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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本版责任编辑 辛 悦

“白龙江有一名群众‘落水’，立即

前往救援。”6 月 26 日，甘肃省陇南市文

县人武部领导一声令下，该县民兵应急

分队迅速出动，分乘 3 艘冲锋舟，驶向

预定水域，将“落水”群众救起后迅速转

运至岸边。快速高效的指挥、训练有素

的行动，赢得现场观摩人员掌声。这是

甘肃省组织民兵军事训练规范化集训

的一组镜头。

甘肃省军区领导介绍，此次集训依

托陇南军分区组织，为期两天，来自全

省的各军分区主官、战备建设处处长和

主管训练参谋人员近百人参与。集训

旨在让参训人员通过上理论课、观看视

频教学、开展组训演练、进行经验交流

等方式，共享民兵军事训练最新成果、

精研民兵训练规范化工作招法，着力提

升各级机关抓训组训能力及民兵分队

整建制遂行任务能力。

谈起前些年民兵训练存在的问题，

省军区领导坦言，由于教练员水平参差

不齐，教案各行其是，导致民兵训练存

在“随意教、随意训”现象。

“形成一整套规范化、标准化组训

方法，迫在眉睫。”陇南军分区党委一班

人达成思想共识。今年初，议战议训会

上，该军分区党委明确提出“优化教学

内容、规范组训形式、提升训练质效”的

工作目标，并主动向省军区申请承担全

省民兵军事训练试点任务。

4 月，陇南军分区从机关和辖区各

人武部抽调 28 名骨干，组建 4 个联合攻

关小组，按照“走出去学、请进来教、蹲

下来研、沉下去练”的原则，借助发挥驻

军部队、院校和地方应急力量优势，集

智攻关破题。

“基地集中训，必须突出全员额、成

建制，充分发挥训练基地集约保障优

势。”民兵训练方法课题攻关组组长陶

辉祥告诉笔者，为保证民兵训练训有遵

循 、训 有 标 准 ，他 们 抓 紧 进 度 研 究 攻

关。受领任务以来，4 个联合攻关小组

成员连续 2 个多月加班加点，经常工作

到凌晨时分。

功夫不负有心人，联合攻关小组陆

续传来捷报：结合近几年民兵训练实

践，区分训练准备、训练实施、训练考核

3 个阶段，逐个分解细化，总结提炼出

“十二步法”；研究确定技能训练过关进

阶、连贯作业实景淬炼等 5 个典型组训

方法；结合试训试教组织论证完善，形

成 2 份训练法规、2 部教学示范片、1 本

装备图册、1 部战法训法汇编共 6 项成

果，为全省民兵训练提供参考借鉴和示

范引领。

“民兵训练要训出兵的标准、兵的

作风，关键时候才能拉得出来、冲得上

去、发挥作用。”集训当晚，分组讨论现

场气氛热烈，各军分区主管训练参谋围

绕《重点民兵分队战法训法研究创新成

果汇编》谈看法、讲体会。省军区还为

集训人员统一配发《民兵抗洪抢险行动

基础理论》，该书是陇南军分区在省军

区指导下，着眼担负使命任务，总结近

年来工作经验，借鉴最新研究成果，编

写的民兵建设方面的教材之一。

“近年来，我接触到的专门介绍民

兵抗洪抢险行动基础理论的书籍不多，

这本书内容全、知识新、实用性强。”翻

看《民兵抗洪抢险行动基础理论》，康县

人武部部长连小平表示，要好好“啃一

啃”这本书，为有效指挥民兵完成抗洪

抢险任务打下坚实理论基础。

“操作手启动起飞按钮，无人机到

达目标区域后，依次发出组网、空中悬

停指令……”白龙江码头训练基地，民

兵教练员李阳正在介绍系留式无人机

高空应急平台使用方法。现场观摩的

民兵反馈，李阳教授的操作步骤清晰，

易于学习掌握。

“随着民兵编建向新兴领域拓展，

如何规范装备配备、掌握操作规程、熟

