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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山西省军区组织三级首长机
关共 180名干部在教导大队进行为期 15
天的集中轮训，记者全程跟踪采访。集
训前，很多人都在问：现在省军区各级
人少事多，把这么多干部集中在一起训
练，到底有没有必要？会不会出问题？
但是集训后，所有人的想法都出奇的一
致：这次集训让人受益匪浅，终生难忘！

喊破嗓子不如冲

在前面做出样子

此次集训最大的“看点”就是三级
首长机关共同参训。

过去集训，基本上都是同一级别、
同一年龄段的人在一起训练。而此次，
从省军区司令员政委到军分区首长机
关、再到人武部主官，从年近 60的首长
到 30 岁出头的年轻干部，大家不分职
务高低、不论年龄大小，全部以普通一
兵的身份参加集训，按照连队建制管理
训练。

各级领导事务繁忙，他们能全程参
训吗？集训前，一些参训队员带着这样
的疑问。但集训开始后，这样的疑问没
有了。

自始至终，各级领导全程参训。他
们大部分家在本地，但没有一个回家，没
有一个漏训，而且集训报到的头天晚上，
很多单位的主官就带着部属一头扎进学
习室，一股紧张备战的气息悄然袭来。

各级领导不仅全时在位，训练时也
个个较着劲、比着练。长治军分区和晋
城军分区编在一个排。训练时，长治军
分区政委与晋城军分区司令员就谁也
不服谁。练习蛇形跑，他们你追我赶；
手工标图看谁画得快、理论考核看谁背
得多。不管是训练、队列会操，还是课
堂学习、夜间加班，他们都争着站排头、
当先锋。

记者感言：“给我上”不如“跟我

上”，各级领导以实际行动作出表率，是

大家学习训练的动力。即使压力再大、

困难再多，只要上下勠力同心，就没有

干不成的事，没有打不赢的仗。

在点滴中找回兵

之初、兵之本

“史上最严”“新兵连生活”“连队化
管理”……这是很多人对于此次集训的
评价。那到底有多严呢？有一个细节
足以说明。

集训第一天，当队伍集合完毕，准
备展开队列训练时，担任集训队连长的
省军区司令员邹小平突然喊停，走到队
列前面，指着队员穿的作战靴说道：“作
战靴鞋带要系到最高一个扣里，否则既
不规范还会影响做动作，这不能图省
事。”就这样，全体参训队员立马现场对
自己的鞋带及其他着装问题进行纠正，
省军区领导严谨细实的作风也给所有
人敲响了警钟。

集训以来，所有人员每天着迷彩服、
戴迷彩帽、穿作战靴，而且任何人不允许

带水杯，统一用制式军用水壶喝水。不
仅如此，每天进行内务检查、作风评比，
条条道路都有纠察站岗执勤……从起初
的拖沓到最后的整齐划一，在一点一
滴、一举一动中，参训队员又找到兵之
初的味道。一位人武部部长坦言：“自
己在人武部有时为了工作方便，连军装
都不穿。这次参加集训，也因着装问题
被纠察批评了几次。现在，我把我应有
的纪律作风找回来了。”

记者感言：官再大、本领再强，无论

在作战部队，还是在省军区系统，当兵

首先就要有个兵样，这是我们的兵之

初、兵之本，更是我们赢得胜利的前提

和保证。

强军先强魂树牢

战斗队思想

军人生来为打仗。山西省军区领
导希望通过集训，树牢参训队员思打
仗、谋打赢意识，当好战斗队。

强军先强魂。集训队政治工作及
时跟进，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

斗精神立起来。他们专门成立政治工
作组，下发政治工作计划，安排以排为
单位写挑应战书、出黑板报、编集训快
报，并且每天早、中、晚三餐时间播放集
训广播，要求各单位积极投稿。

一开始，有的参训队员有点小嘀
咕：训练这么紧张，哪有时间做这些工
作？可是很快，他们的想法改变了。随
着集训展开，强度和压力越来越大，特
别是备战考核阶段。期间，令人感动的
人与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身边
人、身边事通过广播快报及时“飞”到参
训队员身旁，提振了士气、鼓舞了斗志，
很多参训队员因此成了广播快报的忠
实“粉丝”。

长治市城区人武部政委乐华兵，
双腿患有静脉曲张，还不小心崴了
脚。但在组织 3公里考核时，为了不给
单位拖后腿，他用绷带把双腿紧紧缠
起来，忍着痛跑完全程。到达终点后，
因为绑得太紧，乐华兵的两条腿憋得
通红。长治军分区及时写了稿件报送
到广播站，当晚乐华兵的故事就传遍
了整个集训队，激发了参训队员比学
赶超的斗志。

