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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讲兵事，让部队基础教育走心走实

□本报记者 郝佳丽 通讯员 董璇

“我看您昨晚睡眠时间很短，血压也有些高，您要记得吃降压药……”
近日，记者来到内蒙古军区一位老干部家中，正好看到内蒙古军区呼和浩
特第四离职干部休养所门诊部的医护人员通过视频与老干部聊天。医护
人员了解到的情况，是根据老干部佩戴的智能手环反馈的。

“自从给老干部们佩戴了这个手环，我们能实时掌握他们的身体
指标，只要他们身体有异样，通过这个系统都能看到。”医护人员告诉
记者。

这是内蒙古军区休干系统关心关爱、用心服务离退休干部的务实
举措。近年来，内蒙古军区休干系统针对所属离退休干部“老有所学
难深入、老有所为意愿强、老有所依陪伴少”的实际，主动探索“网
络+”模式，借助网络平台精准服务老干部。建立“云视频”会议系统，
让老干部在家就能实时收听收看最新理论辅导；拍摄《强化针对性教
育，永葆初心本色不变》等理论宣讲片，方便老干部学习理论知识；录
制党课微视频，实现课堂“家庭化”、文章“音像化”……内蒙古军区休
干系统坚持事事为老干部想在前、干在前，用心用情服务好每一位老
干部。

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内蒙古军区休干系统充分发挥
老干部的政治优势，通过“线上＋线下”“传统＋现代”的模式，开办“休
干大讲堂”，邀请老干部运用视频为休干系统工作人员讲述红色故
事。同时，组建“红色宣讲团”，深入学校、走进企业开展宣讲。“我们还
建立了老干部红色资源云系统，广泛开展‘红色基因代代传’活动；建
设了VR党建工作站,‘云音’收录老干部感言，让红色基因传承插上
了‘智慧翅膀’。”内蒙古军区政治工作局干事徐雄英说。

精准服务让老干部老有所依

久久为功植新绿 绵延荒坡披锦绣
——内蒙古军区各级开展防沙治沙活动

□本报记者 陈春艳 通讯员 贺志国

万物复苏春光好，播绿植树正当时。近日，内蒙
古军区各级开展义务植树活动，热火朝天的场面、干
劲十足的身影，成为春天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清理干枯树干、修剪树木枝条……在鄂尔多斯市
东胜区罕台镇丁家山社的国防林生态基地，东胜区民
兵分队正热火朝天地忙碌着，为植树造林作准备。

望着漫山遍野的樟子松，几辈都生活在丁家山
社的村民丁候雄感慨万千：“很多人无法想象，20多
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秃山梁。”丁家山社由九道光秃
秃的山梁组成，被当地群众称为“九秃梁”。“九秃
梁”形成的根源在于其独特的地质地貌——砒砂
岩，这种松散岩层下雨时会被冲刷出沟道，植被难
以存活。

2008年 3月，东胜区人武部决心改造治理砒砂
岩地，组织民兵分队走上荒山，与大自然展开较量。

“地质坚硬挖坑难、干旱硬梁取水难、土质贫瘠成活
难，是摆在大家面前的三道坎，生态治理进程缓慢。”
民兵郭艮良回忆。

关关难过关关过。挖坑难，人武部带领民兵研
究设计出适应砒砂岩地质的打坑机；成活难，他们总
结出“换土植树”“覆膜保水”“树苗点滴”等因地制宜
的植树方法，成功保住了土、留下了水。截至目前，民
兵分队累计植树220余万株，为3.2万亩砒砂岩地披
上绿装。

俗话说“三分栽七分养”，即使树苗前两三年活
了，如果后期养护跟不上，也可能功亏一篑。为确保
成活率，林地建成后，民兵分队在做好树木管护的基
础上，尝试在砒砂岩地种植经济果木及玉米、土豆等
农作物，蹚出一条涵养水土、由“绿”生“金”之路。

“为了在砒砂岩地发展特色种植业，东胜区人武
部带领民兵进行了数次实验，去年在砒砂岩地种植
的玉米产量与正常土地产量基本一致，土豆产量高
出正常水平。”东胜区人武部负责人说，“我们通过实

