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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7月下旬，江西省浮梁县人武部集中组织干部、文职人员和专武干部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引导大家结合实际把学习热情转化为推动各

项工作落实的动力。 黄淑慧摄

“报告，废墟下有生命体征……”7月

下旬，甘肃省甘南军分区组织的抢险

救援训练在高原某地展开，手持生命

探测仪搜救的玛曲县民兵应急连副连

长达尔吉向指挥部报告。连日来，该

军分区围绕“传承发扬老高原精神、争

当新时代动员精兵”开展群众性练兵

比武活动，推动“新时代奋斗观”大讨

论走深走实。

“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开展以来，

该军分区结合所属人武部驻地海拔高、

条件艰苦的实际，组织官兵、文职人员

和民兵参观腊子口战役纪念馆、俄界会

议旧址等红色场馆，追寻革命前辈的奋

斗足迹，感悟“老高原精神”的深刻内

涵，引导大家用实际行动践行“缺氧不

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标准更

高”的优良传统，把艰苦奋斗的品格深

深铭刻在心中。

“打赢未来战争、推动部队发展要

靠全体官兵一茬接着一茬干，时刻保持

‘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精神状

态。”交流到该军分区机关任参谋的施

安国回顾自己的任职经历时说。施安

国刚交流到该军分区时，因离家较远，

预 期 与 现 实 的 落 差 一 度 让 他 有 些 消

极。该军分区领导及时找施安国谈心、

拉家常，安排老参谋手把手帮带，给他

讲老前辈扎根高原奋斗的故事。施安

国对“新时代奋斗观是什么、奋斗为什

么、奋斗干什么”有了深刻理解和认识，

在校正人生价值追求中重拾信心、重树

决心。

民兵编组工作展开后，面对头绪

多、任务重、社会可依托条件差的实际，

施安国深入乡镇（街道）、牧区村落、企

事业单位走访调查，摸清潜力底数，牵

头完成甘南州民兵应急营编组任务。

前不久，该州民兵应急营在省军区检查

考评中得到肯定。

“作为国防动员系统的新鲜血液，应

主动扛起责任担当，努力奋斗拼搏，用热

血青春书写奋斗答卷。”这是舟曲县人武

部文职人员任斌强写在理论学习笔记上

的一段话。作为一名社招文职人员，他

积极参加军分区机关组织的以工代训，

主动向身边先进典型学习请教，加班加

点提高业务技能。前不久，该军分区推

荐他参加省军区组织的参谋集训、后备

力量战法训法课题研讨和“四会”教练员

比武等大项活动。任斌强能吃苦、善学

习，很快成长为业务能手。

“我 18 岁从上千公里外的老家入

伍来到甘南，转业后成为一名部队职

工，在驾驶员岗位一干就是 40 年，在高

原长途行驶近 80 万公里，4 次被评为红

旗车驾驶员，是部队培养了我、成就了

我。”“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交流会上，

平日不善言辞的老职工蒋长瑜用朴实

的语言讲述自己的奋斗历程。3 月下

旬，驻地突发火灾，蒋长瑜第一时间驾

驶车辆运送救援人员和灭火装备，数次

往返火灾现场。运送完最后一批物资，

他立即投入灭火行动，连续奋战 72 小

时，直到将大火扑灭。“我要站好‘最后

一班岗’，为年轻同志作好表率。”近日，

即将退休的蒋长瑜主动承担运输报废

弹药、保障民兵执勤备勤等任务。

连日来，该军分区广大官兵和文职

人员叫响“苦干不苦熬、苦中有作为”的

口号，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投身强军实

践，用实际行动践行“老高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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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披绶带、胸戴鲜花，红彤彤的喜报

映红了脸庞……“八一”前夕，在山东省

临沭县举行的“共享军功 见证荣誉”立

功喜报集中送达仪式暨军嫂联欢活动

中，一位位立功受奖官兵家属走上台，接

过沉甸甸的证书。4 人荣立二等功、80

人荣立三等功、3 人荣获三级表彰……

今年以来，从临沭这片红色热土奔赴军

营的官兵矢志打赢、苦练本领，收获了一

枚枚军功章，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

这一张张喜报，与临沭县军地锚定

强军兴军、聚力精选好兵分不开。自

1961 年恢复建县以来，该县累计为部

队输送优质兵员 2.5 万余名，多次被军

地表彰为“征兵工作先进单位”，形成了

征兵工作“临沭经验”金字招牌。

“选送优秀青年参军
是我们的光荣传统”