除了集训小故事，战斗故事、红色
故事、英模故事等也在广播中穿插播
放，这些“正能量声音”成为参训队员在
训练场上摸爬滚打的动力源。此外，集
训期间，组织生活不断线，落实有效。

15天的集训，仅党小组会就组织了
两次。会上，参训队员围绕理想信念、
战斗精神、战备意识等问题自查自纠。
一名参训队员在讨论时坦言，打仗意识
不强、能力素质退化、训练热情减弱，这
是脑袋里的和平积弊在作祟。他自我
剖析后，制订整改措施，表示坚决担好
练兵备战这个军人的主责主业。

从司令政委到参谋干事，从机关处
长到人武部主官，大家刀刃向己、坦诚
发言，围绕坚决破除和平积弊统一思
想、提高认识。第二天，训练场上，参训
队员的精神更加饱满、士气更加高涨，
人人脸上都透着一股“不服就来战”的
劲头。

记者感言：军分区、人武系统被称

为国防“后备军”，但思想不能“后备”。

只要穿着军装就是战斗队，就要心思向

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使劲，担起

练兵备战这个主责主业。

练兵先练将，这次集训不一般
—山西省军区三级首长机关集中轮训纪实

■本报特约记者 苗 鹏 通讯员 王孝波

这几年，湖南省祁阳县人武部在
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大力加强
专武干部队伍建设。全县共编配 51
名专武干部，其中有 23名武装部长。
前年提拔武装部长 17名，去年提拔武
装部长人数占提拔总人数的 2/3，今
年 3月又提拔 6名武装部长。提升通
道畅通了，但问题也来了。

老部长提拔后，新部长有的未能
及时到位，有的到位了却对武装工作
了解不多，甚至有的乡镇还出现专武
干部“挂空挡”现象。要是赶上民兵整
组、兵役登记、潜力调查等工作的攻坚
期，工作难免受影响。
“我们畅通了专武干部的提升通

道，却对后续人才队伍的培养选拔考
虑得不周，这种‘青黄不接’的局面不
能再有。”对新问题，县人武部领导不
禁感叹。为此，县人武部党委协调县
委组织部联合下发《祁阳县党管武装
工作规范》。
《规范》对镇（街道、区）武装部的

建设标准、党管武装制度、人才队伍建
设、战备训练、兵员动员、执行非战争
军事行动等 12项经常性工作做出具
体规范。针对缺岗情况作出明确要
求，如果武装部长提拔后仍在原单位
工作，则继续负责本单位武装工作直
至新武装部长到任；如果武装部长提
拔后调离原单位的，该单位武装工作
由副部长和干事负责；如果该单位所
有专武干部都调离原单位，就由镇（街
道、区）党（工）委指派专人负责武装工
作。对于不能尽职尽责的人员，采取
教育、诫勉谈话和免职等措施。今年，
人武部党委就协调县委组织部免去一
名武装部长，在专武干部队伍中起到
很好的警示作用。

面对民兵调整改革任务，县人武
部组织全体专武干部和各单位负责武
装工作人员开展为期一周的封闭式集

训，通过规章制度学习、经验介绍、现
场帮带、实践操作等方式方法，使全体
人员很快熟悉了相关业务知识。
“节奏紧张的集训教会了我怎样

完成民兵整组工作任务，使我有了完
成工作的底气。”七里桥镇负责武装工
作的干部郑云飞如是说。前不久，永
州军分区还将七里桥镇作为全市民兵
学习宣讲党的创新理论活动的先行试
点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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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勇旭，1996 年 10 月 28 日出生，
家庭住址：唐家镇刘家村，本人简历：新
建小学……”这几日，辽宁省盘锦市大洼
区人武部参谋冯英俊，都在电脑前完善
一些刚刚入队的基干民兵档案，打印后
装入写有“大洼区民兵应急连”字样的档
案袋。

今年初，盘锦军分区为全市基干民
兵逐人建立民兵管理档案，全程记载民
兵入队、体检、政治考核、参训、军事考
核、执行任务和奖励情况。

为进一步推进民兵权益保障落
实，盘锦军分区将民兵工作纳入社会
管理总体框架，积极探索传统管理措

施与信息化管理手段相结合的民兵档
案管理制度，逐步完善盘锦民兵荣誉
体系建设。

翻看这些基干民兵档案，均是专设
制式档案袋，封面统一印有“盘锦市××
县区基干民兵档案”字样。打开后，里面
都统一存有基干民兵信息登记表、体格
检查表、年度军事训练成绩登记表、干部
任免报告表、个人奖励登记表。同时，个
人照片采用电子彩印方式打印在各类表
格上。
“档案最大的特性就是全面性，你