悉性能参数，成为省军区系统探索实践

的组训重点。”该省军区领导介绍，他们

组织编写了《新兴领域民兵分队装备图

册》，区分通用型和任务型，共收录 168

种新型装备，涵盖防汛抗洪、森林（草

原）灭火、废墟救援、装备维修、网络空

间支援等任务场景。笔者翻开图册，各

类装备的基本式样、主要用途和性能参

数一目了然，民兵学习使用装备可“按

图索骥”。

“ 兵 怎 么 练 ，训 法 是 关 键 。”集 训

结束，天水军分区参谋李云表示受益

匪 浅 。“ 这 次 集 训 学 习 到 的 规 范 民 兵

军事训练组织与实施的经验成果，让

我 们 负 责 民 兵 训 练 工 作 的 参 谋 人 员

对 训 什 么 、怎 么 训 、训 到 什 么 标 准 等

心中更加有数，做好民兵训练工作的

底气更足了。”

省军区战备建设局领导告诉笔者，

下一步，他们将把试点建设以来形成的

经验成果，应用于基干民兵基地化训练

中，严格按照程序步骤和方法标准，推

动民兵战斗力实现跃升。

左上图：甘肃省民兵军事训练规范

化集训现场。

苟宝琦摄

甘肃省组织民兵军事训练规范化集训提高各级抓训组训能力—

民兵训练：向规范化要战斗力
■雷鹏英 本报特约通讯员 董亚雄

与奋斗同行，向未来进发。

6 月中旬，陆军工程大学石家庄

校区“蒲公英”理论宣讲小分队，邀请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天津大学、河北大学、河北师范

大学等 6 所地方高校大学生青年宣

讲团骨干代表，齐聚军校校园，面对

面交流互动。

蒲公英，落地而生，向光而行。

“蒲公英”理论宣讲小分队是一支什

么样的队伍？

陆军工程大学“星火”理论宣讲

服务政治教员群体自 2017 年 11 月组

建后，一直奋战在军队政治理论教学

和理论宣讲服务一线。2022 年 11 月

22 日，该群体被中央宣传部授予“时

代楷模”称号。在“星火”理论宣讲服

务政治教员群体带动下，该校各校区

成立了由各层次学员组成的群众性

宣讲团队。其中，石家庄校区“蒲公

英”理论宣讲小分队，在“星火”理论

宣讲服务政治教员群体指导下，积极

推动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通

俗化，推动爱国主义、国防教育走近

群众、走近青少年。近年来开展宣讲

服务 1200 余次，直接受众近 15 万人

次，先后 5 次受到团中央表彰。

“本次活动旨在为军地高校大学

生青年宣讲团成员提供一个经验交流

的平台，进一步激发新时代青年强国

兴军的责任感、使命感。”“蒲公英”理

论宣讲小分队指导教员徐学文介绍，

活动为期两天，包括参观校区史馆、体

验军校生活、分享互动 3个环节。

“这是一篇 30 多年前刊登于《解

放军报》的文章——《他们在火线上

谱写毕业之歌》。我校毕业学员在教

员和队干部的带领下纷纷走向战场，

去完成他们毕业前的最后一课……”

在校区史馆，“蒲公英”理论宣讲小分

队队员以一篇报道为切入点，带领大

家通过一个个真实故事、一幅幅历史

图片了解该校学员与祖国共命运的

故事。

走 进 操 场 ，观 看 无 人 机 飞 行 技

能训练、战术动作训练演示；来到班

排宿舍，体验军校一日生活，聆听奋

斗故事；参加“军地青年沙龙”，敞开

心扉谈创新、聊收获、话成长，一颗

颗年轻的心在体验中了解，在交流

中走近。

分 享 互 动 环 节 ，军 地 大 学 生 青

年宣讲团骨干代表纷纷登上讲台，交

流宣讲心得，并重点围绕创新国防教

育宣讲发言。

“要善于借助多元化素材，从青

年视角解读，用‘青言青语’使宣讲更

富朝气与活力。”

