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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陈学渊、记者柯穴报道：
“赓续红色传统，争做红军传人……”
6月2日，云南省曲靖军分区组织200余
名民兵来到三元宫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面对党旗进行宣誓。自“传承红色基
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开展以来，
云南省军区坚持用活红色资源，将主题
教育与国防教育有机结合，推动主题教
育入心入脑见实效。

“云南有光荣的革命历史，这是我
们汲取精神养分的红色沃土。”该省军
区领导告诉记者，云南境内现存金沙江
渡口、扎西会议场地等一大批红色遗
址。在筹划年度主题教育时，省军区特
意将教育课堂搬进红色遗址，将红色历
史作为生动教材，引导官兵自觉传承红
色基因，充分认清担负的职责使命。

在三元宫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一幅

幅旧照片、一件件革命实物，加深了民
兵对红军两过曲靖那段历史的了解。
参观现场，94岁的老红军李忠英老人深
情地讲述当年的革命故事，民兵队员听
后深受感染。

作为红二六军团长征途经地，“兴
盛 番 族 ”的 红 色 佳 话 在 迪 庆 广 为 流
传。为传承好这段红色历史，迪庆军
分区和州委宣传部联合发力，投入专

项经费，依托香格里拉市金龙社区现
有基础设施进行改造，并作为迪庆藏
族自治州首批国防教育示范社区在全
州推广。该省军区领导告诉记者，他
们成功将主题教育与国防教育相结
合，挖掘红色资源，建设了 20余个国防
教育示范社区。

云南省军区政治工作局在搜集整
理红军长征途经云南时的史料后，在

“云南国防”微信公众号上开设了“红
色大讲堂”栏目，定期推送红色经典故
事、发布红色电影资料，吸引了众多党
政机关干部和群众转发点赞。与此同
时，云南省军区动员局整合各县（市）
人武部现有的上百个征兵宣传微信工
作群的功能，将征兵宣传和红色教育
巧妙融合，有效激发了适龄青年参军
报国的热情。

云南省军区挖掘红色资源将主题教育与国防教育有机结合

建成20余个国防教育示范社区

初夏时节，记者来到第82集团军
某旅野外驻训场，映入眼帘的是一派
火热的练兵场景：实弹射击场上枪炮
声不绝于耳，步战车纵横驰骋……该
旅旅长潘守勇告诉记者：“我们移防不
久便展开实战化训练，这要感谢邯郸
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

原来，这个旅移防河北邯郸后发
现，外训场训练环境不容乐观：由于训
练场之前长期鲜有部队进驻，训练设
施老化、缺少重型装备进出道路；一些
老百姓在训练场内开垦了农田，训练
时容易引起军民纠纷；部分工厂的进
出道路距离实弹射击落弹区比较近，
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营房老旧可以搭帐篷住，但单靠
部队的力量一时难以改善驻训场环
境。“提升战斗力一刻也不能耽误啊！”
部队还没有进驻，这个旅的领导就开
始为训练发愁。

没想到，该旅进驻训练场的第二
天，邯郸市委书记高宏志就带队前来
慰问，他们不仅带来与保障训练直接
相关的物资，还就保障训练相关事项
进行现场办公。

“部队在战斗力建设上对地方政
府的所需所盼，就应该是我们的所想
所为。”慰问当天的军地对接会上，邯
郸市领导表示：全力支持部队建设，拥
军要聚焦部队实战化训练。

邯郸市领导前脚刚离开，部队驻
地附近的乡、村两级工作人员就来到
训练场，调查训练场被侵占情况，并第
一时间深入农家开展说服工作。同
时，工作人员还调研了训练场周边的
土地使用情况。几天后，被侵占的训
练场全部收回，周边数十亩无农作物
的河滩地也无偿提供给部队野外训练
使用。

该旅进驻训练场的第三天，市政
府工作人员来到训练场，对接建设重
型装备进出道路事宜。很快，地方政
府专项资金到位，开始修建战备路。

在部队的训练场外围、实弹射击
落弹区上方，有一家地方企业修建了
一条道路，部队进行实弹射击时，地方
车辆通过时会有一定安全隐患。了解
到相关情况后，每逢部队组织实弹射
击前，地方就派交警和该旅官兵一起
执行警戒任务。部队移防至今，实弹
射击全部按计划组织，没有一次因为
警戒不到位而推迟。

在地方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短短数天时间，训练场由沉寂变
得热闹起来，参训官兵放开手脚敞
开了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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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部队一线到后备战线，角色变
了，但战斗力标准不能降。”

