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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爸爸、秦妈妈，鞋垫我们收

到了。谢谢你们！”日前，第 73 集团

军某旅四连官兵收到一份特殊的礼

物——该连二级上士秦晋豫的家人

精心缝制的 100多双鞋垫。

秦晋豫的父母是河南省三门峡

市的农民。去年 9月，在与秦晋豫的

一次视频聊天中，两位老人得知，因

训练强度大，儿子和不少战友的脚有

时会磨出水泡。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做过几十

年裁缝的秦妈妈，决定有时间为连队

官兵缝制一批手工鞋垫。这一想法，

得到全家人赞同。白天农活忙，秦奶

奶 和 秦 妈 妈 便 利 用 晚 上 的 时 间 赶

制。3 个多月后，100 多双绣有精美

图案的手工鞋垫缝制完成。

打包邮寄时，秦爸爸专门给连长

舒江涛发短信说：“娃们平时训练太

辛苦，我们做父母的很心疼，这次给

大家做了 100多双鞋垫，算是一点心

意……”

千针万线寄深情。收到邮包后，

连队专门组织发放仪式。穿上舒适

合脚的鞋垫，官兵们纷纷表示，一定

不负人民厚爱，矢志精武强能，踏实

走好强军路上的每一步。

图①：秦奶奶精心剪裁鞋垫。

图②：官兵们为爱心鞋垫点赞。

图③：用上新鞋垫。

陈游峰、赵 萌、林冠成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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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孙健、蔡京家报道：“前

方道路遭‘敌’破坏，部队无法通行，

请 你 部 速 派 民 兵 应 急 分 队 前 出 支

援。”接到命令，吉林省德惠市人武部

立即动员集结民兵道路抢修分队，携

带抢修装备，驾驶工程车辆，赶赴任务

区域。不到半小时，前方“被毁道路”

