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中下旬，联勤保障部队第 967

医院医疗队先后深入多个海岛哨所，为

驻岛官兵及家属送医送药（上图）。

夏季是肠胃疾病的多发期。医疗

队专门携带消化检查设备，可现场组织

碳 14 呼气试验，便于快速筛查发现病

情，及早为患者治疗。

海 岛 环 境 潮 湿 ，易 诱 发 皮 肤 疾

病。医疗队员对驻岛官兵逐个细心检

查，并告知大家预防知识和注意事项

（左图）。

肩、颈、膝盖等一些关节处出现疼

痛、酸胀症状，如果不及时进行处置，容

易拖成慢性病。医疗队员采用推拿、针

灸等办法，帮助官兵袪除病痛、消除健

康隐患。

医疗队还组织驻岛官兵练习掌握

一些紧急救护技能，帮助他们提高急救

能力。

据了解，这是该医院组织的第 129

批医疗队上岛巡诊。“今后，我们将继续

常态做好巡诊工作，当好驻岛官兵及家

属的健康使者。”该医院军队伤病员管

理科负责人说。

踏 浪 送 健 康
■胥永政 田 多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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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基石

军地人员同上一堂课，省市两级同

答一道题。6 月 24 日至 28 日，河北省

国动委联合办公室组织 40 多家成员单

位、11 个设区市国动委联合办公室相

关负责人，开展国防动员能力提升专题

培训。

“要想工作上合力，首先思想上合

拍。”5 天时间里，参训人员通过学习人

民战争思想和国防动员理论，深研联合

作战条件下提高国防动员能力的方法

途径，拧成一股绳、下好一盘棋的意识

更强了、思路更清了。

“一辆车”上风雨兼程

这轮国防动员体制改革的一个鲜

明特点，是各级国动委组建联合办公

室。“作为联合办公室的主任单位、副主

任单位，国防动员办公室与军事机关动

员部门必须做到兵合一处、将打一家。”

河北省国防动员办公室主任赵运涛介

绍说，每次组织业务培训，他们都安排

联合办公室工作人员参加。

“这次培训班，让大家由不在一个

单位的同事，变成一个班上的同学。”保

定军分区动员处王克澜告诉笔者，通过

同步听课学习，他和不穿军装的搭档、

保定市国防动员办公室主任王成峰，

对自身的使命任务有了更为深刻的理

解——

在国防动员这个舞台上，省军区

系统和国防动员办公室是“两家人，一

台戏”，应当共同上阵、并肩携手、步调

一致地扮演好军事需求对接者、优质

潜力挖掘者、保障行动组织者等角色，

不断积蓄打赢新时代人民战争的强大

合力。

也有一些同志坦言：虽然联合办

公 室 内 部 信 息 互 通 、联 席 会 议 、情 况

共处等制度运行一段时间了，但由于

工作人员分别来自军队、地方，对对方

的工作方式还有一些“不习惯”。通过

培训期间的朝夕相处，大家发现了对

方身上更多的闪光点，部队同志见红

旗 就 扛 、见 第 一 就 争 的 拼 搏 精 神 ，地

方同志严谨细致、精益求精的工作作

风，让彼此在心里为对方点赞。“有时

候，我们交换一下眼神，便明白对方的

意思。”一位联合办公室工作人员告诉

笔者。

某设区市国动委联合办公室工作

中的一个细节耐人寻味。一开始下基

层调研，主任单位、副主任单位负责人

各自乘坐各自单位的工作用车。后来，

随着共识的深化、感情的融合，大家不

约而同地坐到同一辆车上。

“肩并肩学习，面对面商量，心贴心

工作。”讨论中，两级国动委联合办公室

工作人员纷纷表示，现代战争赋予国防

动员的任务日益繁重：既要供作战之

需 ，又 要 运 纵 深 之 兵 ，还 要 铸 护 民 之

盾。作为国防动员委员会的办事机构，

联合办公室工作人员只有在“一辆车”