“从前方带兵到后方征兵，任务变
了，但职责使命同样重要。”

“从陆海空天到脱贫攻坚，战场变
了，但打赢的承诺没有变。”

暮春五月，繁花似锦。记者在国防
动员系统采访，所到之处新风扑面。
在攻防激烈的演兵场上，在人头攒动
的征兵一线，在奋力脱贫攻坚的田间
地头……数千名身着陆、海、空、火箭军
及武警部队制服的交流干部在新的岗
位上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积极投身国
防动员建设，交出了一份份合格答卷。

既 是 工 作 转 岗 ，
更是事业转型

在某集团军机关工作多年的于天
飞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被交流到离家
千余公里之外的湖南省南县人武部任
副部长。面对全新的工作岗位，副团职
已满 6年的他依旧激情满怀，开始了军
旅生涯的新一次冲锋。

和于天飞一样，从 2016年开始，一
大批来自军委机关、跨大单位和军兵种
的交流干部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国防动
员系统，成为国防动员战线的生力军。

“交流到省军区任职，既是组织的
关心和厚爱，也是对交流干部的信任和
重托。”军委国防动员部政治工作局领

导告诉记者，这批交流干部顾全大局，
个体服从整体、局部服从全局，不讲条
件，一声令下，跑步入列。

然而，面对新环境，一些交流干部
难免会“水土不服”。甘肃省定西军分
区司令员盖立民曾任陆军某师师长，麾
下可谓万人千车，可到所属人武部检
查，一个兵也见不着。强烈的反差，让
他颇不适应；从火箭军某部副部队长
岗位交流到云南省大理市人武部任部
长的吴清玉，原来驻守在深山与大国
长剑为伴，而如今却要走上街头发放
征兵宣传单……记者采访了解到，交
流干部中有许多人此前对省军区工作
了解不多，更没想到国防动员系统有这
么多要做的事。

而对于交流干部而言，到省军区系
统履新既是工作的转岗，更是事业的转
型。庐山疗养院原政委刘莉，去年交流
到江西省军区。她说：“到了人武部不
是‘安家又落户’，而是要尽快实现角色
转换，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演绎精彩
人生。”

转型面临的挑战不言而喻。山东
省青岛市市北区人武部部长王维此前
担任海军某艇艇长，驾驶潜艇轻车熟
路，他说：“现在转岗履新，不管有多
大困难都要迎头赶上。既要愿意干，
更应知道该怎么干。国动系统干事创
业的平台同样广阔，必须要靠作为赢
得地位。”

既要有创业热情，
又要有干事本领

在第一批近 1400名新交流干部履
新之前，军委国防动员部就已出台关于
组织省军区系统接收交流干部“非转
专”培训的计划。

“非转专”培训，旨在将原先非国防
动员系统的人员培养成为国防动员领
域的行家里手。事实上，这项工作在军
委国防动员部组建伊始就已经开始。
部机关按照“体系化设计、工程化推进、
路线图施工”的方法，用 1年时间，在全
体机关干部中组织开展专业知识能力
强化培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

记者翻阅新交流干部“非转专”培
训方案看到，方案明确各省军区组织的

“非转专”培训是先导，依托国防大学联
合参谋学院组织的专题培训是载体，部
党委机关组织的系列辅导授课是重
点。培训班每期集中 1个月时间，在专
题培训和系列辅导授课阶段，主要围绕
省军区系统的职能定位，按照“熟悉使
命任务、掌握基本理论、提高业务能力”
的培训目标，衔接省军区前期短训成
果，为新交流干部当好国动人奠定思
想、业务和能力基础。

专题培训中，军事科学院和国防大
学专家教授30余人，分别从军事战略与
人民战争思想、国防动员、后备力量建设
等8个模块、35个教学专题，不同层面、不
同领域、不同角度为新交流干部授业解
惑、传经送宝。军委国防动员部领导和
机关厅局主要领导穿插为培训班授课，
一步步带动新交流干部实现角色转换。

1个月下来，广东省紫金县人武部

政委贾建魁坦言：“信息量之大，知识点
之密集，在我以往参加的集训中前所未
有。”云南省嵩明县人武部政委任鹏飞，
曾任空军某部政委。参加完培训之后
他感慨道：“之前起飞即是战斗，现在动
员就是战斗。系统学习国防动员工作
基础知识，观看了近几年省军区部队参
加抗震抢险、森林扑火、抗旱救灾、扫雪
除冰等急难险重任务的视频录像，让我
更加明白担负的职责使命，要尽快适应
角色，尽快投入到国防动员工作中去。”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完善国防动
员体系”，为新时代加强国防动员建设
指明了方向。集训研讨中，不少人谈
到：军分区、人武部的工作和任务其实
一点也不比作战部队轻松，一点也不比
作战部队简单。

