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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北大街民宅发生‘火情’，请迅

速前出救援！”指令下达，上海市青浦

区朱家角镇民兵水上应急分队迅速

响应——2 架无人机紧急升空，6 艘

冲锋舟载着 20 余名民兵携装出动，

在淀山湖中犁开层层白浪……

随着元旦春节临近，朱家角古镇

客流量日益增大。连日来，该镇武装

部组织民兵应急分队开展针对性训

练，着力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古镇依水而建，街道狭长、房屋

密集，遇有紧急情况，大型车辆无法

进入。”该镇武装部部长介绍，为此，

他们组建民兵应急分队，担负起消

防安全、水上救援、抢险救灾等任务，

守护古镇一方平安。

今 年 9 月 ，受 台 风“ 贝 碧 嘉 ”影

响，古镇部分路面积水严重。该应

急分队顶风冒雨参与恢复主干道路

通行任务，转移群众近千人；今年国

庆节期间，古镇西井街突发火灾，执

勤队员边处置边汇报，并做好现场

警戒工作，其他队员闻讯赶来，10 多

分钟后扑灭明火……回顾 2024 年该

应急分队交出的答卷，青浦区人武

部领导感触良多：“三五人一组的迷

彩身影活跃在古镇各个角落，他们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是淀山湖畔的

‘急先锋’。”

走进该应急分队荣誉室，100 余

块奖牌、30 余个奖杯、40 余面锦旗、

50 余封表扬信静静诉说着这支队伍

的不俗成绩——成立 17 年来，先后

处置灾情险情 600 余起、营救落水群

众 10 余人、协助转移受灾群众 4000

余 人 …… 在 一 面 写 有“ 大 爱 无 私

舍 身 救 人 ”的 锦 旗 前 ，应 急 分 队 负

责 人 向 记 者 讲 述 了 一 件 往 事 ：一

次，执勤队员驾驶巡逻艇至珠溪大

桥处 ，发现远处疑似有人落水。他

们驶近后看到一名女子在水面上挣

扎。民兵翟坤纵身跃入湍急的湖水

中 ，奋 力 游 向 落 水 者 ，将 她 托 出 水

面。其余队员迅速靠近，将该女子

拉上巡逻艇。

记者在该应急分队装备器材室

看到，无人机、摩托车、手推式消防车

等装备一应俱全。码头上，冲锋舟、

橡 皮 艇 、巡 逻 艇 整 齐 列 装 、蓄 势 待

发。翻阅他们这一周的训练计划表，

体能训练、军事技能训练、水上救援

训练等安排得满满当当。入队时间

最长的民兵施子斌告诉记者，瞄准新

使命新任务，应急分队邀请区水上救

生协会开展水中救援培训，提升大家

水中自救、互救与救人能力；邀请区

红十字会专业人员进行急救培训，目

前所有队员都掌握了外伤紧急止血、

包扎和心肺复苏等急救技能，持有红

十字会颁发的证书。

夕阳西下，淀山湖面波平如镜，

一支支民兵执勤小队穿梭在古镇街

巷……

上图：朱家角镇民兵水上应急分

队在巡逻。 郇淇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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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罗文报道：“桥头集镇武

装部部长孙劲同志提拔为该镇常务副

镇长……”12 月中旬，在安徽省肥东县

专武干部例会上传来的一条喜讯，让专

武干部备受鼓舞。

“今年已有 4 名专武干部被提拔任

用。”该县人武部领导介绍。此前，成长

进步空间受限、进出渠道不畅等问题，

影响了专武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专

武干部身处一线，工作状态直接关乎武

装工作质量。”该县人武部领导在县委

常委会上提出，打破专武干部晋升瓶

颈，让有为者更有位。

为此，该县县委组织部与人武部

联合出台《关于加强新时代基层武装

工作的若干意见》，打通专武干部“选

培管用”全链路。文件明确，在党管武

装、兵员征集、民兵训练、双拥共建等方

面逐项逐人量化考评，其中大项工作、

考核比武作为重要考评指标。对考评

优秀人员优先提拔任用，对考评靠后

人员约谈提醒，树起“能者上、庸者下”