验筛选出适合的肥料、种植方法与农作物，再向群众
进一步推广，助力群众致富增收。”

丁候雄是特色种植的受益者之一，“当了50多年
农民，以前10亩田养活不了一个人。现在，我们家有
改良后的耕地30多亩，种植玉米、土豆、荞麦等农作
物，还有几亩水浇地能种蔬菜，不仅够自己的口粮，还
能加工出售一部分。”他说。

在丁家山社，像丁候雄这样的农户还有很多，他
们在山上种果树、庄稼，在山下建猪圈、鸡舍，还有的
农户在人武部扶持下办起加工厂、小超市，去年人均
收入突破2万元。从荒芜的秃山梁到苍翠的绿山坡，
这一片国防林不仅是砒砂岩上的绿色奇迹，更是村
民的“绿色银行”。

此外，东胜区人武部还积极推动生态效益向国
防效益转变，将国防林生态基地打造成为国防教育
实践基地，组织中国少年军校毕业班师生开展种植

“梦想树”等活动，让这片见证了军民鱼水深情的国防
林更加枝繁叶茂。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广大部队官兵和民
兵队员的努力和带动下，爱绿、植绿、护绿成为军营乃
至全社会的自觉行动。

“以前人们都管这里叫‘黄沙卷满天，千里无人
烟’。现在老百姓都说这‘沙地治得好，遍地都是
宝’。”赤峰市敖汉旗萨力巴乡萨力巴村村民杨守全
说。近些年，他同当地民兵一起打草格、种树苗，成功
使“黄地”变“绿地”，又在良田种上了沙棘树，形成了
环境与收入共赢、治沙与致富兼得的良好局面。

这是敖汉旗治沙工作的一个缩影。从上世纪90
年代起，赤峰军分区决定采用大兵团集中连片治理
三十二连山，出动11个民兵连2000多名民兵，在12
个自然村、40余座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恶劣的荒
山同时展开了灭荒大会战，实施生态工程综合治理，
3年营造民兵林1.8万亩，被命名为赤峰市第一个“民
兵号工程”。

打开2010版的赤峰市地图，浑善达克沙地与科
尔沁沙地几乎贯穿东西。多年来，经过一体化综合

治理，而今两大沙地终于实现了“沙退人进”的华丽
转身。

“以前是一天转三遍，根本管不住。现在是三天
转一遍，没人再放牧。”在浑善达克沙地治理区的克什
克腾旗民兵巡护员温都苏高兴地说。牧民认识到打
赢沙地歼灭战的重要性，自觉在划定的区域内放牧，
这少不了民兵的功劳。克什克腾旗人武部乌兰牧骑
民兵排下乡宣传、民兵队员助力乡村振兴、民兵分队
成立联合护林队，一套组合拳下来成效显著。

去年 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巴彦淖尔考察并主
持召开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
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对防沙治沙工作作出部署。

“我们一定牢记嘱托，发挥民兵突击队、战斗队、巡
逻队的作用，一锤接着一锤敲，一代接着一代干，坚
决打赢两大沙地歼灭战，做到坚守一方、造福一方。”
赤峰军分区负责人介绍。今年，该军分区把生态建
设纳入年度重点工作，主动向地方党委、政府请领新
的责任区，联合开展“生态大治理”活动，吹响了两大
沙地歼灭战的号角。

九曲黄河奔流，在中华大地上勾勒出一个大大
的“几”字。黄河流经内蒙古843公里，共涉及7个盟
市35个旗县区，是沙化土地分布较为集中、程度较为
严重的地区，治理情况相对复杂，打赢黄河“几字弯”
攻坚战任重道远。

3月14日，乌海军分区联合市委、市自然资源局
等部门大力开展“黄河几字湾攻坚战2024年防沙治
沙工程暨全民义务植树活动”。

官兵们与地方干部群众分工协作，有的挥锹铲
土，有的扶苗培土，有的提桶浇水，大家互相配合，干
劲十足。经过一上午的辛勤劳动，任务区域内树苗
全部栽种完毕。“保护生态，人人有责。这几棵树是
我种的，我也为守护乌海的绿水青山作了贡献。”看
着成片的树苗，植树的官兵虽然汗湿了衣裳，内心
却充满了自豪。

