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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廉颖婷

□　本报通讯员 黄宗兴 宋琢

　　“我们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村里产业

转型发展……”6月下旬，新疆军区某边防团

迈丹边防连副指导员卡马力丁·买买江组织

“马背宣讲队”成员，为迈丹村民宣讲党的创

新理论及惠民政策。

　　“‘马背宣讲队’成立之初，是为了让偏远

闭塞的边境村庄能够第一时间学习党的创新

理论、了解国家最新政策。”卡马力丁介绍说，

如今，连队宣讲骨干每月都会定期前往牧点、

执勤板房为村民宣讲，将党的声音传到边防

线上。

　　“解放军的宣讲让我懂得了很多道理，也

更加坚定了我守边护边的信念。”村民居马·买

买提艾山以前是迈丹村的闲散人员，靠放牧

为生。这几年，受“马背宣讲队”的影响，他的

思想逐渐发生转变，不仅积极参与村里事务，

还主动申请加入护边员队伍。去年，他还光荣

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马背宣讲队’及时将好政策传递给群

众，让他们感受到党的温暖。”迈丹边防连指

导员马庚赟说，自宣讲队成立以来，越来越多

的护边员、民兵加入到宣讲队伍中，军民共守

边关的信念更加坚定。

　　提起20多年前被困山中的经历，50岁的

居马力·买买提艾山说：“是解放军亲人给

了我第二次生命。”

  他回忆道：“1981年冬天的一场大雪，我

们全家被困在山上的游牧毡房里，迈丹边防

连官兵得知情况后，当即派出搜救队员。我们

被困的地方路途遥远，路面都是厚厚的积雪，

但是官兵们不顾自身安危，骑马连夜奔赴受

困点，成功将我们一家人安全救出。从那一刻

起，我就立志要成为一名护边员，跟随连队官

兵一起守护祖国边疆。”工作后，居马力·买

买提艾山先后带动8名迈丹村村民加入护边

员队伍，4人加入中国共产党。

　　类似的事还有很多。44岁的迈丹村村民

帕热依达·阿吉买买提说：“以前，我家住的是

土坯房，冬天经常挨冻。解放军帮助村民盖楼

房，解决用水难等问题。如今，我们住上了80

平方米的平房，还有自来水通到家里，生活比

以前好太多了。”

　　经过一茬茬官兵接力帮扶，迈丹村村民

的日子越过越好。“永远感恩共产党，世代铭

记解放军”的信念被村民刻在碑上、记在

心里。

　　在距离连队不远的迈丹小学，校门口的

“八一爱民学校”牌匾十分醒目。一群刚放学

的孩子看到前任指导员彭国棋，便扑到他的

怀里说：“彭叔叔好，您又来看我们了。”

　　“这些年，连队官兵不仅在学校开展国防教育，还教孩子们普通话、音

乐、安全常识。”在迈丹小学工作近10年的老师提拉古丽·阿曼吐尔说。

　　在迈丹村，连队官兵“抓”孩子上学的故事广为流传。迈丹小学校长买买

提居玛·托合塔巴依讲述了自己的故事：“我三年级的时候，因为家里穷辍学

了，跟着爸爸去山里放羊。没想到，第二天连长就骑着马把我‘抓’回去上学，

并承担了我的学费。”

　　感念于连队的无私帮助，买买提居玛发奋读书，2001年考取师范学校，

学成毕业后回到迈丹小学教书。

　　据统计，自1980年以来，迈丹村先后走出162名大学生，其中60%毕业后

回到村里，有教师、村干部、护边员，他们将继续和边防连一道，守卫祖国西

陲，守卫迈丹安宁。

　　“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在迈丹村周边的山坡上，放眼

望去，用石头堆成的“守边文化”标语一条接着一条。

　　“这些山上的标语，都是村民就地取材用石头堆成的，为的就是打造我

们村的‘守边文化’，激励大家用实际行动守好家、守好边、守好国。”迈丹村

党支部书记倪高翔说。

　　前些年，曾有可疑人员企图在村子里制造破坏。这一情况被护边员买买

提玉山·吾斯曼及时发现，并报告连队。最终，边防连官兵和村民一同将不法

分子抓获。为此，买买提玉山·吾斯曼荣立三等功，连队也受到上级通报

表彰。

　　在村民眼中，帮助官兵守好边防是自己的责任。“村民外出放牧时会自

觉查看边境标识物是否变动，把最新情况报告给连队；每次出现边情，村民

都会自觉成立联合巡逻队，协助官兵处理各类情况。”边防团政治委员谢建

乐说，随着军地联合巡边机制更加完善，越来越多青年村民加入护边员队

伍，人人以守边为荣。

紧盯时代之变科技之变战争之变 围绕“战”字做文章

南部战区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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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廉颖婷 通讯员王翌丞

