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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以往，每到年终总结，提及党委中

心组理论学习，山西省吕梁军分区政

治工作部门的人员，就开始统计组织

了 多 少 场 讲 座 、开 了 多 少 次 研 讨 会 。

“谈过程”远多于“讲结果”。

而今年，他们亮出许多实绩：6篇理

论文章入选上级高质量研究成果名录，

专武干部政治理论考核优秀率达 87%，

790名进入村两委班子的退役军人接受

理论培训，推动解决党管武装职责不明

晰、国防教育军地合力不够等难题。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领导

干部是单位的‘火车头’。抓好党委中

心组理论学习，为‘火车头’赋能增智，

能让班子更好地辨方向、明思路、促落

实。”军分区领导介绍，成绩的背后，是

军分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机制

的创新。

军地联学，资源共享

“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地方政府应

该履行什么职责？后续发展规划中，

还有哪些工程需要完成？”这是方山县

人武部政委刘远江思考最多的一个问

题。

刘远江从空军交流到国防动员系

统，虽说带兵经验丰富，可到了国防动

员单位，一切要从头开始。

隔行如隔山。刘远江想尽快熟悉

工作、进入情况，可有不少难题横在面

前 ：“遇 到 不 懂 不 会 的 ，该 向 谁 请 教？

谁又能言中要害？还有，谁能从军地

两面看问题、谈感受？”

“我总不能在布置工作时拿着准

备好的材料照本宣科吧？人武部多数

工作涉及军地，如果不了解政策、不熟

悉流程，说外行话、办外行事，工作会

很被动。”

近年来，有一大批干部交流到省军

区系统，同时各级也招录不少文职人

员。刘远江与其他“新人”一样，普遍面

临“适岗”难题。

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中，军分区

注重做好军地联学、资源共享，帮他们

拓宽思路、加深认识。

一次，军分区邀请离石区主要领

导授课，围绕“坚持党管武装原则，确

保党对国防后备力量绝对领导”进行

深入讲解。同时，该区还协调安排军

分 区 党 委 中 心 组 成 员 参 观 吕 梁 市 城

市综合展示馆、乡村振兴示范区。

边听，边看，边悟，刘远江受益匪

浅。他在体会交流中说道：“‘联教大

课堂’吸引眼球又解渴。通过实地学

习、经验交流，我进一步加深了对武装

工作的认识，也进一步理清了工作思

路。对抓好国防动员工作，我的信心

更足了。”

轮流搭台，互学互鉴

“对邻县武装建设情况了解吗？”

“知道一些，但不全面。”

这是军分区领导在基层调研时发

现的问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可

是，如果平常交流不多、横向比较少，

怎么能知道其他单位的宝贵经验？”

军分区一改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

只由军分区机关承办的惯例，改由军

分区机关指导人武部轮流组织，让中

心组成员现地感受承办单位的组织能

力、工作标准、干事状态，达到互学互

鉴、互促互进的目的。

前些年，中阳县人武部党委班子

进行较大调整，领导干部过于求稳守

成，导致单位建设质效不高、人员士气

受到影响。

通过学习观摩，中阳县人武部两

名主官看到了差距，下定决心奋起直

追。今年第三季度，该人武部主动请

求承办军分区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

在刚刚结束的年度综合考核中，该单

位进步明显。

“调研中，不少人反映人武部人员

少，资源有限，理论学习组织难度大、质

效不高的问题比较突出。”军分区领导

表示，得其大者而兼其小。改由人武部

轮流组织军分区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

也有效破解了人武部理论学习难题。

今年以来，该市已有近半数人武

部利用红色资源、地方建设示范工程，

承办军分区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

融入实践，学以致用

“理论学习必须融入实践、学以致

用，才能催生发展力，否则就会凌空蹈

虚。”军分区领导说。

建设国防教育示范街、开通“吕梁

军号”电视栏目、高标准落实军营开放

日活动……今年，该市全民国防教育

工作精彩纷呈。

“之前，一些部门在开展国防教育

上有顾虑，担心涉军内容不好把握，想

做不敢做；还有的制度不健全、人员不

定编，工作推动难。”该市国防教育办

公室负责人介绍。

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中，军分区

安排多期有关全民国防教育、拥政爱

民等内容，持续强化军地“一盘棋”思

想，让中心组成员认识到推动国防动

员 领 域 的 各 项 建 设 必 须 加 强 军 地 统

筹、形成推动合力。

6 月 20 日，军分区举办迎“七一”

