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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普法讲师团”开展巡回法治教育

□　本报记者   廉颖婷

□　本报通讯员 孔玲娇

　　“以前，从码头到营区要爬

247级台阶。前些年，地方政府为

我们修建了物资运输专用索道，

现在，运送物资可以从山脚下直

达营区。”近日，驻上海市崇明区

92985部队42分队班长潘积绪细

数这些年佘山岛的变化。

　　上海第一哨——— 佘山岛面积

0.088平方公里，是一个无居民、无

淡水、无市电的“三无”小岛。从

1950年起，海军某观通站官兵就

驻守在这里。

　　小岛距离大陆近20海里，岛

上官兵日常用水、粮食蔬菜等生

活物资都是通过船只定期补给。

“因为这里天气比较恶劣，加上那

时候条件有限，补给船不能及时

过来的情况时有发生。用水困难

的时候我们就接雨水来洗澡，酱

油拌饭最长吃过一个星期。”部队

想自己解决问题，却面临技术、财

力等诸多困难。

　　崇明区委、区政府领导上岛

看望官兵后，了解到他们日常用水

全靠补给，当即提出：“在保障官兵

生活上，再难也要想办法解决。部

队的事，再难也要快办办好。”

  随后，崇明区双拥办联系上

海市海水淡化工程方面的企业上

岛进行海水取样，并对岛上油机

发电是否能达到海水淡化设备供

电标准进行评估。最终，在这个小

岛上建成海水淡化供给站，从根

本上解决了官兵饮水难问题。

　　每年，崇明区委、区政府领导

都会带着蔬菜、水果、肉禽等慰问

品上岛看望官兵。为了让官兵们

吃到新鲜蔬菜，崇明区农委将土

壤运送上岛，开发菜地，指导官兵

学习种植技术。

　　“空心菜、鸡毛菜、菠菜我们

都种过，收成很不错。”官兵们餐

桌上由此增添了很多“绿”。

  近几年，随着世界级生态岛

的发展，崇明绿色生态农产品成

为一张闪亮的名片，不少企业也

将农产品运上岛，让官兵们品尝

驻地美味。

　　2020年春，崇明区青少年活

动中心教师施琴带着演艺小分队

上岛。在距离小岛还有10海里时，小船呈45度左右摇晃，

一行人吐得头晕眼花。施琴心想，这次演出肯定不能照常

进行了。

　　船将靠岸时，所有官兵已经整整齐齐列队等在岸边。

“当时的情景，我这辈子也忘不了。”施琴说，“孤岛、战士、

大海、蓝天构成了一幅坚毅而有力量的画面，我望向岸边

墙壁上那几个大字——— 祖国在我心中，那一刻，我突然明

白了他们坚守的是什么，也深知我们此行的意义。”

