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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习主席视察过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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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5日电 近日，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并发出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
贯彻落实。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

全文如下。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
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
任务，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事关广大
农民根本福祉，事关农村社会文明和
谐。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把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
容，大力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城乡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农村人居环境建
设取得显著成效。同时，我国农村人居
环境状况很不平衡，脏乱差问题在一些
地区还比较突出，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要求和农民群众期盼还有较大差距，仍
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短板。为加快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进一步提升农
村人居环境水平，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
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
先发展，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
应广大农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期待，统筹城
乡发展，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以建设美丽
宜居村庄为导向，以农村垃圾、污水治理
和村容村貌提升为主攻方向，动员各方力
量，整合各种资源，强化各项举措，加快补
齐农村人居环境突出短板，为如期实现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二）基本原则

——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根据地
理、民俗、经济水平和农民期盼，科学确
定本地区整治目标任务，既尽力而为又
量力而行，集中力量解决突出问题，做到
干净整洁有序。有条件的地区可进一步
提升人居环境质量，条件不具备的地区
可按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部署持
续推进，不搞一刀切。确定实施易地搬
迁的村庄、拟调整的空心村等可不列入
整治范围。
——示范先行、有序推进。学习借

鉴浙江等先行地区经验，坚持先易后难、
先点后面，通过试点示范不断探索、不断
积累经验，带动整体提升。加强规划引
导，合理安排整治任务和建设时序，采用
适合本地实际的工作路径和技术模式，
防止一哄而上和生搬硬套，杜绝形象工

程、政绩工程。
——注重保护、留住乡愁。统筹兼

顾农村田园风貌保护和环境整治，注重
乡土味道，强化地域文化元素符号，综合
提升田水路林村风貌，慎砍树、禁挖山、
不填湖、少拆房，保护乡情美景，促进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村庄形态与自然环境
相得益彰。
——村民主体、激发动力。尊重村

民意愿，根据村民需求合理确定整治优
先序和标准。建立政府、村集体、村民等
各方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机制，
动员村民投身美丽家园建设，保障村民
决策权、参与权、监督权。发挥村规民约
作用，强化村民环境卫生意识，提升村民
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自觉性、积极性、主
动性。
——建管并重、长效运行。坚持先

建机制、后建工程，合理确定投融资模式
和运行管护方式，推进投融资体制机制
和建设管护机制创新，探索规模化、专业
化、社会化运营机制，确保各类设施建成
并长期稳定运行。
——落实责任、形成合力。强化地方

党委和政府责任，明确省负总责、县抓落
实，切实加强统筹协调，加大地方投入力
度，强化监督考核激励，建立上下联动、部
门协作、高效有力的工作推进机制。
（下转第三版）

中办国办印发《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

本报北京2月5日电 王五开、记
者尹航报道：今天下午，民政部、军委政
治工作部、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京联合举
行慰问移交政府安置的军队离退休干部
活动。

2017年，军队各级党委机关和地方
各级党委政府，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
习近平强军思想，聚焦服务备战打仗，

加强组织领导，密切协调配合，积极稳
妥推进军队离退休干部移交政府安置
工作落实。针对军队改革中部队转隶
整编、老干部隶属关系变化等新情况，
调整任务计划，完善工作机制，加强军
地协同，压紧压实责任，加快移交安置
进度。按照习主席关于做到老干部服
务保障力度不降、标准不降、质量不降
的要求，认真落实老干部政治生活待

遇，加强政策解释，注重思想引导，积
极解难帮困，不断提高服务工作质
量。据统计，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全年
共向政府移交安置 6900 余人，历年累
计有 30余万名离退休干部到地方安度
幸福晚年。

民政部、军委政治工作部、北京市有
关领导出席慰问活动，向广大军队离退
休干部致以新春祝福和崇高敬意。

民政部军委政治工作部北京市政府

慰问移交政府安置的军队离退休干部

领导干部因为手中掌握着一

定的资源和权力，各种诱惑难免随

之而来，各种算计难免不请即至。

一位领导干部深有体会地说，诱惑

不防就会变成祸害。

“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

速祸。”领导干部能否洁身自爱，关

键看能否提高抗腐定力，挡得住各

种诱惑。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诱

惑的侵蚀就像蚁穴一样，往往在不

知不觉间带来致命的后果。若不

能擦亮眼睛、站稳脚跟，常照镜子

正衣冠，心存敬畏不逾矩，就容易

被形形色色的欲望俘获。

面对诱惑，领导干部只有提高

自我“免疫力”，打好遵纪守法的“预

防针”，才能扎紧欲望牢笼、筑牢思

想堤坝，做到“守身如玉”。

诱惑不防即成“祸”
■汪栋洋

本报北京2月5日电 朱玉明、记
者刘一伟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
训练条例（试行）》（以下简称《条例》）集
中宣讲活动正在全军各大单位进行，计
划2月上旬完成。

