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明市国动办党组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国防动员工作的重要论
述，牢记新使命、聚焦新任务、适
应新角色，深化拓展“三争”行动，
推动“四领一促”工作，不断强化
党建引领，持续夯实队伍建设，推
进各项工作抓实落细。

面对新体制新职责新任务，
办党组稳步推进党建工作与国动
改革深度融合、同步发展，围绕统
筹规划、综合协调、督导落实、保
障支撑等工作要求，切实做到理
念转变、职能转型、角色转换、作
风转向，重新调整市国防动员委
员会，成立市国防动员委员会联
合办公室，出台相关制度措施，理
顺并建立健全军地需求提报、通
报、会商等常态化机制，重塑系
统，重构体系，形成大国防大动员
新格局，取得较好成效。

组织指挥能力有效提升，完
成市国动委领导机构及成员单位

调整，扎实推进地面、机动、基本
指挥场所建设，持续提升130指挥
所和宁化县420指挥所建设，县级
基本指挥所建设走在全省前列；
综合训练演练稳步增强，抓牢抓
实工作日常态化通联演训、跨区
支援演练、平战结合演练等演练
活动，配合做好“联合2022战场管
制”演练、市领导班子进人防指挥
所转进演训；信息支撑保障基础
夯实，在全省率先创新开展“掌上
防空”、人防短波通信电台“一张
网”建设、防空防灾一体化“链路协
同”建设；工程建设管理不断强化，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扎实推进人防
工程标准化建设，在全省率先创新
开展“智慧人防”项目建设；拥军支
前基础愈发巩固，一体推进国防潜
力调查、物资供应站标准化试点建
设、军地两用人才培养工作；设施
保护防护显著加强，序时推进军事
设施保护工作，加强重要目标防
护，推进人口疏散基地建设。

强化党建引领
构建大国防大动员新格局

●郭东邦

6 月 17 日，大田县退役军人
事务局工作人员把11581 份退役
军人档案移交至县档案馆，每份
纸质档案均附上数字档案，制作
成个人电子档案30万余页，全县
退役军人档案管理实现数字化。

“退役军人档案是记载退役
军人曾经献身国防、保家卫国光
荣岁月的重要凭证，这些档案曾
经归属各地人民武装部管理，后
来移交给民政部门。”大田县退役
军人事务局局长周丽介绍，2018
年11月，大田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挂牌成立，全县退役军人人事档
案管理业务，由退役军人事务局
下设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承担。

从1945年开始至2023年底，
大田县退役军人档案有11500 余
份，分别被县人武部和县退役军
人事务局保管。

“退役军人档案管理因时间
跨度大、主管部门变化等原因，存
在归档难、查询难、保存难等问
题。”周丽说，为了加强和改进退
役军人档案管理利用工作，认真

落实好有关文件精神，2023 年 9
月，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争取专项
资金66.33万元，投入到退役士兵
档案数字化整理工作。同时，聘
请第三方专业团队，利用数字化
处理软件，建立退役军人数字化
档案。

按照档案管理技术要求，大
田县退役军人档案以卷为单位整
理，一人一卷。每位退役军人的
人事档案单独组卷，编制由全宗
号、分类号、退役年度、案卷号组
成档号，确保档案号的唯一性。
数字化档案管理体系形成后，提
升了档案管理质量效率，能够更
好地服务退役军人。

“将退役军人纸质档案编
辑、整理、录入，在档案管理系
统只需要输入姓名或身份证号
码，即可查询档案信息。”退役
军人服务中心主任王宗东介绍，
相关人员需要查询档案，可在县
退役军人事务局查询数字档案，
可到县档案馆同时查询数字档案
及纸质档案。

退役军人档案管理服务实现数字化
●大田记者站 林生钟 通讯员 陈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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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强专业救援力量

救援队成立1年多来，在当地政府等多
方力量的支持下，现有3艘橡皮艇、2台发动
机等水域救援设备，以及安全头盔、抛投器、
绳索等山地救援设备。

“这台发电机由县应急局捐赠，可提供较
长时间的发电需要。原先，我们只能自带锂电
池发电机，夜间照明最多只能撑4个小时。所
以，我们极其爱惜这些来之不易的设备，每次
使用后都得检查一遍，清理干净后再入库。”
在救援队的仓库里，杨秀秀一边整理设备，一
边介绍。

拥有基本救援设备是保障，为提升应急
救援效率，救援队还充分联合周边一切救援
力量开展行动。“全市11个县（市、区）都各有
1支火箭救援队，可同时联动900人，县内还
有多支公益救援队伍。之前，中仙镇长门村一
位八旬老人夜间走失，我队与闪电搜救犬基
地联合行动，搜救犬帮助辨别了大致的搜寻
方向。终于在凌晨5时许，安全寻回老人。”梅
尧回忆道。

