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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榴弹综合运用准备，开始。”盛

夏时节，甘肃省定西军分区组织的军事

技能比武在市民兵综合训练基地拉开

帷幕。接到指令，文职人员张晓峰迅速

卧倒，侧姿匍匐接近坑包，取出手榴弹

甩向目标区。紧接着，他快速行进至下

一点位，根据地形条件以跪姿方式抛掷

手榴弹。张晓峰规范的动作和敏捷的

身手，赢得阵阵掌声。“张晓峰军事素质

的快速提高，得益于军分区持续开展的

系列强军文化活动。”该军分区参谋宋

柘屹说。

“强军文化是官兵敢打必胜的力量

源泉。”该军分区领导介绍，他们通过组

织红色文化主题演讲、“陇中之星”先进

事迹报告会、军事技能大比武、军事体

育运动会等一系列强军文化活动，营造

练兵备战浓厚氛围，激发广大官兵、文

职人员和职工队伍担当作为的内生动

力，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新时代强军文化怎样才能更好服

务练兵备战？实践中，该军分区紧盯担

负使命任务，结合营院环境规划布局，

建成参战支前动员文化园、红色历史文

化长廊等阵地，并区分“党管武装、国

动援战、爱国奉献、服务军地”等主题，

构设布置文化氛围，引导官兵从强军

文化中汲取奋进力量，提高遂行使命任

务能力。

在此基础上，该军分区深入挖掘辖

区红色资源，开设“陇中讲堂”，讲好红

色故事，并组织全体人员重走长征路、

重访战斗遗址、重温革命故事，在传承

红色基因中接受思想洗礼、砥砺血性斗

志，让奋斗强军的种子扎根心田。

“1935 年 10 月，红一方面军翻越岷

山进入甘肃境内，毛泽东同志在通渭县

文庙街小学吟诵了《七律·长征》这首

诗……”今年初，岷县人武部组织全体

人员来到岷州革命遗址纪念馆，开展

“学习先辈精神、争做先辈传人”主题党

日活动，文职人员杨清强为大家讲述红

军长征转战定西的故事。

一年前，杨清强因为工作压力大、

业务不熟练，一度产生消极情绪。负责

帮带的县人武部副部长何宏荣发现，杨

清强对红色历史感兴趣，崇拜英雄人

物。人武部结合军分区开展的“陇中讲

堂”活动，组织全体人员走进岷州革命

遗址纪念馆，让杨清强为大家讲述红

军激战腊子口、翻越雪山的故事。“成为

一名优秀的新时代国动人没有捷径，唯

有脚踏实地、不懈奋斗。”那一刻，奋斗

的种子在杨清强心中生根发芽。他白

天处理业务，晚上加班加点学习有关

政策法规和军事理论，加快补齐能力

素质短板。

4 月底，该人武部计划组织民兵无

人机分队进行战术课目示范，杨清强主

动请缨。面对全新的专业领域，他一头

扎进训练场，学基本理论、练实装操作，

带领民兵反复研练战术动作。不久，在

民兵整组点验中，他带的民兵无人机分

队演示的战术课目受到军地领导称赞。

“陇中之星”训练龙虎榜、技能大比

武……走进定西军分区，浓郁的练兵备

战氛围扑面而来。“训练场就是我的战

位，见证着我的奋斗足迹。”该军分区职

工张华说，作为民兵教练员，他的战斗

岗位就在训练场，每年负责全市 8 个批

次近千人次的民兵基地化轮训备勤组

训教学任务。今年 4 月，在该军分区组

织的“陇中之星”故事分享会上，他讲述

了 10 余年如一日扎根本职岗位、兢兢

业业组织民兵训练教学的经历。他还

自学考取无人机操作证，3 次在省军区

民 兵 教 练 员 比 武 竞 赛 中 获 得 优 异 成

绩。如今，该军分区一批训练尖子脱颖

而出，在遂行急难险重任务中发挥了主

力军作用。

“气为兵神，勇为兵本。”近年来，该

军分区一系列文化活动如春雨一般，在

浸润官兵心田的同时，激发了大家练兵

备战的动力。前不久，甘肃省军区组织

基础训练“四化”组训法比武竞赛，该军

分区军官李宇昂取得参谋综合技能第

三名，文职人员张玉明取得战术基础动

作现地教学第二名，文职人员茹森负责

的无人侦察机操作使用现地教学受到

好评。

笔者获悉，该军分区连续两年在省

军区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考评中被

评定为“优秀”等次，国防动员专业保障

队伍接受西部战区专项考核取得优异

成绩。他们还圆满完成省军区赋予的

基层规范化治理试点、通渭县护坡工程

土方塌方救援等任务。5 月中下旬，该

军分区接受省军区阶段训练考核，参考

官兵和文职人员奋勇拼搏，所考课目成

绩均为优秀。

甘肃省定西军分区开展系列文化活动浓厚练兵备战氛围—

让奋斗强军的种子扎根官兵心田
■肖传金 王恒达 宋 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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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上旬，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征兵办组织工作人员来到高校开展征兵

宣传，鼓励大学生报名参军。 张雨兴摄

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本报讯 李昊、崔鹏报道：近日，

辽宁省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民兵

训练基地，一场应急拉动考评正在

进行。导调组临时下达“山林火情”

