就是实现鸟与湖、人与

自然的和谐共存。”行走在美丽的鄱阳

湖水上公路上，王小龙自豪地说：“近年

来，鄱阳湖的生态环境日益改善，到这

里越冬的候鸟逐年增多，鄱阳湖全流域

水质优良比例达到 80%以上，候鸟种类

增加近百种。”

江西省永修县吴城镇民兵倾情守护鄱阳湖周边生态环境—

让候鸟在“温馨驿站”歇歇脚
■袁 志

浙江省

衢州市

10月 7日，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组织军营开放日活动，邀请云

南省富宁县木央镇木杠小学师生走进营区，近距离了解部队生活。

上图：学生为官兵佩戴红领巾。

左图：官兵进行刺杀操表演。

曹继可、罗子涵摄影报道

“红领巾”进军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