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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境部队开进道路遭‘敌’破坏，

令你部民兵道桥分队前出支援！”仲春

时节，一场实战化支援保障训练在黔

山黔水间展开。

随着贵州省贵阳市军地联合指挥

中心指挥员下达支援保障行动命令，

民兵无人机分队操控无人机封锁指定

空域，排爆手操控激光设备清除路障，

抢修民兵利用车载机械臂快速修补受

损路面……

这场“科技范”十足的支援保障训

练，是贵阳市探索构建模块化组合、区

域化配置、模拟化训练、精细化管理、

集成化运用“五化联动”机制，推动民

兵建设转型升级成果的一个缩影。

“传统编建模式存在力量分散、响

应迟缓的短板。”贵阳警备区领导告诉

笔者，紧贴新时代打仗型国防动员体

系建设需求，该市聚焦民兵建设痛点、

堵点和难点，以“机制创新+科技赋能”

为双引擎，通过“五化联动”推动民兵

队伍从“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

转型。

“要创新编组模式，必须首先打破

传统藩篱。”警备区机关某处负责人介

绍，他们依托当地产业集群优势，构建

“行业主导+专业集成”的模块化编建

体系，通过大数据把有专业资质等级

的行业精英纳入编兵主渠道，先后编

建生化防护、医疗救护、无人机攻防、

工程抢修、运输保畅等多个模块化单

元。同时，打破区县各自为战壁垒，按

区 域 化 配 置 ，走 开 连 片 整 编 、跨 区 抽

编、人装合编方法路子，构建起“平急

转换—快速响应—精准支援”新型编

组链路。

编为战、训为战。与编组革新同

步推进的，还有训练体系的数字化转

型。笔者在观山湖区某综合训练场看

到，民兵正通过智慧靶场开展攻防训

练。由智慧靶场、虚拟仿真系统构建

的数字化练兵平台，将虚拟与实战训

练有机融合，突破时空限制，在调动参

训民兵积极性的同时，也让专业训练

水平大幅提升。

“ 过 去 练 兵 在 操 场 ，现 在 练 兵 在

‘云端’。”该区人武部参谋彭华介绍，

现在 70%以上的课目训练实现模拟化，

装备操作合格率明显提高。组训模式

的迭代升级，助推遂行任务能力快速

提 升 。 在 2024 年 一 次 森 林 火 情 处 置

中，市民兵无人机分队通过三维建模

大幅提升火情研判效率，为应急指挥

部提供精准决策支持，最大限度减少

了生命和财产损失。

前不久，乌当区医疗救护分队准

备 参 加 上 级 拉 动 训 练 ，一 名 队 员“ 失

联”。区人武部第一时间通过跨部门

数据共享平台智能调度系统，了解到

这名队员正在所在医院为病人做手术

后，即刻调配备用力量补位，圆满完成

拉动任务。

“过去民兵管理主要靠人工方式，

不论是点验报到还是任务分配均耗时

费力，且容易出现疏漏和延误。”乌当

区人武部领导告诉笔者，如今，打通公

安、医疗、交通等部门的数据接口，通

过科技赋能，让民兵队伍实现动态可

视化管理。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在 2024 年

贵阳市组织的城市防卫训练中，民兵

无 人 机 分 队 运 用 电 子 围 栏 划 定 管 控

区域，频谱监测设备实时追踪可疑信

号，与伪装防护分队形成空地一体防

护 网 ；医 疗 救 护 模 块 预 置 战 地 医 院 ，

12 个 战 斗 单 元 根 据 态 势 变 化 动 态 调

整 部 署 ，成 功 处 置 多 起 特 情 ，充 分 展

现 贵 阳 民 兵 多 域 融 合 、体 系 作 战 、集

成化运用的实战能力，受到上级充分

肯定。

“五化联动”较好实现全市民兵队

伍“需求端改革—供给侧创新—保障

链升级”的系统重塑，新域新质力量比

例大幅增加，专业对口率达到 90%，战

斗单元协同效率提升 40%，应急力量响

应时间较传统模式缩短 30%，跨区支援

半径明显增大，遂行多样化任务能力

取得有效提升。

上图：无人机集群前出。

王金鑫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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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华兵、亚宁报道：日前，以

