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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冬时节，寒风呼啸。接过基干民

兵集训摸底考核成绩表，阿布力克木·托

乎提的心凉了半截。

阿布力克木·托乎提是新疆乌什县

人武部公认的训练骨干，参加过多次考

核，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尤其是在一次

群众性练兵比武中，他刷新了阿克苏军

分 区 基 干 民 兵 3000 米 跑 、战 术 基 础 动

作、手榴弹投掷等课目纪录。

“没想到，这次摸底考核只拿到了第

8 名 ……”阿 布 力 克 木·托 乎 提 一 脸 沮

丧，本以为能续写“辉煌”，成绩一出炉，

却让人大跌眼镜。

“训练尖子”为何败北？

原来，在这次考核中，该人武部改变

了以往就单项课目一较高下的集训考核

模式，多个课目连贯实施，让一些民兵暴

露出了短板弱项。

记者在现场看到，卫生与救护、装备

器材操作使用、擒敌技术等课目考核后，

紧接着开始了应急拉动考核。封控围

剿、迂回穿插、伪装侦察……一套“组合

拳”下来，阿布力克木·托乎提体力消耗

殆尽。来不及调整，阿布力克木·托乎提

又和队友们一起投入特情处置。

“光顾着自己猛冲猛打，忽略了和队

友们的配合。”考核中，阿布力克木·托乎

提占据了高地一处有利地形，跟在其后

的队友们却暴露在“敌打击范围”，导致

综合成绩不佳。

基干民兵阿力木·亚森以战术基础

动作见长，这次也栽了跟头。“本以为战

术基础动作是比时间快慢，没想到这次

考核还要看动作是否标准、能否适应战

场环境。这次成绩不理想得怪自己平时

练得不扎实……”

“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结果，但看到了

民兵的真实水平。”考核结束，该人武部领

导拿着考评成绩单说，通过这次摸底，也确

认了平时民兵训练中的“痛点”和“盲区”。

前期他们通过调研发现，为了一张

“好看”的考核成绩单，在平时训练中，一

些单位习惯把经常考核、自身擅长的课

目列为重点，导致“长处更长”，而对短板

弱项关注不够。这次考核，他们突出民

兵训练大纲新增课目在内的 7 个偏训弱

训课目，将参训民兵拉到近似实战的环

境下组织，全方位检验基干民兵协同能

力和训练水平。

“通过摸底考核，我们梳理出基干民

兵连贯实施能力弱、陌生环境实战化水

平不高等问题。”该人武部工作人员介

绍，集训中，他们按照“分类编组、精准施

教”的思路，邀请作战部队的训练骨干全

程指导，针对基干民兵弱项课目开展强

化训练。同时，他们组织人员集中攻关，

拿出民兵训练整改方案，优化训练教案，

提高训练质效。

知耻而后勇。一天训练结束，集训

队学习室依然灯火通明，民兵们一起认

真总结反思，复盘研讨考核训练中暴露

的问题和下一步的训练改进方向。

“接下来我要好好训练查漏补缺，争

取下次到考核场考出好成绩！”阿布力克

木·托乎提目光坚定地说。

“训练尖子”为何败北
■朱峻志 符龙旭 本报记者 贾广宇

战场对阵，仅靠“一招鲜”，虽可

赢得一时主动，但碰到素质全面、长

攻善守的对手，往往会败下阵来。

过 去 常 说 ：“ 一 招 鲜 ，吃 遍 天 。”

但 在 日 新 月 异 的 军 事 斗 争 领 域 ，随

着 战 争 形 态 变 化 ，战 场 环 境 愈 加 错

综复杂，如果只注重单项课目冒尖，

面 对 短 板 弱 项 视 而 不 见 ，民 兵 队 伍

建 设 就 无 法 实 现 高 质 量 发 展 ；仅 靠

一 个 尖 子 单 枪 匹 马 ，靠 哪 一 项 优 势

课 目 单 打 独 斗 ，民 兵 队 伍 很 难 遂 行

好实战化任务。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只有将

训练短板补齐，将“一招鲜”变为“招

招硬”，上了战场才会应对裕如、战胜

对手。

“一招鲜”未必“吃遍天”