主 题 晚 会 ，邀 请 军 地 人 员 同 场 观 演 。

歌曲《山丹丹花开红艳艳》、数来宝《永

远跟党走》、舞蹈《红旗颂》等节目，赢

得阵阵掌声。

今年以来，军分区利用党委中心组

集中学习时机，以文艺汇演这种人民群

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先后 8 次举办红色

主题文艺演出，邀请最美退役军人、军

人家属、中小学生代表等参加，巩固军

政军民团结，凝聚爱国拥军力量。

如何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动乡

村振兴，是军分区党委中心组理论学

习重点攻关课题。

11 月 11 日，军分区、市委组织部、

退役军人事务局、农业农村局举办“老

兵村长”培训班。该市主要领导表示：

“推动乡村振兴，关键要有坚强的基层

党组织，要有一批好的带头人。”

一年来，该市军地积极引导优秀

退役军人进入村两委班子，进一步充

实基层党组织。目前，该市有 225 名退

役军人担任“兵支书”“兵主任”，还有

565 名退役军人担任村“两委”委员，成

为乡村振兴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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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逾古稀的叶双民，总是闲不住。

前两天，辽阳县中等职业技术专

业学校开展国防教育，邀请叶双民去

讲课。接到邀请后，他特别重视，抓紧

时间完善讲稿，还嘱咐家人把他的老

军装熨得板板正正的。

讲课那天，叶双民戴上军功章和

纪念章，以《与祖国同行 做雷锋传人》

为题，为师生们讲了一堂精彩的国防

教育课。

这么多年，叶双民最喜欢的事情

就是学雷锋、讲雷锋、做雷锋。

叶双民说：“人的一生会遇到很多

人、很多事，充满偶然。但我与雷锋

‘结缘’并不是偶然的。”

1948 年，叶双民出生在辽阳首山

脚下的一个小山村。

作为辽阳第一山，首山历来是兵

家必争之地。所以，叶双民打小就听

到许多战斗故事，像抗联将领李兆麟

等英雄人物事迹更是熟稔于心。

1963 年 ，毛 主 席 为 雷 锋 同 志 题

词，在全国掀起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热

潮。得知雷锋入伍前曾在辽阳工作

过，叶双民非常激动，下决心要追随雷

锋足迹参军报国。

1968 年，叶双民如愿走进军营。

进行思想摸底时，连队干部问叶双民

有什么打算。他拿出一本几乎被翻烂

的《雷锋日记》说：“我要向雷锋学习，

做一名合格的战士。”

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叶双民学

习训练从不落下，还常常帮战友一起

进步。后来，他当上班长，被评为“五

好战士”和“学雷锋标兵”。

1979 年，叶双民以干部身份转业

回到地方，可他并没有忘记入伍时的

初心，工作之余仍常参加义务劳动或

帮助别人。

当地有一位抗美援朝老兵，孤寡

独居，生活困难。一有空，叶双民就去

看望他。夏天，叶双民给他送凉席、挂

蚊帐，冬天帮他拉煤、劈柴、糊窗户。

后来，老人身体不好住了院，叶双民守

在病床前照顾。

寒来暑往，岁月流转。叶双民陪

伴老兵近二十年。弥留之际，老兵拉

着叶双民的手说：“我这一辈子无儿无

女，是你让我感受到了儿女亲情。”

这些年，叶双民资助或帮扶的退

役军人和军烈属已有百余名。

2004 年，叶双民退休，有了更多

时间去传播雷锋精神。

校园、医院、军营、社区，处处留下

他宣讲的身影。每年 3 月 5 日，他还带

领家人到辽阳“向雷锋同志学习”纪念

碑前瞻仰缅怀。为了让更多人了解雷

锋事迹，他甚至将不足 40 平方米的家

打造成“公开大讲堂”。

2006 年，叶双民和 3 位退休的老

党员带着雷锋精神宣传画，从雷锋入

伍地辽阳市弓长岭出发，一直骑行到

雷锋家乡湖南省望城县，途经 6 个省

100 余处红色景点。那次，他们共骑

行 2 个多月，行程万余公里。

一束微光，照亮一片天空。20 年

来，作为辽阳市国防教育宣讲团成员，

叶 双 民 为 社 会 各 界 宣 讲 1500 余 场

次。2023 年，在白塔区襄平街道帮助

下，他将家中的讲堂搬到社区，成立

“叶双民红色工作室”。如今，工作室

已经接待 150 余个单位和家庭来访。

“雷锋同志曾说，我要把有限的生

命 ，投 入 到 无 限 的 为 人 民 服 务 之 中

去。与他相比，我做得还远远不够。”

叶双民说，“这么多年，我始终觉得心

里住着个好榜样。能学习他，成为他，

让我引以为豪。”

