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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贵如（1914-1941），左权县石
匣乡川口村人。著名抗日英雄，有“辽
西一把锁”之称。

少年时，巨贵如曾入本村小学读
书 3年，后因家贫辍学务农。1937 年
全面抗战爆发后，巨贵如奋然投身抗
日斗争。他积极发动青壮年，组织自
卫队，并当选为中队长。1939年2月，
巨贵如加入中国共产党。

日军侵占辽县县城后，烧、杀、掳、
掠无恶不作，到处抓捕革命干部，残害
抗日群众，强抓民夫修公路、筑炮台、
搞运输，以扩大占领区维持日军的统
治。面对严峻的形势，巨贵如积极组
织民兵开展破公路、割电线、反“维持”
斗争，经常带领游击小组出没在敌人
炮台周围及公路两侧，多次伺机打击
敌人。仅他一人，先后击毙日伪军 20
名（内有日军小队长 1名），缴获三八
式、六五式、捷克式和日本式手枪7支

及子弹 300发。《新华日报》（华北版）
报道了他英勇杀敌的模范事迹，将其
誉为“辽西一把锁”。

1941 年，在八路军发动的百团
大战打击下，日军加紧了对辽西等太
行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并扬言要
活捉巨贵如。巨贵如没有被敌人的嚣
张气焰吓倒，坚持带领民兵以地雷
战、麻雀战、游击战等灵活多样的
战术打击敌人，使敌人付出了沉重
的代价。敌人将巨贵如视为眼中钉、
肉中刺，想方设法抓捕他。同年4月
19 日，日军奔袭辽西，巨贵如在组
织全村群众转移后，带领游击小组埋
伏在山上袭击敌人。敌人的“扫荡”
一无所获，丢下四五具尸体落荒而
逃。敌人佯装逃走，暗中设下埋伏。
巨贵如在带领民兵到山下打扫战场
时，突遭日军伏击，不幸中弹牺牲，
时年27岁。

巨贵如

陈炳昌（1914-1964），左权县柏
峪村人（原籍河北省武安县）。太行区

“杀敌英雄”。
陈炳昌出生于河北武安，4 岁时

随父母落户到辽县（今左权县）柏峪
村。15岁开始随父狩猎，练就一手好
枪法，号称“猫眼神枪手”。1937年11
月，八路军来到辽县后，他参加了抗日
自卫队。1938 年 6月，陈炳昌加入中
国共产党。他带领自卫队积极开展抗
日斗争，配合八路军完成侦察、联络、
锄奸等任务。

1942 年 5 月，陈炳昌率领民兵参
加八路军苏亭伏击战，受到八路军
129 师领导刘伯承、邓小平的通令嘉
奖。1943 年 2月，陈炳昌带领民兵伏
击日军运输队，4枪毙敌3人。1943年
3 月，在左权县召开的反“扫荡”胜利
总结大会上，陈炳昌被授予“特等射
手”称号。同年4月，他率民兵再次设

伏，弹无虚发，击毙日军军官 3名。5
月，在反“扫荡”中又打死日伪军 13
名。《新华日报》（太行版）多次在显著
位置报道陈炳昌的英雄事迹，并编成
歌曲在军民中传唱。

1944年11月，陈炳昌出席太行区
首届群英会，当选为主席团成员，被授
予“太行区腹地民兵一等杀敌英雄”称
号。1946年12月，他参加太行区第二
届群英会，荣获“特等射手、杀敌英雄”
锦旗一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炳昌
带头组织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并
以“秉公办事、两袖清风”受到村民
拥戴。1960 年，他应邀出席全国首
届民兵英雄模范大会，受到毛泽东、
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
亲切接见。

1964 年，陈炳昌因病去世，终年
50岁。

陈炳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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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传承和弘扬人民武装工作历
史，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和顺县人武部
于 2016 年筹建了人武工作史馆。该
馆位于县人武部办公楼六楼，展区面
积共315平方米，由序厅、主展厅和尾
厅三部分组成。

序厅正面矗立着名为“胜利之本”
的浮雕，艺术性地再现了抗战时期和
顺县武委会（和顺县人武部前身）带领
和顺民兵与群众浴血奋战、配合人民
军队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历史场景。右
墙悬挂着五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国
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题词。

