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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程宦宁

在海拔4268米的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有一支特殊的武装力量。
这支力量，寓兵于民，亦民亦兵，故名“民兵”。这支力量，是曲麻莱县牧民群众的“服务

员”。这支力量，随着时代的发展日益发展壮大，在曲麻莱县书写了绚丽多彩的壮美篇章。

新时代赋予新使命，民兵应如何聚焦服务地方建设、提升支援保障能力？
曲麻莱县人民武装部给出了答案——“民兵+”。
如今的黄河源头，一支支民兵小分队活跃在大山深处、牧民家中，守护生态、宣讲

政策、助力乡村振兴……他们朝着“平时服务、急时应急、战时应战”的方向，蹚出了
一条军民融合、军地共建，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民兵+”新路子。

“民兵＋”在党旗下迸发出新时代的“战斗力”

民兵藏汉双语宣传文化小分队宣讲省党代会精神。

民兵生态管护分队捡拾垃圾。 组织民兵管护生态。 本报记者 程宦宁 通讯员 曲麻莱人武部 摄

培训基地里认真学习的民兵。

组织民兵军事训练。

何为“民兵+”？加的是什么？怎么加？

可以说，“民兵+”起点源于调整改革，理念萌于“互联

网+”，探索始于生态管护。在高原民族地区开展“民兵+”

这项工作，有着更加深刻和极为特殊的意义。

“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

潜力也在生态。”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的殷切嘱托。

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抓好青海生态建设的重

要指示，如何走好生态文明建设军民融合发展之路，是曲

麻莱县人武部历届班子装在心里、扛在肩上、抓在当下的

责任和使命。

为此，人武部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大力支持

下，逐步放宽视野厘清思路，清楚地认识到：要保护好三江

源头的生态环境，必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而民

兵是群众当中最富行动力和执行力的生力军，要充分发掘

和依靠这支力量，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2016 年 9 月 24 日，在曲麻莱县召开的玉树州生态保护

区民兵建设试点现场观摩会上，首次将民兵队伍建设纳入

生态文明建设统筹谋划，按照“一班带一村形成辐射点、一

排带一乡形成管护网”的抓建思路和“一种编成多种任务、

一种任务多种力量、一种力量多种用途”的编组模式，构建

起“点成线、网成面”的动态化生态管护体系，实现了生态

管护员组织管理和民兵队伍建设双促共赢。

自此，“民兵+生态管护员”的这个全新称谓响彻三江

源头。这些“生态战士”翻山越岭巡护森林植被草原河流，

爬冰卧雪实时监测野生动物种群变化，勇敢无畏阻击盗猎

分子的罪恶步伐。

“‘民兵+’实现了民兵力量结构布局由好到优的‘+’，

党的组织功能由弱到强的‘+’，履行职责范围由小到大的

‘+’，遂行任务能力由低到高的‘+’，使用管理模式由老到

新的‘+’。”人武部部长李溢说。

“民兵+”模式应运而生

“一月进山三四次，每次都要填写巡山日志，主要担负
草山管护、打击盗猎、护林防火、清理环境等任务。”仁青是
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巴干乡团结村的民兵，曾参加过2
年巡山任务。他告诉记者，通过“民兵+生态管护员”生态保
护模式，曲麻莱县的生态环境有了明显的恢复和改善。

着眼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特殊重要生态战略地位，认真
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发挥生态公益岗位编配较多的
优势，曲麻莱县人民武装部率先开展“民兵+生态管护员”探
索试点活动，在生态管护员队伍中择优编组民兵队伍，积极
投身三江源生态保护区生态文明建设，做到重要点位有监
测哨、主要流域有巡护员、核心地区有应急队，为确保绿水
青山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固牢生态安全屏障的主要力量。

当记者走进曲麻莱县民兵训练场，看到民兵队伍意气
风发，在阳光照耀下，黝黑的脸上写满了忠诚。

如何让一支民兵队伍在这里叫得响立得住，曲麻莱县
的民兵是这样做的。

人武部协同地方政府将民兵队伍纳入地方应急维稳体
系，建立民兵维稳工作站、村（社）民兵警务室，全县所有的
民兵班（排）均与派出所和警务室建立区域联防机制，全县
治安联防员、消防员、自然灾害预报员、村民纠纷调解员中
95%由民兵担任，在开展治安联防、安保警戒、社会综合治
理等活动中，民兵分队始终奋战在第一线，不管任何时候、
任何地点发生异常情况，民兵分队都能听令快速集结、准点
到达现场、稳妥处置情况，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骨干力量。

2019年初，玉树州发生了60年不遇的雪灾，曲麻莱县
是重灾区。人武部积极配合地方党委、政府，第一时间组
织民兵应急分队抢通保路、转移灾民、发放物资，战斗在第
一线。

2020年8月，境内国道215线通天河桥附近因强降雨
天气导致发生严重山体滑坡，人武部第一时间组织保交护
路分队奔赴现场抢修，仅用了4个小时就疏通了3处塌方
路段……