任务，指挥员分析研判情况后，定下

救援方案，组织民兵应急分队在较

短时间内完成火源定位、隔离带开

辟、伤员转运等课目。“此次拉动考

评，没有预案，没有脚本。”丹东军分

区领导介绍。

该军分区党委在扎实开展深入

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中，

紧盯训练不实、抓训不严等问题，将

作风建设与战斗力建设捆在一起抓、

融在一起改，切实让官兵感受到转作

风给部队战斗力带来的新变化。

立 起 问 题 靶 标 ，深 入 一 线 问

效。今年以来，该军分区领导带机关

人员深入训练一线调研，从组训方

法、训风考风、战斗精神等方面加强

检视分析。针对官兵反映装备管理

软件操作复杂、重复报表多等问题，

该军分区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砍掉 5

类交叉重叠的登记统计，将 7 种纸质

台账改为电子档案，让官兵把更多精

力投入到训练中。

“无人机航拍摆拍、灭火器对着

空地喷射等不实训练，要坚决杜绝。”

前不久，该军分区训练督导组现场指

出振安区人武部民兵训练存在的问

题，责令立即整改。该军分区围绕训

练时间虚标、特情处置不真、考核成

绩注水等顽疾，采取不打招呼的方式

展开督导检查，先后叫停 2 场彩排式

训练，并对 3 名履职不力的民兵干部

批评教育。同时，他们建立“查训练

计划看有无凑天数、查物资消耗看有

无空转、查任务完成看群众满意度”

的“三查三看”评估机制，确保把训练

落到实处。

6 月上旬，笔者在长甸河口某训

练基地看到，该军分区组织的民兵

专业分队支援保障训练正在进行。

“无人机信号中断。”接到导调组情

况通报，指挥员立即徒步前往指定

地域，现场勘察道路塌方情况，定下

抢修方案。很快，民兵抢修分队驾

驶推土机、挖掘机等机械装备赶到

任务现场，依据分工实施抢修。该

军分区机关某处处长说：“通过加大

日常训练督导力度，对训练不实问

题，发现一起、查纠一起。如今，训

练 不 实 、抓 训 不 严 、管 训 不 力 等 问

题，得到较好纠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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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初，笔者来到湖北省宜都市五

眼泉镇弭水桥村。远远望去，生态茶园

郁郁葱葱，一幢幢新房错落有致。村头

广场，紫薇花香扑面而来，村民或闲聊或

健身，一派和谐融洽景象。

“是刘书记带我们过上了好日子。”

说起变化，村民黄振感慨不已。在该村

乡村振兴培训学校直播间，笔者见到村

民口中的刘书记——“兵支书”刘大卫。

“这是特产豆瓣酱，颜色红亮，味道

鲜美……”镜头前，刘大卫正在介绍村里

的农产品。笔者注意到，产品区整齐摆

放着绿茶、山胡椒酱、烟熏鸡等特色农产

品。“刘书记辛苦了，支持乡村振兴”“第

二次购买，好产品值得信赖”……网友们

下单的同时，纷纷留言点赞。

从部队退役后，刘大卫依然保持军

人本色，经过多年打拼，事业有成。“这是

生我养我的地方，我要带着乡亲们过上

好日子。”2014 年，他放弃在外的事业，

返乡担任弭水桥村党支部书记。村民白

天劳作忙碌，他利用茶余饭后时间，逐家

逐户上门问计，收集意见建议 300 多条。

找到症结后，开始甩开膀子干。进

村道路窄且坑洼不平，刘大卫带领民兵

拓宽道路，并用水泥硬化。三组村民祖

祖辈辈赤脚蹚水过拖溪河，他多方筹措

资金，在河上架起一座便民桥，村民取名

“连心桥”。

路修好了，桥建成了，村民的钱袋子

如何鼓起来？村子地势高，光照充足，适

合培育优质紫薇苗木。刘大卫考察后，

决定引进紫薇苗木，套种在茶园，既不占

地，还可增收。当年，全村栽种紫薇苗木

13 万棵，两年后年收入 70 余万元，村集

体经济收入 15 万元。

弭水桥村有一条峡谷，风景秀美。

由于道路险峻，很少有人去。刘大卫和

村“两委”成员调研论证后，决定发展生

态旅游，并以自然资源入股的方式与某

旅游公司共同开发。不久，该村生态旅

游 风 景 区 建 成 ，年 接 待 游 客 20 余 万 人

次，增加村民就业岗位 200 余个，村里开

办农家乐、商铺、乡村客栈 30 余家。

随着村里研学教育、生态文旅、绿色

休闲等产业蓬勃发展，吸引 300 多名在

外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就业。

在刘大卫带领下，弭水桥村成为远

近闻名的“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全国

乡村治理示范村”“国家森林乡村”。村

子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刘大卫也收获

诸多荣誉：“中国好人”、全国模范退役军

人、湖北省“荆楚楷模”、宜昌市优秀共产

党员……

湖北省宜都市弭水桥村“兵支书”刘大卫——

“带着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陈彬烈 王超超

河北省军区石家庄第十三干休所通过开展文化活动，丰富老干部、老阿

姨精神文化生活。图为该所工作人员与老阿姨一起做手工。 张婷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