　　那天演出非常顺利，官兵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远道

而来的客人。

　　“驻扎在这里，最大的考验就是要忍受寂寞。”驻守佘

山岛，每天面对的是一望无际的海水和重复机械的观测

工作。

　　2021年，上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协同崇明区退役军

人事务局购置跑步机、哑铃等健身器材运往岛上。一到休

息日，潘积绪和战友们便来到健身房锻炼。

　　近年来，崇明区想尽一切办法保障官兵日常训练和

生活。每年为海水淡化设备更换滤芯，让官兵喝上放心

水；看望慰问困难官兵家庭，提供精准帮扶，解除官兵后

顾之忧。

　　每年老兵退伍前夕，崇明区都组织佘山岛退伍老兵

看上海、看崇明，领略驻地风光的同时，提升官兵获得感

和荣誉感。为进一步丰富官兵业余文化生活，开展送书进

佘山、普法进佘山、心理咨询进佘山等活动。

　　4月6日，一堂“崇戎大讲堂”和一堂心理咨询课送往

佘山岛，这是“2023年崇明区情系佘山岛系列活动”的第

一场。课程结束，指导员李金阳带领前去授课的老师们参

观营区。

　　“这间荣誉室是崇明区委、区政府帮我们修建完成

的，这里有我们的海岛卫士、历任主官、建岛以来到现在

的变化，还有我们部队获得的荣誉。”三十平方米的荣誉

室，承载着数代“佘山岛人”的记忆和军功章。这些变化，

是来自社会各界对佘山岛官兵的关心关爱，更是崇明区

拥军情怀的一个缩影。

　　这些年，驻岛官兵在完成战备执勤、训练保障任务的

同时，积极配合做好上海市水文观测和进出长江口船只

的监测任务。救助遇险渔民，被广大渔民誉为长江口上的

“避风港”“救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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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韩潇 通讯员吴曦 姚冲霄 近日，空军工程

