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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4月 22日，是第 55个世界地球日。近年来，在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指引下，广大民兵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根植于心，充分发挥队伍优势，在生态环境保护中
站排头、当先锋，为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贡献力量。 ——编 者

本报讯 王丹、记 者毕笑天报

道：“同学们，参加过百团大战的马

瑛将军、两次荣立特等功的战斗英雄

马春雨，都在这里生活过……”暮春

时节，辽宁省军区营区一隅的两层小

楼旁，一群学生簇拥着一位满头白发

的老者，听他讲述这栋百年建筑的

故事。

2021 年 ，为 助 力 提 升 全 市 学 校

国防教育质效，该省军区沈阳第一退

休干部休养所联合沈阳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在干休所打造国防教育宣讲

站，定期培训少年讲解员。当天这场

培训的授课人，是该干休所老干部

龙凡。

这栋小楼原为东北大学女生宿

舍旧址，百年间见证了九一八事变、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

等重大历史事件，留下宝贵的红色资

源。宿舍旧址由辽宁省军区接管后，

改造成沈阳第一退休干部休养所老

干部活动中心，并专门布置了一间红

色文化展厅。

古建筑诉说历史，老物件见证荣

光。该干休所政委谢智伦告诉记者，

为更好地继承和发扬革命精神，他们

多方收集史料和实物，进一步丰富展

陈，并邀请专家学者考证研究，力求

在修缮过程中尽可能恢复百年建筑

原貌。

走 进 活 动 中 心 红 色 文 化 展 厅 ，

书信、军装、奖章等展品，在灯光下

焕发新的光彩。龙凡指着墙上的图

片资料动情讲述，围成一圈的学生们

认真聆听。龙凡向记者介绍，干休所

不仅动员老干部、工作人员积极参与

培训少年讲解员工作，还定期邀请市

军地专家学者前来授课辅导。“作为

军队退休干部，我们不仅是光辉历史

的 亲 历 者 ，也 是 革 命 精 神 的‘ 播 火

者’。培训中，我注重引导少年讲解

员了解红色历史背后的精神内涵。”

龙凡说。

少年讲解员经过培训，丰富了知

识储备，提升了讲解技巧，在沈阳市

多个红色场馆进行义务讲解时收获

好评，吸引更多学校选送少年讲解员

前来培训。该干休所还开通线上授

课，在线培训北京、上海等地多所中

小学的少年讲解员。

谢智伦介绍，休干系统红色资源

丰富，下一步，他们将动员更多老干

部“进驻”国防教育宣讲站播火传薪，

并运用高科技手段，丰富红色文化展

厅的展陈手段和表现形式，提升参观

人员的体验感。

上图：4 月 14 日，干休所老干部

龙凡在红色文化展厅为前来参加培

训的少年讲解员进行授课辅导。

邹新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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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最美四月天。