短短 评评 ■任炳彬

本报讯 林晓淇、李梦圆报 道 ：

“一次入伍，一生荣耀；从军报国，无上

光荣。绿色军营等你来！”日前，广东省

韶关市曲江区征兵领导小组组长、区长

带领区人武部部长、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局长、曲江人民医院院长等，走进广东

省松山职业技术学院，向大学生发出诚

挚邀约。

区长讲优待政策、部长话军旅生

活、校长列复学福利……“讲得全、说

得准，从入伍到退役，整个流程都清清

楚楚。”松山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蔡

斌听完宣讲后，早早地站在报名窗口

前排起了队。

“近年来，曲江区推出‘区长喊我

来参军’活动，取得良好宣传效果。”曲

江区征兵办领导介绍，如今，在曲江，

区镇两级“一把手”为征兵代言已成为

常态。

岁末年初，在曲江区大塘镇市场，

由 大 塘 镇 领 导 、卫 生 院 院 长 、武 装 部

长、退役军人事务站站长以及各村民

兵连连长组成的征兵宣传队伍穿梭在

赶集的人群中，他们一手拿宣传册一

手拿大喇叭，向赶集的村民宣传征兵

政策，现场发放宣传册 1000 余份，吸引

适龄青年及家长近 300 人咨询。

“这是大塘镇‘一把手’进行征兵

宣讲的第 4 个年头。”该镇领导说道，每

逢重大节日和寒暑假假期，“一把手”