上风雨兼程，才能保持正确方向、凝聚

各方力量、圆满完成任务。

“一个调”上吹拉弹唱

“用国防动员的视角审视医疗卫生

工作，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第一次

参加国防动员业务培训的省卫生健康

委领导，理出了本系统做好国防动员准

备的思路：摸清底数，制订预案，与部队

医院联合开展战创伤救护培训……

省工信厅二级巡视员王和富也是

第一次参加国防动员业务培训。他结

合几天来的所学所思，谈了提高国防动

员能力的建议：全力推进高质量发展，

厚植动员根基；采取实物储备、产能储

备相结合的办法，抓好战略物资储备，

以备不时之需……

虽然省直部门职能千差万别，但许

多单位有一项共同的任务：做好国防动

员准备。目前，数十家省直部门成为省

国动委成员单位。“成员单位相关负责

人，是这次培训的重点。”省国动办业务

处室负责人谈道，对国防动员形势任务

的理解程度，决定大家参与这项工作的

力度。

2023 年，省国动委赋予每家成员

单位国防动员职责，每逢上级组织训

练、能力检验评估等重要活动，安排成

员单位悉数参加，努力以任务牵引促进

工作落实。在实际中他们发现，要想让

成员单位由“要我干”变为“我要干”，仍

然离不开学习培训、强化认知。

“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能不必

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现代战争

是综合国力的较量”“遏制战争，国防动

员是强大的威慑力；打赢战争，国防动

员是强大的保障力……”通过聆听讲

座、参观见学、分组讨论，每个成员单位

参训人员都对国防动员有了一定程度

的理解。

随着学习讨论的深入，大家发现虽

然各成员单位潜力统计调查、专业保障

队伍编建等具体工作不尽相同，但标准

一样：为前方和部队提供的保障必须有

力、服务必须优质。有人将这种情况形

容为：同唱一个调，各尽各的责。

“要想在一个调子上吹拉弹唱，不

仅要有共同的思想基础，还要有一个善

于沟通军地、协调左右的‘乐队指挥’。”

讨论中，不少人提到培训班班长、省国

动办主任，副班长、省军区动员局局长

的作用。

笔者发现，培训班班委 6 名成员的

名单赫然印在《培训手册》内。既然来

牵头，就要勇担当。培训期间，班委成

员先学一步、深学一层，带动形成了理

论联系实际的良好学风。

“一张图”上排兵布阵

交流中，石家庄市国动办主任高文

成关于将北京某专家纳入人才库的打

算，引发大家对跨区域动员的讨论。

“ 不 求 所 有 ，但 求 所 用 。 应 当 尽

最大努力、一切可能，做好服务部队、

保 障 打 赢 的 工 作 。”通 过 聆 听 专 家 对

“无战不联、无联不战”经典战例的分

析 ，参 训 人 员 形 成 共 识 ：联 战 联 训 联

保是大势所趋，跨区域支援成为必然

要求。

近年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深

入实施，为三地国防动员一体联动创造

了良好条件。自 2014 年开始，三地每

年 开 展 人 防 通 信 跨 区 域 支 援 训 练 。

2023 年 11 月，三地国动办在雄安新区

签订协同发展框架协议，划出了共建疏

散地域、组织联合训练、开展人才培养

合作等工作重点。

“推动协同发展走深走实，必须在

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上下功夫求实效。”

参训人员纷纷谈道，应当把国防动员潜

力统计调查作为基础工程抓紧抓实，弄

清楚自身的长处是什么、短板在何处。

唯有如此，三地国动办才能够在一张图

上排兵布阵，通过取长补短，发挥整体

效能。

培训期间，医疗卫生部门在新冠疫

情防控斗争中积累的经验令人印象深

刻：组建跨区域支援医疗队，夫妻俩同

在医疗系统的，只安排一人参加，兼顾

前后方；运用远程医疗技术，在患者进

入救护车的那一刻便开始救治，探索

“跨区域救护”的方法路子；隔离选用的

酒店，必须现场核查，防止事到临头才

发现人去楼空……

“一具体就深入，一深入就落实。”

医疗卫生部门的实战经验给参训人员

带来启示：尽管跨区域动员工作头绪较

多，但只要抓住关键环节、采取务实举

措，就能推动各项工作落细落实，形成

攥指成拳、各方联动的生动局面。

由“形联”迈向“神聚”
—河北省国动委联合办公室组织业务培训凝聚工作合力闻思录

■杜建伟 连 杰 唐宏成

6 月 25 日 ，河 北 衡 水 中 学 2024 年

毕业典礼上，校长王建勇高唱一曲《咱

当兵的人》，并送上殷殷嘱托：希望同学

们无论走上什么岗位，首先要把自己定

位成一个兵，要当服务他人、服务社会

的好兵，要在国家发展、民族复兴中当

好排头兵、特种兵！

衡水中学出现这一幕，绝非偶然。

该校国防教育一直有声有色：一批退役

战机、坦克以及武器装备模型落户，为

校园增添“兵味”；每届学生雷打不动的

40 公里徒步行进、坚持到高考最后一

天的早操制度，让同学们对“坚持就是

胜利”有了深刻理解。于是，每年毕业

季，都有一批学子携笔从戎，怀揣梦想

奔赴军校警校……

不只是衡水中学，浏览“全国国防

教育示范校”事迹不难发现，许多中小

学校通过走进军营与官兵互动、成立国

旗护卫班、学习英雄模范事迹等途径，

将家国情怀、奋斗精神刻入青少年成长

的年轮。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多所少年军校

根据同学们的兴趣爱好、身体条件，组

建军体拳班、军乐队、军歌合唱队等军

事兴趣班，从这些班走出来的孩子站有

站相、坐有坐相，精气神十足；定期开展

军事体育运动会，引导同学们养成锻炼

身体、保护视力的好习惯。

江苏省张家港云盘小学的一些家

长，一开始打算给孩子报演讲与口才之

类的培训班。后来他们发现，许多当上

该校人防宣传教育馆义务解说员的孩

子，不仅语言表达能力和安全意识提高

了，而且形象气质也越来越好，便纷纷

鼓励自己的孩子也报名“人防解说员”