截至目前，救援队已开展慰问困难老兵、
公益救援和受灾地区抢险救灾等活动50余
次，其中完成34起救援任务，获救27人。队员
们的辛苦付出也逐渐获得社会认可，相继获
得市民赠送的10多面锦旗。

“救援队队员入队得先签生死状，因此，
他们会自行购买商业意外保险。为了给队员
们一份保障，今年，我局统一为队员们购买保
险，还帮助协调了一处办公场地。”县退役军
人事务局有关负责人说。

为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今年5月，救援
队组织召开了第一届队员大会，选举出一批
骨干队员担任队长、副队长等职务，并制定了
装备出入库管理制度、车辆调配管理办法等。

“我希望这支队伍不仅能在县内完成救
援任务，将来还能到全国各地参加应急抢险
任务。因此，必须加强人员管理和队伍建设，
同时组织队员参加各项体能训练，以及无人
机、无线电和心肺复苏等专业技能培训。通过
不断掌握新技能，更好地应对各种突发情
况。”刘宗灿说，目前有6名队员拥有国家应
急救援员证，26 名队员拥有红十字救护员
证，还有多名队员分别考取了轻型无人机证、
无线电台操作证等。

刘宗灿（左）集合队员开展任务。

队员周铭权背走失老人下山。

退役后退役后
他们仍是守护者他们仍是守护者

●尤溪记者站 肖 丹 通讯员 林同春 文/图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
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70多年前，
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唱着这首《中国
人民志愿军战歌》，抱着保卫和平、保卫家
乡的信念，毅然走上抗美援朝的战场。如
今，再听这荡气回肠的音乐，泰宁县老兵张
正明激动不已。

张正明是安徽省宣城人，1949年6月
份入伍第二野战军 305 师，穿上军装，

扛起枪支，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
士，那时的他22岁。同年11月，他

随部队转战西南，参加解放大西
南的许多战役，为解放大西南

作出贡献。
1951 年，刚参加完
解放战争的张正明

加入了中国人
民志愿军

第三兵团，前往朝鲜战场。
“出发时，身上只穿了一件
棉衣，刚进朝鲜就开始下
雨，还下大雪，棉衣很快就
湿透了，只能靠发抖让‘身
体发热’慢慢把棉衣暖干。”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张正明仍然记忆犹新。
一到朝鲜境内，眼前的景象让他震

惊，马路上黑压压的全是人，一侧是逃难
的朝鲜群众，拖家带口，有的还赶着牛车；
另一侧，志愿军战士们正朝着相反的方向跑
步前进。

来到驻守的山顶，山光秃秃的，树也没
有几棵，为了隐蔽，张正明和战友们摘掉帽
子上和肩上的徽章趴在雪地里。“天气寒
冷，我们只有一件薄薄的衣服，手脚被冻得
通红几乎没有知觉，但还是紧紧握着手里的
枪支，随时准备冲锋陷阵。”

食物供给严重不足也是一个难题，野
草、干面粉、雪水常断缺，我们在山上守阵
地，炊事班在山下做饭，基本上是一把干面
粉、一把雪，把饭送上来时，已经冻硬了，
但对于战士们来说，有得吃就很好了。

“打仗时，敌人有飞机、有大炮，我们
只有步枪；敌人的炮弹一响，几百发炮弹像

下雨一样打下来，我们必须五分钟从山

上撤下来，否则就会造成大量伤亡，许多战
友永远地长眠于异国他乡，流出的血黑得扎
眼，红得锥心。”讲到这里，张正明流下了
眼泪。

战火硝烟虽已远去，往日的一幕幕却依
旧清晰。张正明记得那些为了新中国浴血奋
战、英勇牺牲的战友们，记得自己在入党时
许下的诺言，“走得再远，不能忘记来时的
路。跟着共产党，永远向前进。”

张正明1950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如
今已光荣在党 74 年。1958 年加入 28 军 26
团，为建设三明作出贡献，被评为“先进工
作者”，荣获三等功。1961年转业到泰宁县
下渠镇武装部担任部长一职，5年后转到朱
口镇武装部，1970年转到泰宁县林业局，一
直为泰宁林业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如今，年过九旬的张正明仍然保持着军
人的作风和生活习惯，每天要做的所有事情
都卡点进行，极为规律。坚持每天读书看
报，了解最新的政策动态和新闻事件。老人
心态平和，从来不跟别人攀比，经历过战
争，看多了生死，他对任何事都看得很透，
懂得哪些才是重要的。张正明常对晚辈说：

“老一辈人打下江山不容易，你们一定要好
好珍惜！能看到今天国家的繁荣昌盛，我已
经很欣慰了。”

