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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笔者曾到老家县城的
中心城镇拜访一位武装部部长，进入
办公室后，看到部长正忙着和一对父
子交流。半小时过后，父子离开，部长
才得空招呼笔者。他一开口就摇头：

“不容易啊！这是个学机械的大学生，
在人才招聘市场很抢手，他好不容易
动了心思想当兵，咱得抓住机会。”

如今，为了征集高素质兵员，基层
征兵工作人员和用人单位“抢人才”的
情况已成常态。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
有两点：一是建设世界一流军队需要
招揽一流的人才。部队转型发展需要
创新型人才、联合作战模式需要复合
型人才、高科技武器装备需要技术型
人才……这些人才的来源渠道大都汇
集到兵役机关这个源头。二是在“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
理念引领下，我国经济转型发展开始
转到创新驱动上来，而创新驱动首在
得人才。近两年，武汉提出“百万人才
留武汉计划”，西安推出“史上最宽松”
户籍政策……各地招贤纳士不遗余
力，人才“蛋糕”有限，这势必会对征集
高素质兵员造成一定冲击。

面对如此激烈的“人才大战”，兵
役机关如何应对？兵法有云：上兵伐
谋，攻心为上。笔者认为，要充分发挥
可以灵活调动军地资源、善于思想发
动、拥有国家政策支持的优势，集中打
好攻心战。在动员适龄青年时，兵役
机关应立起形象召其心、深入宣传动
其心、给予关爱暖其心。

转变作风形象，增强自身亲和
力。以前，县级兵役机关领导坐镇指
挥调度，由兵员参谋、乡镇专武干部和
村民兵干部去动员即可。但是，现在
人武部人少事多，并且基层事务的分
工越来越具体明确，乡镇征兵人员可
支配的人力物力相对有限，不少工作
由于能力和思维的限制无法深入开
展。这就要求县级兵役机关领导也要
迈开腿、亮开嗓，有时还需要打好背囊
住下去，既当“指挥员”也当“战斗
员”。另外，要向着打造“服务型”兵役
机关努力，及时回应群众的关切，敢于
面对征兵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化解矛
盾难题，转变作风形象，提升亲和力。

坚持使命感召大于物质“诱惑”的
原则。有些人喜欢和适龄青年“算经
济账”，而忽视家国大义的宣传主题。
革命战争年代，如果当兵打仗，仅是为
了几分土地、几块大洋，在革命斗争中

怎么会有忠贞不屈的胆略？市场经济
条件下，运用经济杠杆着实会为征兵
增加不少吸引力，也符合人们追求美
好生活的需求，但经济账算起来得有
个度。军队是祖国的钢铁长城，不是

“以才换财”的名利场，沙场利刃的砥
砺终究还要靠信仰。现在，以弘扬爱
国爱军为主旋律的征兵宣传，就是要
激发适龄青年的家国情怀，如果一个
人仅仅看重丰厚的物质待遇而选择从
军，这很难称其为部队所需要的人才。

特别重视解决好军人后路、后院、
后代问题，不让军人流血流汗又流
泪。军人及其家庭所处的境况是最有
说服力的“活教材”。周边的人既会看
他当初怎么戴红花入伍，后来怎么立
功受奖，也会看他退伍返乡后如何发
展。党的十九大提出，让军人成为全
社会尊崇的职业。尊崇是一种荣誉认
可，这种认可不是空中楼阁，需要军人
的牺牲奉献，也需要优抚政策的外在
支撑。兵役机关应该在征兵过程中构
建起崇军尚武的浓厚氛围。当“当兵
光荣”的荣誉暖流在社会上汩汩涌动
时，愿意到部队施展抱负的人才将不
请自来。

面
对
﹃
人
才
大
战
﹄
，

重
在
讲
好
﹃
大
道
理
﹄

■
珠

珠

“见到解放军，就像看到自己的亲
人！”端午节前夕，驻守在福建某海岛上
的海防某旅官兵，迎来一批远道而来的
客人，他们是“全国爱国拥军模范”曹迎
军、倪振娥夫妇和女儿曹恒。

曹迎军一家人 8日从江苏徐州出
发，坐了7个多小时的火车才到福建，第
二天一早，他们便赶往码头。一个多小
时的海上颠簸，一家人明显感到不适
应，曹恒一度呕吐不止，但妈妈不停鼓
励她：再坚持一会，就能看到亲人解放
军了……

“我们来看你们喽！”当船缓缓靠
向海岛时，曹迎军一家人站在甲板上，
向在码头等候的官兵激动地招手，官
兵则报以热烈掌声。到了连队，一家
三口顾不上舟车劳顿，就忙着为守岛
官兵分发慰问品。考虑到岛上气候潮
湿，官兵生活不便，他们送来了洗衣
机 、烘 干 机 以 及 速 干 内 衣 等 拥 军 物
资。除此之外，他们还为守岛官兵送
来大量红色书籍，丰富官兵文化生活。

