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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党管武装工作“最后一公里”
—湖北省探索新时代村级普通民兵连建设的新闻观察

■张 伟 陈一琛 本报记者 何武涛

编者按 仲夏时节，骄阳似火。鄂东北某
训练基地，一场以水上救援为实案背景的演练
拉开帷幕。与以往不同的是，观摩这次演练的
主角不是基层“军事主官”，而是刚刚参加任职
仪式的基层人民武装部政治教导员，这是湖北
省打通党管武装工作的“最后一公里”带来的
新气象。

普通民兵连是党管武装工作的“最后一公
里”，也是基层治理的坚强支撑。近年来，湖北
军地着眼形势任务发展变化，在抓好基干民兵
的基础上，针对一些地区普通民兵“组织弱化、
阵地虚化、作用边缘化”等现象，坚持问题导
向，强化融合结合理念，积极创新实践，推动党
管武装工作在基层末端有效落实，其做法具有
一定借鉴和启示意义。记者在荆楚大地连日
采访，通过村级普通民兵连这个窗口一窥党管
武装工作的“湖北之道”。

鄂西之边，高山之巅，曾被英烈鲜

血 浸 染 的 红 岩 坪 村 ，坚 强 刚 烈 的 气 质

与 生 俱 来 。 如 今 ，这 种 气 质 有 了 更 加

具 象 化 的 表 现 载 体 ——“ 贺 英 女 子 民

兵连”。

“贺英女子民兵连”是以新中国“双

百人物”贺英同志（贺龙胞姐）名字命名

的 ，全 连 共 49 人 ，目 前 年 龄 最 小 的 23

岁、最大的 54 岁。自 2020 年 5 月组建以

来，该民兵连坚持服务基层一线，展现

新时代基层民兵队伍力量。

红岩坪村有一块“军长田”，贺龙曾

在田里扶犁挥鞭，还亲自动手将耕三四

寸 深 的 犁 改 装 成 能 耕 五 六 寸 深 的 犁 。

群众纷纷效仿，每年秋收时能多收三四

十斤。“贺英女子民兵连”民兵田德平续

写了贺龙在“军长田”改进生产工具的

佳话，她研发改造烟叶压实机、烟叶划

茎机等烟叶采收机器，获得多项专利，

大大节省了操作时间和人力成本，提高

了劳动生产率。

乡村振兴路上，“贺英女子民兵连”

队员没一个掉队：朱红霞创办蔬菜种植

合作社，带动周围 40 多户村民就业增

收；赵方艳带领乡亲们建大棚、养猪，走

上致富路；田兴娥、谢萍等投身烟叶产

业，开办农家乐，助力产业发展红红火

火……30 名烟农、2 名药农、2 名菜农、2

名养殖能手、2 名旅游行业从业者、1 名

机器制造商组成先锋雁阵，让“军长田”

成为“致富田”。

“贺英女子民兵连”中，党员、教师、

种养专业户等占比达 94%，她们通民情、

接地气，分散居住在各村落小组，是风

险预警的末端“触角”。她们将群众对

政策措施的真实反响、对问题诉求的关

切期盼第一时间反馈 ，将“人、事、地、

物”四大风险源第一时间上报，为基层

治理赢得时间先机。2022 年 9 月，历经

多年的山林边界争议纠纷，经该民兵连

温情劝导，当事人握手言和。3 年来，该

民兵连参与调处纠纷 25 起，“金牌调解

员”民兵彭玉兰获得 2021 年度“最美鹤

峰人”称号。

平时为民，战时为兵。疫情防控、

防 洪 抗 旱 、抗 冰 除 雪 …… 每 到 紧 急 关

头 ，一声召唤 ，总能听到一声声“到”，

“贺英女子民兵连”将“第一时间快速集

结、第一时间到达现场、第一时间展开

救援、第一时间发挥作用”作为军令，日

夜 奔 波 冲 锋 一 线 ，筑 起 了 守 护 乡 邻 的

“迷彩防线”。4 年来，该民兵连累计参

与抢险救灾 20 余次、开展巡逻维稳 30

余次、挽回经济损失 200 多万元。

亦兵亦民，乡村振兴多面手；乃文

乃 武 ，和 谐 保 障 半 边 天 。“ 贺 英 女 子 民

兵 连 ”这 支 红 色 娘 子 军 ，是“ 中 华 儿 女

多 奇 志 ，不 爱 红 装 爱 武 装 ”的 生 动 写

照 ，在 基 层 治 理 中 贡 献 着 源 源 不 断 的

“她力量”。

激活基层治理的“她力量”
■张 科 张 梨

图①：“贺英女子民兵连”新编建排

（班）授旗仪式现场。 向 杰摄

图②：民兵参加牵引横越课目训练。

粟 毅摄

图③：民兵进行森林灭火训练。

吴忠勇摄

图④：民兵使用气象设备组织气象监

测训练。 粟 毅摄

图⑤：民兵分队进行冲锋舟、橡皮艇

救援训练。 戴晨鑫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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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民兵连指导员”，两件事让湖

