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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

丸。”1935 年 10 月，中央红军翻越岷山

后，毛泽东同志满怀豪情写下壮丽诗篇

《七律·长征》。

贵州毕节，位于乌蒙山腹地，有着

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红军

长征经过毕节时，深受当地人民群众的

拥护和爱戴，5000 多名各族儿女报名参

加红军。80 多年来，在这片红土地上，

军爱民、民拥军的优良传统接续传承，

绘就了一幅军民鱼水情深的生动画卷。

进入新时代，毕节军地以一系列创

新举措赋能双拥实践，开展“同心向强·

共卫国防”活动，时时处处可见军民一

家亲的动人场景。前不久，笔者走进这

座全国双拥模范城，感受流淌在军民血

脉中的鱼水深情。

“事关部队战斗力建
设的事，紧抓快办”

“民兵训练基地建设方案通过，基

地集训练、教育、住宿等功能于一体，能

一次性保障 200 余名民兵参加训练，计

划于 2025 年建成使用。”近日，毕节市七

星 关 区 召 开 党 委 议 军 会 ，聚 焦 备 战 打

仗，研究确定了民兵应急连野外炊事保

障、民兵训练基地建设等事项，让参加

会议的部队官兵心里暖暖的。会上提

出的部队训练场用地、民兵应急连配套

建设等 6 个问题，地方有关部门逐一答

复，并承诺解决期限。

发展不忘拥军，平时不忘战时。近

年来，毕节市各级紧盯服务练兵备战，主

动关心支持部队建设，不断创新双拥工

作机制，有力推动双拥工作高质量发展。

驻军某部训练场地处大山深处，进

出道路是土石路，遇到突发情况，影响

紧急出动。“事关部队战斗力建设的事，

要紧抓快办。”该市召开专题会议，研究

解决办法，限期拓宽整修。该项目动工

后，沿线村民积极配合，比原计划提前

一个月完成。这条路建成后，被军民称

为“鱼水路”。

为提高兵员征集质效，七星关区征

兵办决定成立征兵服务中心，但是办公

场所和工作人员编制落实等成为棘手

难题。得知情况后，该区主要领导召集

有关部门多次召开会议，紧前推进办公

场所和人员编制落实事宜。他们通过

政府公产中心调整临街铺面 160 平方

米，建成集窗口化服务和集中式办公为

一体的征兵服务中心，并确定为正股级

一类事业单位，编制定额 3 名工作人员。

“备战打仗思想树得不牢，动员准

备 工 作 抓 得 不 实 ，战 时 就 有 可 能 吃 大

亏。”七星关区区委书记李勰说，“我是

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抓经济工作要当

一把好手，抓武装工作更不能撒手。区

委区政府要强化国防观念，履行好国防

职责，全面支持部队练兵备战。”

今年春节期间，七星关区组织休假

官兵代表召开座谈会，围绕服务备战打

仗、兵员征集、“三后”问题、民兵编组、

拥军优属等进行讨论交流。大家共话

国防建设、共议乡村振兴、共商拥军之

举，现场气氛热烈。

类似这样的场景，在毕节市各级还

有很多。去年，在西藏军区某部服役 16

年的一级军士长贾勇退役，一度为工作

安置而焦虑。七星关区人武部领导主

动上门讲解安置政策，打消了贾勇的顾

虑。曾 2 次荣立三等功的贾勇，在量化

打分中排名靠前，选择了心仪岗位。

据悉，2023 年，毕节市有 50 家单位

提供 100 余个岗位，供全市符合安置的

退役士兵选择。该市 8 名转业军官全部

安置到市直单位，退役士兵除个人愿意

安置到企业的，全部安置到行政、事业

单位。

该军分区领导告诉笔者，为实时掌

握了解部队困难需求，他们在落实军地

互办实事“双清单”制度基础上，构建

“重要节日必联、重大活动必联、涉军事

项必联”的“三必联”工作机制，提高为

部队办实事、解难题的效率，助推部队

战斗力提升。

“塌陷的道路，挡不
住官兵疾进的脚步”

从抗击干旱到灭火救援，从迎战洪

水到抗震救灾……每次遇到自然灾害，

毕节市驻军部队官兵和广大民兵紧急

出动、冲锋在前，全力以赴保护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肆虐的洪水，拦不住官兵奋勇向前