看，以‘基干民兵信息登记表’为例，就包
括了基干民兵的自然信息情况，本人简

历，奖惩情况，村、居委会和企业事业单
位鉴定意见，编组地公安机关政治考核
意见、出入队时间和职务变动等 8项内
容。”军分区动员处参谋张文礼指着一张
表格向笔者介绍。

基干民兵年度军事训练成绩登记
表，则全程记录了民兵参训课目、训练天
数、训练成绩等内容。军分区领导告诉
笔者，比武考核、抢险救灾等基干民兵个
人奖励及时记入档案，更能增强基干民
兵的责任感、荣誉感。而且，这些民兵同
时也是企业员工，民兵档案上的真实记
录，同等条件下，可以成为他们在单位参
与选拔、任用、考核的主要依据。

人事档案是中国人事管理制度的一
项重要特色，它是个人身份、学历、资历
等方面的证据，与个人工资待遇、社会劳
动保障、组织关系紧密挂钩，具有法律效
用。而民兵档案的建立，同样为依法履
行国防义务的民兵记录下人生历程中光
荣而又绚烂的一笔，意义重大。民兵李
小柱说：“军分区领导处处为我们着想，
感觉当民兵很光荣，我一定牢记民兵使
命，履行好国防义务。”

据了解，盘锦军分区为民兵建档的
同时，还积极协调地方组织、人事和劳
动等有关部门，将记录的个人档案要件
逐步并入工作履历。在完善纸质档案
的基础上，还将以大洼区人武部为试
点，探索建立电子档案数据库，实行电
子信息系统管理，进一步保障基干民兵
权益。

为每名基干民兵建立完善档案资料
——辽宁省盘锦军分区完善民兵管理保障机制纪事

■周晓伟 张文礼

5 月 4日，滇南边陲的天空飘浮
着朵朵白云。此时，坐落在畴阳河畔
的马关县第三中学校园内，上千名身
着迷彩服的学生齐声合唱国歌，歌声
响彻整个校区。

这天，由中国少年军校联盟捐建
的罗家坪大山少年军校在该校揭牌
成立，同时向学校捐赠 1510 套迷彩
服以及 100余本教育读物。
“4月 27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二次会议全票通过英雄烈士
保护法；4月 28日又恰逢收复老山阵
地 34周年纪念日；今天，罗家坪大山
少年军校正式开学，我们将在少年军
校里学习锻炼，弘扬老山精神，立志
长大保家卫国……”揭牌仪式现场，
学生代表杨丽的发言道出了全校学
生的心声。

当一等功臣胡国桥大校及联盟
秘书长刘江山走上讲台，代表中国少
年军校联盟向学校赠送反映当年边
境作战英雄事迹的《血染的风采》《血
染的答卷》《边关纪事》丛书时，受到
全校师生的热烈欢迎。

刘江山告诉记者，成立罗家坪
大山少年军校意义重大，不仅可以
深切缅怀为保卫祖国牺牲的英烈，
同时让少年军校的学生感受到全国
人民对他们的关爱。更重要的是通
过这个平台，让更多的少年儿童学
习老山精神、传承老山精神、弘扬老
山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培育爱国情怀。
罗家坪大山少年军校的成立，是我校
普及全民国防教育的一件大好事，对
于帮助学生树立国防意识，增强纪律
观念，磨炼坚韧意志，培养吃苦耐劳精
神，激发学生从小立志报效祖国的雄
心壮志具有重要意义。”马关县第三中
学校长、罗家坪大山少年军校校长杨
国发告诉记者，学校将严格按照少年
军校规程，与共建部队共同抓好教学
工作，通过国防教育、军训等系列实践
活动，培养学生爱国情怀，推动全校开
展“学英雄、忆英雄”的主题教育活动，
激励青少年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罗家坪大山少年军校一成立，
就组织学生进行实践教育活动。当
天揭牌仪式结束后，学生和前来参
加活动的史光柱、刘江山、胡国桥、
何平等战斗英模，以及来自全国各
地的百名老兵、教育工作者一起参
观战场遗址，感悟“艰苦奋战，无私
奉献”的老山精神。在麻栗坡烈士
陵园，学生与英模一起祭奠烈士。
看着一排排的烈士陵墓，孩子们稚
嫩的脸上神情凝重，他们明白，为了
祖国，这么多年轻的士兵长眠在
此。“今后，我一定会弘扬英雄精神，
争做有为少年。”年仅 13岁的少年军
校学生平风文激动地说。

下图：战斗英模史光柱（后排右

一）给学生讲战斗故事。

苑 彬摄

播下立志报国的种子
——罗家坪大山少年军校揭牌成立侧记

■苑 彬 本报记者 柯 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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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参训队员进行队列训练。
图②：3公里考核中，参训队员你追我赶奋力冲向终点。
图③：参训队员加班加点抓业务学习。 陈 鑫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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