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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张甲贵、特 约 通 讯 员杨

涛报道：“平川区某街道民兵训练场地

建设滞后，靖远县 3 家编兵企业参训人

员未达标……”日前，甘肃省白银市军

地联合督导组对在民兵训练专项督查

中 存 在 问 题 的 单 位 和 责 任 人 进 行 通

报。这是该市建立民兵训练双向问责

机制，以刚性约束推动训练提质增效

的重要举措。

白银军分区机关某处负责人介绍，

过去由于军地职责边界模糊、协调机

制 不 完 善 ，导 致 民 兵 训 练 效 益 不 高 。

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2024 年底，

军分区联合市委、市政府对照相关法

规，出台《白银市民兵训练军地双向问

责实施细则》，明确地方党委政府在人

员调配、经费保障、场地建设等方面的

主体责任，细化军事机关在计划制订、

训练实施、考核评估等环节的具体职

责，对训练组织不力、保障缺位等 12 类

情形，实行军地领导同责同查。

制度是铁，谁碰谁流血。双向问责

机制落地不久，会宁县某企业因未按要

求选派民兵参训，企业负责人在全市国

防教育大会上作检讨；白银区某乡镇民

兵应急排装备配备不达标，乡镇武装部

长和分管领导被约谈。据统计，双向问

责机制运行半年来，政府部门主动对接

保障，企业积极配合出人出力，制约民

兵训练的瓶颈问题大部分已整改，乡镇

街道民兵干部参训率提升至 93%。

“双向问责不是终点，而是起点。”白

银市委书记、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表示，

下一步将把双向问责机制延伸至国防教

育、兵员征集等领域，推动形成党委统揽、

军地联动、全民参与的国防建设新格局。

甘肃省白银市以刚性约束抓实民兵训练

双向问责立起“硬标尺”

“同学们，你们知道咱们学校为啥

叫冷云红军小学吗？冷云原名郑香芝，

1915 年出生于桦川县悦来镇，立志为

国为民的她，上师范时就改名为郑志

民。加入抗联后，她又从唐诗‘冷云归

水石，平生意一开’中取‘冷云’二字作

为化名。1935 年，她还在咱们学校任

教呢。为了纪念这位抗日女英雄，咱们

学校就被命名为冷云红军小学了……”

仲夏时节，一堂别开生面的国防教育

课，在黑龙江省桦川县冷云红军小学开

讲，“冷云女子民兵排”排长杨柳从校名

由来讲起，带领孩子们重温英雄事迹，

追忆烽火岁月。

“我就是从冷云红军小学毕业的，

我和同学们从小听冷云的故事长大，她

是我心目中的偶像。今天，作为英雄民

兵排的排长，我有责任把八女投江的故

事讲给更多人听，让伟大的抗联精神家

喻户晓。”杨柳告诉笔者，“冷云女子民

兵排”自成立之日起，就以 8 位抗联女

英雄为榜样，学习她们的英雄事迹，传

播她们的不屈精神，争当她们的传人。

夏日的桦川县，松花江水静静流

淌，沿江主题公园八女投江的浮雕，静

静肃立，默默诉说着那段从容赴死的慷

慨悲歌。

1938 年 10 月，冷云等 8 名东北抗

联女战士为掩护部队突围，弹尽粮绝后

宁死不屈，挽臂涉入冰冷的乌斯浑河，

书写了八女投江的壮烈史诗。2023 年

10 月，桦川县 30 名优秀女青年高举右

手，在冷云烈士塑像前庄严宣誓——

“冷云女子民兵排”宣告组建。

“不要怕，我们是抗联战士，宁死不

降！”今年 3 月 15 日，桦川县欢送上半年

新兵入伍晚会上，由“冷云女子民兵排”

和冷云红军小学师生自编自演的话剧

《天边有朵美丽的云》，再现 8 位女英雄

挽臂涉入乌斯浑河集体殉国的情景，令

许多新兵流下了眼泪。

“像这样的演出活动，她们每年都

要举行十几场。”桦川县人武部领导介

绍，“冷云女子民兵排”的 30 名队员，全

部是社区或乡镇的网格员。她们充分

利用这一身份优势，组建抗联故事宣讲

队，整理了 17 万字的抗联老兵口述史，

在冷云广场、冷云纪念馆、冷云村和冷

云红军小学设立抗联精神研学点，通过

宣讲、编排文艺节目等形式，讲述抗联

故事，播撒爱国火种。同时，她们与冷

云红军小学等多所学校结成共建共育

对子，在校园开设“红色课堂”，先后培

养 2000 多名抗联精神小宣讲员。“以前

孩子们只知道动漫里的英雄，现在他们

知道真正的英雄就在我们的家乡。”冷

云红军小学校长王庆丰说道。

走进“冷云女子民兵排”宿舍，墙上

张贴的标语映入眼帘：“我们可能永远

不会经历战争，但必须时刻准备着。”杨

柳告诉笔者，她们从建排伊始就把抗联

精神融入到日常训练、演练和遂行任务

中，用八女英烈事迹激励队员传薪火担

使命，争当新传人。

2023 年冬季野营拉练，“冷云女子

民兵排”民兵们冒着暴风雪进行战术穿

插，班长张丽君脚踝扭伤仍坚持完成全

部课目。谈起此事，她动情地说：“每次

训练累到想放弃时，我总会想起抗联先

烈穿着单衣在零下 30 多摄氏度行军的

画面。我爷爷也是名抗联战士，咱是抗

联后代，不能给先辈丢脸！”

