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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郭振芳、记者熊永岭报道：
“只有对党的创新理论真学真信，信念才
会更加坚定，人生的道路才不会出现偏
差。”1月6日，山东省军区理论大讲堂如
期开班，省军区党委常委分别领读习主席
关于强军兴军的重要论述并讨论发言，深
入浅出的讲解引发官兵共鸣。

“开办理论大讲堂是推动理论学习
大众化、常态化走深走实的一个有力举
措。”该省军区领导介绍，前期他们在调
研时发现，部分人员理论学习存在片面
化、碎片化，有的仅停留在学要点、记观
点的层面，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理论武装
工作的深化普及。

“理论学习不能浅尝辄止，必须吃透
精髓要义，进入工作实践。”省军区领导
在政治工作座谈会上讲道，当前大项活
动少、新年度工作未全面展开，是理论学
习的好时机，必须充分利用好。为此，他
们决定利用 3个月的时间，开展一次群
众性理论大学习活动，采取学、讲、研、
训、考办法组织现役官兵、文职人员和职
工系统学习理论书籍，推进理论武装工
作走深走实。

该省军区每周制定学习计划，把内
容、时间、标准定具体，把学习任务细化
到天、内容细化到篇、要求细化到人，采
取个人通读、领导领读和集体研读相结
合的办法，组织大家原原本本学习、逐篇
逐段消化、逐词逐句理解，全面系统掌握
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越是驻防偏远，越要把正思想；越
是条件艰苦，越要向党看齐。”谈起理论
大学习，在某偏远仓库坚守 7年的金乡
县人武部副部长陈月斌颇有感触。他
说：“只要坚持用党的理论武装头脑，听
党指挥、向党看齐就会成为大家的自觉
行动。”

理论大学习，让强军目标深入官兵
头脑，大家的精气神越来越足。省军区
各级筹划新年度工作，紧紧围绕老干部
服务保障、专武干部和民兵队伍建设、征
兵政策调整等新情况新问题，从科学理
论中寻找破难局的“金钥匙”，形成了有
效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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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孙兴维、通讯员张亮
报道：近日，“军地专家农业科技走基层
服务”活动在驻青海高原部队进行。由
军委后勤保障部会同农业农村部组织
的这次活动，旨在进一步坚定部队搞好
屯垦生产的信心，激发官兵立足岗位成
才热情，为丰富部队“菜篮子”建设提供
技术支持和指导。

为确保驻高海拔地区部队吃上新
鲜蔬菜，加强军营“菜篮子”建设，丰富官
兵菜盘子，军委后勤保障部军需能源局
会同农业农村部科教司，选派8位军地
专家，赴驻青海高原部队开展以送良种、
送技术、送书籍和指导培训为主要内容
的农业科技走基层服务。服务队不畏
高原严寒，深入田间地头、温室大棚、畜
禽圈舍，认真查看设施设备、了解茬口梯
次，面对面讲授生产技术，传授操作技
能，解决技术难题；赠送部分蔬菜良种、
农业技术书籍、科技光盘和生产物资。
围绕疫病虫害防治、蔬菜工厂生产和高
原牦牛、藏系绵羊品种更新等部队急需

的技术知识，组织集中授课、现场答疑，
依托远程视频系统实现驻青海部队同
步教学。与驻青海高原部队组织座谈
交流，共同分析当前屯垦生产面临的困
难挑战、梳理矛盾问题、研究对策措施。

为高原官兵送上一顿丰盛的农业
科普大餐，为“菜篮子”生产搭建一条科
技兴农快速路。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与
驻青海高原部队建立技术服务对接、疫
病联防联控等工作协调机制，当地4位
农业专家主动担任部队技术顾问，定期
开展技术服务，在先进品种引进、疫病
虫害防治等方面加强指导帮助，共同推
动部队“菜篮子”高质量发展。

