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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武 部 团 结 心 齐 、干 事 创 业 氛

围浓，但缺少叫得响的品牌”“干休所

服 务 老 干 部 工 作 特 色 亮 点 多 ，但 红

色 资 源 挖 掘 不 够 ”…… 临 近 年 终 岁

尾 ，福 建 省 军 区 党 委 领 导 分 别 带 队

前 往 挂 钩 点 ，展 开 住 部 蹲 所 调 研 ，通

过 深 入 一 线 帮 抓 、解 剖 麻 雀 ，理 清 年

度 工 作 思 路 、破 解 发 展 难 题 、形 成 抓

建 良 方 ，推 动 主 题 教 育 往 深 里 走 、往

实 处 落 。

“谷文昌‘不带私心干革命，一心

一 意 为 人 民 ’，破 解 了 一 个 又 一 个 难

题，在百姓心中树起永恒的丰碑。我

们要向谷文昌学习，把教育和实践结

合起来，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推动省军区

建设高质量发展。”第二批主题教育开

展以来，该省军区和所属军分区、人武

部三级党委联动，利用一周时间，在谷

文昌干部学院组织党委书记暨主题教

育培训，通过专家授课、理论自学、参观

见学等方式，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 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该省军区还深入查找各级建设存

在的问题和不足，梳理出动员备战有

短板、文职人员作用发挥不够好、基层

规范化建设治理发展不平衡、民兵战

斗 精 神 有 待 加 强 等 5 大 类 20 多 个 问

题，逐一分析原因，研究制定解决措施

和办法，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破解

难题、推动省军区建设高质量发展的

生动实践。“当年，谷文昌老前辈作为

南下干部，在这方热土奉献了自己的

一生。作为一名交流到省军区系统的

干部，我要向谷文昌学习，不管工作环

境如何变，党员的初心不能变，备战打

仗的使命不能忘。”一名军分区党委书

记说。

“工作相对滞后，手段相对单一。”

民兵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问题，引起

该省军区党委领导高度重视。

该省军区领导说，抓好新时代民

兵思想政治工作，要让广大官兵和民

兵从理论和实践的源头深刻感悟，切

实增进思想认同，不断打牢听党指挥

的思想根基。

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宁德

军分区充分发挥宁德打造的 22 个特色

教学点和 22 门特色课程作用，深入开

展“循足迹、学思想、铸忠诚”和“寻根

溯源大讲堂”活动，通过重走党群连心

路、参观摆脱贫困主题展览、深入连家

船民上岸点等活动，让广大官兵和民

兵汲取思想营养、坚定理想信念、凝聚

奋进力量。

在此基础上，该省军区出台一系

列措施，助推民兵思想政治工作落地

见效。在泉州组织民兵思想政治教育

创新集训，灵活运用战前动员教育、战

场宣传鼓动、战斗英雄感召、战地氛围

熏陶，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民兵训练

全过程，为圆满完成任务凝聚力量；在

宁德开展民兵战斗精神培育试点，为

锻造高素质民兵提供思想保证和精神

动力。

该省军区各级还充分发挥驻地红

色教育资源丰富的优势，精心设计“凝

聚力量·闽西中央苏区百里红色之旅”