交流到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人武
部任副部长的武锦生说：“以前，我认为
在人武系统工作只需拿出50%的精力即
可，现在进了‘国动门’才知道要熟练掌
握干好主责主业的本领，非全身心投入
不可。”如今，武锦生办公桌上常备“非
转专”法规文件培训资料，只要遇到工
作“卡壳”的地方，他就拿出来翻一翻、
看一看，随时为自己“充电”。

既要立足新岗位，
更要谋求新作为

四川省南充军分区司令员蒋济南
原是空军航空兵某师师长，驾驶过 8种
战斗机型。他告诉记者：“虽然新岗位
有新挑战，但要像高空飞行捕捉地面目
标那样，在国防动员系统找到一飞冲天
的壮志豪情。”

（下转第二版）

他们这样华丽转身
—交流干部积极投身国防动员建设记事

■潘 程 本报记者 张军胜 刘国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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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鲁文帝报道：为健全
涉军维权工作区域协作机制，6月 8日，
中部战区召开了第一次涉军维权军地联
席会议。中部战区与辖区7省（市）党委
政法委、高级人民法院及省军区（卫戍
区、警备区）、辖区军兵种单位领导齐聚
北京，总结近年来涉军维权工作，交流经
验做法，探索推动新体制下涉军维权工
作新路子。

在这次会议上，中部战区与 7省
(市)政法委联合出台《中部战区和 7省
(市)涉军维权工作协作规定》，对涉军
维权工作军地双方职责、协作范围、服
务对象和协作程序作了详细规范，建立
了涉军维权工作协作机制，并在法规政
策制定、重大问题研究、矛盾纠纷调处、
骨干队伍培养等方面，积极构建军地一
体化工作格局。

为解决军人军属涉法问题反映渠
道不畅、诉求反映不明等问题，会议还
印发了《关于贯彻落实〈中部战区和 7
省(市)涉军维权工作协作规定〉的办
法》，理顺了涉军维权工作流程，确保每
一起涉军涉法问题“事事有人管、件件
有回音”。

在2017年5月至8月的“聚力沙场，
倾情维权”专项行动中，中部战区法院维
权小分队到朱日和训练基地后，正在基
地参演的某旅反映该部战士周某父亲6
月中旬为何某装修房屋过程中，电锯掉
落致周父四肢受重伤，何某拒绝承担应
有法律责任，正在执行演训任务的周某
心急如焚。针对这一情况，维权小分队
主动为战士周某从法律层面进行解答，
并从朱日和训练基地直接赶赴周某老

家，协调军地相关部门为周父申请法律
援助律师，并先期提供3万元救济，解决
周父治疗费用。事件圆满解决后，周某
感动地说：“战区法院全程跟踪解决家中
涉法难题，让我能够安心服役，全身心投
入到演习训练中。”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着眼为备战
打仗服务、为强军兴军提供有力司法支
持保障，中部战区法院组建后不久就召
开了涉军维权工作座谈部署会。这两年
来，7省(市)军地双方通力合作、密切配
合，构建了联席会议、检查调研、情况通
报、学习培训以及奖惩激励等制度。

自2016年以来，中部战区军事法院
在地方有关部门的配合下，牵头开展了

“聚焦主战、助力改革”等多个涉军维权
专项行动，先后妥善处理部队和官兵涉
法事件千余起，顺利解决部队停偿案件
纠纷 300余件，挽回经济损失 1.6亿元，
为服务备战打仗、确保部队安全稳定提
供了有力法治保障。

会议期间，与会者还参观了中部战
区涉军维权协作中心。中心建有涉军维
权指挥控制平台，设有法律援助工作站，
初步实现了智能化涉军维权军地协作。
此外，该中心着眼实现“智慧智能维权”，
打造了集合指挥、案件庭审网络直播、微
信公众号、“148”热线和军网直通车五大
功能的信息化维权服务平台，实现了维
权流程的电子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有力
提升了涉军维权工作的精准度。

中部战区联合辖区7省（市）军地相关单位

建立涉军维权工作区域协作机制
规定涉军涉法问题要“事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