从一棵棵迎风挺立的小树，到一片片郁郁葱葱
的树林，植下的是新绿，更是梦想。

□本报记者 许敬 通讯员 张峥

春天的青城，暖阳明媚。在武警内蒙古总队机
动支队会堂，“倾听你的声音，述说你的烦恼”活动正
在进行。一名刚下连不久的新兵正在讲台上分享来
到单位后的成长与困惑，引得其他官兵也纷纷从“台
下”走到“台上”，主动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感。说说烦恼
事，讲讲心里话，通过这种分享教育的形式完成了一场
交流活动。

“以前我们更多的是听队长、指导员讲，很少有机
会说一说我们自己的心里话，这次烦恼分享会，队干
部知道了我们的想法，也更关注我们提出的问题和困
惑了，大家的距离一下子就近了很多。”下连还不到两
个月的列兵小张说。他从新兵连到支队基层连队，刚
开始的时候还不能完全适应，心里有很多的困惑和担
忧，但却不敢说，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这次分享
大会，他鼓足勇气说出心里想法，感觉整个人都轻松

了很多。
“教育在军队建设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

的重要作用，是开展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也是培养
人、塑造人的关键环节。我们的基础教育必须紧紧围
绕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这一中心任务，坚持
问题导向，规范组教秩序，提升教育质效。”此次交流会
的主办人告诉记者，他们近期开展的各项教育活动，就
是把“聚光灯”对准基层官兵，兵说兵话，兵讲兵事，解
决兵难，切实把基层官兵的昂扬状态激发出来，把基层
队伍的奋进力量凝聚起来。

两年前，该支队的教育内容主要集中在军事理论
传授和技能训练上，忽视了对官兵的思想、道德、文化
和心理等方面的关注；在教育方式上，多采用传统的讲
授式教学模式，缺乏与官兵的互动，形成了重理论、轻
实践的思想政治教育，教育质量和效果差强人意。

面对这些问题，支队及时创新方式方法，外出见
学取经，积极探索“面对面”“键对键”“线连线”“心贴
心”的教育新模式，打造了官兵喜闻乐见、参与其中的

“小课堂”“活课堂”“融课堂”，让官兵逐渐从被教育者
成为教育参与者，在可感可及的沉浸式、代入式教育中
提升思想觉悟，形成“人人教育、教育人人”的生动格
局，让思想政治教育更加有生气、接地气、聚人气。

“以前我对教育的印象就是严肃地坐在讲台下
面，听一些高深的课程和讲话，没想过有一天我也能站
上讲台讲课，大家夸我讲得不错，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战士小王在中队开展的“红心向党学英模——分享家
乡的红色故事”会上进行了生动的讲述，得到了中队主
官和战友的一致好评后十分兴奋。他希望今后这样的
活动能经常开展，他还会踊跃参加。

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个灵魂唤
醒另一个灵魂。部队基础教育也是如此，只有靠官兵
的自我教育和自我觉醒，教育质效才能真正得到提升；
只有把心思置于兵中，切实听到一线官兵心声，才能高
效做好基础教育工作，提升官兵思想觉悟，促进官兵的
觉醒。如今，武警内蒙古总队以上率下抓教育、抓落
实、抓质效，积极探索新的教育模式已蔚然成风。

聚焦

红色研学

□实习记者 高辉 薛晓芳

近日，我区2024年入伍新兵陆续启程，
各地举行了形式多样的欢送仪式。新兵们身

披绶带红花，身姿挺拔，表情坚毅，满怀豪情踏
上征程。大家一致表示，入伍后一定认真学
习、刻苦训练，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早日成为
一名合格的军人，为强国兴军事业贡献智慧和
力量。

□本报记者 陈春艳 通讯员 王鞅

设卡验证、巡逻盘查、伏击堵截……近日，一场军警民联合参加的
边境封控演练在阿拉善盟阿右旗人武部拉开大幕。随着指挥员一声
令下，文职人员、专武干部和民兵队员迅速登车，穿越300多公里沙漠
腹地来到指定地域，开设军地联合指挥所，设立哨卡，严格检查人员、
车辆进出。

