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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的西北荒漠，烈日炎炎。甘肃

省古浪县八步沙林场上，八步沙民兵连

民兵穿梭在方方正正的草方格间，挖沟

埋草、挥锹填沙，两米见方的网格状沙

障依次铺开，不断向远处延伸。这是民

兵连常态开展“造格治沙”活动的一个

场景。

民兵郭龙章告诉笔者，草方格是

一种防风固沙、涵养水分的有效治沙

方 法 。 网 状 的 草 方 格 使 土 地 表 面 形

成一层覆盖物，增加了土地表面粗糙

度 ，不 仅 能 有 效 减 缓 风 速 ，还 能 稳 定

土 壤 ，减 轻 水 土 流 失 。“ 后 续 ，草 方 格

内 可 以 种 上 梭 梭 、柠 条 等 植 物 ，这 种

网 状 结 构 可 以 提 升 植 物 的 存 活 率 。”

郭龙章介绍说。

站在八步沙林场向远处眺望，一个

个草方格整齐地排列在沙丘上，牢牢锁

住流动砂砾，迎风摇曳的梭梭向过往游

客 展 示 着 八 步 沙 几 十 年 来 的 治 沙 成

果。这里地处腾格里沙漠南缘，曾经黄

沙漫天，植被稀少，出门八步就是沙，故

而得名“八步沙”。20 世纪 80 年代初，

为保护家园，郭朝明、贺发林等 6 位村

民义无反顾挺进八步沙植树造林，防沙

治沙。绿，一进再进；沙，一退再退。曾

经的不毛之地变成绵延的绿洲。40 余

年来，以“六老汉”为代表的八步沙林场

三代职工，持续推进治沙造林事业，实

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

性转变。

“成立民兵连，就是要继续弘扬八

步沙林场‘六老汉’困难面前不低头、敢

把沙漠变绿洲的进取精神，发挥民兵亦

兵亦民的优势，切实担负起辖区生态治

理、应急救援等急难险重任务。”古浪县

人武部参谋何伟林介绍，去年 12 月，经

甘肃省委、省政府和省军区联合命名并

授旗，八步沙民兵连正式成立。

为编实建强民兵队伍，人武部赴八

步沙林场周边 10 余个乡镇进行调研，

针对辖区防沙治沙任务重、林草火灾险

情多的实际，以辖区水利、林草等职能

部门专业人员为主体，退役军人、应急

救援人员为补充，打造集生态保护、应

急抢险、道路抢修等多项职能于一体的

民兵分队。

沙 漠 天 气 瞬 息 万 变 。“ 这 里 刮 的

多是 5 级以上的大风，只能眯着眼睛、

顶 着 风 沙 干 活 。”民 兵 连 连 长 奎 国 发

一边将成束的麦秸秆轧进沙中，一边

笑着说，“赶上遮天蔽日的沙尘暴，我

们都会被吹得东倒西歪，大伙只能趴

在 地 上 ，等 沙 尘 过 了 ，抖 落 身 上 的 尘

土 ，挖 出 工 具 继 续 战 斗 。”据 悉 ，自 成

立以来，八步沙民兵连已完成草方格

600 亩 ，成 为 八 步 沙 一 道 坚 实 的 防 沙

屏障。

人 与 沙 的 较 量 ，不 仅 是 空 间 的

交锋，更是精神的对垒。众所周知，在

沙漠种树很难一劳永逸。有时树苗刚

栽 上 ，根 还 未 扎 稳 ，就 被 大 风 连 根 拔

起；好不容易扎下根，墒情稍有变化，

一些成活的树苗又枯死。尽管困难重

重，郭龙章依旧笑着说：“情况越来越

好。草方格面积的增大，极大改善了

树苗的生长环境。”目前，民兵连已完

成人工造林 100 余亩。

为提升树苗成活率，今年年初，民

兵连与八步沙林场建立协作机制，结

成共建共育帮扶对子，实现治沙植绿信

息互通、经验互学、难题互解。

“大伙加把劲，每个树坑必须按照

长宽高均 1.2 米的标准开挖。”在今年八

步沙林场春季植树造林活动中，民兵连

民兵与林场第三代治沙人郭玺一同挥

锹培土，种下金叶榆、沙枣等苗木。郭

玺虽年龄与大部分民兵队员相仿，但植

树治沙经验丰富，常为队员讲解治沙技

巧。此外，民兵连还主动承担了林场

400 亩生态林的管护任务。巡查隐患、

监测病害、修剪枝条……在他们的精心