大学空管领航学院举行首届“最美航院人”表彰活动。受表彰的典

型是该院近年来在为战育人、研战教战、政治教育、战备训练、后勤

保障等方面的优秀代表。

　　空管领航学院通过表彰典型，大力宣传一线官兵先进事迹和

精神，不断提升官兵获得感、荣誉感，广大官兵在榜样的指引下笃

行不怠，建功军营的积极性更加高涨。

空军工程大学空管领航学院

举行“最美航院人”表彰活动

□　本报记者   廉颖婷

□　本报通讯员 梁孟潇 郭晓宁

　　5月29日至6月3日，解放军成都军事法院派出

“巴蜀普法讲师团”，赴川西高原开展巡回法治教

育。普法讲师团由5名办案能力突出、教育经验丰

富的法官组成，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是此

次巡回法治教育的重点区域。

  法官们深入西部战区某旅、空军某旅、四川省

阿坝军分区、武警四川总队阿坝支队等单位，提前

发放普法授课清单，接受基层官兵“点单”；结合播

放微电影、展示案例挂图进行警示教育，实地开展

涉军维权法律咨询；赠送多种类型法律宣传产品，

并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了解、实地走访的方式，动

态掌握基层法律服务需求。

　　“以前只知道不能酒后驾车，但对酒驾的标准

认定一直存在模糊认识。许院长结合真实案例进

行剖析解答，让我们对酒驾有了全面透彻的认

识。”5月29日下午，成都军事法院院长许华梅近两

个小时的授课辅导，受到阿坝军分区及十几个所

辖单位官兵的好评。

　　“近年来，虽然基层官兵法律意识不断增强，

但仍存在法律专业知识欠缺、不清楚维权途径等

问题。法官们以生动的案例普法，宣讲涉军维权途

径，赠送普法宣传手册，这些都是我们基层急需

的。”6月2日，在武警四川总队阿坝支队若尔盖中

队，队长卢强说出了基层官兵的心声。

　　“我们计划在5年内走遍川渝片区部队，将法

律服务向偏远基层一线延伸。”许华梅说，后续将

结合此次调研情况修订方案预案、完善维权机制，

进一步提升法律服务的精准度。

　　“巴蜀普法讲师团”自2021年成立以来，围绕提

升军事法院对备战打仗、依法治军贡献率，紧贴基

层一线官兵需求，动态更新以一线办案法官为主、

吸收军地律师和法学专家的讲师团队伍；常态开

展巡回法治教育，涵盖川渝陆军、空军、国防动员、

武警等军兵种单位，累计行程5000多公里；开展授

课辅导110多场、法律咨询500余人次，线上线下5万

余名官兵受益；发放案例挂图、书签卡片、宣传手

册等法律宣传产品8000余本（件），为基层一线官兵

成功协调处理涉法纠纷10余件。

新时代双拥共建

  图为杨胜奎（左）与新下队的战士交流学习心得。 本报通讯员 谢定安 摄  

池州贵池区推行

军人军属法援网络化服务 江西弋阳县军地联手维护军人军属权益
□　本报记者   廉颖婷

□　本报通讯员 郭冬明 李悦琪

　　6月5日，战略支援部队某部政治工作部主

任杨春晖，将两面锦旗分别赠送给江西省上饶

市弋阳县人武部和弋阳县人民法院，感谢他们

帮助解决弋阳籍女军士邵嘉祺母亲的经济赔偿

难题。

　　2017年4月，邵嘉祺的母亲因交通事故不幸去

世。考虑到肇事方未成年，弋阳县人民法院判决

肇事方赔偿各项损失共计74万余元，赔偿责任由

肇事方父母承担。但肇事方因家庭经济困难，无

法立即履行赔偿责任。其间，邵嘉祺和家人多次

与肇事方协商未果，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强制执行

也难以落地，导致民事赔偿迟迟没有进展。

　　今年3月，邵嘉祺所在部队得知情况后，致

函弋阳县人武部，商请推动邵嘉祺母亲的赔偿

问题。

　　“接到情况通报后，我们第一时间启动涉军

维权绿色通道，依托上饶市法律拥军服务平台，

为邵嘉祺免费安排律师协助维权。同时，指定专

人前往弋阳县人民法院了解案件执行情况。”弋

阳县人武部部长王何生说。

　　“今年清明节期间，我们得知肇事方将返乡

祭扫后，协调弋阳县人民法院拘传肇事方。”弋

阳县人武部政治工作科职工汪荣华说，协商伊

始，肇事方仍以缺乏经济赔偿能力为由拖延

赔偿。

　　“2020年，被执行人对自家房屋进行了装

修。”“2019年7月，肇事人成年后和父母外出务

工，家庭经济收入明显改善。”拘传前，为核实肇

事方赔偿能力，弋阳县人武部联合县人民法院，

先后多次对肇事方家庭经济情况进行调查走

访，详细掌握了其家庭经济收入情况。

　　“军人军属权益依法得到保护，拒不赔偿将

追究刑事责任。”在军地双方多次协调下，最终

双方达成和解协议，肇事方一次性支付赔偿金

20万元，剩余款项分5年支付完成。

　　近年来，弋阳县人武部针对涉军维权案件，

坚持“马上就办、办就办好”，与退役军人事务局

开通军人军属法律援助优先通道，并联合法律

援助中心开展法律咨询、纠纷化解、公益诉讼等

涉军法律援助事项，累计接受农村集体土地征

收纠纷、合同纠纷等法律咨询80余起，推动两起

涉军维权案件圆满解决。

　　本报讯 记者韩潇 通讯员王友松 重要维

权拨打律师电话，一般维权加“法律援助小助手”

微信，敏感维权推行网上申报……近日，安徽省池

州市贵池区针对军人军属法律援助推行网络化服

务，让法律援助服务更专业、便捷、人性化。

　　为维护驻地官兵、军属合法权益，贵池区司法

部门与驻地部队签订军人军属法律援助协议，司法

工作人员采取“包干到户”的服务模式。为确保法律

援助适时对接“不断线”，在法律援助进军营时，公

布军人军属法律援助服务站专业律师电话、网络申

报邮箱等，并与服务对象签订保密协议。

　　针对新修订的《军人军属法律援助工作实施

办法》，贵池区向驻地官兵发放各类普法宣传资

料、法律援助典型案例工作手册，解读相关新修订

内容，普及法律基本常识。

法治进军营

新时代追光播火者
记武警湖北总队宜昌支队三峡船艇大队一级警士长杨胜奎

□　本报记者   廉颖婷

□　本报通讯员 田  健 代士兵

　　子夜时分，武警湖北总队宜昌支队三峡船艇

大队一级警士长杨胜奎查看完每张床铺后，来到

学习室继续伏案疾书。

　　杨胜奎不仅沉浸在学习理论的快乐中，而且

享受与战友们分享这种快乐而收获的幸福，他的

故事也一直被战友们津津乐道。

  这些年，作为武警湖北总队薪火宣讲团主要

成员和武警宜昌支队“红肩章”小分队队长，杨胜

奎带出123名过硬的理论骨干，帮助62名战士解决

成长困惑。

把党的声音传到军营内外

　　提起初次登台授课的场景，杨胜奎记忆犹新。

　　入伍不到两年，杨胜奎就当上了大队理论骨

干。当时，他在大队小有名气，时任教导员陆贵军

特意安排他为全大队官兵讲一堂党史课。授课完

毕，自信满满的杨胜奎本以为会赢得好评，没想到

无意中听到一句：“都说他喜欢读书，现在看来也

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嘛……”