此次活动打通了农业科技最新成
果进军营、服务部队“最后一公里”。据
了解，近年来，军委后勤保障部和农业
农村部组织的专家服务队几乎走遍了
全军所有的艰苦地区部队，高原、海岛、
边防线上到处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为
保障一线官兵新鲜肉菜供应发挥了积
极作用。

军地专家走基层服务部队“菜篮子”建设

腊月的陕西省汉中市，铺开大抓基
层建设的精彩画卷：民兵群众性比武竞
赛活动如火如荼，国防动员指挥能力考
核紧张进行，民兵应急分队在复杂环境
下进行实战化训练……

这是陕西省汉中军分区新年开局抓
建基层的“规定动作”。两年多来，这个
军分区坚决贯彻落实习主席关于基层建
设“四个坚持扭住”重要指示精神，以基
层武装部规范化建设为突破口，提升基
层建设水平，圆满完成20多次应急处突
任务。

建章立制，规范在手
才能得心应手

1月上旬，该军分区主官带领军地
工作组，对 143个乡镇武装部规范化建
设进行验收评估，结果显示：各类库室规
范统一，装备器材齐全配套，文化设施一
应俱全，人装拉动快速准确。经梳理汇
总，达标率 100%，被验收单位均获得 90
分以上的可观分数。

成绩背后波折不少。2017年初，该军
分区对所属11个县（区）的乡镇（街道）武
装部建设现状进行调研，发现办公条件简
陋、装备器材配置率不高等问题不同程度
存在。调研归来，有人坦言，各地财政状况
不一样，支持力度大的，抓建容易，反之协
调难度就很大。有人提出，基层单位差异
大，而上级制定的建设方案缺少参照系，抓
建缺乏有力依据，军地难以形成合力。

“规范标准推动发展，健全机制管住

长远。”该军分区领导一语中的。2017
年10月，经过军地讨论研究，《汉中市加
强基层人民武装部规范化建设的实施意
见》经汉中市委常委议军会研究后正式
实施。这份“操作指南”一经公布，基层
干部普遍叫好：“一年打基础、两年搞配
套、三年见成效”的抓建思路清晰、节点
明了；按照“依水防汛、临山防火、城市维
稳、震区抗震”要求，编实配齐人员装备，
打造市、县、镇、村民兵应急力量体系，让
人民群众有了坚实依靠。该市每年成立
军地联合工作组，采取“逐个单位过、突
出重点查、全面搞评估、综合大排名、年
底搞表彰”的办法，对制度落实、装备器
材等20多项内容逐一验收。

硬件配套，规范建设
才有具体抓手

全市所有基层武装部全部配齐应急
分队指挥作业与抢险救灾等器材，重点
完善基层武装部“两库一室”建设……笔
者走访汉中军分区的几个基层武装部，
感受到军分区对于硬件建设的思路：不
苛求硬件建设的标准一致，留给基层因
地制宜的空间；不求美观养眼，只求为战
斗力添砖加瓦。走进南郑区梁山镇武装
部民兵器材室，笔者看到里面防洪、维稳
处突、配合驻军行动等多个类别的物资
摆放整齐，标签里详细标注着数量和型
号。铁扫把的钢丝绳散了，铁锹有磨损
的痕迹，雨鞋鞋底还沾有泥土……大部
分物资都有使用过的痕迹。

“物资不是买来装门面的。”该乡镇
武装部长介绍，这几年基层武装部硬件
建设提升后，民兵队伍战斗力水平得到
了大幅跃升，在驻地多次抗洪抢险、扑灭
山火等行动中，民兵分队都发挥了重要
作用。

升级基层武装部“硬件”设施只是该
军分区加强正规化建设的一个侧面。两
年多来，该军分区围绕基层武装部存在
的办公无场所、制度不落实、活动难组织
等 4大类 76个问题开出多剂“药方”：成
立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挂帅的领导
小组；在城固县、勉县确定4个镇先行试
点，逐步探索规范基层武装部软硬件建
设标准；与驻地企业签订大型装备的紧
急征（租）协议，有效解决装备器材建设
的“瓶颈”问题……