主展厅设有“人武工作”和“国防
教育”两个展区。

“人武工作展区”分为历史沿革、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武装工作的关怀、
浴血抗日战场、支援全国解放、捍卫新
生政权、勇立时代潮头和聚焦强军实
践7个展出单元，陈设了相关的图片、
资料和实物 500 余件。“历史沿革”单
元介绍了和顺县人武部从 1945 年以
来的建制调整情况；“党和国家领导人
对武装工作的关怀”单元反映了几代
领导人对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高度重
视；“浴血抗日战场”单元包括烽烟往
事、战略展开、英雄劲旅、峥嵘岁月、丰
碑永驻五组版面和石南坪阻击战实景
展窗，分别介绍了和顺民兵组织诞生
的时代背景、在横岭镇石拐村召开的
129师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石
拐会议、在和顺县翟家庄村组建成立
的八路军 129 师游击队秦赖支队、抗
战期间和顺境内的重要战斗以及抗战
期间和顺民兵战斗和训练的真实场景
和伟大贡献；“支援全
国解放”单元介绍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和
顺老区人民在县委、
县政府领导下，一面
巩固战略后方、一面

支援前线作战的感人故事；“捍卫新生
政权”单元以保家卫国、踊跃参军入
朝，秦赖支队、鏖战朝鲜战场，投身建
设、再铸新的丰碑三组展墙，分别描述
了和顺县青年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报名
参军抗美援朝、前身为“秦赖支队”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十五军参加
抗美援朝战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
武部积极协助公安部门维护社会治安
的光荣业绩；“勇立时代潮头”单元介绍
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县人武
部大力加强民兵应急力量建设的改革
历程；“聚焦强军实践”单元介绍了党的
十八大以来，人武部党委深入贯彻落实
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在铸牢强
军之魂、聚力强军之要、夯实强军之基
三个方面的工作实践和取得的成绩。

“国防教育展区”通过鸦片战争、
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以及中
印、中苏、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等近代
以来我国经历的 10 场战争的相关图
片、资料、实物模型200余件，激发民众
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增强国防观念。

尾厅设立军人荣誉墙，介绍建功
军营的和顺籍优秀官兵事迹，激励青
年从军报国、献身国防。

和顺县人武工作史馆自开馆以
来，充分利用馆藏丰富的国防教育资
源，结合新兵入伍、重大节日等时间节
点，积极寻求更加贴近实际、更具灵活
性的方式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国防教
育，成为广大群众培养爱国情怀和民
族精神的重要阵地。2020年12月，和
顺县人武工作史馆被县政府命名为

“和顺县国防教育基地”。

和顺县国防教育基地

和顺县人武工作史馆

晋中国防晋中国防
JINZHONGGUOFANGJINZHONGGUOFANG

（（158158））

本栏目稿件由晋中市国防教育办公室提供

本报讯 为进一步发挥乡村干部
作用，今年以来，昔阳县严格把好“四
个关”，全面提升乡村干部履职能力。

严把“入口关”，提升源头质量。
严格落实村党支部书记备案制度，严
把村“两委”候选人资格审查和选举
程序，建立村“两委”班子成员联审排
查机制。每年由县委组织部牵头，联
合公、检、法等六部门对村“两委”干
部进行资格审查，并根据审查结果对
村“两委”班子进行分析研判和调整
处置。截至目前，共撤换村“两委”干
部31名，确保村干部队伍质量。

严把“选拔关”，充分调优配强。
通过选派 37名机关单位人员回村担
任党组织书记，进一步优化了村级组

织班子。积极摸排村级大学生，储备
发展后劲，共计摸排村级大学生 639
名，有意愿回村的371名。同时，以人
才招引、乡编村用的方式，招录8名全
日制硕士研究生到农村工作，并按照

“1村 3名”标准，从本地毕业生、退役
军人等“五类人员”中，储备后备干部
541名，切实为村（社区）“两委”换届
奠定人才基础。

严把“培养关”，致力能力提升。
大力开展“领头雁”培训，县委组织
部每年对全县农村（社区）“两委”主
干和部分骨干党员进行培训，3年来
共计有 3056人次参加了“提高农村、
社区‘领头雁’能力素质”集中培
训。各乡镇、城区社区党（工）委依