的用人风向标，激发专武干部专武兴

武内在动力。

长临河镇武装部部长孙飞在全省

新任武装部长集训考核中，取得第一名

的好成绩，在 2024 年度考核中获评优

秀。经人武部推荐，孙飞被县委组织部

纳入重要培养对象。同时，县委组织部

建立专武干部后备人才库，把符合任职

标准的优秀公务员纳入库中，及时向人

武部推荐任用，确保专武干部队伍不断

档、标准不降低。

“成长有奔头，干事有劲头。”八斗

镇武装干事周平平，2 年前通过退役军

人专项招录成为一名武装干事。作为

专武干部队伍中的“年轻血液”，她对未

来充满期待：“有这样给力的成长进步

舞台，我没有理由不加倍努力。”

安徽省肥东县拓宽专武干部发展渠道

优秀者优先 有为者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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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序仲冬，温室大棚蔬菜陆续收获

上市。在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水川镇大

川渡村温室园区，上海青、油麦菜、茼蒿

等绿叶菜青翠欲滴。村民阚明慧穿梭在

大棚里，娴熟地砍菜、摘叶、称重，脸上洋

溢着丰收的喜悦：“有了产业奖补，我种

大棚蔬菜的信心和底气更足了。”

今年 2 月，为进一步推动对口帮扶

村产业优化升级、拓展村民增收渠道，

白银军分区协调市委市政府制定印发

《关于扶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产业高

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出台一

系列产业奖补政策。笔者翻阅该办法

了解到，产业奖补政策受益对象是各帮

扶村 2024 年度发展自种自养项目的脱

贫户，在种植养殖、土地流转和购置农

机 3 个方面给予奖补。

产业奖补标准与发展规模挂钩，分

为基础奖补、专项奖补、农户年度奖补和

特色产业奖补 4 个奖补类目。“我们综合

考虑脱贫户的发展需求，实行差异化奖

补。这一举措，大大激发了脱贫户的种

植养殖积极性。”该军分区领导介绍。

该办法还明确了产业奖补申领流

程。脱贫户先向所在村提出发展产业

申请，填写申请表，注明相关信息并提

供产业发展照片等证明资料；军分区帮

扶干部对脱贫户发展产业情况进行实

地验收，村党组织书记逐户核实；军分

区会同有关部门，对上报的奖补对象信

息进行汇总，并将信息放在县区级网站

上进行公示，接受群众监督。

前不久，景泰县人武部帮扶干部到

寺滩乡九支村验收，村民郑龙凯高兴地

说，在今年第一批产业奖补申报中，他

申报了 4 亩甜糯玉米、1 头牛、20 只鸡，预

计能得到满额奖补。截至目前，该军分

区对口帮扶村的 2000 余名脱贫户享受

了产业奖补政策。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落实好产业奖补

等帮扶政策，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助力乡亲们致富增收。”该军分区领导说。

甘肃省白银市军地出台帮扶新政策—

“产业奖补”助力乡亲增收
■马 强 本报特约通讯员 杨 涛

“ 拿 起 针 线 ，坐 在 家 中 就 可 以 挣

钱！”前不久，广东省乳源瑶族自治县游

溪镇村民盘媳塞接到刺绣订单，高兴得

合不拢嘴。之前，她报名参加了韶关军

分区牵头组织的“广绣+瑶绣”免费培

训班，“没想到这么快就有订单了”。

“广绣和瑶绣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广绣的市场广阔、平台成熟、

知名度高，而瑶绣历史悠久、极富民族

特色。”韶关军分区领导介绍，近年来，

广东省着眼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部

署启动“百千万工程”，主要内容为推动

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今年，韶关

军分区以“百千万工程”典型镇村建设

为牵引，在游溪镇探索建立“广绣+瑶

绣”双国家级非遗合作帮带模式，开办

“广绣+瑶绣”培训班，助力“指尖技艺”