选拔。

“少年强则国强。”青少年学生是祖

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青少年阶段是

人生的“拔节孕穗期”、可塑定型期，最

需要正能量的精神营养。中共中央、国

务院、中央军委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

进新时代全民国防教育工作的意见》明

确，要着眼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

代新人，采取扎实有力措施，不断提高

青少年国防素养。

首先要上好平时课。润物无声的文

化熏陶，是培养青少年国防观念的基础

工程。当前，中小学语文、历史、地理、政

治等课程，均有涉及国防教育的内容。

教师在讲授专业知识的同时，还应注重

传播国防知识、弘扬崇军尚武精神。比

如，优秀军旅诗词脍炙人口、内涵丰富。

可通过开展主题演讲比赛、设计演出情

景剧、主人公故事会、中外文对照朗诵等

方式方法，挖掘诗词背后的生动故事，强

化同学们的理解记忆，于潜移默化中开

展国防教育。

相关部门还应结合时代特点、地域

特征，进一步将国防知识融入各类教

材，使青少年在学好专业课程的基础

上，国防素养也如“春起之苗，不见其

增，日有所长”。

其次要上好节点课。重要的时间节

点，往往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应结合

开学第一课、八一建军节、烈士纪念日、

全民国防教育日等时间节点，采取“走出

去”与“请进来”相结合的办法，组织青少

年上好国防教育课，让国防故事、英雄事

迹成为青少年终生难忘的记忆。

一些地方每年结合解放日、全民族

抗战爆发纪念日等，组织防空警报试

鸣。相关部门应组织青少年同步熟悉

相关历史、学习防护知识，借助现场氛

围，增强教育效果。

第三要上好体验课。“纸上得来终

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国防是一项实

践性很强的活动，国防教育要注重提高

青少年动手能力，引导他们在亲身体验

中掌握必要的国防技能。

教育部和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

印发的《高中阶段学校学生军事训练教

学大纲》，对参训学生练习战术动作、格

斗基础、卫生与救护等技能作出明确规

定。相关部门应配备专业教师、配齐相

关器材，组织青少年披挂上阵、刻苦训

练，并养成锻炼身体、练习武艺的好习

惯，“把身体练得棒棒的壮壮的”，让身上

的阳刚之气足起来、蓬勃朝气多起来。

多地国防教育、防空防灾场馆设有

互动体验项目。应适时组织青少年学

生进馆体验、参与活动，使其练习掌握

消防灭火、地震逃生、心肺复苏、止血包

扎等战时顶用、平时管用的技能本领，

做到一技傍身、一生受益。

上
好
国
防
教
育
必
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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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过境部队，是军供站系统的重

要职责。为更好适应部队官兵的口味，

广东省军用供应站想了不少办法——他

们不仅提供营养可口的主副食，还为官

兵准备了辣椒酱、花椒油等“下饭神器”。

众口难调，是在饮食保障中经常面

临的问题。“只要用心用情，再难的问题

也能解决。”广东省军用供应站采取进

部队体验生活、忆传统重温历史、环境

熏陶、典型引领等办法，培养干部职工

热爱部队、尊崇军人、献身军供事业的

思想感情。

该站成立“粤军供粤爱兵”党员先

锋队，带头提高工作标准，努力满足过

境部队需求。在上半年新兵运输保障

中 ，他 们 制 作 广 东 风 味 浓 郁 的“ 能 量

包”，内有凤梨酥、猪肉脯、鸡翅、凉茶等

食品饮品，受到新战友欢迎。

在保障过境部队过程中，他们发现

部分官兵吃不惯口味清淡的菜肴，便

根据各地饮食习惯，制订出若干套菜

单。每次由过境部队点菜，他们根据

实际情况调剂。“我们在提供本地菜品

的同时，经常会配上一些调味品，既让

官兵品尝到广东特色菜，又能满足不同

地域官兵的口味需求。”该站站长刘利

娟介绍说。

该站还拿出一层楼的房间，用于保

障零星过往官兵住宿。住宿区专门设

有晾衣间，配备吹风机、烘干机，便于官

兵晾晒衣物。另配有文体活动室、医疗

保健室，丰富官兵业务生活，保障大家

及时就医，使部队官兵到了军供站就有

回到家的感觉。

广东省军用供应站——

众口难调用心调
■陈佳庆 本报特约通讯员 肖 兵

山东省潍坊军供站通过合理搭配膳食，积极做好暑期军用饮食供应工

作。图为该站工作人员为过境部队官兵送去绿豆汤。 郑海芹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