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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兵 工 作 进 行 时征 兵 工 作 进 行 时

初春时节，帕米尔高原乍暖还寒。

新疆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

县的一处作坊里，头戴塔吉克族毡帽的

传统马鞍手艺人热非·阿克巴义，正忙

着制作马鞍的前后梁、鞍桥和夹板。

“这是我做的第二套这样的马鞍。”

放下手中的剪刀，热非向记者介绍，不久

前，他将第一套专门用于骑牦牛的特制

马鞍，赠送给“时代楷模”拉齐尼·巴依卡

的父亲巴依卡·凯力迪别克，那是拉齐尼

生前定制的。

拉齐尼是喀什军分区红其拉甫边

防连的一名护边员。2021 年 1 月 4 日，

拉齐尼在喀什大学培训期间，为救落水

儿童英勇牺牲，年仅 41 岁，被群众誉为

“帕米尔雄鹰”。

红其拉甫边防连在夏秋季节需要

骑着牦牛巡逻，牦牛是边防官兵和护边

员的重要“伙伴”。

70 多年来，拉齐尼一家三代巡边

护边的足迹遍布帕米尔高原边防线。

他家先后有 10 多头牦牛累死在巡逻路

上，9 头牦牛受重伤，但他们多次拒绝

部队的补偿。“拉齐尼去世前还在训练

家 里 的 4 头 小 牦 牛 ，说 等 它 们 训 练 好

了，就有 5 头牦牛参加巡边了。”拉齐尼

的妻子说。

“这种马鞍是拉齐尼生前为方便边

防官兵学骑牦牛专门向我定制的。”热

非告诉记者，牦牛和军马体型不同、性

情有别，用马鞍套在牦牛背上骑行，既

不舒适也不安全。

“拉齐尼说，每年都有新的边防战

士到来，新战士在牦牛背上骑不稳，容

易摔，有一套舒适的马鞍就稳当多了。”

热非回忆拉齐尼当时预订马鞍的初衷。

“我儿子也是护边员，我知道巡逻

路崎岖不好走。”热非当即向拉齐尼承

诺，一定做一套质量上乘的马鞍给他。

定制的马鞍比普通马鞍更加宽大，放在

牦牛背上十分牢固适用。

制作马鞍前，要收集全牛皮、羊毛、

牛毛绒和结实耐用的木料，这个过程比

较耗时。接着，手工制作需要一个月左

右，包括镶嵌、打磨、抹油和编织等工

序。去年初，热非在收集原材料时，听

闻拉齐尼不幸去世。“我难过了很久，他

是我们的骄傲。”热非说，之后他因家里

发生变故，马鞍一直没有完成。

“做好马鞍也是我的一点心意。”热

非一直惦记着要完成拉齐尼的心愿。

经过仔细认真打磨和裁制，包括前

鞍桥、后鞍桥、鞍座、鞍翼、坐垫、脚蹬、马

鞭在内的全套马鞍终于制作完成。

“我很感谢他，感谢想念我儿子的

人。”巴依卡·凯力迪别克告诉记者，给

边防连定制马鞍是儿子生前牵挂的事，

他将第一套马鞍放在家中的荣誉室，寄

托对儿子的思念，再请热非制作一套同

样的马鞍送给红其拉甫边防连。

边防连官兵得知后很感动。曾多

次和拉齐尼一同骑牦牛巡逻的上士苗

广林感慨道：“拉齐尼大哥一直就是个

热心肠，他把连队当成自己的家，我们

也把他当成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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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民兵建设亮点扫描系列③

2 月 13 日深夜 11 时，安徽省六安市

裕安区征兵体检站灯火通明，这是该区

上 半 年 征 兵 第 二 轮 体 检 的 最 后 一 天 。

医务人员正认真复核 100 多名应征青年

的体检结果。

体检站设在皖西卫生职业技术学

院附属医院。这家医院第一次承担征

兵 体 检 任 务 。 接 到 任 务 后 ，医 院 立 即

展 开 动 员 ，按 照 征 兵 体 检 要 求 扩 建 场

地，增加心理测试、肢体测量、耳语测量

等 专 业 设 备 ，并 从 各 科 室 调 集 精 兵 强

将 充 实 力 量 ，精 心 组 织 征 兵 体 检 业 务

培训。

即便准备充分，春节前的第一轮体

检，人员分工还是不合理。回忆当时情

形，体检站主任黄菊说：“由于没有征兵

体检经验，大家按照以往公务员招考体

检惯例，重内科轻外科，人员分配不合

理，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原来，征兵体

检外科项目多且标准较细，但体检站将

内科医生定为主检医生，只安排了 3 名

外科医生。

当天晚上，体检站的灯一直亮着。

黄菊组织全体医务人员展开复盘。“公

务员体检中，囊肿、胆囊结石、肾结石只

要不是梗阻性的都不影响体检结果，但

征兵体检只要有结石就要反复斟酌。”