恢复正常通行。连日来，吉林省德惠

市人武部首长机关带领民兵应急分

队，冒着零下 20 多摄氏度的严寒，在

茫茫雪原摆兵布阵，全面锤炼应急支

援保障能力。

“只有平时多练真功夫，关键时刻

才能不掉链子。”该人武部领导告诉笔

者，这次冬训，他们着眼保战援战需

求，采取理论辅导、实战检验的方式，

组织现役干部、文职人员、专武干部、

民兵分队，重点进行应急处突、保交护

路、无人机侦察等课目的实兵实装拉

动，全面检验严寒条件下民兵分队遂

行支援保障任务能力。

笔者在徒步行军现场看到，随着

出发命令的下达，人武部党委一班人

带领参训人员顶风冒雪前行。“上空有

‘敌’无人机侦察”“前方路段已被‘毒

剂’沾染”……一路上，“敌情”频出，参

训人员沉着应对，妥善处置。在维稳

处突演练现场，一群“不法分子”企图

破坏城市重要目标。民兵应急处突分

队临危受命，攻防有方，很快就将“不

法分子”团团包围。

边训边演边总结。野战指挥所内，

人武部党委一班人针对训练中暴露的

问题进行复盘检讨，对梳理出的训练

观念落后、训练方法老套等问题，制定

整改时间表，实行挂账销号。

吉林省德惠市人武部组织实兵实装拉动

顶风冒雪锤炼硬功

本报讯 严鹏、特约通讯员祝光强

报道：日前，贵州省铜仁市 2023 年度拥

军优属工作成绩单出炉：为优抚对象送

医送药 5000 余人次，提供就业岗位 1000

余个……“这是全市持续推动社会化拥

军 ，不 断 释 放 惠 军 红 利 带 来 的 可 喜 成

果。”市双拥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说。

“通过实打实的举措，让广大军人军属

和优抚对象享优待、得实惠，是我们义不容

辞的责任。”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人介绍，

铜仁是一片红色热土，素有拥军优属光荣

传统。近年来，通过组织“百企千店齐拥

军”活动，先后吸引400多家企业、上千家商

户加入拥军联盟，服务范围涵盖教育、医

疗、交通、旅游、餐饮等诸多领域。为确保

拥军质效，他们每年年底对授牌拥军门店

履行拥军公约、兑现优惠承诺等情况进行

检查考评，对不履行承诺、服务质量低的，

取消入盟资格；对考核成绩突出的单位或

个人，予以通报表彰，并在媒体上广泛宣传。

笔者翻阅“社会化拥军尊崇优待目

录”，一个个暖心“惠军礼包”映入眼帘：

某医院为军人军属及退役军人提供多项

免费体检项目，医疗费用按医保政策报

销外，还可以优惠 30%，重点优抚对象可

享受上门义诊服务；某酒店军人、退役军

人住宿可享 7 折优惠，菜品享 8 折优惠；

入盟企业优先录用军属、退役军人……

“一项项惠军举措的落地落实，增强

了军人军属和其他优抚对象的获得感。”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人表示，“百企千

店齐拥军”活动只是个开始，下一步，该

市将动员发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进来，

以更优质的惠军服务，不断书写社会化

拥军新篇章。

贵州省铜仁市全面推进社会化拥军工作

百企千店齐拥军

携带装备登车，快速机动至指定

地域，迅速占领发射阵地……隆冬时

节，一场实兵模拟对抗训练在云南省

昆明市某综合训练基地展开。担任此

次训练主攻任务的是昆明市官渡区阿

拉彝族女子民兵高炮连。

记者在现场看到，队员李娇在占

领发射阵地时虽然慢了几秒，但迎击

空中来袭目标时，她凭借稳定心理素

质，快速瞄准，果断击发，目标被成功

“摧毁”……

“战术动作标准，心理素质过硬，

战斗精神顽强。”听到考核组给出的评

价，连长张楠终于松了一口气。

“对于阿拉彝族女子民兵高炮连

来说，训练场上的每一次捷报，都是对

先辈最好的告慰。”张楠介绍，作为云

南 省 唯 一 一 支 女 子 民 兵 连 ，连 队 自

1958 年组建伊始，“铁心跟党走”的信

念就扎根在连队每名成员心中。1960

年 3 月，首任连长李茂参加全国民兵英

雄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主席亲切接

见，并授予 56 式半自动步枪一支。同

年 ，国 防 部 授 予 该 连“英 雄 女 子 民 兵

连”荣誉称号。1963 年，周恩来总理曾

赴 昆 明 凤 凰 山 观 看 该 连 实 弹 射 击 表

演，称赞她们“不爱红装爱武装，英姿

飒爽训练场”。

岁 月 更 替 ，血 脉 相 传 。 66 年 来 ，

女子民兵高炮连的彝家姑娘们一代接

着一代干，当好传承人，青春献连队，

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屡建功勋。连队

先后 36 次在重要场合进行军事训练

汇报表演，27 次参加云南省军区军事

大比武，荣立集体二等功 1 次、集体三

等功 2 次，获得全国基层民兵预备役