管护下，400 亩生态林郁郁葱葱，2 万株

苗木成活率达 90％以上。

“平时参与生态治理，急时处置火

灾险情、维护道路安全。”奎国发告诉

笔者，民兵连还担负着林场周边道路

维 护 、草 场 巡 逻 、防 火 等 应 急 救 援 任

务。今年，在县人武部统一指挥下，民

兵连有效处置各类火情 10 余起，完成

20 余次道路清障任务，获得军地领导

好评。

“祁连大漠，历代治沙，八步沙的精

神带给我力量，用力去拼搏，全力去守

护……”傍晚时分，大漠日落，忙碌了一

天的民兵连队员扛着工具，唱着连歌，

行走在返程沙丘上，歌声乘着风声，在

绵延的草方格上飞扬。

左上图：八步沙林场草方格俯瞰

图。 张 刚摄

甘肃省古浪县八步沙民兵连弘扬“六老汉”进取精神助力生态建设—

草方格织出沙漠绿洲
■苗 翔

日前，湖南省衡阳市南岳区人武部组织军官、文职人员和民兵进行实弹

射击考核。 彭 贵摄

“进入汛期以来，我们全体队员加

班加点，每天在井下作业近 12 个小时，

把城区下水道和窨井都清挖一遍，并对

积水路段进行重点疏浚，确保汛期城区

排水畅通……”

7 月 15 日晚上 10 点，江苏省泗洪

县城萝卜李路，市政下水道疏通大队副

大队长、老兵高月军带领队员正对当日

最后一个窨井进行疏通。钻进 2 米多

深的窨井，高月军借助头灯的光亮，挥

动铲子麻利地清理砖头、石块、淤泥，然

后将铁桶举过头顶，由地面的同事用绳

子拽出井口，再倒入垃圾车内。

“目前，新城区已使用专业机械设

备进行清理。老城区建设较早，管道较

为狭窄，设备施展不开，且有的旧街小

巷，清理车开不进去，得靠人工疏通。”

高月军说，“我当兵 13 年，退役后来到

下水道疏通大队，一干就是 27 年。尽

管距离退休只剩不到 1 个月了，但我得

站好最后一班岗！”

泗洪县市政下水道疏通大队组建

于 1995 年，承担着城区 500 公里长的下

水道和近 3 万个雨污窨井的清挖、疏浚

和维护管理任务。目前，该大队共有

20 名队员，其中退役军人 15 人，因工作

任务较为特殊，他们平时几乎没有假

期。多年来，不论严寒酷暑、刮风下雨，

他们始终坚守工作岗位，用辛勤劳动保

障城市的正常运行。

和高月军一样，今年 58 岁的队员

赵吕军也是一名退役军人。他告诉笔

者，学校、小区、菜市场和小吃街这些人

口密集的地段，清理频率很高，平均一

天 要 清 理 10 个 井 口 。“ 即 便 是 寒 冬 腊

月 ，清 理 完 一 个 窨 井 ，衣 服 也 都 湿 透

了。”赵吕军擦了擦头上的汗，笑着说。

地下管网不仅环境恶劣，危险隐患

也很多。一年夏天，县城餐饮一条街一

处下水道堵塞，污水四溢。为尽快完成

疏通任务，现场带队的一班副班长、退

役军人祖方第一个跳进污水中，用铁锹

铲、用手掏，清理出不少玻璃碴、竹签等

垃圾。等疏通完回到地面，祖方腿上、

手臂上满是划痕，其中一处伤口缝合了

5 针。“当时只顾埋头干活，根本不知道

受伤，也没感觉疼。”祖方回忆说。

从拉着板车运送污水到驾驶清污

车抽取、处理，从事清挖工作几十年，高

月军与队友们见证了城市的发展变化，

也赢得了市民的认可和赞誉。疏通大

队先后被授予“工人先锋号”“宿迁市优

秀退役军人集体”等荣誉。

戎装虽脱，本色不改。当被问及干

这一行是否会有心理负担时，高月军笑

着说：“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脏活累

活总要有人做。每当一处管道被疏通，

看到群众欣慰和感激的眼神，我们就觉

得浑身充满干劲，我们愿意成为这座小

城的‘地下清道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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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杨仁帮、郭章福报道：青

