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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天山南麓，戈壁绵延，秋风寒凛。

这天上午，一场“认领戍边树”活

动，在南疆军区某团家属院进行。

“我们团驻扎在塔里木盆地北缘。

这里干旱少雨，寸草难生。多年来，一

茬茬官兵在营区接续植树，在沙漠中种

下一片绿洲。现在有 1000 多棵树茁壮

成长，和官兵一同戍守祖国边陲。于

是，这些树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戍

边树。”中士郑见平的介绍让参加认领

活动的军娃们兴致盎然。

“我认领的戍边树，是这棵胡杨。”

郑 见 平 指 着 一 棵 粗 壮 的 胡 杨 树 介 绍

道。这棵树是他的班长、一级军士长张

辉 入 伍 时 种 下 的 ，今 年 已 有 25 年 树

龄。张辉调到友邻单位后，郑见平便认

领下来，并为它取名“奉献”。张辉 25

年热爱边防、默默奉献的事迹被写进认

领卡，悬挂在树干上，激励着郑见平扎

根边疆、不懈奋斗。

“还有一些树没有名字，大家可以

报名认领。”郑见平刚介绍完，团政治工

作处干事孔景娜接过话茬，介绍起认领

流程。军娃们踊跃报名，领取认领卡，

并为认领的树起名字。

军娃牛振桓认领了一棵红柳树，取

名“星星”。问起缘由，他说：“每次爸爸

驻训回来，都会讲高原上的星星很美，

我给这棵树取名‘星星’，是希望它长成

参天大树，连接高原的星海和戈壁滩的

夜晚，拉近我和爸爸的距离。”

“身披铠甲，茁壮成长。”军娃袁方

平认领一棵白杨树后，写下寄语。他

说，妈妈的军装是最坚固的铠甲，支撑

妈妈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和战友们一

起守护万家灯火。他希望这棵小白杨

也穿上铠甲，长得又高又壮，为解放军

叔叔遮挡沙尘和风雪。

“戍边树迎晨曦送暮霭，伴繁星顶

烈日，像边防官兵一样默默守护着祖国

的边疆。认领戍边树活动，是一种生命

形式与另一种生命形式的连接，更是戍

边精神的传承。悬挂姓名牌，成为‘监

护 人 ’，从 此 军 娃 们 与 戍 边 树 共 同 成

长。未来，他们也会接过父辈守边戍边

的接力棒，像戍边树一样守护边防。”该

团领导说。

上图：军娃袁方平和妈妈一起填写

认领卡。 盖潇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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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陈文忠、特约通讯员王庆

泽报道：10 月 21 日，贵州省毕节市七星

关区青龙街道汉屯社区，在民兵连长、

网格长靳秋杰积极调解下，困扰靳如国

和靳舜尧两家多年的土地划界纠纷，终

于得到妥善解决。“大家乡里乡亲，我熟

悉各家各户的情况，村民们信任我，邻

里间遇到纠纷矛盾，我作为网格长去调

解，有话可说，也能说到点子上。”靳秋

杰说。

七星关区人武部领导介绍，针对区

里推进的“一中心（乡、村、组矛盾纠纷

调处化解中心）一张网（社区、村组综合

网格）”基层社会治理机制，他们积极做

好融入嵌入工作，指派民兵连长兼任网

格长、民兵担任网格员。民兵网格长和

民兵网格员同时还担任村寨（社区）矛

盾纠纷调解员，通过开展政策宣传、法

律法规解读、文明新风传播，从源头上

化解矛盾纠纷，实现“平安不出事”。目

前，全区共有 629 名民兵骨干活跃在基

层社会治理一线。

“我们的任务就是为群众解困，为

村民分忧。”在阿市乡头庄村，担任网格

长的村民兵连连长申艳梅，除履行民兵

职责外，还负责脱贫户的农业生产、环

境卫生整治和群众矛盾纠纷调解。只

要一有空闲，她就逐户走访，监督群众

清理垃圾，搞好环境卫生，帮助服务对

象代购生活物资、解决急难愁盼，成为

群众身边那亲切的“迷彩绿”。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民兵骨干活跃在基层社会治理一线

群众身边有亲切的“迷彩绿”

