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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腊月，寒意渐浓，山城学子们

的参军热情却日益高涨。

在重庆化工职业学院，来自该校

军事兴趣社的战术动作表演，吸引众

多学生驻足观看。一招一式，有模有

样，不时有学生发出赞叹：“太帅了，

我也想去当兵！”

该军事兴趣社成立于 2023 年，

大 部 分 成 员 为 该 校 退 役 复 学 大 学

生。一年多来，他们不仅活跃在学校

组织的各类国防教育活动中，还积极

参与征兵宣传。“经过部队淬炼，就是

不一样，他们就是征兵‘活广告’。”该

校征兵工作站工作人员谢海涛对记

者说。

“强军兴军，要在得人。重庆高校

多、大学生多、高技能人才多，是优质

兵员富矿。”重庆警备区机关某局领导

介绍，结合这一实际，近年来，他们积

极指导驻地高校成立军事类社团，在

校园广泛开展征兵宣传、国防教育等

活动，激励更多有志青年携笔从戎。

“枪身和身体保持一条直线，枪后

部要贴紧肩窝……”四川美术学院征

兵宣传现场同样人气火爆。沙坪坝区

人武部工作人员介绍完征兵政策后，

该校军迷社成员展示了亲手制作的武

器装备模型，向在场的同学进行讲

解。军迷社负责人齐广浩告诉记者，

除了配合兵役机关开展征兵宣传活动

外，社团还积极拍摄国防主题写真、组

织国防教育主题展览、开展国防主题

互动游戏等，深受同学们的欢迎。

“军事类社团成员除了退役复学

大学生外，还汇集了来自学校不同专

业、心怀从军梦想的优秀青年。”沙坪

坝区人武部政工科负责人介绍，社团

成员对国防知识和部队生活有一定

的了解，又思维活跃、各有所长，依托

军事类社团策划开展的征兵宣传活

动，形式新颖、内容丰富，更符合大学

生们的“口味”，吸引力和感染力自然

增强。

军事类社团如雨后春笋涌现，活

跃在巴渝大地菁菁校园，成为征兵宣

传生力军。前不久，巴南区人武部工

作人员来到重庆理工大学，和该校军

事爱好者协会成员一起发放征兵宣

传手册，解答征兵热点问题。“我们在

高校军事类社团中组建征兵宣传队

伍，定期开展征兵宣传业务培训，让

他们通过一对一辅导、线上答疑等方

式，为高校应征学子解决应征报名及

入伍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该人

武部工作人员说。

目前，重庆大学、四川美术学院、

重庆电子科技职业大学等 70 余所高

校成立了军事类社团，在军事类社团

的带动下，高校学子参军报国热情持

续高涨。接下来，该市还将继续发挥

高校聚集优势，依托军事类社团开展

丰富多彩的征兵宣传活动，进一步激

发高校学子参军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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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刘洋、严斐然报道：“伤

员”后送，卫勤分队迅速前出驰援；大坝

“决堤”，应急分队火速赶往封堵；城区

“内涝”，冲锋舟转运被困群众……这是

日前笔者在湖北省应城市人武部民兵

训练基地看到的场景。在现场组织训

练的民兵教练员汪洋介绍，这是人武部

针对 2024 年度民兵训练“欠账”开展的

一次集中“补差”。

前不久，该人武部组织 2024 年度

工作总结，军事科汇报的一组军事训

练数据引起部领导高度关注——第一

期民兵训练，13 人缺勤 3.5 天；第二期

民兵训练，6 人考核成绩未达到合格；

第四期民兵训练，8 人请假 2 天……究

其原因，有的是因家里农活耽误了训

练，有的是因企业生产任务重而缺训，

有的是因个人基础薄弱影响了训练成

绩。该人武部党委一班人一致认为，

工作头绪再多，个人理由再大，军事训

练也不能有欠账，责令军事科立即组

织复训补训。

军事科对照训练计划、对比各项训

练指标，认真梳理出人员没训全、时间

没训够、内容没训实、效果没训出 4类 50

名民兵，协调地方有关部门联合通报相

关单位，督导全员参加复训补训。各编

兵单位自觉调整工训矛盾，人员自我克

服个人困难，全时全员参加复训补训。

为杜绝复训补训图形式、走过场等

现象发生，该人武部军事科为参训民兵

量身定制训练计划，一对一组织教学帮

带，让训练尖子谈体会、专业骨干讲技

能、先进标兵作示范，进行“考、比、拉”