　　从那以后，为在课堂上把问题讲清、把道理讲

透，杨胜奎深钻细研，以致经常走路走岔、吃饭忘点。

　　“为了在第二次登台授课中打个‘翻身仗’，我

整整花了一个多月时间，翻阅近30万字文献资料，

精心设计多媒体课件100多张。有时为了讲好一个

观点、选好一个事例，我反复琢磨好几天。”杨胜

奎说。

　　两个月后，杨胜奎找到教导员请求再次登台。

讲课当天，他用朴实的语言、鲜活的事例，加上自

己的理解思考，把课讲得丰满立体、深刻生动，终

于赢得战友们的点赞。

　　“杨班长讲课有种魔力，会让人产生强烈共

鸣。”武警宜昌支队新闻干事王也说。有好几次，他

打算给杨胜奎拍几张授课照片就走，结果却不知

不觉听到了结束。

　　每次授课前，杨胜奎会搜集大量参考资料，深

入官兵做好思想调研，并反复进行试讲，请大家挑

刺提意见。他还观看《开讲啦》《朗读者》《超级演说

家》等演讲类节目，从网上学习各种讲课技巧，力

求把理论课讲活，让青年官兵爱听。

  他把自己探索总结的导演记忆法、连锁学习

法、口诀记忆法、正反辨析法与战友们分享，让大

家从碎片化阅读变成系统化领悟，从浅表化学习

转为深层次理解。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后，杨胜奎第一时间研

读党的二十大报告。“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

我们该怎么做？”“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这个与缓解青年官兵焦

虑有关系吗？”杨胜奎感到，作为新时代党的理论

战士，必须主动深入研究这些课题，激发官兵以坚

定的制度自信和强大的前进定力投身强国强军伟

大事业的决心。

　　从拟定提纲到撰写讲稿、从组织试讲到修改

定稿……那段时间，杨胜奎天天铆在学习室奋战

攻关。很快，一个个鲜活的实例被搬上课堂，引发

官兵热烈反响。

　　这些年，杨胜奎先后为部队和驻地中小学宣

讲党的创新理论120余场，直接受众达10余万人次。

带头编写5套学习辅导手册，先后6次在武警湖北

总队、武警宜昌支队各类政治教员评比竞赛中摘

金夺银。

用理论之光点亮信仰灯塔

　　“十年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人民军队体制

一新、结构一新、格局一新、面貌一新……”