“砥砺初心·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追寻

之旅”“绝密使命·中央红色交通线感

悟之旅”等 28 条红色教育线路，100 多

个现场教学点，组织官兵和民兵到革

命遗址学思践悟，通过现地追寻先辈

足迹，强化使命担当。

今年以来，该省军区党委机关带

头研战谋战，围绕支援保障作战任务

展开演训活动，紧盯训练短板进行集

智攻关。部分人武部、干休所营区规

范化建设薄弱。他们积极协调将人武

部、干休所营区规范化建设纳入地方

规划统一实施，先后推动完成 53 个人

武部、干休所整治和多个军地联合指

挥所、民兵训练基地建设，各级战训条

件实现质的提升。民兵训练人员难集

中、质效难保证，他们创新训练模式，

采取“小专业、大集中”的方式，统一组

织全省搜救、维修等民兵专业分队集

训，同时加大与部队挂钩联训力度，提

升训练质效。

为纠治个别单位惠兵政策落实不

到位的情况，该省军区党委制定主题

教育问题整治整改和为基层办实事项

目落实清单，探索实行“清单制+责任

制 + 销 账 制 ”监 督 机 制 ，常 态 化 组 织

“ 回 头 看 ”，对 出 现 形 式 主 义 、官 僚 主

义 做 法 的 单 位 和 个 人 严 肃 追 责 问

责。为解决官兵急难愁盼，三明军分

区 党 委 建 立 听 兵 声 、解 兵 忧“ 一 月 一

解”工作机制，要求机关区分易事、急

事 、难 事 ，紧 抓 快 办 ，定 人 定 责 、定 标

准、定时限，问题不解决不撒手、官兵

不满意不罢休，受到广大官兵和民兵

好评。今年，该省军区确定为基层办

实 事 28 项 ，目 前 已 落 实 子 女 入 学 入

托、游泳训练场整修改造、军士学历升

级培训等 24 项。

学用结合解难题，练兵备战添动

力 。 近 日 ，该 省 军 区 分 多 个 方 向 展

开 民 兵 实 战 化 拉 动 考 评 ，广 大 民 兵

围 绕 日 常 训 练 和 执 行 任 务 遇 到 的 重

难 点 问 题 展 开 研 练 ，多 项 战 法 训 法

得 到 检 验 ，应 急 应 战 能 力 得 到 进 一

步提升。

福建省军区开展住部蹲所调研深化主题教育—

列实问题清单 压实解难责任
■周晓松 本报特约记者 徐文涛

近日，陕西省洛南县人武部和丹凤县人武部结合正在开展的第二批主题

教育，联合组织所属人员赴留仙坪红色教育基地参观见学，接受思想洗礼。

薛 星摄

本报讯 贾保华、代凌荣报道：11

月 17 日清晨，一阵急促的哨音打破了

甘肃省军区综合训练队营区的宁静。

正在集训的 100 余名新招录文职人员

闻令而动，迅速穿戴装具列队集合，按

照预定路线进行野营拉练。行军途中，

面对严寒的天气和接连不断的“敌情”，

参训文职人员热情高涨、斗志昂扬。

“文职人员是省军区的一支生力

军，他们的能力素质直接影响国防动员

和后备力量建设水平。”甘肃省军区政

治工作局领导介绍，自 10 月 22 日开始，

他们组织新招录文职人员进行为期 1

个月集中培训，着力提升军事素质、职

业素养和业务能力。

入职即开训，强能先铸魂。该省

军区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必修课，通

过邀请国防大学专家进行理论授课和

专题答疑、开展红色故事宣讲活动、赴

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等，筑牢新招

录文职人员忠诚使命、矢志强军的思

想根基。

为帮助新招录文职人员尽快实现

从社会人员到军队人员的身份转变，集

训队安排优秀带兵干部骨干担任教练

员，采取封闭式管理、连队化编组、班排

式组训的方式，重点围绕军事基本常

识、枪械操作、战场救护、战术基础和队

列训练等淬火强能。

“通过这次集训，我们对坚毅勇敢、

迎难而上的军人品质有了深刻感悟。”

新招录文职人员张富哲说，“今后，我要

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努力为强

军事业作贡献。”

针对参训人员岗位类型多样、任务

职责不同的实际，该省军区紧盯履职任

职需求，邀请机关业务骨干和人武部、

干休所主官分领域授课，并组织参训人

员到人武部进行现地教学，帮助大家尽

快熟悉省军区系统使命任务和相关岗

位工作职责，为快速适应岗位要求打下

坚实基础。

笔者了解到，该省军区还组织参训

人员与同在综合训练队集训的新兵开

展“互比强能、互学共进”活动，通过拉

歌比赛、队列会操、内务竞赛、体会交流

等活动，让新招录文职人员和新战士在

相互学习中共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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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吉章兰、沈星彤报道：“旗