量化大排名，张榜公布。

寒冬腊月，气温骤降，但民兵参训

热情持续高涨。从考核成绩看，参加复

训补训的 50 名民兵全部合格。

湖北省应城市人武部集中组织民兵复训补训

军事训练不能欠账

2024 年 12 月 29 日 ，家住浙江省台

州市路桥区的李女士结束加班，赶到区

青少年宫“小雄鹰加油站”接儿子。“妈妈

你看，这是我做的小熊饼干，我要给爸爸

打电话，告诉他我学的新本领！”看着兴

高采烈的儿子，李女士拨通远在高原边

防服役的丈夫的电话。

在青少年宫设立“小雄鹰加油站”，

是路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为军人解决后

顾之忧的一项新举措。该区退役军人事

务局党组书记胡锡勤介绍，军人职业特

殊，军人家庭特别是双军人家庭，在子女

教育方面面临许多实际困难。为此，区

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路桥街道、新桥镇

武装部及区青少年宫，开办“小雄鹰加油

站”，为军人子女提供托管服务。

晚上 7点，笔者走进“小雄鹰加油站”

看到，军娃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做手工、学

烘焙、练画画。“每次送孩子到‘小雄鹰加

油站’，她都很高兴，说在这里能学到很

多有趣的知识，还认识了不少小伙伴。”

家住新桥镇的军嫂莫陈莎感慨，“关键是

托底，把孩子放在这里，我放心，孩子爸

爸更安心。”莫陈莎的丈夫在海军某部服

役，她平时工作又忙，节假日经常要加

班，“小雄鹰加油站”的开办帮了她大忙。

此外，该退役军人事务局还充分发

挥拥军企业作用，在区妇女儿童服务中

心设立“雄鹰军嫂学苑”，丰富军嫂文化

生活的同时，帮助她们提升就业创业本

领；成立台州市荣军康复医院，为优抚对

象提供专业化医疗保障服务；开发“崇军

汇——码上共富”应用，方便退役军人办

理创业信贷等业务……

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告诉笔

者，目前，全区共建有双拥示范街 10 条，

拥军志愿服务站 256 家。新的一年，他

们将不断创新服务模式，出台更多拥军

优属措施，让军人军属及其他优抚对象

省心更暖心。

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为军人解忧—

“小雄鹰加油站”为军娃加油
■黄 兴 梁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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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冬时节，位于滇东南的文山壮族

苗族自治州山明水净，候鸟翩跹。

“80 多年前，无数正值青春年华的

边疆儿女离开故土，冲破敌人的层层封

锁，不远千里从西南边陲奔赴延安，为

了革命的胜利抛头颅、洒热血。他们的

故事听了令人热血沸腾！”文山市开化

街道民兵应急连战备点验拉动结束后，

就近来到国防教育基地——楚图南故

居参观见学。民兵李成功聆听讲解后

感慨万分：“这堂教育课鲜活生动，让我

们更加深刻理解新时代民兵的职责使

命。我们一定苦练打赢本领，早日成为

应急支援保障的‘铁拳’。”