冉旭旭 近日，解放军郑州军事法院联合河南

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林州市人民法院前往

红旗渠红色教育基地，开展军地法官“学红旗

渠精神、淬炼新时代法院铁军”主题党日活动。

　　活动中，30余名军地法官参观了红旗渠纪

念馆、总干渠分水闸及红旗渠建设最艰险地段

青年洞，认真学习林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靠

着“一锤一钎一双手”在太行山悬崖峭壁修建

1500公里“人工天河”红旗渠，结束没水喝的苦

难历史，深刻领悟“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

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在红旗渠精神

纪念碑前，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践行党员

誓言。

  活动结束后，军地法官进行了座谈交流。

大家纷纷表示，要从红旗渠精神中汲取奋进力

量，把红旗渠精神转化为锤炼党性、指导实践

和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采取党建共建、人才

共育、资源共享等方式，进一步推动军地法院

深入协作，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国防和

军队现代化建设作出新贡献。

河南军地法院联合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　本报记者   廉颖婷

□　本报通讯员 高  毅 姜博西 汪尚建

　　领导带队赴战区军种部队一线，围绕联

合作战重点难点问题进行课题调研；开展主

题教育理论轮训，少将以上军官作为“第一

班”先学一步……

　　近日，南部战区党委机关在深入开展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主题教育中，注重与履行备战打仗主责主业