的身躯。去年 5 月上旬，该市连降暴雨，

引发洪涝灾害。该军分区精准对接地

方 需 求 ，驻 军 部 队 官 兵 和 民 兵 快 速 出

动，连续多日奋战在抗洪抢险一线，转

移被困群众、运送救灾物资。

“救命呀！救命呀！”2023年 5月 9日

上午，正在同心桥抗洪的民兵王涛听到

不远处有人呼救。他立即和队友徐传

潇循着呼救声前行。两人携手蹚过齐

胸深的积水，找到被困群众，合力救出。

哪里最危险，哪里最困难，哪里就

有迷彩身影。今年 2 月 18 日 15 时许，鸭

池镇银河社区突发山火。因风势较大，

火势很快蔓延，形成东西和南北 2 条火

线，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

接到上级命令后，七星关区人武部快速

启动森林灭火应急预案，动员 80 名民兵

携带灭火器材奔赴火场。

到达现场后，人武部领导立即指挥

民兵操控无人机侦察火势，同时组建临

时指挥部，展开灭火救援。着火点距七

星 关 区 碧 阳 二 道 商 铺 直 线 距 离 仅 200

米，离碧阳一道商铺不足 400 米……火

情点位多，受风力风向影响，有向东北

方向蔓延的趋势，一旦不能及时控制，

后果不堪设想。经过研判，他们将民兵

分成多个小组，依托山路开进，将线状

火源分隔阻断，成功将山火扑灭。

2022 年夏天，该市遭遇持续干旱天

气。七星关区林口镇大寨村蔬菜基地

受灾严重，数百亩卷心菜面临旱死。该

区民兵纷纷以不同形式递交请战书，积

极参加抗旱行动，顶烈日、冒酷暑，运水

浇苗，把老百姓的损失降到最低。

“塌陷的道路，挡不住官兵疾进的

脚步。”2021 年 8 月 21 日，该市发生 4.5

级地震，造成部分镇寨村民房屋受损。

灾情发生后，毕节军分区和七星关区人

武部两级快速反应，启动抗震救灾应急

响应机制，动员近百名民兵第一时间赶

赴现场，投入抗震救灾。

搭建帐篷、勘查危房、防范次生灾

害 …… 广 大 官 兵 和 民 兵 不 畏 艰 险 、连

续 奋 战 ，奏 响 了 一 曲 曲 赤 诚 为 民 的 时

代壮歌。

“长大后，我要沿着
父辈的足迹前行”

