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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上半年征兵中，全国各地兵役机关通过聘请廉洁征兵监督员、公布廉洁

征兵监督举报电话、签订廉洁征兵责任状等形式，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确保

征兵工作公开、公平、公正。

图①：山东省郯城县征兵办工作人员组织廉洁征兵监督员学习《廉洁征

兵公开信》。 王保珍摄

图②：吉林省梅河口市征兵办与乡镇街道、体检医院等相关部门签订廉

洁征兵责任状。 杜佳晟摄

图③：辽宁省沈阳市公布廉洁征兵监督举报电话，提高征兵工作透明

度。 谭长俊摄

2月 10日，浙江省丽水军分区和云和县委、县人武部等军地领导共同为

被命名为“八一爱民学校”的云和县城西小学揭牌。 雷金香摄

2 月 8 日，江西省九江市中小学新

学期开学第一天。一场跨越千里的视

频连线在硬骨头六连希望学校六（1）班

和“硬骨头六连”岭南尖兵班之间展开。

该校副校长田爱英告诉笔者，他们

学校是“硬骨头六连”所在部队 1998 年

援建的。20 多年来，在部队持续帮建

下，学校建设日新月异，师生们对“硬骨

头六连”的拥军情日渐深厚。每学期开

学，学生们都要以书信、连线等形式与

连队官兵交流。

“叔叔们好，很高兴又见到你们！”

“同学们好！你们又长高了！”上午 8 时

许，视频连线开始。简短的互致问候，

让屏内屏外气氛热烈。

“这是我们的训练场”“这是我们的

运动室”……随着班长周峰鹏的讲解，

画面不断切换，学生们个个目不转睛，

兴趣盎然。此刻，岭南虽远，军营却近。

“同学们，这就是我们的训练生活

环境，你们的学习咋样啊？”

“我现在学习可好了。感谢解放军

叔叔的关爱！”第一个参与互动的学生

胡尚琳，从进入该校就接受连队资助。

面对镜头，她流下了感激的泪水。

“格斗准备！弓步冲拳……”第二

个上场的孙志严，在屏幕前打起了军体

拳。这几年，该校普及军体拳，曾得到

连队官兵点拨的孙志严，一招一式，有

模有样。

“打得不错，脚落地的姿势稍稍调

整下就更棒了。”视频另一端，官兵们鼓

掌叫好。

“我晚上做梦有时会梦到你们在训

练。叔叔，你们每天要训练多久啊”“当

你们训练累了时，别忘了还有在九江的

我们为你们加油呢”……

“我们训练张弛有度，为了战场上

能打赢敌人，大家争当训练尖兵……”

一问一答间，关切溢出屏幕。窗外

春雨淅淅沥沥，教室内一片融融暖意。

“我们能安心学习，都是因为有你

们的付出与守护。解放军叔叔，你们辛

苦了！长大后，我也要当解放军！”孙志

严的话，道出了许多同学的心声。

“‘硬骨头六连’是闻名全军的荣

誉连队。只要你们学习好、身体好，全

面发展，将来肯定有机会加入我们的

行列！”看到孩子们渴望的眼神，周峰

鹏说。

美 好 的 时 光 总 是 短 暂 。 视 频 连

线结束之际，官兵和孩子们相约下次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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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苏北，乍暖还寒。

这天上午，随着骤然响起的警报

声，一场以保障部队战役投送为背景的

实兵演练，在江苏省徐州军分区作战指

挥中心拉开序幕。军地领导走上“战

位”，共商“用兵”之策。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国防

和后备力量建设。作为连接军地的桥

梁纽带，我们要不负重托、主动作为。”

