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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本报讯 刘凯报道：清水县民兵气

象水文保障分队代表全省接受军委国

防动员部考核，在西部 7 省区中名列第

一；两个人武部分别被上级推荐表彰为

“备战打仗先进单位”；民兵教练员任海

龙被军委国防动员部评为“百强教练

员”……年终岁尾，甘肃省天水军分区

军事训练捷报频传。“这是我们采取‘常

委领题’模式提升议战议训会质效带来

的可喜局面。”谈起成绩的取得，军分区

领导如是说。

“党委领战成效如何，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党委议战议训会的质效。”军分

区领导介绍，针对议战“浅”、谋战“弱”、

抓 战“ 散 ”等 问 题 ，他 们 聚 焦 实 战“ 靶

心”，结合实际梳理形成《军分区党委议

战议训规范》，把党委常委领题研战作

为重点突出出来，倒逼大家深入训练一

线察实情，提升研战谋战针对性，确保

议战议训议到点子上、议出成效来。

“只有深入挖掘辖区新兴领域动员

潜力，精编实训，才能提高民兵专业分队

的援战保战能力。”军分区党委常委、机

关某处处长贾斌受领“深挖新兴领域潜

力 编实建强民兵专业分队”课题后，带

领机关人员走访科研院所“摸底”、深入

高新企业“探宝”、前往驻军部队“问需”，

拿出编实建强民兵专业分队的具体方

案。同时，针对民兵专业分队“专业精、

战术弱”的实际，他与一线教练员一起，

实地探讨打破专业和战术训练各训各的

组训模式，形成一整套规范化、标准化组

训方法。在随后的党委议战议训会上，

他提出的编建方案和组训方法得到一致

认同，军分区党委据此制订下发了《进一

步编实建强民兵专业分队方案》。

军分区党委常委、机关某处主任王

召受领“加强新时代民兵战斗精神培

育”课题后，为把问题找准、课题研透，多

次到各县区训练场全程跟训，与参训民

兵一起摸爬滚打，在“五同”中研究提出

了构设真难严实训练环境、发挥典型示

范引领作用、开展“争做新时代好民兵”