据悉，为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
想，落实习主席训令，规范新体制下军
事训练运行秩序，助推全军大抓军事训
练热潮持续健康发展，根据军委首长指
示要求，军委训练管理部专门组织宣讲

组，赴全军各大单位宣讲《条例》。
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训

练条例（试行）》颁布，标志着新时代我
军军事训练体系构建取得了新突破，
对于从严依法治训、提高练兵备战水
平、引领和规范新时代军事训练，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宣讲活动全面介绍
《条例》出台的时代背景、地位作用、重
大意义，以及《条例》所揭示的以战引
训、以联为纲的特点规律，所体现的实

战实训、联战联训的思想理念，所强调
的创新驱动、科技练兵的原则要求
等。每场宣讲辅导后，宣讲专家都集
中解答广大官兵的疑问，并充分倾听
各方面对抓好《条例》贯彻落实的意见
建议。

各单位普遍反映，此次宣讲权威精
准、系统全面，坚持问题导向，针对性
强，较好地回答了官兵对新体制下军事
训练的关切和疑惑。很多一线带兵人

说，通过聆听宣讲，对巩固军事训练战
略地位，加强军事训练归口统筹、分工
负责，以及强化主体责任、严格训练监
察、规范训练中的安全管理等重大问
题，有了更加深入透彻的认识。大家纷
纷表示，一定不辜负习主席期望，从学
法规、用法规、守法规做起，自觉把《条
例》的规定变成思维方法、工作指导、行
为依据、检验标准，确保新年度军事训
练精准入轨。

据军委训练管理部有关领导介绍，
集中宣讲活动全面展开的同时，将依托
军内媒体宣传贯彻落实《条例》的好经
验、好做法和先进典型，为各军兵种和
武警部队培训《条例》宣讲骨干，全面展
开各层级学习宣讲活动。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条例（试行）》宣讲全面展开

2月5日，空降兵某旅组织空降

突击演练，检验部队山地寒区空降

作战能力。

刘治鑫摄

伞兵速降

临近年关，记者探访火箭军某基地
部队，处处呈现一派火热的练兵景象：子
夜高原，某导弹旅跨昼夜战斗发射演练
有序实施；寒冬密林，某导弹旅千人百车
实战化技战术对抗训练紧张激烈……

新年开训就上险难课目，部队练兵
步履为何如此铿锵急促？走进基地机
关，办公楼前“努力把基地打造成为有效
慑敌制敌的战略拳头”20个大字，告诉
了记者答案。

2015年 1月 21日，习主席视察火箭
军某基地时指示，努力把基地打造成为
有效慑敌制敌的战略拳头。该基地领导
介绍说，时不我待投身练兵备战，就是践
行习主席嘱托的最好行动。3年来，基
地官兵枕戈待旦聚力备战打仗，从难从
严组织实战化训练，作战能力连年攀升，
战略铁拳越练越硬。
“号手就位！”一声令下，四营二连一

级操作号手苏毅迅速奔向战位。今年开
训后，在某导弹旅有“全能号手”之称的
苏毅，从背导弹原理图到上架模拟操作，
每一个战斗动作训练都一丝不苟。

翻开基地值班记录，记者看到，习主席
在中央军委开训动员大会上向全军发布
训令后，该基地闻令而动，以无预告抽点
拉动为抓手，深入推进实战化训练。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为打牢新质
战斗力生成基础，3年来，该基地从武器
装备、人才队伍、部队编成、战场设施和
作战保障等环节入手从严施训，推进这
一基础工程。
“没想到一张图的背后，还有这么多