编实建强，练好队伍
才能遂行任务

2019年 5月中旬，军分区受命组织
民兵执行搜救任务。面对山高坡陡沟深
的复杂地形，侦察无人机迅速摸清情况，
300多人的民兵队伍从不同方向火速奔
赴救援现场，经过数个昼夜的连续奋战，
圆满完成任务。负责现场指挥的陕西省

军区领导称赞说：“这是一次教科书式的
救援，与这几年军分区大抓基层建设和
实战化训练密不可分。”

编实建强队伍才能结出硕果。该军
分区协调地方党委政府把专武干部队伍
建设作为地方党委议军会、现场办公的
重要内容，常抓常议，并对专武干部的职
责进行明确、细化和量化，确立动员支
前、国防教育、兵员征集、编组训练等 9
项经常性工作，定期组织培训，确保专武
干部“专武更精武”。

每年组织潜力调查时，该军分区各
级领导都带着应急难题，深入地方高新
技术企业宣传发动，把电力、电信、工程
技术等行业技术骨干优先编入民兵专业
技术分队，并明确规定每季度开展一次
对口训练。目前，军分区已组建新质民
兵力量21支。

汉中市辖区水库、河流众多，森林覆
盖面大，是洪灾、火灾的易发地区。他们
深入研究灾害的特点规律，每年组织 2
至 3次联训联演，锤炼民兵队伍应急应
战能力。2019年 8月，城固县发生特大
暴雨，驻地200多位民兵迅即出动，使用
无人机侦察灾情，民兵分组投入转移群
众、抢通道路行动中，最大限度保证了群
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战斗力在规范化中跃升
—陕西省汉中军分区加强基层武装部规范化建设记事

■胡昌武 冉俊龙 徐 刚

战士与故乡，相隔有多远？可能上
千公里，也可能仅仅连着一张喜报。

连日来，北部战区海军某团开展“战
士与故乡”荣誉激励活动，该团送喜报队
伍跟随15名立功受奖官兵光荣返乡，邀
请官兵家属、地方领导到团队参加主题
颁奖典礼，以荣誉激励催生打仗动力。

让最可爱的人成为最光荣的人，让
社会尊崇的职业受到家乡人民的尊敬。
笔者跟随该团送喜报队伍，辗转 6省 14
市，一路探寻奋斗者的足迹，记录这些淳
朴幸福的军人军属面孔。

甘肃，定西。2019年 12月中旬，张
天平一家迎来几位特殊的客人，宁静的
小山村顿时热闹起来。张天平一边热情
地招呼客人，一边给院子里来道喜的邻
居发香烟：“俺娃今年参加国庆阅兵立功
了，娃部队的领导特意从山东赶来送喜
报哩！”张天平捧着儿子张星贤的喜报看
了又看，眼里的笑意显露无遗。这应该
是张天平第一次戴上红绶带，因为他紧
张时手搓衣角的动作，显得有些不自
然。可这丝毫不影响绶带上“军属光荣”
4个字在他身上散发的光芒。

在定西东南方向500多公里的陕西

省西安市鄠邑区，该团参谋温波的父亲
温仲贤亲手为儿子戴上奖章和大红花，
上下打量着儿子，似乎怎么也看不够。
捧着儿子的三等功奖章，温仲贤一时不
知该说些啥，一句“感谢党、感谢部队的
培养！”连连说了好几遍。

“娃在部队立了功，部队和地方领导
将喜报送到家里，邻里乡亲都很羡慕，咱
脸上也有光啊！”戴上绶带，温仲贤在录
制带回团队的祝福视频时，酝酿了好一
会儿的词，终于在“NG”好几次后，一股
脑说了出来。镜头里，满满的幸福。