系列活动等加强民兵战斗精神培育措

施，这些措施在军分区党委议战议训会

上全票通过。

“‘常委领题’不仅要受领任务、提出

建议，更要抓好落实、抓出成效。”军分区

领导告诉笔者，为让议战议训会形成的

决议得到落地落实，他们还将“常委领

题”延伸到决议事项落实阶段，要求党委

常委结合挂钩帮带、检查调研等时机，走

进训练场实地对议战议训议定事项的落

实情况进行督导问效，形成提建议、抓落

实和问成效闭合回路，助推战斗力提升。

“常委领题”推动党委议战议训从

原则指导向精准把脉转变，不仅为建设

打仗型党委班子奠定基础，还有效激发

所属人员研战、谋战、练战、备战热情，

军分区上下练兵备战氛围更加浓厚。

甘肃省天水军分区党委着力提升议战议训会质效

“常委领题”助推战斗力跃升

本报讯 王勇、黄秀红报道：“没想

到轻点鼠标、敲敲键盘，就解了燃眉之

急。”日前，退役军人赖先勤来到江西省

石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在工作人员帮

助下，在县退役军人档案信息化管理系

统中输入自己的姓名、身份证号等信

息 ，不 到 2 分 钟 就 打 印 出 所 需 档 案 材

料，方便快捷的服务，让他赞不绝口。

“退役军人档案信息化建设是顺

应时代发展的应有之策。”该县退役军

人事务局领导介绍，将纸质档案作为单

一保存介质的传统做法，不仅调阅程序

繁 琐 、费 时 费 力 ，而 且 保 存 效 果 也 不

佳，很容易出现纸张泛黄、字迹模糊等

情况，推进档案信息化建设势在必行。

去年，石城县启动档案工作规范化管理

等级评定试点工作，退役军人事务局主

动请缨，成为首批试点单位之一。经

调研论证，他们在广泛征求驻军官兵

和广大退役军人意见建议基础上，通过

购买服务的方式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

按照《干部人事档案数字化技术规范》

等相关技术标准，对全县退役军人档案

进行数字化升级。截至目前，他们已完

成 1950 年至 2024 年上半年所有退役军

人原始纸质档案的数字化升级工作，

在赣州市率先实现退役军人档案信息

化管理。

“数字赋能，服务升级。”该县退役

军人事务局领导表示，下一步，他们将

扎实做好新年度退役军人档案接收、入

库、数字化录入等工作，以信息化建设

助推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提质增效。

江西省石城县推进退役军人档案信息化建设

数字赋能 服务升级

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征兵办在贵州工贸职业学院

遴选应征意愿强烈、思想过硬、品行端正的学生编入预征班，通过统

一的训练管理，提高综合素质，坚定从军信念，打造优质兵员“蓄水

池”。图为日前该校预征班学生开展训练的镜头。

图①：军体拳训练。

图②：攀岩训练。

图③：通过低桩网。

张 勇、王庆泽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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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黄保东、杜若飞报道：“指

挥层级太多，迟滞应急分队行动”“诱导

无人机飞离路线，应避开居民区”“复杂

地形可能导致信号盲区，这个问题不能

忽视”……初冬时节，在湖南省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某大型水库举

行的重要目标联合防卫训练硝烟尚未

散去，现地召开的议战议训会“火药味”

