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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10日，在湖南省永州市零陵
区黄田铺镇鹧鸪岭村，唐凤国正带领
几十名公司员工紧张地忙碌着，毛菜
出窖、砍去菜根、剥掉老帮、装入包装
袋……他们计划将打包好的白菜、萝
卜等蔬菜装车送往湖北省荆州市疫情
防控指挥部。

唐凤国是一名退役军人。脱下
军装之后，他在零陵区经营了一家驾
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他就一
直希望能够为防疫工作贡献自己的
一份力量。一次偶然机会，唐凤国
得知鹧鸪岭村村民蒋平种植的 30余
亩白菜、萝卜受疫情影响严重滞销，

便决定自掏腰包将蔬菜全部收购下
来捐赠湖北。

公司员工被唐凤国的行动所打动，
纷纷捐款共计 5700元。随后，唐凤国
找到了零陵区人武部，在人武部和退役
军人事务局的协调下对接上了荆州市
疫情防控指挥部。得知具体捐赠地址
之后，唐凤国第一时间协调了货运车辆
将蔬菜运往疫区。

接到荆州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的
工作人员打来的致谢电话，唐凤国
说：“疫情当前，大家都是战斗员。我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更有义务尽自己
一份力。”

退役军人唐凤国—

“疫情当前，大家都是战斗员”
■蒋先昭 陈 涛

打 赢 疫 情 防 控 阻 击 战

“我是区防疫指挥部，陆军军医大
学医疗队昨日已进驻我区金银潭医
院，请你们派人到防疫指挥部对接任
务……”

2月13日，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
人武部值班室电话骤然响起，当日值
班员、去年由现役干部转改文职人员
的人武部政工科干事谭泽夫在值班日
志上记录下电话内容后，电话报告值
班领导。

“根据区防疫指挥部安排，需要我
部支援军用大衣、保暖秋衣、口罩等物
资。”受领任务后，谭泽夫迅速与陆军军
医大学医疗队工作人员进行电话对接，
并与人武部干部职工分头行动，有的负

责清点应急器材库里的战备物资，有的
负责外出购买生活物资。不到半天时
间，陆军军医大学医疗队所需的 3000
个医用口罩、40件军用大衣、150套保
暖内衣、180根温度计筹备完毕。

随后，谭泽夫便与陆军军医大学医
疗队助理员何立取得联系，将这批物资
全部交到医疗队手中。协调战备物资、
组织防治疫情宣传……从大年初一开
始，谭泽夫就主动放弃和家人团聚的机
会，一直奋战在保障工作中。目前，他
和战友们已协调数万只口罩和温度计
送往抗疫一线。谭泽夫告诉记者：“医
疗队奋战在一线，为医疗队服务，是我
们该做的。”

转改文职人员谭泽夫—

“为医疗队服务，是我们该做的”
■陈玉锋 洪培舒 本报记者 朱 勇

本报讯 汤琳钰报道：“面对来势
汹汹的疫情，作为一名退役军人，我申
请重返战场，和战友一道抗击疫情。”近
日，重庆市武隆区长坝镇民主村党支部
书记、退役军人郭廷海向长坝镇党委递
交了一份请战书。

在武隆区，和郭廷海一样放弃和家
人团聚的机会，主动走上防控一线的还
有200余名“兵支书”。 在疫情防控阻
击战打响后，在这些“兵支书”的带领
下，各村均在路口设立哨卡、采取人员
出入管控措施，做好进村路口检查和疫
情宣传工作。

“我们村设立了 8个哨卡，有效地
减少了人员的流动量。”黄莺乡黄莺村
党支部书记、退役军人刘其发介绍，自
疫情暴发后，他带领 150余名村干部、
党员、群众志愿者参与到疫情防控工

作中。“我们采取排班制，把任务落到
每个人头上，确保任务高效完成。”刘
其发说。

在后坪乡白鹤村，村党支部书记、
退役军人黄作发发动村党员干部、退
役军人志愿者共 40余人，组成疫情防
控知识宣传小组，对全村划分责任区
域，挨家挨户进行宣传，并建立微信
群，逐户逐人进行每日生活情况汇报，
做到疫情防控家喻户晓，登记排查不
漏一人。

“连日来，‘兵支书’坚守在防控一
线，体现了退役军人退伍不褪色的优良
作风。”该区人武部政委马宏伟说。据
统计，在 200余名“兵支书”的带领下，
各村志愿者共发出宣传册数万份，排查
外来车辆近 1000辆，累计排查登记
5000余人。