“全国模范退役军人”许国良助力乡村

振兴事迹为原型拍摄的公益电影《我料

青山应如是》，在京首映。

今年 64岁的许国良是湖南益阳人，

1980 年入伍，1987 年到鲁迅美术学院进

修中国画，1990 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学

习，退役后专习国画，成为一名职业画

家。2019 年，许国良在益阳市资阳区张

家塞乡富民村采风时发现，虽然该村脱

了贫，但村容村貌尚有待改善，艺术教

育资源仍然匮乏。他决心利用自身专

长，免费为这里的孩子传授绘画知识。

“艺术能改变孩子！”2019 年至今，

许国良每个周末都会在富民村免费教

孩子们学习画画。“一共有 3 个班，每个

班十几个人，差不多 50 名学生。”许国

良说，“刚开始，孩子们一点绘画常识都

不懂，有的还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说不

来就不来。”许国良想了个办法，最初报

名学习画画的孩子，家长都要写承诺

书，尽量督促孩子来上课。渐渐地，乡

村孩子的艺术梦想萌芽了。一些原本

性格顽劣的孩子只要拿起画笔就变得

安静，学习成绩也有所提高。“艺术，能

够浸润孩子们的心灵。”许国良说。

“一个人改变一个村。许国良和孩

子们的故事，感动了我。”影片导演肖建

青说，摄制团队以细致入微的镜头语

言，饱含真情实感的叙事方式，将许国

良的事迹搬上银幕。影片参演的演员

多为富民村的村民，他们用质朴的表演

呈现了该村的蜕变。

首映仪式现场，一场别开生面的留

守儿童主题画展同步展出，32 名来自资

阳区的留守儿童格外惹人注目。他们

用 300 多幅饱含童真与无限想象力的

画作，呈现许国良的教育成果，给观众

留下深刻印象。

“全国模范退役军人”许国良

助力乡村振兴事迹被搬上银幕

“孩子，收彩礼是咱这儿的风俗，不

要彩礼人家会笑话咱的！”

“爸，好的习俗要传承，陈规陋弊得

抵制！”

仲春午后，暖意融融。安徽省宿州

市朱仙庄镇工人村百姓大舞台前，挤满

从十里八乡赶来的村民，来晚了没有座

位的干脆将三轮车一横，站在车上往

台上瞧。大伙观看的是“十姑娘”民兵

班自编自演的小品《彩礼风波》。台上

包袱一个接一个抖出，台下欢声笑语

不断。

“乡亲们，听俺说，7 年来，中央一号

文件 6 次点名‘高价彩礼’。国家都在

关心咱老百姓的家务事，咱们自己也要

重视起来啊！”说话间，姑娘们走下舞

台，将“抵制高价彩礼，倡导文明婚俗”

倡议书发到现场观众手中。

“不出高价彩礼，咋能娶到媳妇？”

一位大娘把手一摆，非但没接倡议书，

还撂下这么句话。见状，去年国庆节

刚完婚的队员吕晓飞走上前：“大娘，

你可别这么说！俺结婚不但没要一分

钱彩礼，就连婚车喜宴都省了。”

“闺女，你说的是真的？”“这个还能

假？！不信你看这相片。”吕晓飞亮出手

机中留存的结婚照，上面没有豪车宴

席，只有新人捧着大红喜字笑作一团。

看到这儿，这位大娘若有所思……

“ 带 头 抵 制 高 价 彩 礼 ，咱 们 有 传

统。”民兵班班长邱皖军告诉笔者，该班

成立之初，就因反对高价彩礼留下一段

佳话。

20 世纪 80 年代，皖北农村婚丧嫁

娶大操大办之风盛行，很多青年男女因

高价彩礼而劳燕分飞。在时任班长带

领下，她们以“十姑娘”民兵班的名义给

全市民兵发了封公开信，旗帜鲜明地提

出“结婚不要彩礼”。倡议发出后，当地

政府专门下发文件，组织团员青年围绕

倡议书开展大讨论，“学习十姑娘，结婚

不收礼”，成为当地青年人的时尚。

“眼下，摒弃高价彩礼，时不我待。”