清明小长假，不少市民和游客漫步

在甘肃省临夏世界地质公园，赞叹这里

珍奇独特的地质遗迹、丰富多样的人文

景观。

今年 3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

新一批世界地质公园名录，中国增添 6

个“新成员”，该地质公园榜上有名。好

消息刷屏网络，旅游热持续升温，周边

群众高兴地说，“生态饭”越吃越香。

“生态饭”越吃越香，离不开临夏军

分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积极探索“河长+民兵”“生态护林员+

民兵”编建模式，引导民兵参与生态环境

治理保护、推动绿色发展的担当作为。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笔者来到临

夏市八坊十三巷，红水河穿城而过，河

水清澈见底，倒映着两岸古色古香的民

居建筑，游人熙熙攘攘。

“真难以想象，以前这条红水河到

处都是垃圾，夏天更是臭气扑鼻，在家

里都能闻到。”负责八坊十三巷红水河

段治理的河长、民兵吴健鹏向笔者介

绍，2012 年，临夏市人武部在军分区指

导下，成立岸线民兵巡逻队，每周组织

开展清河（岸）志愿服务、河湖保护宣传

教育等活动。

“红水河流经八坊街道段长度仅

400 米，整治难度却不小。由于水量不

足 、泥 沙 含 量 大 ，各 类 垃 圾 堆 积 在 涵

洞、河道上，打捞船、挖掘机等开不进

去，只能靠人工清理。”吴健鹏说，一天

下来，民兵们都是一身脏臭，没有胃口

吃饭。

时光转瞬，人武部主官换了一任又

一任，但这项工作从未中断。如今的八

坊十三巷已成为临夏世界地质公园的

一处景点，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游玩。据

统计，2023 年，八坊十三巷旅游人次达

370 余万，创收约 4.5 亿元。“天更蓝了，

水更清了，日子更美了！”市民马青在景

区经营一家工艺品店，生意红火。闲暇

之余，他喜欢在红水河边散步，欣赏蓝

天碧水的怡人风景。

太子山海拔 4000 余米，是临夏州

境内第一高峰。

40 岁的民兵张桓带着班里 5 名新

入队民兵巡山护林。清晨的空气清新，

让民兵们神清气爽。“太子山国家级自

然 保 护 区 的 前 身 是 临 夏 州 太 子 山 总

场。20 多年前，我还在读中学时，就跟

着解放军在这里种过树。”一路上，张桓

娓娓道来。

军分区领导介绍，多年来，驻军部队

官兵和广大民兵积极参与“万亩国防林”

“千亩生态林”等生态林区的管护和续

栽，栽种林木 10 余万棵，栽种面积达上

千亩。增绿更要护绿，2017 年，他们发

挥民兵分布地域广、执行力强的优势，编

建以退役士兵、党员和当地林业系统员

工为骨干的民兵护林员队伍，主要担负

浇水管护、制止滥砍滥伐、生态保护宣传

等任务，共同守护来之不易的生态成果。

张桓成为第一批民兵护林员，每天

与队员们一起巡山、整地、栽种、割灌、

防火。巡山路长约 20 公里，爬升高度

2000 余米，一路多是弯道和陡坡。这

条路，张桓一走就是 7 年。今年民兵调

整出入队，人到中年的张桓坚持留队：

“这片林子伴我长大，只要年龄还符合

编建要求，我就要一直守下去！”

新队员们抬眼望去，绿意涌动，一

棵棵松柏昂首挺胸，像极了身着绿色迷

彩的卫士为地球母亲站岗放哨。此刻，

他们明白了老队员坚守的意义。

“接下来，我们将利用民兵整组时

机，在全域推开‘民兵+’编建模式，动

员更多民兵投身生态文明建设，为扮靓

‘花儿之乡’临夏贡献民兵力量。”军分

区领导说。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民兵助力生态文明建设—

“民兵+”扮靓花儿之乡
■项 磊 徐利强 本报特约通讯员 杨 泽

鱼翔浅底，鹤影翩翩。

春来日暖，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黑

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西藏自治区林

周县虎头山水库日益热闹，在此越冬的

黑颈鹤开始春季迁徙，飞往色林错黑颈

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羌塘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等地。