  去年6月，武警宜昌支队开展“三会一好”优秀

政治教员评比竞赛，执勤十一中队文书冯敬涛围

绕“坚定理想信念、奋进强军新征程”进行授课。他

结合身边变化畅谈感悟、解疑释惑，精彩的讲述赢

得阵阵掌声，最终荣获二等奖。

　　谁能想到，站在台上侃侃而谈的冯敬涛，曾是

杨胜奎班里的“吊车尾”。

　　冯敬涛性格较为内向，刚到新训中队时，每次

考核成绩都排在后面。时间久了，越来越没自信。

　　“这几天你状态不是很好，有什么事情吗？能

不能跟班长说说？”杨胜奎觉察后，趁着饭后休息，

主动上前试图打开冯敬涛的心结。

  起初，冯敬涛沉默不语，不愿沟通。经过杨胜

奎耐心疏导，慢慢地，冯敬涛敞开了心扉。

　　原来，冯敬涛入伍前在学校成绩优异，来部队

后本想大展拳脚，干出点名堂来，可是军事素质偏

弱，各项考核成绩不太理想，让他很郁闷。

　　得知原委后，杨胜奎分析了冯敬涛的优势和

不足，鼓励他发挥学习特长，多参加读书演讲活

动、多在教育课堂上积极发言。同时，为冯敬涛量

身定制了一套强化训练计划。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经常看到杨胜奎

带着冯敬涛加班加点学习训练的身影。最终，冯敬

涛不仅补齐了短板弱项，还当上了中队理论学习

小组组长。

  这些年，杨胜奎在学习党的创新理论中不断

校正人生航向，用理论之光点亮信仰灯塔。

  他将党的二十大精神提炼为“学、悟、干”三

大块，制作涵盖12个方面的学习导图，让战友们

一目了然。他探索总结的“要点解读、事例串引、

热点链接、实践感悟”学习方法，在武警宜昌支

队推广。

　　“理论学习就好比嚼橄榄，刚开始有些涩，越

嚼味越甜。只有扑下身子肯钻研，才会越学越有味

道。”杨胜奎感慨道。

让党的创新理论与实际结合

  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部队工作受到影响。“长

期封闭式管理官兵思想压力如何释放？”“军事训

练怎么抓？”“官兵政治教育和文化活动如何开

展？”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

　　杨胜奎认真思考总结，积极向大队主官和支

队业务部门建言献策：结合官兵特点编制《告知

书》和《漫画版防控手册》等宣传图册；针对疫情背

景下的执勤处突任务加强防护手段，开展针对性

演练训练；探索云中看直播、网上来答疑、班里练

体能的训练和娱乐模式……

　　“这都是从平时理论学习中领悟出来的方

法。”看着自己提出的建议被采纳和推广，杨胜奎

开心地说，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必须与实际结合起

来，必须与推动部队建设结合起来。

　　在杨胜奎的宿舍里，摆满了党的创新理论书

籍。随手翻开一本，都标注得密密麻麻，每段心得

都结合时代谈部队建设发展。

　　“当兵不是应该上战场、打冲锋吗？天天站岗

执勤有啥意义？”去年6月，在大队“执勤安保使命

价值”大讨论中，上等兵凌世豪的提问引发热议。

　　“一岗一哨连稳定，一兵一卒系大局，哨位就

是战位、执勤就是战斗……”杨胜奎结合所学所悟

耐心解答。

　　杨胜奎认为，执勤安保是新时代武警部队捍

卫政治安全、维护社会安全、保卫人民安全最经

常、最大量的实践活动，必须引导大家充分认清执

勤工作的根本价值和时代责任。

　　“以前，我总觉得执勤站岗又不是打仗，想当

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通过学习讨论，我明白了这个

想法是错误的。”参加班排讨论后，下士宇冬反思

了自身存在的问题。

　　多年来，杨胜奎认真学习专业理论，苦练技能

本领，硬是把600多页的《船艇柴油机使用与维护》

教材完整背下来，掌握了船艇驾驶、机电维修等二

十多项专业技能，对交通艇、巡逻艇等不同型号船

艇上百项技术参数烂熟于心。

　　从2003年三峡船艇大队建队开始，杨胜奎就一

直随队驻守在三峡库区右岸执勤点，常年待在活

动空间仅100多平方米的船艇上。日复一日，年复

一年与孤独相伴，还要克服船体摇晃带来的呕吐、

头晕等种种不适。

　　1998年抗洪抢险，他用血肉之身阻挡洪水；

2002年恩施处突，他枕戈待旦冲锋在前；“东方之

星”沉船救援，他第一个到达事发水域展开营救；

武汉军运会安保，他始终坚守在任务最前沿；疫情

封控期间，他主动参与值守，为驻地群众运送生活

物资。他还先后参与坝区综合反恐演练等50余次

重大任务；两次荣立个人三等功，多次被武警湖北

总队表彰为尊干爱兵模范。

　　这些年，不少企业向杨胜奎抛来橄榄枝，面对

优厚的待遇，杨胜奎始终坚定地选择留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