“ 最 后 一 碗 米 ，送 去 做 军 粮 ；最 后

一 尺 布 ，用 来 做 军 装 ；最 后 一 件 老 棉

被，盖在担架上 ；最后的亲骨肉，送去

上 战 场 ……”3 月初，在毕节一小三年

级二班一次班会上，班主任为学生们讲

述红军经过毕节的故事。

今 年 春 季 开 学 以 来 ，七 星 关 区 部

分中小学收到班级“兵教员”推送的重

要国防资讯。推送内容由七星关区人

武部整理编辑，经区委宣传部、区国防

教育办公室联合审核。这一活动是该

市开展国防教育“十百千万工程”进校

园 活 动 的 一 项 内 容 ，即 争 创 十 所 国 防

教育示范校、开展百校军体大课间、组

建千个红色英雄班、打造万班微群“兵

教员”。

传承红色基因，从娃娃抓起；弘扬

爱 国 拥 军 传 统 ，也 要 从 娃 娃 抓 起 。 该

市 坚 持 把 双 拥 工 作 和 教 育 工 作 相 结

合，开展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举

办红色文化进校园暨百校“红军班”活

动，在全区 100 所学校中筛选出 100 个

“红军班”，每个“红军班”聘请一名获

得三等功以上荣誉的现役军人或者退

役 军 人 担 任 校 外 辅 导 员 ，教 育 引 导 青

少 年 学 生 传 承 红 色 基 因 、争 做 红 色 传

人。雷锋班、刘胡兰班、黄继光班、张

超 班 …… 目 前 ，毕 节 市 军 地 精 心 打 造

的 林 口 镇 鸡 鸣 三 省 红 军 小 学 、毕 节 一

小、青龙街道邻里小学等 10 所国防教

育示范校，定期举办国防教育讲座，增

强学生国防意识。

“边关风雪寒，使命记心间。冬天，

我们在零下 20 多摄氏度的严寒天气下

执勤巡逻……”前不久，担任毕节一小

国防教育校外辅导员的驻藏某部军官

罗永兵，利用休假时机，到学校为师生

讲述在边防执勤巡逻的故事，引导学生

厚植家国情怀。

相隔山海，军民一心。近年来，毕

节军分区先后组织多所学校与边防哨

所结对共建，采取“云端”对话、书信交

流的方式，为学生普及国防知识，让关

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

成为青少年学生的共同价值追求。

“官兵舍小家为大家，守在祖国边

防线上”“人民子弟兵爬冰卧雪，守卫和

平与安宁”“长大后，我要沿着父辈的足

迹前行”……学生们用稚嫩的笔触写下

一句句祝福，温暖了边防官兵的心。

“边防官兵常年坚守战位，为祖国

和人民构筑起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

“鸡鸣三省”红军小学“兵校长”周建成

说，邀请部队官兵开展国防知识讲座，

让学生们感受到军人保家卫国的使命

担当，激励学生争做尊崇军人、关心国

防的新时代好少年。

驻军部队官兵和广大民兵帮助帮

扶村建成上千亩油用牡丹基地，打造旅

游观光荷花园，修建文化娱乐设施……

军爱民、民拥军的故事，在黔西北大地

广为传颂。“长期以来，驻军部队官兵、

退役军人和广大民兵在遂行急难险重

任务、助力乡村振兴中，勇当先锋、争做

排头兵，书写了军民鱼水情深的时代篇

章。”毕节军分区领导说，在乌蒙大地，

“迷彩绿”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正月里来是新春，赶上那猪羊出

了门。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给

那英勇的八路军……”几十年来，这首

脍炙人口的《拥军秧歌》，表达了人民

群众对子弟兵的深情厚谊，反映了老

区人民踊跃支前的火热情景。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

敌。”拥政爱民、拥军优属，是广大军民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创造，在

革命、建设、改革不同历史时期发挥了

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新时代新征

程，军地各级要在互办实事、共解难

事、办好急事中促进鱼水情谊更加深

厚、团结基石更加稳固，勠力同心共筑

中国梦强军梦。

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人民政权

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的血肉联系，是我党我军我国人民战胜

一切敌人和艰难险阻、不断从胜利走向

胜利的重要法宝，是我党我军特有的政

治优势。军地各级要始终把双拥工作

作为一项事关全局的战略任务摆上重

要位置，统一思想认识，强化使命担当，

狠抓工作落实。要牢牢把握双拥工作

的政治属性，把双拥工作作为党委工

程、主官工程来抓，确保落地落实，推动

军政军民团结再上新台阶。

随 着 国 防 和 军 队 改 革 向 纵 深 推

进，随军家属就业安置、子女入学入

托、转改文职人员家属调动等问题增

多，不少问题按照现行或原有“规定”

“办法”又较难解决。因此，军地各级

要大力传承和发扬“军爱民民拥军、军

民团结一家亲”光荣传统，创造性开展

工作，下大力解决疑难问题。要敢于

打破常规，跳出思维定势，用足政策、

用足智慧、用足感情，拿出超常举措，

大力推动双拥工作创新发展，合力开

创军政军民团结新局面。要立足军地

亟需，进一步规范军地互办实事、互解

难题机制流程，提升困难需求事项协

调解决质效。

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

来时的路。不论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

争年代，还是在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

建设和改革时期，军政军民团结都彰

显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我

们要始终牢记“视人民为亲人、把驻地

当故乡”的政治嘱托，践行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发挥“战斗队、

工作队、生产队”作用，积极参加和支

援地方经济社会建设，用实际行动书

写人民至上的初心答卷。地方各级党

委、政府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常思

部队打赢之需、常念官兵训练之苦，坚

持常态结兵亲、常态走军营，落实好拥

军优属制度机制，广泛开展科技拥军、

智力拥军、文化拥军和社会化拥军，让

军人真正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最伟大的力量是同心合力。只要

军地“团结得像一个人”，大力弘扬爱

国拥军、爱民奉献的光荣传统，不断巩

固军政军民关系，一定能凝聚起同心

筑梦、共创未来的磅礴伟力。

最伟大的力量是同心合力
■陈估猛

磅礴乌蒙 鱼水情浓
—贵州省毕节市军地开展“同心向强·共卫国防”活动纪事

■本报特约通讯员 王庆泽

毕节市双拥公园一角。 王庆泽摄

民兵开展助农服务。 王庆泽摄

毕节军分区工作人员为抗美援朝

老兵送去学习资料。 王庆泽摄

当地小学生参加“军营开放日”活

动。 王庆泽摄

七星关区人武部领导为军属送上

节日祝福。 沈贵祥摄

七 星 关 区 领 导 看 望 慰 问 退 役 老

兵。 林科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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