工作先进单位和军事训练先进单位等

荣誉。

“时代在变，任务在变，女子民兵

高炮连瞄准打赢攻坚克难的冲锋姿态

始终没变。”张楠告诉记者，2022 年初，

连 队 主 战 装 备 由 高 炮 升 级 为 防 空 导

弹，改训的过程，全体队员经历了“破

茧成蝶”的蜕变。

“要过‘火焰山’，须有‘芭蕉扇’。

形 势 逼 着 我 们 换 脑 筋 、转 观 念 、攻 难

关。”面对全新挑战，全连没有一个队

员退缩。大家围绕“转型怎么办、换装

怎么干”展开讨论，在主动选送骨干和

训练尖子到已列装单位拜师取经的同

时，为熟记理论，连队把重点内容编成

“ 口 袋 书 ”，队 员 一 有 空 就 拿 出 来 背

记。第一次实操，身材瘦小的白云燕

背起比她高出一大截、重达近 20 公斤

的发射筒时，一个趔趄差点摔倒。不

服输的她，扛杠铃练习负重，顶矿泉水

瓶练习平衡……为弥补体能差距，队

员们每天严格落实教练班长制定的体

能强化“套餐”。

不断加码的力量训练，让姑娘们

的 臂 膀 更 加 有 力 ；日 复 一 日 的 负 重

跑 ，让 她 们 的 步 伐 更 加 矫 健 ；有 针 对

性的专业集训，让她们的战斗本领越

来越强。两个月后，连队交出一份优

异 成 绩 单 —— 全 员 通 过 专 业 技 能 初

级评定。

去年 8 月，转型后的女子民兵高炮

连 迎 来 换 装 后 的 首 次 实 弹 射 击 。 当

时，连队正与驻军部队开展联演联训，

高温炙烤和蚊虫叮咬，让队员们经受

考验。实弹射击那天，高原强烈的阳

光，让人几乎睁不开眼。排长蒋咪边

动 员 边 指 挥 ，稳 住 全 体 队 员 的 心 神 。

大家全神贯注，密切配合，一口气打出

“满堂彩”。

走 进 女 子 民 兵 高 炮 连 荣 誉 室 ，

77 枚奖章、126 张奖状、35 面锦旗、70

余 本 证 书 ，无 声 地 诉 说 着 连 队 走 过

的辉煌。

“建设打仗型国防动员是我们的

职责使命。援战保战需要什么，我们

就练什么。”张楠告诉记者，厚重的历

史荣誉时刻鞭策着她们在强军新征程

上奋勇前进。今天的女子民兵高炮连

队员不仅仅专武精武，还争当一专多

能的多面手，纷纷考取人力资源管理

师证、导游证、心理咨询师证等。“我们

既要传承老一辈的光荣传统，更要将

它发扬光大。”

“这些土生土长的女民兵情况熟

善组织，在很多基层工作中都是主力

军。”在阿拉街道党工委书记黑丽芬眼

里，女子民兵高炮连是一面旗帜，也是

一支突击队，街道的大事小情，都有她

们忙碌的身影，为平安宜居、和谐幸福

的阿拉社区作出了积极贡献。

结束采访，华灯初上，营区里“有

我无敌、有我无惧、有我无忧、有我无

难”的标语格外醒目。

左上图：阿拉彝族女子民兵高炮

连队员在连队荣誉室接受传统教育。

陈玉娟摄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阿拉彝族女子民兵高炮连积极面对换装转型挑战—

换羽新飞彩云之南
■赵元涛 本报特约记者 张 军 1月 18日，黑龙江省漠河市征兵办公室在北极村景区开设宣传站，为适龄

游客宣讲征兵政策。 曹修武摄

本报讯 范奇飞、记者鲍明建报

道：“张部长，请明天上午到军分区参加

通用指挥装备组网补训……”1月23日，

辽宁省抚顺县人武部部长张春雷休假

刚归队，就接到抚顺军分区战备建设

处参加补训的通知。该军分区战备建

设处处长怀武龙介绍，对休假、出差和

值班人员及时进行补训，是辽宁省军

区今年开展全员冬训的有力举措。

“冬训好不好，全员参训是个硬指

标。这是省军区新年度党委议战议训

达成的共识。”辽宁省军区战备建设局

参谋李强告诉记者，省军区党委把全

员参训作为检验冬季训练质效的重要

指标之一，要求省军区、军分区（警备

区）、人武部（干休所）三级首长机关必

须全员参加。为做到不漏一人，他们

建立冬训考勤制度，每天训练前现场

点名，对因出差、休假、值班不能参训

的 人 员 逐 一 登 记 ，每 周 组 织 一 次 补

训。同时，严格请假制度，冬训期间，

因特殊情况需请假的，要向战建部门

报备。在此基础上，他们组织全员考

核，以拉单列表方式明确阶段训练任

务，逐个课目考核验收。

记者在训练现场看到，冬训计划

上的每个课目，省军区首长机关局办

以上领导以身示范作标杆。重难点

课目训练，他们专攻精练，集智攻关，

为部队蹚好路子、摸索经验。面对持

续 的 极 寒 天 气 ，从 将 军 到 士 兵 都 斗

志高昂。

“用昨天的标准，打不赢明天的战

争。”面对冬训中暴露出的问题，该省

军区党委不遮掩、不回避，一边集中检

讨反思，拿出解决办法；一边深化实战

化训练，持续查找问题，在整改提高中

推动练兵备战走深走实。

辽宁省军区组织三级首长机关开展冬季训练

全员参训不漏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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