北军地领导记忆深刻：

2020年 2月，抗击疫情期间，湖北省

宜昌市秭归县沙镇溪镇高潮村党总支

书记、村委会主任宋青山，在为村民运

送生活物资时遭遇意外，不幸殉职，生

命永远定格在 40 岁的早春。当地政府

在整理资料档案时，发现他的另一重身

份——高潮村民兵连政治指导员。

2020 年 6 月，黄冈市英山县温泉镇

坡儿垴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水

存在抗洪排险时，被洪水卷走，不幸牺

牲。经媒体报道，人们才得知他也是该

村民兵连政治指导员。

“这两件事对军地震动很大，如果

不是深入发掘，或许很多人还不知道两

位英雄还有着民兵连指导员的特殊身

份。”省军区领导介绍，一段时间以来，

各级把基层武装工作重点放在基干民

兵上，对普通民兵关注不够，导致“民兵

连指导员”这一职务的存在感较低。

“强化乡镇（街道）人民武装部政治

教导员和民兵营（连）政治教导员（政治

指导员）的责任意识和履职能力，是打

通基层武装工作落实‘最后一公里’的

关键。”该省军区领导告诉记者，为解决

基层武装“政治主官”挂名虚征的问题，

今年以来，湖北省依托随州市深化运用

市、县两级地方党委书记兼任同级军事

机关党委第一书记的党管武装制度，出

台了《基层人民武装部政治教导员和民

兵营（连）政治教导员（政治指导员）工

作规范（试行）》。

《规范》区分人员选配、任免程序、

主要职责、工作制度等 4 个方面，对基

层 人 民 武 装 部 政 治 教 导 员 和 民 兵 营

（连）政治教导员（政治指导员）的任用

履职问题作出明确。

“以前，总觉得武装工作由武装部

长带着专武干事在做，乡镇党委书记没

必要插手，也不知道从哪儿插手。”广水

市吴店镇党委书记、民兵营教导员严春

才深有感触地说，“现如今，工作职责和

制度一目了然，让我们干有标准、行有

依据，也能快速熟悉情况、进入角色。”

《规范》围绕深化运用市、县两级地

方党委书记兼任同级军事机关党委第

一书记的党管武装制度，就任前谈话、

任职仪式、党委议军、学习培训、定期述

职等工作制度进行了明确。7 月 26 日，

湖北省广水市民兵训练基地会议室内，

在省、市、县、乡 4 级军地领导的共同见

证下，16 名基层人民武装部和普通民

兵营政治教导员正式受命履职。

仪式感在线，荣誉感才能提升。广

水市十里街道党工委书记李扬坦言：“过

去，我们都是静悄悄‘自动上岗’，对于担

任政治教导员没有特别清晰的概念。”任

命大会上，他代表新任职政治教导员表

态：“满满的仪式感让我倍感光荣，我一

定履行好职责、做好武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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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与乡，人类生产生活的两大空间

形态，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对治理拼图。

从“城乡二元”到“城乡统筹”“城乡融

合”，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基层武装工

作也有过“成长的烦恼”。

一件事曾引起湖北军地领导关注：

随着新型城镇化逐步深入推进，一些新

型社区民兵组织建设有所弱化，民兵基

层阵地有所流失。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这两年，湖北

军地以基层治理为牵引，围绕基层民兵

组织、阵地建设等重点，区分经济发达

城市、少数民族山区等不同地区实际，

破解基层民兵建设之困。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站在长

江、清江交汇处，拥有 2000 多年历史的

古城湖北宜都，宛如一颗璀璨明珠，散

发着耀眼光芒，这座全国新型城镇化质

量百强市，彰显着中国式现代化的蓬勃

生机。令人欣慰的是，在新型城镇化建

设的道路上，宜都没有忘记其中的国防

考量。

宜都市充分借鉴地方“磁铁支部”