谈及这些事情，曲麻莱县的每一个群众都如数家珍。
在他们心中，这支队伍就是党的好声音的“宣讲员”，是驻
地群众的“服务员”，是黄河源头的“生态管护员”……

程宦宁

让“民兵+”在黄河源
叫得响立得住

曲麻莱县境内横跨长江（通天河）、黄河两大水系，有

着不可替代的生态地位、文化地位和战略地位。

在这个平均海拔 4500 米、空气含氧量只有海平面的

50％的艰苦地区种树，曾被人们视为不可能的事情，因为

这里是“生命禁区的边缘地带”。

但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人武部官兵、职工不惧挑

战，恪守“铁一般的信仰、铁一般的信念、铁一般的纪律、铁

一般的担当”，硬是将营区建设成了人人称赞的绿色军营。

走进人武部营区，由 1500余棵云杉和数百棵红柳穿插

而立的四个绿化区，像极了由一排排士兵组成的方队，这

片“小树林”是人武部改善机关工作、训练场地和生活环境

的温暖工程，也是曲麻莱县乃至玉树州远近闻名的一道亮

丽风景线。

人武部政委辛海义正词严，“我们作为曲麻莱县的一

员，对生态环境保护更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民兵+生态管护员”自组建以来，严格接受军事化训

练，苦练队列动作、防爆科目、战术动作、战备演练等过硬

本领。与此同时，人武部认真组织民兵学习习主席重要讲

话精神和国家政策、法律法规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强化

爱党、爱国、爱军队、爱人民、爱家乡意识，打牢思想根基。

白玛江才是曲麻莱县民兵应急连一班班长，他于 2016
年加入民兵生态管护队伍。白玛江才说，我的职责不是只

有看守一草一木那么简单，作为民兵生态管护员，同时肩

负班长之责，每天要训练队员，给他们讲解有关生态环保

知识，组织大家在三江源国家公园附近地域开展生态巡

护，观察监测生态、河流、冰山变化，详细记录野生动物活

动、植被数量、牧草长势，捡拾清理草原上的垃圾，制止违

法破坏生态环境和偷猎行为……

“在加入民兵生态管护员队伍后，做事情明显和以前

不一样了，我感觉自身发生了很大变化，比以往更有责任

感了，民兵生态管护员的身份让我有一种荣誉感。”白玛江

才自豪地说。

付出就有回报，几年下来，通过“民兵+生态管护员”的

生态保护模式，曲麻莱县的生态环境有了明显的恢复和改

善。

“曲麻莱县作为民兵生态管护员的发源地，我们要保

持民兵生态管护员队伍建设始终走在前列，让民兵生态管

护员在保护三江源头的生态环境中发挥积极作用。”辛海

说。

在这片 5.24 万平方公里的净土上，像白玛江才一样的

民兵生态管护员有上千人，他们发挥地缘、血缘、语言优

势，通过科学化编兵，形成了动态化生态管护体系，消除了

生态管护的“盲区”和“死角”。同时，有效破解了长期以来

偏远牧区民兵队伍编组难、集中难、训练难的“三难”问题，

建立了一支具有玉树特色的新型生态保护民兵队伍。

当好生态管护的生力军当好生态管护的生力军

推进新时代“民兵+”建设，人武部在传承保持民兵基

本职能的前提下，不断深化拓展“民兵+”建设成果，先后把

民兵职能与县“保护生态、维护稳定、改善民生”三大历史

使命融合起来，并不断拓展聚焦，建成了一支维稳抢险勇

站排头、保护生态勇挑重担、脱贫致富走在前列、备战打仗

堪当重任的新型民兵队伍，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时代特

征、浓厚地域特色的“民兵+”能力建设路子。

——当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讲员”。民兵藏汉

双语宣传文化小分队走村进户、上山入帐，宣讲党的好政

策、传递党的好声音，为基层牧民解读国家在农村教育、农

业产业、技术培训、合作医疗、农业补贴等方面的惠农富民

政策。

——当好励志进取的“示范员”。坚持在牧区民兵中

培养乡村振兴带头人、在致富带头人中发展党员，引导他

们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富民政策，带头学科技用科技，发展

特色产业，带头勤劳致富，成为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榜样

示范。

——当好移风易俗的“引领员”。成立民兵党员服务

队，组织带领群众开展“主题党日+环境美化日”活动，带头

破除陈规陋习，以民兵模范行动和良好形象影响带动群众。

——当好情报搜集的“信息员”。加强重点地区、重点

部位民兵情报信息员队伍建设，利用民兵遍布村组，信息

了解直接、反应灵敏迅速的特点，将触角延伸到全县各个

角落，当好党和政府的“千里眼”“顺风耳”。

——当好攻坚克难的“战斗员”。加强“民兵+”建设的

核心指向是备战打仗。强化民兵遂行任务能力和战斗精

神培养，确保遇到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快速集结、第一时间

到达现场、第一时间展开救援、第一时间发挥作用。

——当好生态环境的“管护员”。把民兵队伍建设与

生态保护管护力量建设结合起来，加强生态省情教育、生

态建设专业知识学习和技能训练，做合格的“中华水塔”守

护人。

——当好反恐维稳的“先遣队员”。坚持把民兵应急

分队纳入本地区维稳重要力量和应急指挥体系，广泛开展

“一兵稳一户、一班稳一村、一连稳一乡(镇)”活动，努力在

执行重大活动安保警戒和处置突发事件中当先锋、打头

阵，发挥好维护曲麻莱长治久安的骨干作用。

如今，“民兵+”让建设新时代曲麻莱的集结号声更加

铿锵有力。

后备也要当后备也要当““急先锋急先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