徐州军分区司令员刘来贵告诉记者，组

织军地领导共同谋战务战，是他们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强化备战打仗观

念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该市着眼职能

使命需求，以量化考评为牵引凝聚军地

合力，推动备战打仗走深走实，有力推

动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高质量发

展，军分区连续 3 年在江苏省军区练兵

备战考评中名列榜首。

“败走麦城”，呼唤机制约束

这是让军分区上下从未有过的尴

尬——

5 年前，全市民兵军事训练考核成

绩在全省倒数第二；军分区、人武部干部

近半数军事技能成绩在 60分以下……

“武艺练不精，战场打不赢。徐州

是全国重要交通枢纽，历来为兵家必争

之地。这样的练兵备战成绩，怎能与地

位相匹配？”2019 年初，从火箭军某部

交流履新的刘来贵感到前所未有的压

力。他和时任政委商量，决定把剖析

“败走麦城”作为党委全会“第一议题”，

组织复盘检讨，研究破解之策。

这一议，就是 2 天时间。经过深度

剖析，大家一致感到，除了部分人员存

在“后备后用”错误认识、组训练战军

方唱“独角戏”等因素外，很重要的一

点就是练战缺少“硬杠杠”，练好练坏

一个样。

“既需要建章立制形成约束力，也

需要压实责任提升执行力。”军分区党

委在深入讨论中形成共识：必须把支撑

备战打仗能力建设的要素和指标梳理

清楚，通过构建科学有效的量化考评体

系，立起备战打仗的“指挥棒”，推动各

项工作向备战打仗聚焦用劲。

说干就干。贯彻上级考评标准，向

友邻单位取经，与地方党政部门对接，

到基层问计于民兵……经过深入研讨、

反复论证，一个月后，一套聚焦备战打

仗、提升练战援战能力、突出主责主业、

兼顾军地的全面考评体系正式出台。

“值班人员熟悉战备方案计划、掌

握主要战备活动和辖区内民用力量备

勤动态等，每错漏 1 处扣 0.5 分”“民兵

编组比例未达标的，由军地会商对所在

单位领导问责追责”……翻开备战打仗

考评细则，记者发现，里面没有“原则

上”这类套话，90%以上都是拉单列条，

加分扣分、问责追责，一目了然。

以考促建，激活“一池春水”

“根据年度训练安排，区民兵应急

分队与贵部有 3 次联训联演，今天我们

是来对接任务的。”新年开训不久，云龙

区委书记、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朱明泉

与区人武部领导来到驻军某部，围绕新

年度练战援战协商会商。

“备战打仗考评细则把地方党委政

府、涉军局（办）和人武部一样，列为考

核考评对象，军地一体谋战、研战、练

战，已成为从县（市、区）到乡镇（街道）

各级党委政府的必修课。”朱明泉告诉

记者，建设强大国防，军地都担使命，人

人都有责任，备战打仗考评体系就是很

好的实践载体。

“战备设施落后，练兵备战难以达

到高标准。”铜山区人武部部长嵇绍峰

告诉记者，几年前，因作战室和训练场

功能缺失，战备训练能力提升受到严重

制约。“不能让基础设施成为练兵备战

的‘绊脚石’。”2022 年，区里围绕备战

打仗核心指标，加大投入，升级改造训

练设施和民兵训练基地，实现备战打仗

“硬件”“软件”双提升。年底，区练兵备

战考评获得全市第一名。

以考促建，激活“一池春水”。去年

底，记者跟随徐州市高质量发展考核组

赴各县（市、区）考评，欣喜地发现与党

管武装有关的地方局（办）工作人员，对

备战打仗量化考评体系中自身担负的

职责了然于胸。

“谋战有抓手，练战有目标。”去年

调任该军分区政委的黄建新谈起参加

量化考评的感受，深有感触地说，依据

纲要、法规、政策形成的这套备战打仗

量化考评体系，抓住了“牛鼻子”，起到

了“牵一发动全身”的作用。

驶入“快车道”，跑出“加速度”

“战备方案成样板，‘四会’教学勇夺

冠，个人成绩均靠前，分队拉动名次先。”

这是军分区连续 3年夺得省军区练兵备

战考评第一名后，官兵们编的顺口溜。

“驶入‘快车道’，跑出‘加速度’。”