去年夏天，松花江流域桦川段遭遇

特大洪水。抢险行动中，“冷云女子民兵

排”与男民兵一样冒着大雨扛沙袋、堵管

涌。看到有段遭洪水侵蚀的堤坝随时

有溃堤风险时，退役军人、民兵应急连排

长孙国维第一个跳进水里。见状，“冷云

女子民兵排”班长杨慧贤也奋不顾身跳

了下去，二人合力将险情排除。事后人

们才知道，孙国维和杨慧贤是一对夫

妻。他们在抗洪一线互励互勉、并肩战

斗的故事，在全县被传为佳话。

“‘冷云女子民兵排’用实际行动，

让 抗 联 精 神 在 新 时 代 焕 发 出 崭 新 风

采。如今，她们不仅仅是一支队伍，更

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已成为桦川县的一

张红色名片。”该县领导这样评价道。

左上图：“冷云女子民兵排”进行训

练。 王 兵摄

“冷云女子民兵排”传薪火担使命—

“咱是抗联后代，不能给先辈丢脸”
■乔小函 伍 朝 边晓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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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杨文、特约通讯员张文明

报道：日前，福建省仙游市 70岁参战老兵

林宗荣，住进联勤保障部队第 900医院干

部病房，成为第一个入住该院“退役军人病

房”的退役军人。在医护人员的陪诊下，他

仅用一天时间就完成相关检查，并明确了

治疗方案。“这个效率，我在别的医院从未

体验过。”林宗荣的满意之情溢于言表。

“我们不仅要为退役军人提供优质

诊疗服务，更要让他们享受专属的尊崇

与关爱。”该院干部病房一科主任孙丽娜

介绍，目前该科共有 5 间面向所有退役

军人及优抚对象开放的专用病房，这些

病房均配备独立卫生间、陪伴床、无障碍

设施以及智能化呼叫系统。

据介绍，联勤保障部队第 900 医院

自去年 5 月在福建省率先挂牌“退役军

人优待医院”以来，着力打造“一站式”服

务、“全流程”优待，通过暖心驿站、绿色

通道、专家会诊及体检优惠、就医优先等

“五专八优”诊疗服务，不断提升退役军

人的荣誉感、幸福感和获得感。院领导

表示，下一步，医院将陆续在全院临床科

室开设“退役军人病房”，为广大退役军

人和优抚对象打造温馨的“健康之家”。

联勤保障部队第 900 医院

退役军人有专属病房

前不久，辽宁省阜新市太平区人武部组织民兵分队和消防应急力量联合

进行灭火救援训练。 迟 锋摄

短新闻

“这些瓜个大，我全要了”“这些

瓜品相好，我要了”……

夏日豫南，烈日当空。河南省信

阳市平桥区祠堂村村民张贤君家的

西瓜地里，一群迷彩身影格外引人注

目，选瓜、摘瓜、搬瓜、称瓜，个个忙得

不亦乐乎。

“这是一次爱心行动。”该区平东

街道办事处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张

军告诉记者，张贤君是名退役军人，

2023 年患上甲状腺癌，2024 年又查

出白血病，高额的医疗开销，让这个

家庭举步维艰。为了补贴医药费，他

与父母一起承包了 30 余亩土地种西

瓜。没承想，西瓜大丰收，销路却成

了问题。看着满地的西瓜卖不出去，

张贤君心急如焚。

“多卖一个瓜，张贤君战友的治

疗费就能多一分钱！”接到张贤君的

求助后，张军第一时间在镇退役军人

服务群里发出倡议。

一石激起千层浪。

“咱们来次爱心行动，把张贤君家

的西瓜都买了吧！”“对，就这么办！”老

兵热烈响应，大伙决定，第二天就到张

贤君家的瓜地自选、自摘、自运……

王政 7500 斤、张少强 3000 斤、丁

勇强 1000 斤……不到两小时，就销

售了 12400 多斤。望着一辆辆满载

西瓜远去的车辆，张贤君眼含热泪。

爱 心 西 瓜
■吴文柱 本报特约记者 孙明江

仲夏。晚饭后。

家住山东省军区潍坊第二离职

干部休养所 6 号楼的 94 岁离休干部

梁耀光，拉着 88 岁的老伴郑秀云，坐

电梯下楼到院中散步。“自从咱们楼

加装了电梯，俺们老两口每天都要

下楼走一走。”说这话时，他一脸的

满足。

半年多前，该干休所领导探望梁

耀光，发现他家楼道里的折叠椅布满

灰尘。经了解才知道，他老伴因膝盖

旧疾，已有 2 个月没下楼了。听到这

儿，所领导心头一酸。在走访中，有

许多老干部和老阿姨反映：年纪大腿

脚不方便，上下楼太困难了。

“6 号楼建于 1992 年，当时没有

安装电梯。如今，老干部和老阿姨年

事已高，加装电梯迫在眉睫。”所党委

会上，一班人意见高度统一。

然而，加装工程实施起来远比想

象复杂。“再难，也要想办法完成！”一

班人态度坚决。

住户协调会、专家论证会、效果

评估会……反反复复几个来回后，

最终形成“原楼加固+外挂电梯”的

最优方案。为确保工期和质量，所

里对规划设计、工程进度、经费开支

等实行归口管理，专人负责。离休干

部司福来还主动牵头成立了施工监

督小组。

几个月后，暖心电梯正式运行，

寂静的小院，又多了老干部、老阿姨

的身影。现在，司福来逢人便讲：“电

梯装的是便利，暖的是人心。”

暖 心 电 梯
■周帅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