转化为“指尖经济”。

游溪镇是瑶绣传承和发展的重要

基地。游溪镇领导介绍，过去一段时

间，瑶绣市场需求走低，产品同质化、销

售渠道单一等问题比较突出，瑶绣行业

发展动力不足。如今，在军分区的帮扶

下，大家看到了新希望。

笔者随盘媳塞走进位于游溪镇八一

瑶族新村的“广绣+瑶绣”培训班，40余名

学员坐在绣架前飞针走线。她们的手指

灵活舞动，丝线在指尖穿梭，一会儿工

夫，便在绣布上勾勒出栩栩如生的图案。

课程搬进村、技艺送上门、绣架免费

送……在军分区牵线搭桥下，广州市“最

美退役军人”、广绣市级非遗传承人王新

元来到八一瑶族新村开设培训班，手把

手讲解、面对面传授，并帮助大家将广绣

技法融入瑶绣制作，推动瑶绣创新发展。

“两种国家级非遗刺绣技艺的融

合，可以绣出更具创新力和竞争力的绣

品。”受邀开办培训班后，王新元便潜心

对比广绣与瑶绣的技法、图案、针线的

特点，在绣布上反复揣摩，设计绘样，

以便让两者相得益彰。他表示，广绣拥

有成熟的产品销售渠道，更有海外推广

平台，他会将瑶绣带到广州，与广绣一

同推广，并挑选部分瑶绣作品上架海外

平台，让瑶绣走出国门。

一根针、一片绸，一双巧手……村民

冯丽萍的丈夫常年在外务工，她在家操

持，照顾一家老小。如今，冯丽萍接单在

家刺绣，半天时间便可绣出一幅精致的

木棉花绣品。“学会了广绣技法，并用于

瑶绣，让老技艺有了新创意，我们的绣品

一定会大卖。”冯丽萍信心满满地说。

“瑶族家家户户都会刺绣，可以说，

瑶绣就是我们瑶族的‘活文字’。”已有

40 年绣龄的赵腊婢在培训中认真学习

广绣技法。她认为，广绣针法细腻、色

彩丰富，瑶绣图案独特、富有民族特色，

广 绣 与 瑶 绣 相 遇 ，是 一 种 奇 妙 的“ 碰

撞”。看着自己“广绣+瑶绣”的创新作

品，赵腊婢高兴地说：“我得赶在瑶族刺

绣展馆正式开馆前，将绣品送到展馆。”

赵腊婢口中的瑶族刺绣展馆，是军

分区在八一瑶族新村打造的展示和销

售瑶绣作品的平台。“老技艺焕发新活

力，小银针也可绣出大产业。”该军分区

领导如是说。“展馆马上要开馆了，届时

我们将举办开馆仪式和作品展示，现在

已经收到百余幅展品。”游溪镇领导看

着即将完工的展馆激动地说，在军分区

协调下，多家媒体将前来报道，通过镜

头和笔端，让更多的人知晓非遗瑶绣。

参加培训班的赵香红是个“零基

础”。“我妈妈是绣娘，但我从没有拿过

绣花针。来培训班本是想长长见识，没

承想去听了两节课就完全被迷住了。”

赵香红笑着说，“在培训班上，我见证了

广绣和瑶绣两种技法交织的魅力，让我

对刺绣有了向往，也对传承和发扬瑶绣

有了一种使命感。”赵香红决心学习瑶

绣，一有时间就往村里的绣坊跑。

“接下来，韶关市军地将持续推动

瑶绣创新发展，把国防元素融进绣品，

开展‘非遗瑶绣+国防教育’进校园活

动，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让瑶

绣走得更远、更广。”军分区领导说，此

外，他们还将积极与市、县多个部门对

接，利用本地优质文旅资源，探索“广

绣+瑶绣+文旅”模式，助力非遗文化进

景区、瑶绣进文创店，进一步提升品牌

附加值，帮助村民实现稳定增收。

左上图：王新元为学员示范讲解广

绣技法。 张文镔摄

韶关军分区投身参与广东省“百千万工程”典型镇村建设—

小小绣花针 绣出大产业
■林晓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