结合起来，围绕“战”字做文章，推动主题教育

走深走实。

以上率下

突出“战”的指向

　　今年年初以来，南部战区党委常委围绕

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军委主

席负责制等重大主题，组织授课10余次，紧盯

指挥能力建设、作战概念研发、策略战法创新

等备战打仗短板，主动认领课题、深入开展调

研，着力破解部队发展建设难题。

　　“党委领导和机关干部要带头研战谋战，

才能更好激发官兵练兵备战热情。”南部战区

领导说，在主题教育中，他们积极谋战务战，

下大力解决部队战斗力建设中存在的突出矛

盾和问题，确保主题教育取得扎实成效。

　　南部战区党委常委领学领读、研讨交流，

围绕现实斗争、专项任务、重大演训等，靠前

指挥、主导主抓，带头运用党的创新理论解决

备战打仗中的实际问题。

　　“必须紧盯时代之变、科技之变、战争之

变，深化战争和作战问题研究，加强实战化联

合训练，坚定灵活开展军事斗争”“要紧贴作

战任务强化科技练兵，扎实推进实景实案化

联合训练 ，加速提升一体化联合作战能

力”……在前不久组织的主题教育轮训中，南

部战区党委班子成员开班带头研讨，以上率

下形成强有力的示范引领。

　　夜幕降临，南部战区联合参谋部某局灯

火通明，大家边干边学边研，围绕某作战问题

展开会商。“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

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某局副局长说，战区党

委领导要为各级作出表率，只有瞄准目标紧

抓快干，方能不辱使命、不负重托。

理论学习

加重“战”的分量

　　“含‘战’量高是主题教育理论学习的鲜

明特点。”南部战区政治工作部某局处长林

一叶说，战区在落实规定篇目的同时，突出

学好习近平强军思想，悟深悟透贯穿其中的

军事观方法论，以此牵引战区备战打仗走深

走实。

　　南部战区坚持“聚焦主战抓教育、抓好教

育促主战”，紧贴战区使命，探寻破解练兵备

战、指挥打仗难题的“金钥匙”，全面锻造指挥

打仗硬本领，不断提高履职尽责和应急应战

能力。

　　为深入推动理论学习，南部战区采取政

治训练模式和读书班形式，坚持集中研读、专

题研讨、授课辅导相结合，分两批组织战区机

关开展主题教育理论轮训，严格组学督学。

　　结合理论轮训，南部战区党委机关围绕

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全面加强军事治理、巩固

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等专题组织

集中研讨交流。

  “身为机关参谋人员，必须担当作为、创

新攻坚，紧盯强敌对手深化练兵备战，紧盯制

胜高点加快训法战法创新，当好战区指挥员

的决策智囊。”战区联合参谋部某局参谋刘松

桥在学习体会中说。

调查研究

聚焦“战”的需求

　　新型武器装备是否形成作战能力？部队

联合训练质量效益如何？连日来，南部战区主

要领导分头带队深入战区军种部队一线，围

绕联合作战重点难点问题深入开展课题调

研，深挖背后成因，细化整改措施，为提升备

战打仗质量效益打下坚实基础。

　　“必须把‘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

功’的总要求落到实处，做到学思用贯通、知

信行统一。”南部战区领导说，在主题教育中，

他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聚焦“战”的需求，突

出备战急需、打仗急用，到任务部队、斗争一

线寻策问计，在调查研究中加深对党的创新

理论的理解，运用党的创新理论研究新情况、

解决新问题。

　　在南部战区主题教育实施方案中，战区

党委专门就调查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团级以

上党委班子成员结合职责任务领题调研，形

成高质量调研成果，战区党委班子成员结合

年度调研计划统筹推进落实；各级党委班子

成员深入军事斗争准备任务重、部队建设基

础薄弱、矛盾和问题集中的基层单位，推动解

决一批备战急需、打仗急用、官兵急盼的问

题……

　　部队主题教育开展得怎么样？规定动作

是否有效落实？带着这些问题，南部战区政治

工作部领导带队，深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

港、澳门部队以及多个战区直属单位，开展帮

抓政治建设、帮抓谋战务战、帮抓人才队伍、

帮抓安全稳定等工作。

　　“通过深入调查研究，为我们战斗力建设

找到差距、指明方向、理清思路。”驻香港部队

某旅领导说，南部战区工作组指导帮带他们

查短板弱项、剖问题症结、订改进措施，为旅

队走高质量发展之路注入新的活力。

　　结合调研情况，南部战区工作组还拟制

《关于进一步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的通知》

下发部队，推动主题教育取得更大实效。

　　为摸清基层实情，南部战区党委要求领

导机关敞开大门听真言、纳良策，主动接受

群众监督。他们在网上设立“首长信箱”，鼓

励广大官兵敞开心扉谈问题、畅所欲言提建

议。“对基层官兵反映的意见建议，我们不搞

提炼加工，让党委机关真正了解基层呼声和

官兵真实想法。”战区政治工作部一位领导

表示。

　　经过首轮调研帮建，南部战区工作组提

交多份高质量调研报告，梳理出多个制约战

斗力建设的短板。之后，他们将建立问题整改

台账，由相关部门领账并逐个破解攻关。

紧盯短板

破解“战”的难题

　　据南部战区联合参谋部某局局长介绍，

主题教育中，他们着力破解“战”的瓶颈，紧盯

联合作战指挥中的短板，拿出解决问题的真

招实策。

　　商讨研判情况、跟踪掌握态势、下达行动

指令……主题教育期间，面对突发复杂的海

空情况，南部战区联合指挥中心各执勤人员

闻令而动，把实际应对当作主题教育的实践

课堂，按照职责流程有力有效展开应对处置。

　　随后，他们围绕处情应对流程进行复盘

推演，深入查找指挥应对、方案计划、协同保

障等方面存在的矛盾问题。在复盘检讨现场，

南部战区联合指挥中心执勤人员把自己摆进

去、把工作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结合实例

数据检讨反思，直击备战打仗短板弱项，多个

问题被摆上案头“解剖麻雀”。

　　为把主题教育重心聚焦到战区主战主业

上，用备战打仗的实际行动深化主题教育质

效，南部战区联合指挥中心聚焦实战问题推

出“每日一研”，大家唇枪舌剑展开头脑风暴，

一条条制胜之策、打仗之法新鲜出炉。战区政

治工作部某局处长周骞以多个备战打仗重难

点问题为靶标，拉单列表、建立台账，以实际

行动提升指挥打仗能力。“只有找准和解决备

战打仗突出问题，主题教育才能有的放矢、取

得实效。”周骞说。

　　“战区各项工作围绕主战、服务打赢，抓

主题教育的落脚点就是向战为战。”南部战区

联合指挥中心一名执勤指挥员说，对于战区

来说，最紧要的是练强联合作战指挥能力，战

区联合指挥中心把主题教育焕发出的政治热

情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实践动力，以突发情况

处置作为能力训练“磨刀石”，不断提高指挥

打仗过硬本领。

　　今年以来，南部战区机关和部队多个制

约联合作战指挥的瓶颈得到有效解决，一批

群众性战法训法创新成果逐步走向演兵场，

在练兵备战一线接受实践检验。

　　本报讯 记者廉颖婷 通讯员李艳明

7月9日19时0分，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所属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以下