“这身军装给了我们特殊荣光，

在宣讲过程中，人民群众对我们更

多了一分信任。讲好强军故事，激

发爱国情怀，增强国防意识，我们责

无旁贷。”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黄兵提

出“国防教育课堂色彩论”，他认为宣

讲应结合专业特色和优势，在国防教

育课堂中常见的“国防绿”“思政红”

基础上，多加几分“科技蓝”“活力橙”

等色彩，让国防教育课堂更加丰富多

彩；清华大学学生兰雨潇介绍了清华

大学博士生讲师团的宣讲理念，即把

“天下事”讲成“身边事”，将“书面语”

说成“知心话”……

台上，精彩不断；台下，掌声阵

阵。天津大学学生张营政边听边记，

满满写下几页纸笔记。翻看笔记，有

在史馆的参观感悟：“毕业答辩=战

场实习”；有对英雄的感怀：“清澈的

爱，只为中国”；有聆听交流的思考：

“接地气，进人心”……

在分享中共话青春奋斗，在交流

中碰撞思想火花。活动结束，军地青

年纷纷在签名墙上签名并表示：立志

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积极传播者，争做爱国精神的

播火者，为强国强军谱写新时代的奋

斗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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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入党仪式、重温入党誓词、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七一”前夕，各部队通过

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党的生日，激励党员牢记初心使命，接续拼搏奋斗。

上图：西藏昌都军分区某边防团三连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组织党员重温入党

誓词。

陈长宏摄

左图：空降兵某训练基地举行仪式，党员干部为即将转正的 4名党员佩戴党

员徽章。

臧 猛摄

本报讯 冯雨、张伟涛报道：“太感

谢你们了，今年果木长势良好，一定会

迎来大丰收！”6 月下旬，河南省新乡市

牧野区人武部领导来到平原示范区张

双井村开展帮扶工作调研。刚下车，乡

亲们就围了上来。

远远望去，果林郁郁葱葱，枝头挂

满沉甸甸的果实。“前几年，村里可不是

这个样子。”该村党支部书记张谦告诉

笔者，张双井村位于沿黄滩区，曾是刘

邓大军强渡黄河的旧址之一。然而，这

里自然环境恶劣，是“洪、涝、旱、沙、碱”

俱全的特殊地带。之前，村民祖祖辈辈

以种植传统农作物为生，辛辛苦苦一年

攒不下几个钱。

2016 年初，人武部结对帮扶张双

井村。“我们决心将曾经的‘黄沙滩’打

造成未来的‘花果山’。”该区人武部领

导告诉笔者，2016 年底，经过调研，根

据张双井村紧邻黄河的地理特点，他们

协调新乡市林业局，确定帮助该村发展

林果业。产业项目启动后，区人武部带

动村党员干部和村民开发黄河滩地，种

植以桃树为主，以梨树、杏树、核桃树等

多种经济果木为辅的近 2000 亩混合经

济林。

扶上马，送一程。果木种下后，区

人武部又协调果木种植专家来到田间

地头，为果农开展现场授课和实地培

训，解决果林栽培和管理技术难题；协

调资金升级改造果林灌溉设施，提升灌

溉效果；帮助该村成立农民专业种植合

作社，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提高产业效

益、实现收益稳步增长。

经过几年的努力，昔日的果苗成长

为枝繁叶茂的果树，绿色生态果园初具

规模。随着水果产量不断提高，村民们

走上用“果子”换“票子”的致富路，人均

年收入突破万元，村子也成为远近闻名

的富裕村。

产业发展进入良性轨道，该区人武

部趁热打铁，帮助该村挖掘红色资源，

打造“红色渡口”特色旅游项目，走出一

条集旅游、休闲、采摘、餐饮于一体的发

展路子。

盛夏时节的张双井村，桃子、杏子、

梨子都熟了。傍晚时分，在四溢的果香

里，村民们三三两两在村文化广场跳起

广场舞，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人武部助力乡村振兴

昔日“黄沙滩” 今日“花果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