重庆市武隆区

200余“兵支书”奋战防控一线
本报讯 甘志辉报道：“请迅速前

往疫情监测点，进行车辆检测。”从1月
25日以来，广东省紫金县敬梓镇塘尾
村民兵廖正果每天都会前往疫情监测
点开展监测工作。在紫金县，像廖正
果一样奋战在防控一线的还有数百名
民兵。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紫金县立
即启动防护公共卫生方案预案，号召
民兵积极参加疫情防控阻击战，要求
沿路各民兵分队以第一时间出现在辖
区内高速公路各出口进行防控。

县人武部专门制作《新冠肺炎防
控知识手册》，通过网络平台发至全县
18个乡镇武装部和所有基层民兵营
连，大力宣传防治新冠肺炎，实现精准
防控、整体防控。

此 外 ，该 县 人 武 部 还 协 调 交 通

运输局、公安局、卫生局等部门，进
一步充实防疫队伍力量，加强检测
设备、防护用品等物资保障，不断提
高服务质量，确保联防联控各项措
施落实到位，共同构筑起军民联防
联控防护网，筑牢群防群治的防护
堤坝。

疫情防控必须实行网格化管理，
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不留死角。为
此，他们实行县、镇、村三级联动，构筑
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据不完全统
计，截至 2月 12日，该县已出动民兵
1500人次，全县290个行政村设有疫情
监测点，在该县境内 7个高速出口和 5
个汽车站均有检疫站，共监测车辆
31000多辆次，人员77700多人次，张贴
公告和派发倡议书63000多份，切实织
密织牢防疫安全网。

广东省紫金县

联防联控织密织牢防疫网

高投入、高消耗是现代战争的显著
特点，在战争节奏和进程加快的态势
下，谁能树立精准思维、运用精准方法，
切实提高部队保障工作质量效益，谁就
能抢占先机，在未来战场上应对自如。

未来作战是体系化作战，未来战场
是数字化战场，任何一个细节上的疏
忽，都可能引发“马蹄铁效应”，后勤保
障也不例外。然而，因为重视程度不
够，有的单位在日常演习演练中，没有
将后勤保障作为重点内容，按战时需求
进行匹配，与其他战斗力生成要素相互
衔接，导致各类保障物资的需求数量、
需求时间、最大需求地域等关键环节要
素模糊失真，影响了保障力量发挥，制
约了保障效能提升，存在较大隐患。

提供精准化保障，意味着在适时、
适地、适量的前提下，把保障物资送达
需求者，需要认真研究现代战争机理，
掌握现代作战的样式、进程、投入兵力、
装备，各类物资在战争准备、战争实施、
高强度作战、战争收尾各阶段的需求情
况，在日常战斗准备过程中，就对部队
需求的数量、地点、需求速度等要求，保
障力量储备的物资分布、数量和物资保
障等重点，调运方式和保障进程、难度
等方面做到心中有数，关键要在观念、
模式和方法上狠下功夫、改进提高。

变后勤为前勤。充分考虑不同行
动样式、不同任务方向、不同保障环境，
科学预测保障需求，综合采取部队自
储、建点预储、军地联储、物技并储等多
种方式，按任务、分区域前置预储战备
物资和装备器材，变被动响应为主动跟
进、变后方集中储备为前方预储预置、
变逐级向上请领为向下直达配送,摒弃
过去那些粗放保障的旧模式，努力追求

“精准度”，提升“效费比”，最大限度地
满足个性需求、提升保障潜力。

加强数据积累。保障工作牵涉
“供、修、运、救、防、指”多专业，如果没
有精准理念，缺乏数据支撑，就很难达
到高效。应该在平时就对保障地域的
水文、气象、地形、交通等信息，地方油
库、船舶、码头、医院等社会保障资源，
部队的作战任务、人员、装备和战斗编
成等诸多数据，进行广泛统一收集，为
保障资源可视掌控、配送精确定向、行
动全程调控打下基础，并采取计算机模

拟仿真、实兵验证等方式，精确测算各
类型部队不同行动和行动不同阶段的
保障需求，力争做到需求提前预判、问
题实时可知、资源精确掌控。

优化供给模式。广泛采用系统集
成技术，进行积木式、模块化的组合搭
建，该压缩的压缩，该增设的增设，实现
整个后勤系统中“条条”与“块块”的高
效整合。同时，严格按照管理科学内在
要求，通过细致分工、精准定位、指标控
制等方式，把责任指标具体到每个单
位、每个战位、每台装备，对保障资源进
行全方位、全要素、全过程控制，尽可能
剔除“多余项”、合并“同类项”，以实现
资源管控最优化和保障效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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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司伟宽、宋鹏举报道：2
月 10日，河南省汝州市人武部传来喜
讯：“截至当前，汝州市应征青年报名人
数573人，在平顶山市10个县市区中报
名人数最多，推进速度最快。”该人武部
部长梁建文介绍，这是他们在疫情期间
推动征兵宣传走上“云端”取得的成果。

