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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本报讯 陈敏、樊晨报道：“新兴领

域动员潜力挖掘不够，资源优势向战为

战转化还有一定差距”“新型民兵力量抓

建力度不够，能力优势向战聚焦尚有不

足”“演训课题创新不够，科技为战赋能

还不够充分”……连日来，上海警备区中

校以上军官围绕“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

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主题展开热烈

讨论，深入查摆对成熟技术运用不够、对

前瞻技术研究不够等问题，努力探求技

术赋能战斗力方法路径，进一步明晰国

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目标方向。

“组织深入的讨论辨析活动，引导大

家放眼区位优势、立足岗位实际，潜心研

究主责主业提质增效方法路径，是我们

组织中校以上军官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

治工作会议精神专题研讨班的一个重要

环节。”警备区政治工作局领导介绍，这

期专题研讨班在沉浸式深学、把脉式研

学和笃行式践学的同时，将讨论场所由

会议室、报告厅延伸到军史展馆、科创走

廊，组织参训人员带着问题思、带着责任

研、带着工作讲，积极查摆制约发展瓶颈

问题，在学用结合、攻坚破题中锤炼作

风、提升能力，架起理论与实践的桥梁，

实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

“身在好环境干出好事业的精气神还

需进一步提振”“精益求精争创一流的意识

还需进一步强化”“顾全大局不计个人得失

的境界还需进一步提高”……为扎实搞好

讨论辨析，警备区主要领导率先垂范，主动

揭短亮丑，以摆问题一针见血的勇气，引导

大家从理想信念、党性修养、官德人品等方

面，对照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反躬

自省，在摆现象挖根源中校正奋进航向。

在组织讨论辨析的同时，警备区党

委机关主动倾听基层意见建议，了解矛

盾困惑，先后收集涉及民兵建训管用、优

质兵员征集、文职队伍管理、优化为老服

务等 9 个方面 60 余条意见建议，为下步

党委机关开展专题调研提供“靶标”。

“这次集训班，讲问题一针见血，谋

发展求真务实，达到了学用结合、学以致

用的效果。”警备区领导表示，下一步，他

们将结合与地方高校、科研院所开展党

建联动，与西藏军区、青海省军区教育联

建，构建驻沪部队学习教育协作区，着力

提振全体人员“身在好环境更要干出好

事业”的精气神，引导大家积极投身强军

兴军伟大实践。

上海警备区举办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专题研讨班

讲问题一针见血 谋发展求真务实

“ 现 在 底 气 不 足 ，没 吹 好 ……”

11 月 28 日，在第十一批在韩中国人

民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仪式现场，89

岁的抗美援朝老兵南启祥因没吹好

冲锋号而感到遗憾。相关视频传遍

全网，感动无数网友，大家纷纷点赞

留言：“这是最响亮的号声！”“愿和您

一起为祖国的建设吹响冲锋号！”

雪花飘飘寄哀思，军号声声迎战

友。从 2019 年至今，南启祥已连续 6

次到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为归国

战友吹响迎接号角。

1936 年 2 月，南启祥出生在山东

省鄄城县。1948 年，12 岁的南启祥

随父参军，成为中原野战军一纵二

旅五团战士。入伍当天，在领到一

套肥大军装的同时，南启祥还领到

一把军号。

“军号是号兵的武器，它上通天，

下动地。”“气为号魂，当号兵要有底

气、志气、勇气和豪气。”领到军号后，

排长和班长一边教他吹奏方法，一边

给他讲军号的意义。从此，他与军号

结下不解之缘。南启祥最喜欢吹的

是冲锋号。在淮海战场上、在渡江

战役中、在西南剿匪战斗中和抗美

援朝战场上，他一次次吹响冲锋号，

战友们闻号而动，勇往直前，一路奏

凯……

46 年戎马生涯，让南启祥从一

名司号员成长为共和国将军。1994

年，离休后的南启祥投身爱心助学、

扶贫帮困等公益事业，加入国防教

育宣讲团，以冲锋的姿态在新的战

场再次吹响冲锋号角。

“老首长，今天天冷还有雪，您年

纪大了就不去现场了吧？”“怎么能不

去？！我还要到现场为他们吹冲锋号

呢！”南启祥说到做到。一大早，他就

带上擦拭得一尘不染的老军号来到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当运送 43

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的

车辆行至眼前时，他用冻得发红的左

手举起军号吹了起来……

因为天气寒冷，加上年龄大、心

情过于激动，南启祥觉得这次的军号

吹得不够响亮，望着车队流下了眼

泪。这个镜头刚好被一旁采访的记

者拍了下来。

“你愿意为他们再吹响一次冲锋

号吗？”“愿意！我要永远为他们吹冲

锋号，为祖国的建设吹响冲锋号！”南

启祥声音洪亮地回答。

“嘀嘀嗒，嘀嘀嗒，嘀嘀嗒……”

南 启 祥 昂 首 挺 胸 再 次 吹 响 了 冲 锋

号。这号声高亢嘹亮，这号声铿锵有

力，在烈士陵园上空久久回荡。

上图：南启祥现场吹响冲锋号迎

接归来的战友。 姚振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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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考评季，盘点收获正当时。