本报讯 郑冬平、黎帅报道：“汶川

县保交护路分队沿某国道平行机动保

障，理县、马尔康、阿坝后装保障分队迅

速抵达指定地域完成油料补给、医疗救

护、装备抢修等任务。”近日，四川省阿

坝军分区组织多支民兵专业分队采取

定点保障、机动保障、伴随保障等方式，

圆满完成过境部队保障任务，受到部队

官兵一致好评。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处高原藏

区，是连接西藏、青海、新疆的咽喉要

地。阿坝民兵担负着支援保障、维稳处

突、抢险救灾等多种任务。”阿坝军分区

领导介绍，着眼使命任务，按照“应战管

用、应急实用、规模适度、精干高效”思

路，他们因地制宜，编建了 11 支涵盖政

策宣讲、保交护路、无人机投送、山地救

援和高原救护等专业的民兵队伍。同

时，采用“民兵+民间”应急力量联动模

式，吸引民间公益救援队伍加入民兵力

量体系，让地方专业力量“为我所用”，

进一步优化力量编成，为遂行多样化任

务打下基础。

编实是前提，建强是关键。针对民

兵队伍少数民族队员多的实际，军分区

以教员联选和教案联编为切入点，在聘

任编组单位技术能手为专职教员、聘请

地方行业专家为兼职教员和友邻单位

专业骨干为补充教员的基础上，组织机

关、人武部与编组单位、行业专家结合

应战应急背景，依据民兵训练大纲规定

的训练内容和标准，共同编写了保交护

路、无人机投送、伪装遮障等 10 余个课

目的藏汉双语教案，规范组训模式，提

高组训成效。与此同时，与驻军部队构

建挂钩联训机制，组织民兵分队跟训、

嵌入训，在浓浓的战味中，进一步锤炼

实战化保障本领。今年前三季度，上级

抽检军分区民兵专业分队，保交护路、

无人机投送、战场救护等行动课目成

绩，优秀率均达到 85%以上。前不久，

在四川省军区组织的群众性练兵比武

中，军分区民兵无人机分队、战伤救护

分队夺得全省第一的好成绩；民兵应急

分队在参加上级组织的多次重大演训

任务中得到全方位锤炼，成为一支拉得

出、用得上、起作用的民兵队伍。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持编为用、

建为战原则，适时调整优化民兵队伍结

构布局和力量编成，持续深化民兵队伍

抓建质效，不断提升遂行支援保障任务

的能力。”军分区领导表示。

四川省阿坝军分区因地制宜提升民兵队伍编建质效

任务牵引，优化力量编成

本报讯 连巍魏、范超报道：10 月

22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军分区召开“诸

葛亮会”，军分区领导、现役官兵、编兵企

业技术骨干汇聚一堂，就下一步冬训中

可能遇到的难点问题进行集智攻关。“整

合军地优势技术资源，通过‘诸葛亮会’，

破解制约支援保障难题，是我们军分区

近几年的一贯做法，有效解决了一批训

练难题。”军分区领导告诉笔者。

那年冬天，一场实兵训练展开，担

负保障过境部队任务的该军分区所属

建华区人武部尽管预先准备了多套方

案，但一开始就“掉了链子”。不期而遇

的极端严寒天气，让保障电源无法正常

使用，影响了下一步行动。

痛定思痛。为彻底解决严寒条件

下应急供电保障难题，建华区人武部

联合一家编兵单位攻关数月，成功研

制两种便携式大能量储能电源。经过

多次极寒环境检测，这两种移动电源

均可在零下 40 至零下 70 摄氏度环境

中稳定供电。

“制约支援保障能力的难点、痛点

和堵点，若平时得不到解决，战时完成

支援保障任务就是一句空话。建华区

主动攻关的做法，给我们提供了思路

和借鉴。”军分区领导介绍，齐齐哈尔

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有许多军工企业，

这些企业不少都是编兵单位，利用军

工优势，立足现有条件破解支援保障

难题大有可为。为此，他们广泛开展

群 众 性 课 题 攻 关 和 装 备 器 材 革 新 活

动 ，动 员 编 兵 企 业 和 民 兵 积 极 参 与 。

所属各人武部组建由人武部领导、民

兵骨干和编兵企业技术专家组成的创

新团队，围绕支援保障任务展开课题

攻关。

为解决过境部队饮水保障难题，军

分 区 依 托 一 家 编 兵 企 业 进 行 技 术 攻

关。历经 1 年的努力，单兵净水器、手

自一体陶瓷膜净化应急净水器、反渗透

净化应急净水器、多功能净水车等一批

成果相继问世，不仅解决严寒条件下部

队的饮水难题，还实现冰块甚至沾染冰

块快速过滤成饮用热水。针对无人机

“低、慢、小”特点，昂昂溪区人武部与多

家军工企业携手，研发出多种装备，并

摸索出一批应对招法。

据统计，近 3 年来，该军分区携手

编兵单位先后攻克 19 项影响制约支援

保障能力提升的重难点问题，多项研究

成果被省军区推广。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军分区携手编兵单位攻关训练难题

集智创新，破解保障难题

10 月中下旬，安徽省合肥警备区组织民兵应急分队与公安、应

急、医疗等专业救援力量，联合开展生命搜救、医疗急救、伤员护送

等课目训练，提升地震救援应急能力。

图①：学习使用生命探测仪。

图②：立体搜救训练。

图③：现场救助“受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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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刘德超、游琦报道：10 月

29 日，《中国民兵》杂志创刊 40 周年研

讨会在京召开。会议回顾与总结杂志

40 年来发展历程、办刊情况和优良传

统，围绕办刊质量、学刊用刊等交流经

验、集思广益，形成推动办刊质量的思

想办法、对策措施。

《中国民兵》杂志于 1984 年 10 月创

刊，由邓小平同志题写刊名。创刊以

来，杂志作为连接军地的“桥梁”和“纽

带”，大力宣传党的创新理论新成果、推

广国防动员工作新业绩、反映后备力量

建设新成就、倡树服务保障职能新导

向、探究军民共建共用新路径、展示国

动系统人员新风采，办刊质量不断提

升，期刊发行量稳步增长，读者覆盖国

防动员系统各级各类人员及退役军人

等军地不同层面相关人员，在国防动员

和后备力量建设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

用。杂志先后被评为“第二届国家期刊

奖百种重点期刊”“中国期刊方阵双效

期刊”，获“第三届国家期刊奖提名奖”。

《中国民兵》杂志创刊40周年研讨会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