托乡镇党校，对 1942名村（社区）“两
委”干部、525 名村（社区）后备干部
进行每期不少于 3 天的兜底培训。
实施村“两委”干部学历提升工程，
截至目前，共计 262人参加培训。同
时，该县投资 600余万元在县城滨河
公园建设了占地 16万平方米的党建
主题公园，为 24 万名党员干部群众
提供了感悟党的思想、回望党的征
程、贴近美丽自然的好去处。投资
600余万元为县乡党校、重点村和社
区、重点机关单位配置了可提供
3000 余堂党课资源的智慧党建系统
65 套。此外，以晋中农业农村干部
学院为龙头，县委党校和 10 所乡镇
党校为党员教育主阵地的“1+1+10”

线下理论教育体系投入使用。
严把“考核关”，坚持奖惩并举。

严格落实村干部“双述双评”实绩考
核制度，每年由乡镇党委负责，对村
干部履职情况进行考核测评，对考核
不合格的进行提醒约谈，连续两年不
合格的进行调整撤换，对考核优秀的
在评优评先、担任“两代表一委员”、
职务晋升时优先考虑推荐。截至目
前，共有25个村主干在乡镇担任兼职
委员，参与乡镇管理。注重考核结果
运用，该县把考核结果与村“两委”干
部的提拔任用、生活待遇和表彰奖励
等挂钩，截至目前，共有2名村党组织
书记进入乡镇领导班子。

（孟艺宏）

昔阳县“四关联动”提升乡村干部能力

“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
于阗。”71年前，毛泽东写下诗句，对
喜获和平解放、重焕生机的新疆大
地激情展望。

1954年 10月，党中央决定中国
人民解放军驻疆部队大部就地集体
转业，组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
是党中央治国安邦的战略布局，是
强化国家边疆治理的重要方略，开
启新中国屯垦戍边新篇章。

此后，来自祖国各地的人们，与
当地各族干部群众一道，源源不断
汇入兵团事业发展洪流。在60多年
的奋斗征程中，兵团儿女赓续红色
血脉，始终继承发扬我党我军光荣
传统，逐渐形成以“热爱祖国、无私
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为内核
的兵团精神，在边疆创造了沙漠变
绿洲、荒原变家园的人间奇迹，为推
动新疆发展、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社
会稳定、巩固国家边防作出了不可
磨灭的历史贡献。

2020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发表
重要讲话强调：“要弘扬民族精神和
时代精神，践行胡杨精神和兵团精
神，激励各级干部在新时代扎根边
疆、奉献边疆。”

屯垦天山 再造江南——
艰苦奋斗创伟业

“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
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
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

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
器，捍卫祖国。”新疆军垦博物馆里，
醒目展示着毛泽东当年对新疆10多
万官兵发布就地转业命令。

彼时的新疆百废待兴，生产力
水平低下，生产方式落后，人民生活
贫苦不堪。发展生产，改变当地一
穷二白落后面貌，是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成立之初面临的一场“硬仗”。

“生在井冈山，长在南泥湾，转
战数万里，屯垦在天山。”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奠基人王震将军带领官兵
们继承发扬南泥湾精神，本着“不与
民争利”原则，进驻戈壁沙漠，在风
头水尾的不毛之地，在亘古荒原上
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硬是
从无到有建起一个个农牧团场。

喝苦咸水，住地窝子，人拉肩
扛，挖渠引水，开荒造田，节衣缩食，
白手起家……首批兵团军垦战士纺
出了新疆第一缕纱，织出了第一匹
布，榨出了第一块方糖。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八师所在的
石河子市，起初是一片戈壁荒滩，只
有几家车马店和卖馕人家，很快崛
起为兵团人自己选址、规划、建造的
第一座城市。

“林带千百里，万古荒原变良
田 ；渠水滚滚流，红旗飘处绿浪
翻；机车飞奔烟尘卷，棉似海来粮
如山……”20世纪60年代，一首《边
疆处处赛江南》的歌曲，让新疆兵团
人的壮举传遍大江南北。

在美丽的塔里木河畔，至今仍

传颂着“塔河五姑娘”的英雄事迹；
王震大道、三五九大道、南泥湾大
道、军垦大道……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一师所在的阿拉尔市街头，一条
条以时代记忆、创业精神命名的道
路，述说着难忘的奋斗岁月，感动并
激励后人。