简称火箭院）抓总研制的长征二号丙运载

火箭（以下简称长二丙火箭）携手远征一

号S上面级（以下简称上面级）在酒泉卫星

发射中心点火升空，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

验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

圆满成功。

　　据火箭院长二丙火箭总体副主任设计

师谢志丰介绍，随着火箭院远程测试网络

系统的持续建设，本次任务，长二丙火箭首

次实现北京远程测试网络系统与酒泉卫星

发射中心远程辅助测发系统的互联互通，

在北京远程测试大厅可对发射场火箭总

装、测试、发射进行远程辅助支持，减少设

计人员到场保障需求，节省设计人员路上

差旅时间，提升总体保障能力。

　　火箭院远征系列上面级总体副主任设

计师周佑君表示，本次任务远征一号S上面

级采用新型曲面栅格过渡段，该部段减重

35%，提升了火箭运载能力，同时减少部段

安装接口，优化了总装操作流程。测量系统

首次采用天地基一体化测控模式，可根据

任务需求自由切换天基和地基测控时间，

具备全程无盲区测控能力，极大提高了任

务适应性。

　　这次任务是长二丙火箭今年第五次宇

航发射，下半年，长二丙火箭将继续保持高

密度发射态势。今年，长二丙火箭发射次数

将创新高。

  后续，型号队伍将在总装总测、发射场

流程等方面持续进行优化，不断提升发射

响应效率，满足任务要求。

　　本次发射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478

次发射。

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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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航空兵某部组

织官兵重温入党

誓词。

张英锴 摄    

　　本报讯 记者廉颖婷 7月10

日，中国海警95110海上报警服务平

台开通4周年。4年来，该平台累计接

警28万余起，有效处警5万余起，处

置刑事警情3800余起、治安警情1.3

万余起，抓获嫌疑人1.5万余人，化

解矛盾纠纷6300余起，实施海上救

助4900余次，救助遇险船舶800余

艘、群众4100余人。

　　自开通运行以来，中国海警

95110不断拓展思路理念、创新制度

规范、强化信息支撑，履行“有警必

接，接警必处”承诺，优化调整“集中

接警、分区统筹、信息共享、多级联

动”的指挥模式和“一点报警、全网

皆知、整体策应、规范高效”的接处

警模式，综合运用岸线巡查、海上

巡航、空中巡视等手段构建陆海空

联动巡逻监管机制，不断加强规范

化、信息化、专业化建设，持续提升

维护海上安全稳定、服务人民群众

的水平。4年来，中国海警年均接处

警量达到95110开通前的4倍，年均

增长率26%，实施海上救助年均增

长率14%。

　　中国海警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中国海警将进一步加强95110指挥

机制建设，立足服务实战，不断健全

完善与有关部门的协调联动机制，

大力推进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在海上

接处警工作中的深度应用，进一步拓宽报警求助渠

道，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专业、更及时、更便捷的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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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廉颖婷 通讯员冯显争 王庆泽 “感谢军地领导为我

家送来司法救助金……”7月7日，在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董地乡罗嘎村中寨

组，罗敏紧紧拉着前来办理司法救助金手续的军地人员的手，用浓重的方言

表达谢意。

　　望着罗敏家院坝前破旧的房子和她的两个残疾儿子，军地领导知道，他

们送来的14万元司法救助金，可以让这个陷入困境的家庭重获新生。

　　2016年，司机熊某驾车将罗敏的丈夫张习军撞成重伤，致其身体伤残。

2017年，法院判处被告熊某一次性赔偿70余万元。拿到判决书后，张习军向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因被执行人无履行能力，法院只能终结执行程序，张

家迟迟拿不到执行款项。去年，张习军去世。

　　丈夫去世后，罗敏不仅要照顾82岁的母亲，而且要看管残疾儿子，无法

外出打工赚钱，欠下的巨额医疗费更无法偿还，全家人的担子压在罗敏的儿

子、现役军人张应渊身上。

　　张应渊向所在部队党组织求助后，部队向云南省涉军维权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发函寻求支持，信函很快转到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军人军属的烦心事就是我们的分内事，要把军人军属的冷暖放在心上，

为他们解难帮困。”贵州省高院启动省、市、县三级法院机关联合救助程序，第

一时间派人前往张应渊老家，与当地人武部和涉军维权机构取得联系。

　　“不能让军人流血又流泪。被告无法支付赔偿，可以走司法救助程序。”

法官通过调查走访，确定张家情况符合司法救助条件。随后，法院启动司法

救助程序和三级法院机关联动救助机制，决定给予申请人司法救助金14

万元。

　　“今后我们将继续强化军地联动，一体推进军人军属荣誉激励与权益保

障，满腔热忱关心关爱军人，实实在在解决军属困难，让广大官兵感受到组

织的温暖，为官兵安心工作、献身国防创造良好条件。”贵州省毕节军分区政

治委员聂学政说。

贵州毕节军地为军属
撑起司法救助暖心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