演练现场，民兵谢宝民在哨卡盘查往来、停留的人员和车辆时，一
辆地方车猛加油门冲过哨卡，见状，他立即发出警报，并向指挥所报
告：“有人闯卡！”

收到指令后，军地联合指挥所迅速成立抓捕分队，指派阿右旗阿
拉腾敖包镇人武部专武干事张国斌带领边防巡控排骨干乘坐摩托车
前往闯关地。边防驮运排骑手骑着骆驼来到附近布控点、友邻单位了
解情况，发现2名“嫌疑人”踪迹后，迅速向指挥所报告位置。

在一处洼地，联合抓捕组找好隐蔽位置设伏，在公安民警的带领
下，6名民兵在边境线前沿地带对2名“嫌疑人”进行联合抓捕，并移交
边境管理部门处理。

与此同时，边防民兵分队深入沙漠腹地，展开巡逻、支援、搜救、侦
查、封控，掌握一线封锁控制、纵深堵截清查、区域联合抓捕等方法，锻
炼野外生存、战地野炊宿营、日常战备组织实施等技能，进一步提升了
边防民兵分队遂行多样化任务能力。

“边境封控行动是边防斗争的组成部分，是维护国家安全边境稳
定的重要手段。只有第一时间将边境一线封住、封死，才能抓住战机、
掌握主动、争取时间。”阿右旗人武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他们采取“统一
计划、分片组织”的方式，以极端天气条件下参加边境封控行动为课
题，组织首长机关带民兵骨干开展适应性训练，训练最基础、最实用、
最急需的科目，检验首长机关和民兵分队恶劣气候、生疏地形、野外环
境遂行应急作战任务能力素质。

“边境地区军警民通过联合封控演练，磨砺了战斗意志，锤炼了过
硬本领，达到了反应迅速、应付自如的效果。”演练结束，谢宝民说。

军警民联合演练，超燃！

冲锋号

□李玉松

征长路漫漫，斗风雪严寒。精业克险情，善战保边关。
团结如钢铁，齐心能胜战。战场硝烟穿，热血捍贺兰。

贺兰雄兵

文苑

□佚名

春天是多风的季节，瑟瑟的风变成了温柔的双手，把我从睡梦中
抚醒，巡逻路上多了一丝新绿。

河床上，胡杨、红柳开始绽放生命的活力；荒野里，到处都是奔跑
的野驴、野马和黄羊。鹰永远都是强者，不论严寒酷暑在高空展开双
翅，不知疲倦地盘旋着、长啸着。我真想拥有它的那份力量，在广阔的
天地间遨游。

风裹着沙尘，向整个天空中撒去，蓝天、白云瞬间淹没在昏黄之
中，绿色也显得渺小和无助了，我想象的翅膀被它生生卸下，自然的美
陷入了灾难的包围之中。我渴望来一场春雨，把它全部冲洗干净，也
渴望一层厚厚的雪把它掩埋。

风更加肆无忌惮了，群山不见了，戈壁滩也不见了。我在崎岖蜿
蜒的路上艰难地走着，感到生命价值在不断地提升，希望它在任何环
境下都是不可毁灭的，只能被表象暂时遮蔽。

春天的风吹遍了巡逻路，也吹硬了戍边军人的身骨——由稚嫩变
为成熟，由脆弱变为刚强。

风逐渐地小下来了，温柔取代了残暴，我看到落日染红了天空。
低飞的鸟儿倦了，抖一抖翅膀，把夕阳坠下。地鼠在夜幕下四处奔跑，
星星闪亮，夜空中悬起一轮圆月，远行的人终于在亲人的呼唤中满身
疲惫地归来了……

我爱春天的风，因为它能裁剪出戍边军人心中美丽的画卷。

春天的风

视界

佩戴红花佩戴红花。。 孟祥宇孟祥宇 摄摄送别现场送别现场。。 实习记者实习记者 薛晓芳薛晓芳 摄摄

启程启程。。 李志军李志军 摄摄

下一站，军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