“没有解放军就没有我们家的今
天！”在拥军故事会上，曹迎军夫妇说起

30多年前的故事，仍眼泛泪花。1985
年，曹迎军夫妇用平板车拉着1000多斤
的煤块，冒雨踏着泥泞的道路往家赶。
因雨天路滑，一不小心，夫妻俩连人带车
翻进路边的水沟里。危难之际，两名路
过的解放军毫不犹豫伸出援手，将他们
送到附近医院救治，还把板车从沟里抬
出来，修好车，捡回煤。

从那以后，夫妇俩就和部队结下深
厚感情。1987年，曹迎军购买了第一辆
客运车，从运营之初，他就在车前挂上

“拥军服务车”的标牌，定下所有现役军
人、伤残军人及军烈属乘车免票的规
矩。如今，他们的拥军客运公司已经发
展到拥有 100余辆客车，但拥军热情依
然如故。据了解，30多年来，从练兵场
到抗洪一线、地震灾区，从边防哨卡到海
岛一线，全国20多个省市都留下曹迎军
夫妇的拥军足迹。

“曹叔叔一家漂洋过海来看我们，让
我深刻感受到当兵光荣。他们对我们的
关爱和关怀，激励我要为祖国守好岛！”
列兵张浩玮感动地说。在离岛之前，曹
迎军一家人得知守岛战士小郭身患重
症，正在福州住院治疗后，他们又辗转至
福州，为小郭送上慰问金，鼓励他早日战
胜病魔。

下图：曹迎军一家人为官兵送去慰
问品，连队官兵向他们赠送锦旗。

齐永辉摄

端午节前夕，江苏徐州曹迎军一家人
赶赴福建偏远海岛慰问官兵——

漂洋过海来看你
■齐永辉 王浩权 本报记者 肖芳菲

风和角粽香 军民一家亲

6月 11日上午，一辆小汽车在河南
省漯河市临颍县万金镇敬老院门口停
了下来，几个身穿迷彩服的人下车，手
提着鸡蛋、面粉、糯米、艾草等物品走
进院子。

他们是漯河市召陵区人武部干部职
工和几名民兵，此次专门过来探望在这
里生活的大爷大娘，送上端午节的问
候。“刘大爷，我们来看你们了……”“哎
呀，是你们来了，热烈欢迎。”只见一位
80多岁的老大爷坐着手摇轮椅缓缓驶
过来，一把拉住带队的人武部副部长温
志强的手。

看到人民子弟兵到来，在院子里散

步的老人们纷纷围了过来。“李大爷，最
近身体可好？老寒腿有没有好转？”“王
大妈，上次给您买的老花镜戴着还行
吧？”……温志强一边向大家问好，一边
询问心中牵挂着的事情。

说话间，只见几名干部职工连忙拿
来糯米和粽叶包起粽子来，又在门框上
插上艾草，顿时，节日的氛围浓厚起来。
一旁的大爷大娘也不甘示弱，自告奋勇
加入进来，谈论声、说笑声，混杂着广播
里播放的豫剧经典唱段，久久回荡在敬
老院上空。

时间慢慢流逝，根据计划安排，人
武部还要到联系帮扶的贫困户家中去

探望，不得不与大家告别。随着车轮缓
缓驶向远方，太阳底下的老人们还在驻
足目送，久久不愿离去，他们的脸上洋

溢着幸福和甜蜜。
上图：人武部干部职工正在包粽子、

插艾草。 王士刚摄

子弟兵去敬老院，甜蜜蜜！
■李济春 王士刚

本报讯 苗军报道：6月初，山东
省桓台县人武部领导带队走进山东工
业职业学院，向适龄青年宣讲征兵政
策。征兵宣传开展以来，人武部利用区
党建长廊、公交车体公益广告、桓台大
众报、广播电视等，滚动播放刊登征兵
公告和政策，全方位展开征兵宣传，激
发适龄青年报名参军的积极性。

山东省桓台县人武部
全方位开展征兵宣传

本报讯 付亚宁报道：6月上旬，
河北省枣强县征兵工作领导小组与县
教育局、电视台、枣强中学以及各乡镇
武装部，逐一签订征兵宣传责任承诺
书，推动征兵宣传更加精准高效。承
诺书要求，各单位以应届高中毕业生
为重点，大力宣传征兵政策。如出现
工作不力、影响征兵工作成效的情况，
要接受组织问责。

河北省枣强县
建立征兵宣传问责制

端午节前夕，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
区组织社区志愿者到陆军某部慰问，为
子弟兵送来粽子、鸭蛋，并向他们致以节

日的问候。
“这可是礼轻情意重。端午节送

粽子和鸭蛋是江苏的风俗。粽子饱满

紧实，象征和和美美，吃鸭蛋有吃‘五
黄’祛病之说，也蕴含着美好的祝愿。”
该部领导告诉笔者，社区志愿者中的
好多阿姨已经连续 3年到部队为官兵
送粽子，承载着淮安老乡对人民子弟
兵的深情。