“还有几例轻度肘外翻，应该待定。”盯

着 初 检 结 论 ，外 科 医 生 江 国 胜 眉 头 紧

锁，提出意见。他们仔细复核“下蹲不

全、肘外翻度数、疤痕大小、结石大小、

精索静脉曲张”等问题，100 多页的《征

兵体检手册》被勾画得密密麻麻。直到

凌晨，体检结论才整理完毕。

体 检 标 准 没 吃 透 、人 员 分 工 不 合

理、复核结论拿不准……问题暴露后，

体检站组织大家再次研读体检标准，并

向市里长期从事征兵体检工作的专家

请教。

标准在纸上，操守在心中。“一次外

科检查，江国胜医生发现一名应征青年

的肚脐上有疤痕，虽然有人求情，但江

国胜没有徇私。”外科医生王兴亮告诉

记者，为国防事业挑选人才是一项光荣

使命，只有坚守职业道德，练就“火眼

金睛”，不放过任何细节，才能为强军事

业把好入口关。

两轮体检结束，拿着 700 多名应征

青年体检结果，该区征兵办副主任陈晨

很有底气：“身处国防动员最前沿，肩负

为国家输送优质兵员的使命，必须较真

碰硬，才能为强军兴军甄选好人才。”

卡紧标尺 把住关口
——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征兵体检见闻

■高 陈 本报记者 蔡永连

“龙河西昌路桥下游 1公里处冰面，

3 名 群 众 遇 险 ，等 待 救 援 ……”2 月 17

日，河北省廊坊市民兵训练基地，一场

冰雪灾害救援演练正在展开。来自文

安县人武部的民兵分队迅速发射救援

绳，救援组利用滑板和安全绳展开救

援，医疗救护组随后进行救护。

“以前组织水上救援演练要四处

找场地，现在市民兵训练基地就有大

型水上综合训练场。”文安县人武部政

委谢永来介绍。

记者在现场看到，防化救援、反恐

维稳、抗震救灾等应急应战课目训练

场一应俱全，装备器材库、演练指挥场

等设施完备。

实战化训练环境，是战斗力提升

的基础条件。在廊坊市委、市政府的

大力支持下，经过几年建设，军分区和

所属 10 个人武部都建成了高标准民兵

训练基地，构建了以市级民兵训练基

地为骨干、县域基地为主体的民兵训

练基地体系。在设计阶段，各训练基

地就按照任务特点设置实战化训练环

境，永清县构设逼真的防空导弹训练

环境，大城县设置可展开 10 多种大中

型森林防火器材的专业训练场……

“过去，部分县区没有自己的训练

基地，经常几个单位共用一块场地，加

上训练设施不配套，训练只能错开时

间，或租用地方场地。受基地规模的

限制，开展多支分队合成训练难度较

大，直接影响整体战斗力的提升。”军

分区领导介绍，基地化训练是提高民

兵遂行任务能力的重要途径，为此，廊

坊军地通力协作，加大投入构建民兵

训练基地体系。

基地化训练推进过程中，暴露出

缺乏民兵教练员的问题。现役部队演

训强度大，能抽出为民兵组训的教练

员有限，而民兵教练员作为军事训练

的直接组织者，队伍素质直接影响训

练质效。

针对这一问题，军分区根据应急

应战任务清单遴选各类民兵分队教练

员，建立组训和参训人员数据库，用于

教官队伍征召、训练数据采集、训练管

理监督、训练质量评估等。依托数据

库，广阳区人武部民兵防空分队聘请

两名退休教授和 4 名退役军人骨干担

任教练员，全程指导训练。

“我们从 4 所医院为民兵医疗救护

连聘请了 24 名教练员，专业的教练员

队伍有效提升了训练水平。”霸州市人

武 部 民 兵 训 练 基 地 主 任 杨 帅 告 诉 记

者，近年来，民兵教练员队伍越来越过

硬，在预征预储装备跟训上也有了显

著变化。

以前，组织民兵基地化训练，预征预

储装备临时展示多、全程跟训少，人装结

合训练少，军地协调机制不够完善。去

年 12 月 23 日至今年 1 月 4 日，军分区组

织大规模民兵基地化训练，各类预征预