踏入沂蒙山境，令人不自觉地哼唱

起那首耳熟能详的《沂蒙山小调》。在沂
蒙革命老区，上士胡怀明的父亲胡德志
在村口迎接报喜小分队。

“吃糖，吃糖！这是喜糖，一定要
吃！”胡德志塞给笔者一把糖果后，又转
身忙着去给来道喜的街坊邻居分发喜
糖。这场面，丝毫不亚于儿子胡怀明娶
媳妇时的热闹。胡德志逢人便说“怀明
的成长都是部队培养得好”，直言最自
豪的事就是“送儿子去参军”。邻居的
羡慕之情溢于言表，拉着笔者询问大学
生入伍的相关政策，说等儿子毕业后也
要送到军营锻炼。

“崇尚荣誉需要仪式表达，一个好的
仪式胜过千言万语。这样的仪式，让军
人职业尊崇看得见、摸得着！”临沂市退
役军人事务局领导介绍，立功喜报承载
的是从军路上精武强军的故事，是军人
与家乡父老共享荣光的纽带，敲锣打鼓
将喜报送到军属家，不仅提升了军人军
属的自豪感，也进一步夯实了官兵扎根
军营、矢志强军的思想根基。

辽宁，凤城。气温骤降到-20℃，可
东汤村的故事却温暖着笔者一行。踩
着脚下的积雪，笔者走进上士汪海涛的
老家。室外冰天雪地，室内暖意浓浓。

小心翼翼地抱起 5个月大的儿子，汪海
涛一遍遍宠溺地喊着儿子的乳名，妻子
张驰露出幸福的笑容。汪海涛给妻子
戴上三等功的奖章，一个深情的拥抱诉
说着对妻子的思念，也感谢妻子对家庭
的付出。

“这枚奖章，就是海涛给我最好的礼
物。”张驰拿起胸前的奖章轻轻抚摸了一
下，转眼看着汪海涛在一旁逗着咿咿呀
呀的孩子。孩子出生 5个月，汪海涛抱
过的次数屈指可数，所以从进家门开始，
汪海涛就一直抱着孩子舍不得放下。当
笔者问及汪海涛和张驰之间有什么浪漫

故事的时候，汪海涛不好意思地挠着头
说：“要说最浪漫的事啊，就是结婚这几
年，她都一直默默支持我……”

一路跟随采访，一路收获感动。
在河南郑州，上士杨原青的奶奶在

录制祝福视频时说：“家里祖孙三代从
军，是我一辈子的骄傲。孙子今年能立
功，这是家里的荣光。”

在山东莱阳，上士张贤伟的妻子湿
了眼眶。面对采访，她有些哽咽地说：

“这么高兴的日子，真是不好意思，我不
该流眼泪的。可看到贤伟在部队做着
喜欢的工作，我就觉得一直支持他是值
得的。”

在河北邯郸，中士贾亚亮的母亲对
笔者说：“作为孩子的母亲，能够亲手为
儿子戴上三等功的奖章，我感到特别的
高兴。这是我作为母亲最自豪、最幸福
的事！”

一路走来，笔者发现，感动与奉献就
在我们身边。他们有的坚守在自己的岗
位上，有的挑起家庭的重担，他们是身处
平凡岗位又不甘平凡的普通官兵，是奔
流不息强军浪潮里的朵朵浪花，他们的
生活正汇聚进新时代的强军故事。

辗转辗转66省省1414市市，，北部战区海军北部战区海军某团开展某团开展““战士与故乡战士与故乡””荣誉激励活动荣誉激励活动——

喜报送亲人 荣誉进家门
■张 淦 董宏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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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百
余
名
基
干
民
兵
，挺
进

塔
克
拉
玛
干
沙
漠
腹
地
进
行
冬
季
野
营
拉
练
。
拉
练
中
，该
团
突
出
练
指
挥
与
练
协
同
、练

战
法
与
练
处
置
、练
体
能
与
练
技
能
相
结
合
，锻
炼
民
兵
队
伍
实
战
化
训
练
水
平
和
遂
行
维

稳
戍
边
的
能
力
。
图
为
拉
练
行
进
途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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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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