邱皖军说，近年来，高价彩礼又抬了头，

新时代的“十姑娘”民兵班又主动站出

来。她们通过自编自演小品《彩礼风

波》，把“抵制高价彩礼、倡树文明新风”

融入其中，寓教于乐。同时，还利用网

络发布抵制高价彩礼相关短视频，实现

线上线下双管齐下。截至目前，她们已

演出 20 余场次，发放抵制天价彩礼宣

传单 4000 余份，制作的视频点击量上

万次。

“皖北农村任务重，移风易俗不能

歇……”说话间，舞台上，女民兵们又开

始击节而歌。此刻，春风拂面，村子里

的柳树已吐露新芽。

安徽省宿州市“十姑娘”民兵班倡树新风—

“抵制高价彩礼，倡导文明婚俗”
■舒 彬 田建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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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与国防

春回大地，新疆塔克尔穆库尔沙漠

腹地，一团团风滚草沿着边防线顽强地

扎根生长。

这天一大早，护边员朱国利、王利

夫妇像往日一样早早起床，做饭、喂羊，

早餐后穿上迷彩作训服，挂上马鞍，开

启一天的巡边任务。在这条边防线上，

他们已经携手度过 31 个春秋。

朱国利的父亲 20 世纪 60 年代初来

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 4 师 63 团工作，

朱国利生于斯长于斯。1994 年，他与妻

子王利结婚没几天，两人便主动申请前

往乔老克边放牧边巡边。

“我们是自愿到这儿的，条件虽然

艰苦，但这里是我们的家。”距离哨所 3

公里处，有一座简陋的地窝子，这便是

朱 国 利 夫 妇 在 乔 老 克 生 活 10 年 的 居

所，也是他们的婚房。朱国利至今仍记

得，夏季蚊虫肆虐，孩子刚出生不久被

叮咬得哇哇大哭；隔年寒冬，孩子突发

高烧，浑身抽搐，两人慌乱地驾着马车

向医院赶，40 多公里的雪路遥远漫长，

鞋子何时跑掉都未察觉……

“家是哨所，哨所是家。”2005 年，上

级为朱国利夫妇修建了一栋新房，命名

为“乔老克哨所”，夫妻俩从此结束住地

窝子的生活。也是从这一年起，两人成

为正式护边员，乔老克哨所成了“夫妻

哨所”。

数 十 年 寒 来 暑 往 ，夫 妻 坚 持 在 17

公里长的边境线上巡逻，累计巡边超过

50 万公里，马换了 5 匹、摩托车骑坏了 8

辆。如今，虽视频监控落户哨所，夫妻

俩站在哨楼里可以清晰地观察周边情

况，但实地踏查的习惯从未改变。“只有

每个角落都走到位，心里才踏实。”朱国

利笑呵呵地说。

笔者来到乔老克哨所，远远看到院

子里鲜艳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王利

说：“看见国旗就是看见了家。”这些年

来，除了看病去过一趟乌鲁木齐，她几

乎没有出过远门。

“因为这个哨所常年离不开人，我们

两个人也从来没有一起出去过。现在我

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到北京天安门去看

升国旗仪式。”说这话时，王利饱经沧桑

的脸上露出孩童般的天真与渴望。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小小的一

方 哨 所 见 证 了 朱 国 利 夫 妇 的 如 歌 岁

月，他们用相伴相守诉说着对彼此的

爱意和对祖国边防的深深眷恋。2012

年，乔老克哨所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确定为“屯垦戍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哨所，走进他们的守

防故事。

上图：朱国利、王利夫妇巡逻间隙

坐在沙丘上眺望远方。 贾泽民摄

护边员朱国利、王利夫妇 31 年如一日在新疆塔克尔穆库尔沙漠
腹地的边境线上执勤巡逻，把最深沉的爱献给祖国—

“家是哨所，哨所是家”
■刘欣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