当天，前来慰问的阿姨们不仅送来
了粽子，还教官兵包粽子，一片其乐融融
的景象。淮安的粽叶非常纤细，不像北
方的粽叶那样宽大，这让许多来自北方
的战士有点“懵”。但是，这对于社区阿
姨们来说不是事儿，在她们灵活的巧手
中，粽叶像被施了魔法一样变成了一个
个小巧的粽子。不少战士笨手笨脚，包

完一个粽子，已是满头大汗。看着一个
个奇形怪状的粽子，有沙包形的、菱形
的，还有漏米的……官兵和阿姨们都逗
得哈哈大笑。

在阿姨们的努力和官兵的“捣乱”
下，没多久，大家就包好了几十斤粽
子。有蜜枣馅的，也有熏肉馅和蛋黄馅
的，堆在一起像小山一样。战士蔡闯
说：“每年端午节，最盼望的事就是社区
阿姨们来和我们包粽子，这让连队有了
家的味道。”

左图：清浦街道淮三路社区志愿者
和官兵一起包粽子。

苏 龙摄

“兵妈妈”来军营，美滋滋！
■苏 龙

本报讯 郭富、张宏图报道：全州
兵役登记率达到96%，报名参军意向人
数576人，其中藏族大学生报名应征人
数 占 三 分 之 一 ，比 去 年 同 期 增 加
40%……6月上旬，甘肃省甘南藏族自
治州征兵工作取得良好成效，汉藏双语
宣传队功不可没。

5月初，甘南军分区组织召开征兵
工作专题形势分析会，梳理出影响适龄
青年应征积极性的 12个具体因素，包
括宣传不到位、方法不灵活、结合不紧
密等。其中最主要的是宣传人员与藏
族群众有语言障碍，缺乏有效沟通，导
致许多藏族适龄青年对兵役法规及相
关政策了解不够。

为此，他们抽调藏族干部、优秀
退伍士兵和宣传干事组成汉藏双语
征兵宣传队，入校园、上操场、进教

室，把最新应征指南传达给每一位适
龄青年。

宣讲中，宣传队突出讲解兵役法规
政策，解读习主席给南开大学8名入伍
大学生的回信内容以及当地优抚政策，
引导学生到军营建功立业。同时，还组
织“让青春梦想在军营绽放”主题宣讲，
开展甘南籍官兵军营建功立业视频展
播，邀请优秀退伍士兵代表扎西顿珠讲
述自己入伍前后的变化。藏族干部才
让尖措及时翻译，保证汉藏师生都能听
得懂、记得住。

截至目前，宣讲队已走进 1所大
学、2所中专院校、8所民族中学，覆盖
师生6500余人。甘肃民族师范学院大
二学生索南扎西说：“听了这场宣讲，我
对军营有了全新的认识，我决定加入这
个大熔炉锤炼自己。”

甘肃省甘南军分区紧贴民族特点开展征兵宣传

汉藏双语宣传队活跃菁菁校园
本报讯 王德月、张贤林报道：6

月 7日，全国高考第一天，内蒙古赤峰
市敖汉旗的民兵穿戴整齐前往考点去
巡逻，受到许多学子和家长的称赞。
近年来，在“产业链上建民兵、党管武
装管民兵、围绕任务用民兵”的模式牵
引下，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基层民兵
组织建设越来越规范，执行任务能力
越来越强。

敖汉旗是一个拥有60余万人口的
农业大县。前些年，近 30万名青壮年
农民外出务工，使民兵编组陷入很大
被动。2015年3月以来，人武部针对全
旗兴起百余家现代农业企业、不少外
出务工民兵返乡就业的实际，改变过
去以乡镇、村为单位编建民兵组织的
编兵方式，对在产业链上编兵进行探
索实践。

人武部以企业为基本单元，在产、
供、销链条上编组民兵连或排、班，并在
编组中多编党（团）员，少编社会青年；
多编退伍兵，少编流动人员；多编技术
人员，少编普通人员。目前，该旗在22
家现代农业企业中组建民兵连或民兵
应急分队，连同返乡民兵创办的150余
家农业企业，全旗现代农业产业链上承
载的民兵总人数达万余名。

另外，人武部按照党管武装原则，
在所有企业民兵连成立党支部，由人武
部党委直接领导，属地乡镇武装部部长
任党支部书记、连队指导员，同时明确
动用民兵的批准权限，确保党对民兵组
织的绝对领导。规范的民兵组织也给
企业带来生产力提升。据统计，2017
年，由敖汉旗民兵创办的现代农业企业
收入占全旗GDP的20%。

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探索产业链编兵新模式

现代农业企业产业链编兵万余名

临近大学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人武部组织开展大学生征兵体
检。今年铁西区参加体检的大学生达560人，占全区征兵总人数的88％。图
为6月12日，大学生在铁西区中心医院体检。 崔国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