初检初审、摸清底数……每到征兵

季，该县玉山镇武装部部长吴利远格外

忙碌。

20 年前，吴利远参军入伍，乡亲们

敲锣打鼓为他送行。如今，转业回到地

方，他扛起为国选好兵、为战点精兵的

重任。从“临沭兵”到“临沭征兵人”，转

换的是身份，不变的是流淌在血脉里的

红色基因。

革命战争年代，临沭县被誉为山东

“小延安”，刘少奇、陈毅等老一辈革命

家曾在这里战斗生活，人民群众踊跃参

战支前，处处涌现“最后一块布做军装、

最后一碗米做军粮、最后一个儿子送战

场”的感人场景。不足 30 万人的临沭

县，有 2 万多人参军，4000 余人为中国

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

曹庄镇曹西街刘大娘得知大儿子

在抗日战场牺牲后，又将二儿子、三儿

子送到前线。不料二儿子、三儿子也不

幸牺牲，老人强忍悲痛，含泪又把四儿

子、五儿子送到部队。有人劝她：留一

个儿子在身边给你养老送终。她坚定

地回答：“不留，一个不留。不打败日本

鬼子，咱老百姓没有好日子过。”

“在临沭，处处有英烈、村村有红

嫂、家家有故事，沂蒙精神一直感召激

励着这片红色热土。”临沭县县长侯素

云说，“选送优秀青年参军报国是我们

的光荣传统。”

“王部长你好！我是一名老红军，

对部队有着特殊感情，希望我的后辈也

能参军报效国家。今年我的孙子报名

应征，如果符合条件，希望组织批准他

到艰苦地区服役。如果不符合条件，不

给组织添麻烦。”有一年征兵时，时任临

沭县人武部部长王金华收到一名老红

军写的推荐信。

几天后，王金华来看望老红军：“您

的孙子体检政考都合格，综合排名靠

前，我们会根据本人意愿确定去向。”老

红军一听急了：“不行，一定要让他到艰

苦地区锻炼，这已经是对我这个老兵的

特殊照顾了。”最后，老红军的孙子选择

到西藏军区某部服役。

如今，参军报国已成为临沭儿女的

优先选择。

“谁砸了征兵招牌就
砸谁的饭碗”

“为部队输送高素质兵员，是党和

人民赋予我们沉甸甸的责任。”采访时，

临沭县县委领导告诉记者，63 年来，县

里历经 19 任书记、22 任县长和 41 位人

武部部长、政委，无论形势任务如何变

化，无论接力棒传到谁手里，大家一棒

接着一棒跑、一任接着一任干，坚决扛

起党管武装的政治责任。

在临沭，“抓不好征兵就是失职”的

理念深入人心。单位签订责任书、个人

立下军令状，每一名合格应征青年的背

后，有 10 多个职能部门责任人，哪个环

节出问题，板子直接打到具体人。

每年征兵季，从县委领导，到各乡

镇主要领导和村支书，三级书记带头动

员部署，从体检到送兵全过程参与。在

多年实践探索中，他们形成“一把手负

责、一票制否决、一把尺衡量、一站式服

务、一班人定兵、一体化保障”的“六个

一”机制。

有一年，一位民警的孩子报名应

征，政考时有人提议：这是咱们民警的

孩子，看着长大的，都认识，直接签字就

行了。负责政考的同志坚持按程序认

真核查，发现这名孩子有网赌行为，政

考结果“不通过”。该县公安局原副局

长姚广洪连续 10 余年参加政考，经他

政考通过的近 6000 名应征青年未出现

一例问题。

一次，该县一名纳税大户的亲戚报

名应征，体检、政考合格，但综合排名靠

后。于是，他找人武部领导说情被拒

绝，又找县领导，还是行不通。他不甘

心，四处托关系、打电话却处处碰壁。

他感慨地说：“在临沭参军入伍，不靠关

系靠素质。”