山如洗，戏音袅袅。傍晚时分，一声高

腔打破了江西省乐平市洪岩镇洪岩村

的寂静，一场场戏剧在村里的水上古戏

台上唱响，村民们纷纷走出堂屋坐在戏

台前，欣赏着由省剧团带来的《智取威

虎山》《沙家浜》等红色经典戏剧。

演员们行云流水的动作，错落有致

的唱腔，博得现场阵阵掌声。“能在家门

口看到这么精彩的戏，真过瘾！”坐在古

戏台前第一排的 75 岁“老戏迷”吴水源

摇着扇子，赞不绝口。

乐平素称“赣剧之乡”，乐平人民酷

爱赣剧，村村建有戏台，全市现存 458

座古戏台，被誉为“中国戏台博物馆”。

在乐平，看戏不仅是一种文化，更是一

种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

近年来，为提升国防教育质效，乐平

市军地不断丰富教育载体，大力加强赣

剧和红色文化的融合，组织文化馆、剧团

等群体先后创排多部爱国主义题材红色

戏剧，每年定期走进乡村利用古戏台等

场所开展“红色戏曲进乡村”活动，传播

红色经典，助力乡村文化振兴，让文化服

务“沉下去”，村民幸福感“提上来”。

此前，由市文化馆、赣剧团创作的

红色赣剧《烈日秋霜》，讲述了方志敏带

领乐平农民群众反抗阶级压迫的革命

故事，一经上演，在各地引起较大反响，

提升了红色戏剧文化对乐平人民的影

响力，推动红色基因薪火相传、革命精

神生生不息。

江西省乐平市军地联合开展“红色戏曲进乡村”活动

古戏台上演红色经典

7 月 20 日，安徽省砀山县人武部组织民兵油料保障分队专业课目训练，提

升遂行保障任务能力。图为民兵分队进行油料车伪装训练。 李金春摄

本报讯 许胜寒、李吉龙报道：日

前，在宁夏盐池县民兵训练基地，吴忠

军分区学生军训教官岗前培训拉开帷

幕。来自各县（市、区）的学生军训民兵

骨干教官共 69 人参加了此次集训。

“ 这 次 集 训 旨 在 打 造 一 支 思 想 政

治好、军事素质硬、组训能力强的学生

军 训 承 训 队 伍 。”吴 忠 军 分 区 领 导 介

绍，他们从培训军训教官入手，结合辖

区学校和今年承训任务实际，通过创

新组训方法和教学内容等方式，重点

解决往年教学内容陈旧、军训质量不

高等问题。

集训前，该军分区与市教育部门对

接，深入当地多所学校进行调研，精心

制订集训计划。集训伊始，他们邀请带

训经验丰富的军地领导，围绕“如何开

展学生军训”“学生军训政策法规制度”

等内容开展专题授课，进一步强化军训

教官文明施训、依法施训的意识。

“参训人员均为退役军人，军政素

质普遍较高，但有的退出现役时间较

长，有的对学生军训内容不熟悉、缺乏

军训经验。”军分区政治工作处干事李

磊告诉笔者，他们紧贴学生军训教学大

纲要求，设置军事理论、政治教育、基本

军事技能等课目，利用早操训练时间安

排参训教官轮流担任指挥员，着力强化

民兵军训教官组训能力。

与此同时，集训将战术手势、班组

战斗队形等军味十足的课目纳入战术

基础组训内容，并组织参训人员更新拉

歌曲库和团体活动教案库，组织大家讲

述红色故事和参军感悟，使军训教案既

接地气，又贴近时代；针对部分军训应

急内容陈旧、与日常生活贴合不紧密的

问题，军分区邀请市医院急救中心工作

人员讲授常用急救知识，组织参训教官

练习海姆立克和心肺复苏急救法，邀请

消防救援大队骨干讲解应急逃生常识，

组织应急疏散演练……

“现在年轻人思想活跃，还有没有

一些实用又炫酷的格斗技法？”“格斗技

法的核心在于如何快速制敌，而不是招

式炫酷，又不是拍影视剧。”集训教员袁

勇一边笑着纠正，一边展示擒拿与反擒

拿的动作技巧。参训教官看得认真，学

得起劲，有的自顾自地比划起来，有的

则在自己的教案本上进行修改，思考着

如何完善教学方案。

既要会组织训练，又要会做思想工

作。该军分区还邀请宁夏大学心理专

业教授围绕青少年心理特点，从专业角

度讲授心理学常识和矛盾化解方法，提

升军训教官心理疏导工作能力，确保学

生军训工作高标准高质量展开。

“我之前当过学生军训教官，但经

过这次集训，让我更加明白，军训不只

是组织队列训练和体能训练，每一个环

节都大有讲究。”来自同心县的参训教

官马小兵感触颇深，“回去之后，我一定

认真准备教案，争取为学生们带来更好

的军训体验。”

宁夏吴忠军分区组织学生军训教官岗前培训

集中淬火锤炼组训本领

近日，陆军某部组织侦察分队专攻精练，锤炼官兵在复杂环境下遂行多样化任务能力。 邵 博摄

江西省赣州市

组织定向培养军士体检

本报讯 彭先华报道：连日来，江西

省 赣 州 市 在 章 贡 区 征 兵 体 检 站 ，组 织

2024 年定向培养军士体检工作。该市

征兵办遴选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经

验丰富的医护人员进行业务培训，通过

“一站式”体检，为入围人员进行内科、外

科、心电图等多个项目检查，按照“谁检

查、谁签字、谁负责”的原则，压实体检责

任，严把质量关口。

浙江省诸暨市

建立武装工作督办机制

本报讯 杨郑乐报道：近日，浙江

省诸暨市召开市委议军会议，通过了建

立武装工作难题督办机制办法。该市

决 定 ，由 相 关 军 地 领 导 担 任 督 办 组 组

长，按照“急事急办、特事特办”的原则，

对制约武装工作发展的难题进行挂牌

督办，确保问题到单位、责任到个人、落

实有回声。

微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