广泛征求军地部门意见，优化精简

考核指标内容，严格控制实地考评事

项……连日来，云南省军区政治工作局

会同云南省委办公厅、省委组织部和省

委 考 评 办 等 部 门 ，正 紧 锣 密 鼓 地 对

2024 年度全省党管武装考评工作进行

调整优化。

“党管武装考评横跨军地，涉及全

省各州（市），如果指标内容设置不科

学、不合理，很容易走偏变味，挫伤积极

性。”省军区政治工作局领导介绍，在

考评指标体系设置过程中，他们充分

征求各州（市）和省直有关部门意见，

对 二 级 指 标 和 激 励 指 标 进 行 精 简 优

化，力求考评事项精炼清晰，更具指向

性和操作性。

据介绍，为压实军分区（人武部）党

委第一书记政治责任，破解党管武装瓶

颈难题，推动全省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

建设高质量发展，自 2019 年起，云南省

开始推行全省各州（市）党管武装考评，

考评主体为各州（市）党委，每年年中由

省委、省政府和省军区联合下发考评方

案，年底军地组成联合考评组集中考评

各州（市）。5 年来，随着探索首考、军

地联考、全程常考的渐次深入，全省党

管武装考评体系日臻完善，考评日益成

为统领全省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

发展的“指挥棒”。

“公正公平是考评的基础。”省军区

领导告诉笔者，云南是个边疆少数民族

省份，滇中地区的昆明、曲靖等州（市）

驻军多，经济相对发达，而毗邻边境的

州（市）发展相对滞后，党管武装考评不

能单凭量化指标来衡量；有的内容仅靠

年底的一次性考评，也容易以偏概全。

为此，在党管武装考评中，他们始终聚

焦服务备战打仗这个中心，充分考虑各

州（市）资源分布、体量贡献和区位特

点，优化考评指标设置，将双向兼职、党

委议军、工作述职等涉及地方党委主责

落实的纳入考评指标体系。同时，把年

度考评与日常工作有机结合，营造“评

时不争平时争”氛围，引导各地因地制

宜抓实武装工作。

“考评只是过程和形式，重点还在

结果的运用。”省军区领导介绍，党管

武装考评实施伊始就被纳入全省综合

绩效考评体系，考评结果不仅作为衡

量州（市）委主要领导工作实绩的一项

重要内容，还在次年省委议军会议上

进行通报。丽江市党管武装考评成绩

曾一度落后，被通报后，该市召开检讨

式党委议军会，深度剖析存在的制度

不落实、职责不明晰、工作不落地等问

题，制定下发《丽江市落实党管武装考

评实施意见》，将党管武装纳入市委督

查范畴，对考评涉及的工作内容逐一

细化，让“软指标”变成“硬杠杠”，彻底

纠治靠关系协调、凭感情落实“怪圈”，

使武装工作驶入“快车道”。2023 年，

该市党管武装考评成绩跃升至全省第

一梯队。

持续用力，久久为功。经过 5 年不

间断的考评，以考促建、争当先进氛围

更加浓厚，全省州（市）、县（市、区）两级

党委第一书记自觉落实双向兼职、党委

议军、学习培训、请示报告和述职等制

度，军分区（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督导

辖区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落实党管武

装第一责任已成常态，一大批制约党管

武装发展的难题瓶颈先后得到解决，全

省党管武装规范化运行高质量落实，国

防动员建设和后备力量援战保战能力

明显提升。

云南省将党管武装纳入全省综合绩效考评，作为衡量主要领导实绩重要内容—

考出优劣 评出干劲
■杨白冰 罗吉明

近日，安徽省长丰县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长丰萝卜”喜获丰收。图为该县左店镇武装部组织民兵志愿小分队帮助农户采收萝卜。 杜 刚摄

本报讯 李世伟、特约记者王士刚

报道：“国防动员作为联结平时与战时、

国防与经济、军事与社会的桥梁与纽

带，不仅仅是‘战时为战争所付出的努

力’，更是‘和平时期为国家进行战争所

作的准备’。”12 月初，在河南省漯河军

分区开办的首堂“周一夜校”中，该军分

区机关某处参谋史国才与现役官兵、文

职人员进行业务交流。

“让业务骨干轮流上讲台，分享工

作经验，促进内部沟通交流，提升工作

质效。”该军分区领导介绍，他们详细

梳理各人武部在开展工作中遇到的难

题，利用周一晚上时间，以“夜校”的形

式，邀请工作经验丰富的“老武装”担

任讲师，登台传经送宝。他们还将军

事理论、政治工作、党史军史、哲学文

化、办公业务等内容进行归纳整理，推

出“知识套餐”，让所属人员实现“缺什

么补什么、干什么学什么”。同时，通

过课堂抽点提问、不定期考核、月度讲

评等方式，建立完善“1+1+3”课堂评估

管理体系，即一份严格纪律文件，一份

考勤登记表，课前、课中、课后 3 张评估

表，跟踪学习成效。

从陆军某部交流到机关某处不久

的参谋张哲感慨：“我过去一直在作战

部队工作，对国防动员的工作不了解，

想学习也不知该从哪儿入手。请‘老武

装’来讲业务、谈经验，让我快速进入

情况。”

为 强 化“ 周 一 夜 校 ”学 习 成 果 转

化，该军分区还采取现场抽点提问的

方 式 ，鼓 励 大 家 登 台 发 言 ，并 在 课 后

组织大家一起交流经验做法，相互取

长补短。

河南省漯河军分区开办“周一夜校”

走到台前讲 坐在一起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