储装备全程跟训，令人耳目一新。

市卫健委出动疾控应急指挥车、

新型负压监护救护车；市气象局出动

新型气象应急指挥车；市生态环境局

出动射频辐射监测车……

训练前，军分区在全面摸排全市

各类先进国防动员装备的基础上，梳

理拟制装备拉动清单，划定责任单位，

提交市委专题协调会统筹部署。训练

时，全市国动委成员单位闻令而动，22

类 178 件大型装备全程进场跟训。

近年来，该市军地大力推进特种

运输、工程机械、医疗救护等各类装备

预征预储力度，将民兵平时遂行抢险

救灾等任务所需装备纳入地方应急管

理体系统筹保障。采取实物储备与合

同储备相结合的方式，加大预征预储

装备常态化跟训力度。

随着基地化训练的开展，民兵军

事 训 练 理 念 、方 法 、手 段 也 在 不 断 创

新，民兵队伍应急应战能力不断提升。

去 年 底 今 年 初 组 织 的 大 规 模 训

练，围绕战术协同、要地防空、抗震救

灾、医疗救护等 13 个课目展开。训练

采取到兄弟单位训练基地异地组训、

市民兵训练基地合训的方式，既提高

了各分队战场适应能力，又在互促共

学中补足短板弱项，由独立训练向区

域合作转变。

“我们将常态备勤与基地化训练

有机结合，组织民兵应急队伍成建制

与公安、武警联合演练，组织民兵与经

动、交战、人防和行业系统进行带有任

务背景的协同训练，切实提高快速动

员、综合保障等能力。”军分区领导介

绍，下一步，他们将探索“训保用管备

联”有机结合的模式，不断提升民兵军

事训练质效。

实战实训砺尖兵
——河北省廊坊军分区推动民兵基地化训练转型记事

■本报记者 王 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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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健男、记者安普忠报

道：2月中旬以来，黑龙江省巴彦县特殊

教育学校的 257 名学生陆续收到特别

的礼物：张甲洲红军小学笔友的来信。

为他们送来礼物的是巴彦县人武

部官兵。4 年前，人武部官兵到这所特

殊教育学校开展国防教育活动，从此，

这群天真烂漫的学生便成了官兵心头

的牵挂。在一些重要的节日，官兵都会

来到一街之隔的学校，为孩子们带来书

籍、文具、玩具等礼物，和他们一起过

节。春节前，他们一起剪窗花、贴春联、

放鞭炮；儿童节时，他们一起叠千纸鹤，

写下美好的祝愿。

“官兵用真情温暖了孩子们的心，

孩子们见到穿军装的人格外亲。”特殊

教育学校启慧二班班主任朱永汪介绍，

官兵第一次走进校园时，性格内向的学

生韩玉勋十分好奇却只远远张望。现

在看到官兵来了，他都是第一个上前问

好：“叔叔，我很想你们，真希望你们天

天来！”

“这些特殊的孩子最渴望的是陪伴

和交流。”巴彦县人武部政委尤奎军告

诉记者，春季开学前，他们筹划着给学

校所有学生介绍新朋友。

新朋友从哪里找？人武部官兵想

到了他们的共建单位——张甲洲红军

小学，这所小学红色氛围浓厚，而且校

长孙宏宇曾担任过特殊教育学校校长。

很快，经过联系协调，两所学校的

学生结为一对一的笔友。红军小学的

学生不仅给笔友写信，还精心准备了小

礼物：有的画画，有的缝手套，还有的将

心爱的虎年娃娃拿出来……

收到礼物后，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

们都为交到新朋友而由衷地高兴。“对

于残障儿童来说，这份礼物非常珍贵。”

特殊教育学校校长郝岩说。

黑龙江省巴彦县人武部

为特殊教育学校学生找笔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