据了解，叶双民曾被评为“辽宁好

人”“辽宁省学雷锋标兵”“辽阳最美退役

军人”，其家庭被评为“全国最美家庭”。

上图：叶双民在“叶双民红色工作

室”讲雷锋故事。 张玉宽摄

退役军人叶双民坚持学雷锋、讲雷锋、做雷锋——

“心里住着个好榜样”
■侯云峰 本报特约记者 乔振友

本报讯 师丽青、韩仁杰报道：初

冬时节，鲁北大地，寒意渐浓，山东省东

营市东营区老兵葛仁卿却愈发忙碌。

他隔三差五就要去讲国防教育课。

葛仁卿说，去年开始，东营区军地

联合组织“爱我国防”主题宣讲活动。

他 和 4 名 老 兵 负 责 本 社 区 国 防 教 育

课。“刚开始，来听课的人并不多，主要

是不少人不知道家门口还有‘国防课

堂’。如今，只要微信群里有通知，街坊

四邻都会结伴来听。”

“大家愿意来，说明讲得好。”区退役

军人事务局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庞平

平介绍，为配合开展“爱我国防”主题宣讲

活动，他们发起成立以参战老兵为骨干、

优秀退役军人为补充的“老兵宣讲团”。

东营区曾是渤海革命根据地组成部

分。抗战时期，军民并肩作战，给侵略者

沉重打击，涌现“商家连”“周家连”等先进

群体。20世纪 60年代，华北石油会战在

此打响，以退役军人为主体的钻井队贡

献突出。该区现有退役军人9000余人。

“听说要成立‘老兵宣讲团’，我第

一个报名。”抗美援朝老兵夏丰鸣说，

“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不能

忘了革命先辈。”

“退役军人经过部队教育培养，思

想基础好、政治觉悟高，还了解国防和

军队建设，是开展全民国防教育不可多

得的资源。”区委宣传部领导介绍，该区

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理论宣讲体系化

建设意见》，明确要求紧紧围绕“国防教

育进千家万户”的目标任务，打造“老兵

宣讲”“红色微课”“爱我国防”等教育品

牌，形成区、镇（街）、村居（社区）三级联

动的教育格局。

“一些宣讲团成员还到中小学校义

务开展军事技能培训、组织防灾应急演

练等。”退役军人韩锦涛说，在“老兵宣

讲团”辐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退役军

人加入到全民国防教育队伍中。今年，

该区又成立“抗战故事宣讲队”“英模事

迹宣讲队”。

截至目前，“老兵宣讲团”义务宣讲

400 多场次。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成立“老兵宣讲团”

打造家门口的“国防课堂”

本报讯 王政明、杨海报道：“建议

将 8 名在军地联考中实绩突出的专武

干部列为优先使用对象，取消 2 名履职

不力的专武干部资格认证。”日前，贵州

省罗甸县依据年终考评情况，对专武干

部进行调整。

“ 乡 镇 专 武 干 部 处 在 工 作 落 实 末

端，履职情况直接决定基层武装工作质

效。”县人武部领导介绍，为建强专武干

部队伍，该县军地联合出台《基层专武

干部建设实施办法》，明确专武干部考

评由县人武部、县委组织部共同组织实

施，考评成绩作为调整使用依据。

“用工作实绩说话。”县委组织部领

导介绍，考核办法明确，武装工作成绩不

达标的专武干部，不得列为评优对象；能

力素质突出且多次被评优的专武干部，

优先提拔使用；连续多次考核不达标者，

调整出专武干部队伍。

“考核采取日常考核、专项考核和

年度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并非年底

‘一锤定音’。如果专武干部在征兵、民

兵整组等阶段性重点工作中出现失责

失察情形，也会被严肃问责。”县人武部

领导介绍，今年该县有 2 个乡镇的大学

生征集比例未达标，相关武装部部长分

别被约谈。

“以前，专武干部成长空间相对有

限。如今，国防动员、国防教育、退役军

人服务保障等工作，在基层都有了专职

负责机构，专武干部成长路径得到进一

步拓宽，激励政策的‘含金量’更足。”县

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谭家友说，他曾

在该县龙坪镇负责武装工作，因表现优

异被提拔使用。

随着专武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日益

完善，该县“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

者汰”用人局面加速形成。前不久，木

引镇专武干部陆海因工作突出，受到表

彰。他说：“干得好就有奔头。新时代

武装工作大有可为，我对建功岗位充满

信心。”

贵州省罗甸县建立完善专武干部考核评价机制

“用工作实绩说话”

11月 12日，武警河南总队南阳支队开展军营开放日活动。图为学生参观体验武器装备。

何英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