渐浓。现场观摩的吉首军分区党委委

员们围绕重要目标联合防卫行动中的

问题和短板，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把党委议战议训会搬到训练场，

以实兵训练与课题精研相结合的方式，

一题一议解难题，将制约训练的问题找

准、解决的办法议透，既带动了人才培

养，又提升了党委议战议训会质效，一

举多得。”吉首军分区领导介绍，近年

来，从军兵种交流过来任人武部主官的

人员较多，有的进入情况慢，加上主体

力量的文职人员军事素养偏弱，不少人

武部党委议战议训存在不知道“怎么

议”“议什么”和走过场现象。为此，从

前年开始，他们变两级党委各自组织议

战议训会为军分区党委带所属人武部

党委一起议。每季度会议前，确定一个

训练课题，赋予一个人武部先行研究实

练，基本成型后以实兵训练的方式，在

党委议战议训会上进行展示，然后让与

会党委委员集体复盘，发现并解决存在

的矛盾问题，形成决议后固化下来让各

单位遵照执行。

今年第一季度，针对吉首市民兵

应急分队与驻军、地方专业应急力量

遂行某部油库灭火行动训练中暴露的

动作不熟练、协同不紧密等问题，党委

委员们复盘分析后一致感到，出现这

一问题既有编兵不实，也有专业训练不

精等问题，大家就深化民兵潜力调查和

抓实专业分队训练建言献策，最终形成

11 条改进措施。针对国防动员编制体

制调整后，国动委成员单位对战时体制

怎么转、指挥机构怎么编、动员流程怎

么走、动员任务怎么落等问题思路不

清晰、路数不明的情况，第三季度议战

议训会议召开前，军分区党委赋予永

顺县人武部协助县国动办组织国防动

员 平 战 转 换 专 题 研 究 。 议 训 会 召 开

时，组织州国动委成员单位领导与军分

区党委委员共同进入情况演、退出情况

研，通过全过程的现场观摩、现场点评，

实现一家训练、多家受益，一家研究、全

体提高。

截至目前，该军分区党委已在训练

场上组织议战议训会 8 次，先后研究解

决影响和制约战、备、建瓶颈问题 10 余

个，在推动实战化训练向纵深发展的

同时，也营造了比、学、赶、帮、超氛围。

如 今 ，军 分 区 上 下 研 究 军 事 、研 究 战

争、研究打仗热情高涨，援战保战能力

明显提升。

湖南省吉首军分区把党委议战议训会搬到训练场

“一题一议”破解战备建难题
冬日的中原大地细雨霏霏，片片

黄叶在风中飞舞，仿佛诉说着无尽的

思念。

这天上午，黄焱又一次来到位于河

南省焦作市马村区下马村村北的墓地，

祭拜她的姥爷王成德烈士。

“前些年，是我陪着母亲找到姥爷

的。现在母亲走了，我要像她那样隔段

时间来祭拜姥爷。”回忆和母亲王庆梅

一起寻亲的过往，黄焱说，“是无数热心

人帮我们找到亲人的。”黄焱的感慨，引

出一段颇具传奇色彩的寻亲故事。

在王庆梅 3 岁时母亲告诉她，父亲

在淮海战役中牺牲了，年仅 27 岁。那

时的她，还不懂“牺牲”的含义。在王庆

梅童年印象里清晰记得，母亲和两个伯

父为寻找父亲的遗骨经常四处奔走。

后来，母亲找人画了张父亲的画像挂在

家中，直到弥留之际，仍不忘叮嘱王庆

梅：“不管多难，都要找到你父亲，接他

回家。”

从此，寻找父亲成了王庆梅最重要

的一件事。可除了父亲的那张烈士证

明书和画像外，没有任何其他线索，几

年奔波下来，也没有一点头绪。

2009 年夏天，在家里观看电视剧

《保卫延安》的王庆梅，突然发现剧中那

个“铁血指导员”王成德和父亲不仅同

名同姓，经历也十分相似。于是，赶忙

从柜子里找出父亲的烈士证明书。她

一边核对一边抹泪，直觉告诉她，剧中

的“王成德”可能就是自己的父亲。

王庆梅想方设法联系上剧组。没

多久，剧组发来王成德烈士生平：王成

德，1921 年 9 月生于焦作市下马村，贫

农 。 1946 年 6 月 参 加 革 命 ，1947 年 8

月，在博爱县寨卜昌村加入晋冀鲁豫第

九纵队。由于有文化、作战勇敢，不久

被任命为二十七旅某连指导员。

看到这些和父亲烈士证明书上完

全一致的信息时，王庆梅泪如泉涌。这

个意外发现，让她兴奋不已，她决定顺

着这条线索继续找下去。

在女儿黄焱陪伴下，王庆梅来到寨

卜昌村（今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走

访村里老人。听说父亲从这里出发参加

了解放洛阳战斗，母女俩又赶到洛阳，找

遍周边烈士陵园，仍然没有父亲的信

息。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又熄灭了，但

执着的王庆梅没有放弃。她到民政、史

志等部门求证，到湖北、陕西、河北等地

找寻，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

王庆梅寻父的故事感天动地，有关

媒体以《“铁血指导员”王成德，是不是

我的父亲》为题报道后，引起社会广泛

关注。不久，王庆梅接到晋冀鲁豫第九

纵队纪念馆的电话，说他们发现了她父

亲的信息。如获至宝的王庆梅，立刻动

身前往纪念馆。

在一张发黄的合影照片上，王庆梅

发现了和父亲的画像十分相似的人。随

后，纪念馆联系到当年几位支前民工和 3

位曾参加淮海战役的老兵。一位老兵告

诉王庆梅，解放洛阳后部队南下到安徽

双堆集参加淮海战役，许多战友都牺牲

在那，里面有没有她父亲，可以去看看。

2018 年 10 月 4 日，73 岁的王庆梅

在家人陪同下，忐忑不安地来到淮北淮

海战役双堆集烈士陵园。在英名墙上，

王庆梅找到了“王成德”的名字。

“父亲，女儿庆梅来看您了！”王庆

梅跪在地上嚎啕大哭。

这一天，她等得太久了；这些年，她

找得太辛苦了。

夙愿了结，此心便安。王庆梅终于

可以告慰九泉之下的母亲了。尽管工作

人员告诉王庆梅，陵园里只有王成德烈

士的名字并没有遗骸，但这对王庆梅来

说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找到了父亲。

“父亲，咱们回家吧！”离开陵园时，

王庆梅特意从陵园里掬了一捧土，要了

一块红砖。回到家，她购买一套新寿衣

连同泥土和红砖，放到了母亲的墓里。

今年春天，王庆梅走完 79 年的人

生历程，但她执着寻亲的故事仍在中原

大地流传。焦作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领

导表示，他们将依托科技和社会力量，

动员更多爱心人士参与进来，为更多烈

士家庭找到亲人。

上图：2018 年 10 月 4 日，王庆梅和

家人在双堆集烈士陵园祭奠父亲王成

德。 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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