九旬退伍老兵
再忆战场峥嵘岁月

●泰宁记者站 张显超 熊明欢 通讯员 李雅萱 文/图

免费救援、自带设备、自购保险、花销
AA……在尤溪县，有这样一支公益救援队伍，他们接到求

助信息便第一时间集合，冲锋在最需要的地方，在救援任务中发挥
着特别的作用。
他们是尤溪县退役军人火箭救援队，于2022年底成立，是一支由退役军

人、村干部及志愿者等组成的公益救援队伍，有核心成员、志愿者100多人，主要
开展抢险救灾、应急救援活动，协助做好优抚安置、烈士纪念设施维护等任务。

36 岁的杨秀秀是救援队的后勤保障人
员，在一家超市上班。她时常利用周末及业余
时间参与救援任务。“在一次水域搜寻任务结
束后，连续几晚我都失眠了，一闭眼全是落水
人员的出水画面及家属的痛哭声。”除了参与
搜寻任务，杨秀秀还连续多日自费为队员们
准备饭菜。

“当时正值隆冬，还下着雨，我们在橡皮
艇上被冻得不行，想着能吃上一口热汤饭就
好了。没想到，杨秀秀拎来两个电饭锅，一天
两顿给大伙送饭，那个红烧肉尤其好吃！”62
岁的梅尧曾是一名陆军汽车兵，现为救援队
教导员，“若有战，召必回。在尤溪，我的战场
就是参与救援任务”是他的口头禅。

今年1月，西城镇一位老人走失，梅尧、王
征桢等一行队员接报后随即抵达现场，开展
夜间搜寻任务。“搜寻到一处老屋拆迁区域
时，四周漆黑一片，我们也害怕，但还是硬着
头皮进去找人。”梅尧回忆道，历时 5 个多小
时，终于在一个废弃工厂找到了老人，“当时
已是凌晨1点多，天又那么冷，若没有及时找

到老人，后果不堪设想。”
“去年11月，在管前镇双山村，我第一次

尝试参加了一起山地救援任务。山上芦苇杂
草丛生，只能靠柴刀开路，累得我想放弃。但
看到大伙持续作业，相互鼓劲，不放弃任何希
望，我被感动了。”自此，20岁的王征桢正式加
入救援队，成为最年轻的队员。他不仅没落下
每一次任务，还担起了资料整理等工作。

53岁的陈学平曾服役于某陆军舟桥旅，
熟悉水陆搜救，多次参与水域搜寻任务，在
一次任务中扭伤了脚，休养了20多天。“作
为一名老兵，我想继续发挥所长为家乡人民
做点事，加入救援队让我感觉又找到了组
织。”他说。

每一次救援任务结束后，有家属激动地
拽着队员留下吃顿犒劳饭，有围观群众拎来
水果慰问……“我们是一支公益性队伍，旨在
有效补充政府应急救援力量。对于受助家属
提供的物资等，我们或谢绝，或付费购买。”39
岁的刘宗灿是救援队队长，曾在某野战陆军
服役5年。

去年12月5日晚，城区有一人落水。接到
家属求助后，救援队18名队员赶往现场。“当
时，队里缺乏水域救援设备，只能向沙县、三
元火箭救援队借了2艘配有水下探测设备的
橡皮艇。”刘宗灿说，每艘艇上安排4名队员，
大伙从清晨5时到凌晨2时轮番接力，累了，
就在车里或者岸边小睡一会，“那时，家属在
岸边痛不欲生，而我们的行动就是在传递希
望，不能停。”

“我们使用 5 套排钩进行地毯式搜索，
水流湍急，橡皮艇摇摆不定，钩子还不时
被河底的乱石等杂物卡住，拉动特别费
劲。任务结束后，那由粗钢筋制成的钩子
都被磨损了一大截。”41 岁的柯世栋是一名

“兵支书”，救援期间，他不慎被排钩扎
伤，前往医院打破伤风针剂，“经此一事，我
觉得要提升个人救援能力，要去参加绳索
基础技能等培训。”

在这次连续6天的水域搜寻任务中，35

岁的周铭权除了坚持参与任务，还自掏腰包
给队员们送餐，并承担橡皮艇每天的油耗
费，一共支付了 1 万多元。“我的钱来自社
会，也应该用于社会，尽力多做些公益。只
要能帮助到他人，钱都是小事。”周铭权从
事工程项目管理工作，已加入救援队 1 年
多，现为副教导员，这期间，他还积极发动
身边亲友或加入队伍，或捐赠物资等。

由于所有的救援行动均不收费，救援队
的发展全靠百家饭（即政府扶持、爱心企业
和个人捐赠等），以及队员们的一腔热血。
因此，每一次救援任务中产生的费用，少则
数百元，多至上万元，都由队员们自行承
担。“采购装备、维护保养、日常训练等都
需要花钱，除了个人承担部分，还有部分资
金是队员凭借个人关系向爱心企业等争取来
的。”刘宗灿说，由于队伍入不敷出，维持
运营有困难，希望后续能够借助社会各方力
量，持续推动队伍发展。

突围现实困境

凝心聚力投身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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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动态

张正明给志愿者讲红色故事。

老兵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