的做法，融合军地资源，推动民兵进湾

组党组织、进百姓理事会、进联防互助

组，将民兵基层阵地建设融入地方党建

规范化建设，民兵队伍融入地方应急管

理体系和新时代文明志愿者服务体系，

有效激活了民兵基层建设的“一池春

水”。这两年，宜都市大力推动村民兵

连连部与村退役军人服务站合建共管，

形成“部站合一”模式，同时融合“民兵

之家”和“老兵之家”，突出服务民兵和

退役军人的“兵兵之家”功能。

融合抓建的不只是宜都，放眼荆楚

大地，呈现一派蓬勃发展的喜人局面：

在湖北武汉，武汉市汉阳区七里一

村社区建设 500 平方米民兵阵地，设置

有智能化指挥室、连部、“民兵之家”等

场所；汉阳区江欣苑社区在党建工作陈

列馆专门开设了民兵物件展区，多渠道

收集展出反映民兵发展历史的物件，为

开展民兵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优质教

育场地。

在湖北恩施，恩施市龙潭坝村利

用工业产业园特色木屋，将普通民兵

阵地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研学基地

相结合，既有效发挥了民兵阵地的作

用，又兼具爱国主义教育功能，自建成

至今累计接待青少年学生、旅游团体

万余人（次）。

在湖北十堰，十堰市房县红塔镇七

河中学作为全县规模最大的乡镇中学，

治安巡查任务较重。由于警力相对薄

弱，执行任务时经常需要民兵协助。为

更好遂行任务，守护一方平安，该镇立

足现有条件，采取融建共用的方式，依

托“警务值班室”拓展建成“七河村民兵

连执勤室”。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

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

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

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谈及民兵参与基

层治理，该省军区领导信心满满。

融合共建让“民兵阵地”回归基层

“民兵+”是湖北民兵工作的创新

之举，源于一次尴尬经历：2020 年抗疫

之初，某市社区广泛发动物业人员、志

愿者、下沉党员等各类力量参与抗疫，

却没有民兵组织的影子。

“从社会治理角度看，市、县两级主

要有武警、公安、地方应急力量和基干民

兵队伍，乡镇（街道）主要有公安、基干民

兵，村（社区）层面只有普通民兵组织和

志愿者、网格员队伍，普通民兵是深入到

基层的重要力量。”该省军区领导说，但

由于过去动用审批权限不明确，民兵队

伍“不敢用”“不会用”“不常用”，导致民

兵地位边缘化。

针对这一现实，湖北军地对相关

制度进行探索，以依法科学用兵为原

则，区分不同类型活动，分别明确民兵

的动用审批权限。这几年，该省按照

“基层所需、民兵所能”原则，确定民兵

参加实践活动类型，创新探索推出“民

兵+”模式，组织民兵积极参与基层党

建、基层治理、乡村振兴、应急处突等

活动。在参建参治中，“民兵+”取得了

多重效益。

“民兵+”到底加出了什么？记者

透过湖北省基层民兵试点之一的恩施

市，可窥一斑。

在白杨坪村，民兵连下设公共治

安 协 查 小 组 、矛 盾 纠 纷 调 解 小 组 、情

绪 疏 导 小 组 、环 境 卫 生 监 督 小 组 、乡

村 振 兴 示 范 小 组 ，民 兵 亮 明 身 份 ，为

村 民 办 实 事 ，为 村 级 组 织 解 忧 排 难 ；

在洞下槽村，民兵连承担多项安保任

务，在日常巡逻中抓获了一个盗窃团

伙；在黄溪连村，民兵连对恩施玉露发

源地香花岭的 168 棵古茶树进行挂牌

认领保护；在舞阳大街社区，民兵连参

与护学、巡河等活动；在耿家坪社区，

有了民兵连后，纠纷发生率同比下降

超一半。

“民兵+”，加上的不仅是看得见的

基层治理，还有看不见的精神传承。

在 湖 北 鹤 峰 ，有 一 个 汉 族 、土 家

族、苗族等多民族共居的村落——中

营镇红岩坪村。该村曾是中国工农红

军第三军军部旧址所在地，革命战争

年代，贺龙带领红军战士在这里“五进

五出”，其胞姐贺英带领群众开展游击

斗 争 的 故 事 流 传 至 今 。 该 村 成 立 的

“贺英女子民兵连”积极探索“以民兵

带动家庭，以家庭影响小组，以小组辐

射院落”的民族团结进步新路径，凝聚

起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共同奋斗的强

大精神动力。

4 年多来，这支红色娘子军争当乡

村振兴的新力量、产业发展的主力军、

红色文化的传承员、矛盾纠纷的调解

员、应急抢险的战斗员，成为湖北“民

兵+”模式的一道风景。2022 年，“贺英

女子民兵连”当选“荆楚楷模”，2023 年

被评为“湖北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

位”，连队党支部被湖北省军区表彰为

“先进民兵党组织”。

“‘民兵+’不仅仅是一种模式，更

重要的是传递了一种理念。”该省军区

领导说，民兵建设与基层治理融合互

促、共建共享，党管武装工作的“最后一

公里”就一定能畅通无阻。

“民兵+”创新模式带来溢出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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