才下训练场地，又进红色场馆。趁

热打铁、见缝插针开展教育，是文山军

分区将思想政治工作抓在日常、融入平

常的生动实践。

文山临边涉外，边情地情特情复

杂，练兵备战、应急处突等任务较重。

如何抓实动散条件下的思想政治教育，

强化思想、夯基固本，让全体民兵“平时

稳得住、急时冲得出、战时打得赢”，成

为摆在该军分区党委一班人面前的一

道紧迫课题。

思路的打开，源于一场比武。一

次，文山市民兵比武小分队参加文山军

分区年度军事大比武竞赛。虽然时间

紧、任务重、课目多，部分队员还是第一

次参加这样的大赛，但大家没有怯场，

团结拼搏、奋勇争先，最终取得工程抢

修抢建课目第一名、抗洪抢险实战对抗

课目第二名、战地炊事保障课目第四名

的好成绩。比武归来，人武部领导将专

业尖子、精武标兵请上讲台，通过“线

下+线上”方式，为全市民兵上了一堂

生动的战斗精神培育课。“身边的榜样

更有说服力。”不少新入队民兵深受触

动，“赛场如战场，拼搏见精神。平时敢

打敢拼，战场上就能硬碰硬！”

文山市人武部打造冒热气、接地气

的教育课堂的做法，给军分区党委一班

人启示：“让教育紧贴形势走，教案紧盯

任务定，课堂紧跟车轮转，才能扫除、打

通动散条件下民兵思想政治教育盲区

和堵点。”该军分区领导介绍，他们以省

军区赋予的新时代民兵政治教育试点

任务为抓手，在民兵整组、集中轮训、遂

行任务间隙，以“大课+小课+微课”形

式灵活机动组教、抓教、施教，打造全员

覆盖、全时能育、全程管理的教育格局。

“我们指导所属人武部结合辖区资

源禀赋和民兵特点，灵活制定教育内容

和形式，形成‘一部一特色’，把‘家常

饭’做出好味道，提升教育的感染力和

吸引力。”该军分区领导介绍。

与此同时，他们根据民兵使命任

务的实际，瞄准不同思想需求，将教育

形式和内容“化整为零”，抓实抓好“微

教育”。“我们注重发挥青年民兵骨干

思维新、脑子活、参与意识强等优势，

鼓励他们走上台唱主角，从受教育者

成 为 教 育 参 与 者 ，形 成‘ 人 人 参 与 教

育、自愿接受教育’的生动局面。”该军

分区领导说。

此外，为畅通民兵思想政治教育

“最后一公里”，该军分区成立由主官、

部门负责人及骨干组成的指导组，指导

所属人武部成立抓教小组，因势组教、

因时抓教、因地施教；建立拿来就能用

的教员、教案、配套活动等资源库，“菜

单式”定制课堂服务；出台操作性、针对

性较强的《2024 年民兵思想政治教育

教案汇编》，组织编印《新时代民兵政治

教育课外读本（试行）》，确保教育接地

气、冒热气；定期开展“好课共享、品牌

共建”政治教员比武竞赛活动；借助地

方多个国防教育基地及军分区军史馆

等场所，推出微课堂、讲武堂、情景课；

围绕当前民兵关注热点、思想堵点和教

学难点，在军地融媒体平台打造“掌上

云讲堂”“掌上微课堂”……

一套教育“组合拳”打下来，有力激

发民兵饱满的政治热情、高昂的战斗意

志。前段时间，该军分区选派民兵专业

分队跨区域参加某场站 2024 年度医疗

救护挂钩训练。由 16 名医护人员组成

的民兵医疗救护排从集结机动到远程

归建，克服跨区域的劳顿、气候差异的

不适，圆满完成各课目的训练和考核任

务，受到上级肯定。

“在此次挂钩训练中，我们把思想

政治教育贯穿任务全过程、全流程、全

要素，做到任务前有思想动员、任务中

有思想交流、任务结束有思想汇报，思

想骨干全程参与，时时处处掌握活思

想、全时全程解思想疙瘩。这一尝试

将成为我们今后开展民兵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的一个重要方向。”该军分区领

导说。

家常饭菜壮筋骨。2024 年以来，

该州民兵分队多次参加联演联训、应急

处突、抢险救灾等大项任务，召之即来、

来之能战，上交了一份合格答卷。

云南省文山军分区提升民兵思想政治教育质效—

把“家常饭”做出好味道
■杨 玺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