这名纳税大户不知道的是，几十年

前，县里一位老领导当众烧毁 10 多张

说情“条子”，并在大会上直言：“谁砸了

征兵的招牌就砸谁的饭碗。”近年来，该

县军地联合巡察督导 700 余次，发现苗

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纠治，对 32 名征

兵人员调整岗位，6 名履职不力的人员

受到严肃处理。

“征兵准星始终对准
战斗力靶心”

今年上半年定兵时，大学毕业生王

皓宇初定到某特战旅，从小习武的青年

凌城则预定到某装甲旅。该县人武部

发现后，根据专业对口、人岗匹配原则，

及时将两人对调。两人入伍后，他们跟

踪回访，了解到两人在各自岗位表现都

很优秀。

“我们通过到新训机构回访、赴驻

军部队座谈等，摸清不同军兵种和地域

的特点要求；同时对大学毕业生、高级

技工等征集对象分类建档，确保重点方

向无盲区、重点群体不落人。”该县人武

部领导说，“征兵工作准星始终对准战

斗力靶心，是临沭征集高质量兵员的根

本所在。”

前年秋季，驻疆某部需要一名土木

工程专业的大学生。该县人武部依托大

数据，锁定石门镇大峪村本科毕业生王

亮杰。石门镇武装部部长张立达来到王

亮杰家，给王亮杰家人介绍大学生入伍

优惠政策，后又驱车赶往县城，在建筑工

地找到王亮杰。这名从工地上“挖”来的

优质兵员，成为部队急需人才。

为实现兵员征集供需对接的精准

耦合，该县人武部紧盯战斗力标准，研

发出“精准征兵大数据辅助系统”，全面

掌握辖区内兵员潜力以及在外务工、上

学青年等重点征集对象情况，变过去的

“概略征集”为现在的“精准选拔”。

有一年，时任县人武部领导两次专

程去青岛动员机电类专业人才袁海鹏

参军，又到他家里做他父母的工作。如

今，袁海鹏已是某部连队主官，“三顾茅

庐征好兵”的故事也传为佳话。

“党的十八大以来，临沭县探索开

创新时代征兵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实现高素质兵员比例连续 12 年持续跃

升。”该县人武部领导说。

63 年来，临沭人像爱护眼睛一样

爱护“无责任退兵”这份荣誉——选兵，

突出一个“精”字；验兵，突出一个“严”

字；定兵，突出一个“准”字。正是得益

于各级征兵人眼里不容一粒沙的较真

劲，守住了临沭征兵的历史荣誉，让金

字招牌更加闪亮。

连续63年征集高质量兵员，无一例责任退兵——

“临沭经验”源远流长
■本报记者 司李龙 刘国顺 林 琳

7月下旬，安徽省宿州军分区开展群众性练兵比武活动，检验民兵分队遂行使命任务能力。

上图：灵璧县民兵应急通信分队教练员（左一）组织民兵骨干研判情况。

左图：民兵运用某型装备建立通信联络。

彭流萍摄

本报讯 王煜、徐俊斌报 道 ：糖

醋鱼片、鱼香肉丝、醋熘白菜、红烧茄

子 ……8 月 2 日，笔者慕名来到辽宁省

大连市沙河口区春柳街道沙跃社区“拥

军食堂”，只见 20 余种菜品整齐摆放，

散发出诱人香味。

“荤素搭配、营养均衡，一荤两素优

惠 后 仅 需 10 元 ，不 仅 吃 得 饱 还 吃 得

好。”刚刚打好饭菜的退役军人徐学义

告诉笔者，社区真正把好事办到老兵心

坎里了。

笔者了解到，该社区 60岁以上退役

军人数量较多，有的行动不便，有的子女

不在身边，吃饭成为难题。经过深入调

研，该社区决定开办“拥军食堂”，为现役

军人、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提供优

待优惠服务，让大家吃得舒心、暖心。

除就餐优惠，“拥军食堂”还优化家

门口助餐服务体系，向周边居住的年龄

较大、行动不便的退役军人提供上门送

餐服务，打造更具温度的社区食堂。“我

腿脚患病，行动不便，孩子上班比较忙，

中午还要回来给我做饭，十分辛苦。有

了送餐服务，解决了我家的一大难题。”

退役军人马杰对“拥军食堂”送餐服务

赞不绝口。

辽宁省大连市把好事办到老兵心坎里

“拥军食堂”饭菜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