春节前夕，湖北省武汉市暴发新冠
肺炎疫情，一场疫情阻击战瞬间在全国
打响。严峻的形势，给正在进行的征兵
工作带来了影响。面对这一情况，汝州
市人武部决定，既要抓好疫情防控工
作，又要针对疫情期间人员不能接触、
不能流动、不能聚集等特点，应时而变，
调整宣传模式，变征兵宣传由“面对面”

为“键对键”。
于是，该人武部录制征兵宣传视

频，并通过该市各电台、广播、电视台在
重要时段定期刊播。他们还充分利用
平面媒体、网络和手机通信等宣传手
段，解读兵役政策，确保征兵宣传在疫
情期间正常进行。

征兵工作走向“云端”，应征青年热
情不减。进入疫情管控以来，每天下午
梁建文都要通过微信工作群了解各乡
镇街道的征兵报名工作进度，掌握相关
数据。梁建文介绍：“开展征兵宣传以
来，已有上千名应征青年在网上进行政
策咨询，报名人数达到 573人，应征青
年的报名热情不减往年。”

河南省汝州市人武部

征兵宣传走上“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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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我们在行动

图①：2月上旬，辽宁省辽阳市传染
病医院党员刘政斌、金忠臣、张雷、张玉
4名退役军人，积极请战参加援助湖北
医疗队。 谭长俊摄

图②：2月12日，四川省广安市民兵
应急营医疗救护排民兵诸仁伟递交申请
书，申请继续留在防控一线。刘明静摄

图③：2月 13日，湖北省武汉市东
西湖区人武部政工科干事谭泽夫正在
帮助医疗队卸载物资。 何 立摄

家家户户都建起了楼房，有的群
众还买了小轿车……2月 13日，笔者
随新疆喀什军分区官兵行走在疏勒县
台吐尔村，只见一幢幢二层小楼拔地
而起，一派欣欣向荣的新农村面貌。

疏勒县塔孜洪乡地处塔克拉玛
干沙漠南缘，四季风沙肆虐，属于国
家“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近年
来，该军分区与该村启动“民族团结
一家亲”扶贫项目，军分区党委走村
入户、结对帮扶、解难帮困，取得喜人
成果。

条条平坦的道路,幢幢新建的民
居，片片整齐的村落……行走在这个
民族乡村，新农村的美景尽收眼底。
军分区领导介绍，2016年他们协调
上级投入 300多万元，为 48户贫困
户施建了安居富民房。同时，军分
区拿出专项资金为每个贫困户置办
生活设施。

走进村民阿依古丽家，她家的几
个房间都铺着地毯，摆放着漂亮的茶
几，上面摆放着各种果盘，冰箱、电视
等家电一应俱全，房子里还有独立的
卫生间。不仅如此，在军分区的精准
帮扶下，阿依古丽学会了缝纫技术，并
顺利进入县里一家服饰公司上班，成

为优秀骨干。“这不，我昨天领了工资，
有近3000块。”说起自己的工作，阿依
古丽言语间透着骄傲。

阿依古丽介绍自己的家时,脸上
洋溢着灿烂的笑容：“以前，村里晴天
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现在，解放军
亲人给村里铺了水泥路，通了长明电
和自来水，我们的生活环境真是大变
样了。”

“因地制宜开展帮扶，是我们开展
精准扶贫举措之一。”该军分区领导介
绍，他们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针
对当地盛产瓜果这一优势，依托当地
养殖基地，先后培养 40余名技术骨
干，为群众传授核桃种植、蔬菜种植等
现代农业技术，引导群众科学种植养
殖；帮助贫困户修建温室大棚，购买种
子、肥料，协调军地收购产出的蔬菜，
解决销路不畅的问题，帮助40多户家
庭走出贫困。

走进 77岁维吾尔族大叔拜克日
家的温室大棚，笔者眼前一亮，虽是寒
冬，可西红柿、茄子、辣椒等蔬菜长势
喜人。拜克日大叔激动地说：“解放军
不仅给我们盖了房子、建了大棚，还传
授各种技术给我们，我们的日子越过
越红火……”

“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新疆喀什军分区精准帮扶台吐尔村脱贫致富见闻

■陈正山 李小龙 本报特约通讯员 胡 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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