学问！”走进某导弹旅发射营，只见列兵祝
敬昊正对着一张导弹原理图深钻细研。下

连不久的他没想到，一个指挥口令，可以对
应一项实装操作、引发一轮状态变化、蕴涵
一组工作原理、研绘一张原理图表。

这张图不简单。两年前，基地组织技
术骨干，历时数月之久绘制出多型导弹“一
令一图”。如今，随着这项成果推广运用，
基本形成操作号手能按图操作使用、技术
骨干能用图指挥把关、尖子专家能据图分
析排故、部队能依图组训考核的局面，使技
术基础训练转入全新质效提升模式。

在新年开训练兵场，记者注意到，打
牢基础成为关键词。某导弹旅发射营营
长王宏伟介绍说，眼下他们正开展新训练
大纲培训领学、知识竞赛、考核验收3项活
动。绵绵细雨中，某导弹旅千名官兵携装
走上战位，涵盖野营伪装、专业理论、实装
操作等10余个基础课目的比武依次展开。
（下转第二版）

2015 年 1月 21日，习主席视察火箭军某基地时指示，努力
把基地打造成为有效慑敌制敌的战略拳头。3年来，该基地官兵
牢记习主席嘱托—

潜心砺剑，战略铁拳越练越硬
■本报记者 王卫东 通讯员 宋海军

“勘察组报告：跑道中偏西发现两个弹坑，
2枚地表未爆弹，距跑道西端90米处疑有地下
未爆弹1枚，安全通道和作业区域开辟完毕！”
“排弹组注意，进行未爆弹排除！”
“抢修分队和场务保障分队开始作业！”
1月中旬，雪域高原的寂静夜空被一阵

刺耳的警报划破，伴随着一道道口令，一场
实战化背景下的机场抢修演练打响。

西部战区空军某机场工兵勤务队派出
排弹和抢修两个分队迅速展开抢修作业：手
持新型航弹探测设备的探测小组，精确锁定
地下弹体位置；爆破人员刚引爆地下未爆
弹，抢修班便开始快速回填弹坑，并铺设玻
璃钢道面板，恢复跑道的起降保障能力。
“训练不实掺水分，走上战场就会吃大

亏，战斗力只能用战场来检验！”该勤务队队
长徐驰感慨万分。

危机感源于一次高原联合演习：第一次
面对真实炸弹坑，复杂特情频发让官兵应接
不暇；高原保障环境特殊，在平原上驾轻就
熟的处置流程派不上用场……

沙场“折戟”的残酷现实让官兵们警醒：
平时过硬，只是局限于操场过得硬、满足于
静态过得硬、习惯于熟悉场地过得硬……

演兵场上暴露出的短板，就是下一步实战
化训练的突破口。大队着眼战场需求，开始了
重塑自身的跨越式发展：
——打造模块化保障单元模式，通过跨

系统、跨专业交叉训练，把官兵培养成多面
手，具备多岗位保障能力，2支能够独自完成
机场排弹抢修的综合保障分队逐渐成型。
——通过训练、保障、演训等途径，不断

挖掘装备性能极限，同时与地方科研单位合
作，研发无人机勘察、机场数据库等技术。
——打破专业训练“各自为战”现状，针对

各专业作战特点，互为对手训练，上一个课目损
坏的场地，成为下一个课目的实战化训练场。
“思战研战方能胜战！”该队坚持制胜先

智胜，常态化研究强敌对手，验证完成了“复
杂地磁环境未爆弹精准探测”等 12项研究课
题，多项技术成果填补了领域空白。

前不久的一次演习任务中，一名操作手因
突发性高原缺氧反应，无法完成后续作业。没

有备份人员，规定时间内不能完成排弹任务就意味着失败。只见现场指挥员一声令
下，一名初探员迅速顶替该操作手岗位，与队友一起熟练操作网格装备，排弹抢修顺
利进行，跑道提前10分钟恢复使用。一声呼啸，战机起飞，任务圆满完成。

战荒漠、越险峰、上高原，这支部队每年三分之二的时间在执行任务，足迹
遍布 16个省，出色完成 150余次急难险重任务，连续 7年在空军机场排弹抢修竞
赛考核中夺得总分第一。
“跨越‘训’和‘战’之间高度差，我们一直在路上！”刚刚顺利验证了某项战

法的排弹中队探测班班长赵文身上火药味未尽，语气铿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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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该基地发射分队挺进大漠戈

壁开展实战化训练。 李鸿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