市委书记、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宋乐伟

更是看在眼里喜在心中。

言为心声。以备战打仗考评体系

为标尺，一切工作向战斗力聚焦，让军

分区上下迎来扬眉吐气的光荣时刻。

“练兵备战考评体系最大的特点是

全面系统，让我对武装工作认识更清、

信心更足。”2021 年 9 月从院校交流到

泉山区人武部担任部长的赵超这样评

价考评体系：练兵备战和提升军事素质

的“武功秘籍”。在去年底省军区组织

的年度军事训练考核中，他各项成绩均

达到良好以上。

和赵超有同感的，还有这两年交流

到军分区的数十名军兵种干部和百余名

新进文职人员。他们普遍反映，考评体

系让他们“入门有捷径、起步高抬腿”。

“对照‘施工图’，立起高标准。考

评细则是我们练兵备战的好帮手。”云

龙区人武部部长李林告诉记者，在去年

民兵整组中，全区党政军企联动，努力

做到“打什么仗就编什么兵，遂行什么

任务就开展什么训练”，同时依据考评

体系中政治工作的规定要求，突出预建

党组织建设，确保民兵始终在党的绝对

领导之下。

“机制作用发挥好，备战打仗劲头

足，单位个人出成绩。”军分区战备建设

处处长陈学志介绍，几年来，军分区上

下坚持用活用好量化考评体系，通过

“每周一学”“每月一练”“每季一考”，突

出抓实党委议训、机关领训、奖惩促训，

形成了“优秀有动力、后进有压力、整体

有活力”的练兵备战新局面。

“3 年夺冠已属于过去，新征程更

须快马加鞭。”刘来贵告诉记者，目前，

他们正充实完善“基础+应战+应急”

“共同分训+专业集训+演练协训”“技

能+专业+课题”等内容，进一步完善练

兵备战量化考评体系，以更高标准推动

备战打仗走深走实。

左上图：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组织

基干民兵点验。 赵 振摄

“三连冠”是这样练成的
—江苏省徐州市军地以量化考评为牵引推动练兵备战走深走实记事

■周 林 本报特约记者 李弘非 胡绍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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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大鹏、特约记者孙明江

报道：“你们的儿子在部队荣立二等功，

为家乡赢得了荣誉，是我们潢川人民的

骄傲！”初春的一天，河南省潢川县军地

领导先后为潢川籍军人周继文、谭仁平

家送上二等功喜报、“二等功臣之家”牌

匾和奖励金。一日送两份二等功喜报，

这在该县还是首次。

记者在现场看到，送喜报的队伍

打着横幅，抬着“二等功臣之家”牌匾，

敲锣打鼓，喜气洋洋地走进两位军人

家属所在村和居住的小区，热闹喜庆

的 氛 围 ，吸 引 沿 途 不 少 群 众 驻 足 观

看。“等我长大了也要去当兵！”“等我

儿子明年大学毕业，我也让他报名参

军！”人群中不时有青年学生和家长表

达心声。

“送喜报就是最好的征兵宣传。”县

征兵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副县长、县公

安局局长陈勇告诉记者，为用好建功军

营的生动个例，县里进一步规范喜报送

达程序，通过打横幅、敲锣打鼓等形式，

营造浓厚氛围，让周边居民、沿途群众

同感军属荣光。同时，协调县融媒体全

程报道，宣扬“一人当兵全家光荣、一人

立功全家荣耀”，激励更多适龄青年参

军报国。

“这几天，在网络上陆续看到军地

领导为潢川籍立功受奖军人送喜报的

视频，其中有几位还是我高中同学。他

们全家披红戴花的场景，让我很羡慕。

如果今年上半年被批准入伍，我一定像

他们那样早日立功，为家乡争光。”应征

青年、大学生胡益浩坚定地说。

县征兵办主任、人武部部长曹书斌

告诉记者，通过前期的广泛宣传动员，

喜庆隆重地送喜报，潢川县今年上半年

征兵工作形势喜人，上站体检人数较往

年有很大提升。

河南省潢川县

“送喜报就是最好的征兵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