帜上一个大大的五角星，五角星中间有

一个由镰刀和斧子组成的标志，这是最

早的蒋垛苏维埃旗帜。1930 年 4 月 30

日 ，这 面 旗 帜 在 蒋 垛 这 片 热 土 高 高 飘

扬，标志着苏中地区第一个红色政权诞

生……”初冬，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蒋

垛镇苏维埃纪念馆，宣讲员钱鸿江正在

为刚刚返乡不久的退役军人授课。

该区充分发挥当地红色资源优势，

把蒋垛镇苏维埃纪念馆作为退役军人思

想政治教育基地和退役军人党员教育实

践基地，常态化开展重温革命历史、缅怀

革命先烈等活动，引导广大退役军人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他们对辖区革命烈

士陵园、烈士纪念馆等红色场馆提档升

级，串联全区红色点位，绘制成“红色地

图”，打造退役军人学习党史军史、加强

党性锻炼的红色场所 10余处，探索“一处

红色主题阵地、一条红色研学路线、一支

红色宣讲队伍、一堂红色教育课”模式，

激励广大退役军人立足岗位再立新功。

红色故事激发退役军人干事创业热

情。近年来，该区涌现出被评为江苏省

“最美退役军人”和“感动泰州”十大人物

的钱存海，“中国好人榜”候选人、“江苏

好 人 ”邵 银 明 等 一 批 退 役 军 人 先 进 典

型。他们还充分发挥“老兵先锋”激励带

动作用，建立退役军人人才储备库，遴选

组建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巡回宣讲队、

思政工作队，引导广大退役军人发扬部

队优良传统和作风，积极投身地方经济

建设，助力乡村振兴。

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退役军人志

愿者的身影。“我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

多亏了你们帮忙，真的太感谢了！”10 月

中下旬，正是秋收农忙时节，蒋垛镇薛港

村 村 民 姜 长 余 年 龄 大 ，家 中 没 有 劳 动

力。正在他为收割水稻着急时，该村“兵

支书”孙春阳带领村“两委”成员和退役

军人志愿服务队队员前来帮助抢收。

如今，在身边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

下，“迷彩志愿者”遍布该区大街小巷、田

间地头，广大退役军人在宣传引导、巡逻

巡查、排水排涝、矛盾调解等方面主动担

当，以实际行动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帮

助群众，做到关键时刻站得出来、紧急关

头顶得上去。

前不久，该区首家“‘兵支书’乡村振

兴工作室”在娄庄镇退役军人服务站挂牌

成立。工作室带头人娄庄镇新龙村党总

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夏斌联合马赛村崔

进、杨李村李涛、放牛村陈军等 7位“兵支

书”，依托本地特色农业资源，采取“股份

经济合作社+种植专业合作社”的“两社

联动”模式，打造火龙果产业家庭农场，带

动 100 余名村民就业，走出一条农业增

收、农民致富、农村繁荣的发展之路。

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激发退役军人干事创业热情

“老兵先锋”活跃田间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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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刘立国、葛栋报道：“我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

遵守党的章程……”11 月初，河北省邢

台军分区组织官兵、文职人员和民兵

应急分队来到南宫市冀南烈士陵园广

场，面对鲜红的党旗，重温入党誓词。

邢襄大地是一片红色沃土。据不

完全统计，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

设中，有 2 万余名邢襄儿女献出宝贵生

命。近年来，邢台市军地通过加强烈

士纪念设施修缮保护等工作，进一步

弘扬英烈精神，厚植干部群众爱国情

怀，让红色精神代代相传，让红色记忆

永不褪色。

冀 南 烈 士 陵 园 是 邢 台 市 建 园 最

早、占地面积最广、规模最大的散葬烈

士 集 中 安 葬 区 ，有 634 名 无 名 烈 士 和

202 名有名烈士长眠于此。为了让烈

士 陵 园 更 好 发 挥 红 色 教 育 主 阵 地 作

用，冀南烈士陵园丰富陈展内容、增设

烈士纪念塔和纪念碑、新建冀南革命

斗争纪念馆，缅怀英烈的环境更加庄

严肃穆。

“为弘扬英烈精神，邢台市先后出

台《加强新时代烈士褒扬工作的若干

措施》《关于加强烈士纪念设施分级管

理保护工作的通知》等，加大烈士纪念

设施建设和管理力度。”邢台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领导介绍，在上级出台一系

列烈士褒扬举措的基础上，市里制定

了多项相关规定，采取设置保护标志、

规范服务内容、落实分级管理的方式，

实现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工作制度

化、规范化、常态化。

近年来，邢台市先后完成冀南烈

士陵园、信都区烈士陵园、临城县烈士

陵园提质改造，全市共集中迁建散葬

烈 士 墓 1589 座 、就 地 维 护 2610 座 ，集

中迁建零散烈士纪念设施 5 处、就地维

护 45 处 ，整 修 县 级 以 下 烈 士 陵 园 16

处，改善了全市烈士纪念设施整体面

貌。如今，以董振堂事迹陈列馆、中国

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等为主体的

邢台市红色旅游系列景区，成为邢襄

大地的文化旅游新品牌。

河北省邢台市提质改造烈士纪念设施

让红色记忆永不褪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