扎根大漠 奉献进取——
“胡杨精神”代代传

天山南北，凡有兵团人的地方，
就有绿洲。兵团人就像大漠胡杨一
样，不论环境多么艰苦，都能顽强地
扎下根来，荫蔽一方。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47
团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和田纪念
馆，一份份历史资料、一件件文物，
讲述着一代老兵感人肺腑的事迹。

1949年 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
一野一兵团二军第五师 15 团 1803
名官兵，从新疆阿克苏出发解放和
田，在天寒地冻中徒步穿越“死亡之
海”塔克拉玛干沙漠，创下18天沙漠
行军1580里的奇迹。

此后，这群老兵一辈子扎根在
沙漠边缘，投身生产建设，献了终身
献子孙，“胡杨精神”“沙海老兵精
神”感动、鼓舞了无数后来人。

兵团人坚定理想信念，传承优
良传统，一代代接续奋斗。

20世纪 60年代，上海知青李梦
桃从黄浦江畔来到兵团六师，在位
于中蒙边界的北塔山牧场当了一
名“赤脚医生”，长年骑马行走在艰

苦荒凉的牧区，为当地牧民送医送
药，把一生奉献给了当地医疗卫生
事业。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学庚是土生
土长的“兵团二代”，为了让兵团人
告别用坎土曼辛苦耕作的生产方
式，他几十年如一日，刻苦钻研农业
机械技术，带领团队研究出两代铺
膜播种机，实现两次技术革命，助力
新疆兵团棉花生产实现质的飞跃。

……
就这样，兵团人从榜样身上汲

取前进动力，在艰辛付出、开拓进取
中收获丰硕成果。经过几代人奋
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综合实力不
断壮大，不仅成为新疆工业的重要
奠基者，更成为新疆经济建设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天山南北、亘古荒
原上，兵团人创造出人类发展奇迹。

热爱祖国 甘当卫士——
家国情怀筑“长城”

家 是 最 小 的 国 ，国 是 千 万
家。家国情怀，深植于一代代兵
团人心中。

从默默守护国土安宁，到闻令
即动、与武警部队和各族群众携手
打击暴恐犯罪、维护社会稳定，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坚持亦兵亦民、劳武
结合、兵民合一，在维护国家统一和
新疆社会稳定中发挥了特殊作用，
涌现了一批批先进人物。

“七一勋章”获得者魏德友是兵
团九师 161团职工，从 1964年开始，
50多年来，在萨尔布拉克草原深处，
在荒无人烟的边境线上义务戍边20
多万公里，被誉为西北边境线上的

“活界碑”。
兵团十师 185 团职工马军武

和 妻 子 在 自 然 条 件 恶 劣 的 环 境
下，以哨所为家，20 多年来坚持在
中哈边境护边、护水、护林。他自
豪地说：“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
祖国当卫士。”

刘前东是兵团三师叶城二牧场
三连党支部书记，他追随父亲足迹，
在兵团海拔最高的边境连队抓民兵
队伍建设，常年组织民兵骑牦牛巡
逻护边，并想方设法带领职工群众
过上幸福生活。

他们是广大兵团职工群众履行
维稳戍边职责使命的缩影，是兵团
精神的生动体现。

2014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新疆考察时说，兵团成立６０年来，
广大干部职工扎根新疆沙漠周边和
边境沿线，发挥了建设大军、中流砥
柱、铜墙铁壁的战略作用。

一大批产业在兵团聚集、一项
项制度不断革新……近年来，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大力推进深化改革，
不断释放体制特殊优势和发展活
力；从机关到基层团场、连队，从全
国各地引进的干部、专业人才和劳
动力源源不断投身新时期兵团事
业，汇聚成维稳戍边钢铁长城的新
生力量。

新时代的兵团人正传承前辈
铸造的宝贵精神，在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上续写新
的荣光。

新华社乌鲁木齐8月11日电

筑牢新时代维稳戍边的钢铁长城
—— 兵团精神述评
新华社记者 潘 莹 何 军

上图为20世纪50年代，石河子开发前的面貌（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提供）；下图为石河子夏日美景（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第八师宣传部提供）。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