宣讲团队以集中宣传和包片到户相结

合的方式，将征兵宣传触角延伸至普

通村民家庭，确保征兵宣传不落一户。

据介绍，曲江区把征兵工作纳入

“一把手”年度综合考评、组织党政主

要领导参加欢送新兵仪式、邀请区长

征兵动员电视讲话等方式，压实各级

责任，取得较好效果，该区大学毕业生

征集比例实现逐年稳步提高。

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

区镇两级主要领导宣传征兵

本报讯 王金鑫、凌方艺报道：连

日来，由贵州省军区政治工作局组织

的威宁高原兵“立功群体”先进事迹巡

回报告会在贵州多所高校举行，点燃

各高校学子的参军热情。

地处乌蒙山区腹地的贵州省威宁

县是重要的高原兵储备区。自 2018 年

以来，威宁籍官兵连续 6 年立功人数破

百。在威宁县凉山社区朝阳组这个仅

有 40 多户人家的寨子里，就有 21 人参

军，累计立功 88 人次。

“我们专门邀请了 3 位立功受奖官

兵、1 位军属和曾采访过这个群体的记

者，围绕争做‘懂得感恩奋进·立志从

军报国’的新时代好青年主题进行宣

讲，用多样的视角展现威宁高原兵的

奋斗强军故事。”贵州省征兵办工作人

员介绍，威宁高原兵“立功群体”先进

事迹巡回报告会持续一周时间，在贵

阳、遵义、黔南、毕节等地多所高校展

开。作为贵州省 2025 年上半年征兵宣

传的重要组成部分，报告会通过播放

宣 传 短 片 、事 迹 报 告 、互 动 交 流 等 方

式，用榜样的力量，激励更多青年踊跃

参军。

在贵州大学报告厅，来自贵州大

学、贵州师范大学、贵州财经大学等 9

所高校 500 余名大学生代表聆听威宁

高原兵的奋斗历程，掌声此起彼伏，气

氛热烈。

“我从小就向往军营生活，听完威

宁高原兵‘立功群体’的先进事迹，更

加坚定了我参军报国的决心。”贵州大

学军事兴趣类社团学生卢延正说，他

期待能顺利通过层层筛选，早日穿上

梦寐以求的绿军装，到部队去感受不

一样的青春与热血。

走出报告厅，高校学子们心潮澎

湃，围在贵阳市征兵办设置的 10 余个

征 兵 政 策 咨 询 点 前 热 切 咨 询 。 工 作

人员详细介绍大学生征兵入伍流程、

应 征 条 件 、体 检 标 准 、优 惠 政 策 以 及

退役安置等内容，鼓励大家积极报名

参军。

据介绍，报告会期间，贵州省各征

兵 办 在 高 校 设 立 咨 询 点 共 接 受 咨 询

2.3 万余人次，发放征兵宣传册 1.2 万

余份，适龄青年应征报名热情高涨。

贵州省

优秀高原兵赴校园巡回宣讲

本报讯 黄松光报道：辞旧迎新元

旦至，国旗飘扬迎朝阳。1 月 1 日，由浙

江省温州军分区政治工作处、温州市退

役军人事务局和温州大学联合主办的

2025 年元旦升旗仪式暨“崇军温州”新

年第一课活动在温州大学举行。

上午 8 时，升旗仪式正式开始，伴

随着激昂的国歌奏响，温州大学国旗护

卫队队员将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人

员庄严肃立，行注目礼，高唱国歌。

“我是参加过边境作战并荣立战功

的退役军人。”仪式后，“崇军温州”主题

思政课随即开讲，浙江省首届“最美拥

军人物”陶文相等人讲述他们的军旅故

事，引发师生共鸣。

最后，全体人员挥舞手中小红旗，

齐声高唱《歌唱祖国》和《强军战歌》，用

嘹亮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深情热爱、对祖

国的美好祝福和对强军兴军的期盼。

据介绍，温州大学作为国旗设计者

曾联松的母校，一直重视国旗文化的传

承与弘扬。在元旦、国庆等重要节日举

行升旗仪式，是温州大学实施“曾联松

国旗文化工程”的传统项目，也是弘扬

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举措。

“ 此 次 活 动 也 是 温 州 市 成 立 校 地

退役军人工作联盟、温州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与在温高校签订合作协议以来，

共同开展思政活动的第一次尝试。”温

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表示，他们

将持续通过主题思政课在学生群体厚

植家国情怀、激发崇军热情，让青春力

量成为“崇军温州”建设的生力军。

浙江省温州市

新年第一课 共同升国旗

近日，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武部组织专武干部、民兵开展新年度训练。

图为南山区人武部邀请蓝天救援队队员进行急救知识培训。

周敏佳摄

“嘉暄告诉我，她从战友们身上学

到了很多……”近日，西藏军区某旅收

到一封来自烈属刘艽写来的感谢信，字

里行间流露着对部队的感激之情和见

证女儿王嘉暄成长的欣慰。

王 嘉 暄 出 生 于 山 东 济 南 ，现 在 西

藏军区某旅服役。1999 年，王嘉暄 3 岁

时，在原济南军区服役的父亲因公牺

牲。成长过程中，王嘉暄对父亲的印

象日渐模糊，但刘艽一直以父亲为榜

样教育培养她，给她讲述父亲的从军

故事，在她幼小的心灵中种下向往军

队的种子。2014 年 9 月，王嘉暄如愿考

入国防科技大学，后又攻读口译专业

硕士研究生学位。毕业前夕，成绩名

列前茅的王嘉暄毅然选择去高原部队

建功立业。

初上高原，恶劣的环境给了她一个

“下马威”。身材瘦削的她，身体机能一

时难以适应高原缺氧环境，体重直线下

降。战友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有的

在她缺氧时及时搬来制氧机缓解症状，

有的在她生病时 24 小时轮流照顾。在

大家齐心协力的帮助下，她熬过了艰难

的第一道关卡。

在部队工作以来，王嘉暄不负大家

的帮助与期待，出色完成了多项大项任

务，先后保障过香山论坛、“珠峰友谊-

2024”等活动，还在首届全军军事翻译

挑战赛中获得全军口译二等奖……

一 次 体 检 中 ，母 亲 刘 艽 被 查 出 患

病。得知这一消息，正执行某项任务的

王嘉暄，因不能第一时间赶回家中照顾

陷入自责。刘艽温言劝解女儿，鼓励她

坚守岗位，莫要因家事分心。

了解到情况后，王嘉暄所在单位领

导给予支持和关怀，立即批准王嘉暄休

假申请，让她尽快回家照顾母亲。

休假结束，王嘉暄在母亲的嘱咐声

中返回了工作岗位。感慨于女儿成长

的刘艽提起笔写下感谢信，表达最诚挚

的感谢和因个人身体原因“拖累”到女

儿的愧疚。

“因为身体原因，我已无法到高原

当面表达这份心意。”信中，刘艽写道，

组织的鼓励与帮助，她和嘉暄都感恩于

心，她坚信，嘉暄会在岗位再接再厉，努

力工作，继续为国防事业作贡献。

看 到 母 亲 熟 悉 的 字 体 ，王 嘉 暄 泪

如雨下，她表示，每一分努力都是对爱

真挚的回报，在未来工作中，她要进一

步加强学习，提升综合素质，争取早日

建功军营，不辜负单位和母亲的关怀

与期待。

日前，西藏军区某旅收到一封军烈属写来的感谢信——

纸短情长，饱含质朴情谊
■冯瑞鑫 梁馨媛

日前，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武部组织民兵走进大杨镇蔬菜种植基地，帮助村民采摘蔬菜。

徐 伟摄

连日来，北京市征兵办在线上线下持续投送播放 2025 年北京征兵宣传片《你的模样——共赴百年之约》。图为北

京商业地标建筑世贸天阶大屏播放征兵宣传片。 北京市征兵办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