身着一身迷彩，正举着望远镜观察

鹤群的，是林周县黑颈鹤民兵巡护分队

队员扎巴群丹。

黑颈鹤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也

是唯一能在高原生存和繁衍的鹤种，

有着“高原仙子”“高原神鸟”的美名。

每年 10 月下旬左右，会有大批黑颈鹤

来到林周县越冬，直至次年三四月份

离开。

“黑颈鹤是藏族群众心中的吉祥

鸟。”扎巴群丹告诉记者，从他记事起，

老人们就叮嘱他要保护黑颈鹤。2020

年，林周县人武部提出“生态管理员+

民兵”编建模式，黑颈鹤民兵巡护分队

授旗成立。作为土生土长的林周人，扎

巴群丹主动报名参加。此后每至鹤归，

他和队友们都会日夜巡查，尽心守护这

些美丽的“精灵”。

民兵巡护分队成立的初衷是在民

兵已有职能基础上，结合当地自然保护

区特点，增加保护黑颈鹤栖息地、宣传

生态环境保护、制止偷猎盗猎等职能。

扎巴群丹用于观察的望远镜、对讲机和

摩托车都是统一配发。

这几年，随着当地生态环境不断改

善，回到林周县越冬的黑颈鹤数量逐年

增加。在栖息地，它们时而起舞高空，

时而入水觅食，不少游客和摄影爱好者

慕名前来一睹鹤影。该县顺势而为，大

力发展特色生态旅游，辐射带动相关产

业 发 展 ，当 地 群 众 也 因 此 吃 上“ 旅 游

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这些成果的取

得，离不开迷彩身影对“绿色”的守护。

游客增多是好事，但问题也随之

而来。因黑颈鹤天性怕人，一有动静

就会警觉飞走，有的摄影爱好者通过

大声喊、丢石块等方式惊吓黑颈鹤，只

为拍摄黑颈鹤起飞瞬间。久而久之，

黑颈鹤纷纷远离道路农田，向水库更

深处躲去。

“这样下去不行，既会破坏栖息地

环境，不利于黑颈鹤的活动，还会影响

旅游业发展，我们得想想办法。”在一次

巡逻中，巡护一排排长谭正权和扎巴群

丹一起商量。

很快，二人反映的情况得到人武

部领导的高度重视，并在县党委会上

提出。此后，民兵巡护分队便又多了

一项任务：劝导游客文明观鹤。经过

队员与当地群众的共同努力，游客惊

吓黑颈鹤的行为得到有效制止，黑颈

鹤渐渐回到田间地头，回到人们的视

野中。

如今“生态管理员+民兵”模式已

在该县推广，多支具有生态环境保护功

能的民兵分队组建。“让良好生态环境

成为人民生活质量的增长点。”人武部

领导介绍，除了保护黑颈鹤，人武部还

积极组织民兵参与生态环境建设和资

源保护，与当地群众一道治理河道、清

扫林区，共建美好家园。

春雷乍动，黑颈鹤成群结队振翅北

归，扎巴群丹恋恋不舍地向它们挥手告

别。收起望远镜、跨上摩托车，扎巴群

丹和队友们向下一个巡逻点驶去。“黑

颈鹤是高原精神、高原力量的象征，我

们会守护好这些‘精灵’的栖息地，等待

它们再次归来。”扎巴群丹说。

西藏自治区林周县民兵保护珍稀鸟类黑颈鹤—

迷彩绿守护“高原仙子”
■任宝荣 本报记者 杨明月

本报讯 杨宸报道：“分散用兵是

使用风力灭火机扑火的大忌，一定要集

中兵力……”近日，河北省平山县人武

部组织正在集训的民兵教练员，走进县

域消防救援大队装备库，由地方专业人

员为他们传经送宝。

今年民兵训练展开前，该人武部针

对民兵专业分队组训存在的短板弱项，

紧盯支援保障作战任务需求，依托辖区

有关部门和驻军部队，培塑综合素质

高、组训能力强的优质民兵教练员队

伍，建立专业化教学组训人才库。

在该县民兵训练基地，民兵孙刚

刚一边观察无人机飞行路径，一边拟

制教案。“没有金刚钻，揽不了瓷器活，

我们要注重提升自己的专业素质，才

能当好教练员。”孙刚刚说。在训练场

另一端，几名民兵围在前来帮训的地

方专业骨干身边，咨询山林火灾现场

无人机 3D 建模技巧。突然，一阵掌声

和欢呼声从不远处传来，原来是地方

专 业 人 员 正 在 演 示 无 人 机“ 紧 急 迫

降”，精湛的操作赢得满堂彩……参训

民兵争相取经，无人机民兵分队训练

内容、组训方法等教学要素在交流实

践中逐渐明晰。

该人武部还邀请驻军部队官兵走

进训练场，以民兵的任务需求为着力

点，重点围绕相关课目展开实战化训

练，帮助民兵教练员提升组训水平。

用众人之力，则无不胜也。经过

两周的现场教学和交流实践，本次参

训的民兵教练员共摸索出 11 套教案、

14 种组训方法。“通过这次集训攻关，

提高了专业技能和教学能力，让我对

下一步遂行组训任务充满信心。”民兵

杜岳雷坦言。

“现场是最好的教学，实践是最好

的课堂。”该人武部领导介绍，此次集训

结束后，学有所成的民兵教练员将把训

练视频、学习笔记和经验方法整理成系

统教案，充分发挥“武教头”作用，带动

全县民兵训练提质增效。

河北省平山县打造优质民兵教练员队伍

练兵先练“武教头”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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