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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在黔西南群山深处的兴义市乌
沙镇普梯村，是布依族、苗族、白族、汉族
等多民族世代聚居的古老村寨，7 个自
然村组星罗棋布点缀在高山河谷之间。
过去，因地处偏远，山路艰难，且旱情多
发，曾是黔西南地区最贫困的村寨之
一。然而，短短五六年间，在当地党委政
府的指导下，武警黔西南州支队接力实
施的精准扶贫工程相继开花结果，普梯
村步入了脱贫致富的快车道。今年全国
扶贫日到来之前，记者慕名来到普梯，登
上位于全村最高处的二级提灌工程蓄水
池顶，放眼望去，黄泥河在山谷中蜿蜒如
带，依山而建的新居错落有致，满坡经果
林郁郁葱葱，各色林下作物长势喜人，一
幅小康农村的怡人景象。

找准扶贫攻坚的突破口

眼前的布依山寨青翠欲滴，让人很
难想象，缺水干旱曾让这里的群众苦不
堪言。

武警黔西南州支队保卫股股长林波
告诉记者，2009 年末到 2010 年初，贵
州遭遇大旱，普梯村田地龟裂，人畜饮
水告急。支队官兵开着水罐车运水到山
下，再肩背手提把一桶桶清水送到村
里，老百姓那一双双无助的眼神里迸射
出的惊喜目光，让他至今难忘。

“普梯住在半山坡，十年九旱愁煞
人；黄泥河水门前过，喝到嘴里累折
腰。”这是当地一首顺口溜。

村党支部书记郭成林告诉记者，“喝
口河水这么难，是因为到河边取水要走10
多里山路，挑一担水需走3个多小时。过
去，老百姓是用水窖储水喝，而山坡上的
果园和田地就看老天爷的脸色了”。

当黔西南州党委政府刚刚把普梯村
扶贫帮困的任务交给支队党委时，对乡
亲们用水艰难感同身受的武警官兵决
定，把扶贫攻坚的突破口放在“水”上，

“不能再让老百姓守着河水靠天吃饭，要
把河水引到山上为老百姓造福”。

2010 年 4 月，由支队牵头，筹措
92.6万元的一期饮水工程正式开工。说
起当时的情景，普梯村革居村组 70 多
岁的村民张雅兴仍感动不已，“河床
里，凿石放炮挖出 5 米宽 5 米深的引水
井，好多兵娃娃手磨出水泡，没人叫
苦。村里通知每家出一个劳力，结果在
家的所有村民都来了”。

经过两个多月奋战，流淌了千年的
黄泥河水，终于爬上了高高的山坡，流
进了普梯村最大的革居村组。当清凉的
河水从水管流进 70 多岁的村民罗开芬
家时，老人激动地说：“自从嫁到普梯
村，我背水背了几十年，背都压驼了，
做梦也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喝上自来水。”

2012 年，邵恩胜走马上任支队政
委，他和党委一班人决定，再接再厉，建
二级用水提灌工程，把惠及群众的事办
大办好。“当时，我刚到任，兴义地方政府
部门没几个人认识我。但我觉得，给乡
亲们办事，不能怕难。”邵恩胜说，经过几
个月的奔波、协调，凑足了近 500万元工
程费用。经过一年半建设，基本覆盖全
村 3000 多村民饮水和万亩经果林灌溉
的提灌用水管网终于建成了。

吉普车进出普梯村的路，水泥路
面，硬实平坦。“路修得不错啊！”记者
赞叹。郭成林接过话头：“这也全托了
武警支队的福啊”！普梯村窝在群山深
处，以前村民赶集、看病，翻山越岭要
走两个多小时的泥泞山路。汽车进山，
那简直是梦境。村民们种的桃子不能及
时运出去，卖不出好价钱。就连卖猪，
每斤都要比市场价低一元钱。

这又是一个扶贫攻坚的大手笔。支
队政治处主任周怀富告诉记者，当时，
支队掏出家底资金 36 万元，协调资金
260 万元，出动车辆 270 多台次、兵力
3000 多人次，组织村民搬运沙石 2 万
多立方米，运送水泥等物资 80 多吨。
大战 3 个月，把一条连接山外国道的
30公里水泥路穿山越岭铺进村寨。

“现在到了摘果季节，果商们开着
卡车进山收购，收成好的人家，一年光
水果就能卖个 3 万多元。这路，真是乡
亲们的致富路啊！”郭成林感慨地说。

扭住“精准扶贫”狠下功夫

飘香云贵的乌沙艳红桃，今年又是

个丰收年。“好多农户今年仅卖桃，就
收入三四万元。”走在桃园里，郭成林
掩饰不住心头的喜悦。

自从与普梯村结对帮扶，“帮到点
子上”，一直是支队党委的不懈追求。
桃树、生姜等经果作物，多少年来一直
是普梯村民的主要收入。但由于品种退
化，果品质量不高，很难卖出好价。近
年来，支队协调农林专家，持续嫁接优
化改良品种，新品艳红桃种植已达到
5000 多亩，橘子林 600 多亩，生姜规
模种植也初见成效。

“2014 年初，支队又帮助村民引进
辣椒种植项目，建成千亩无公害辣椒基
地，并协调贵州调味品龙头企业老干妈
公司半边天合作社与村里签订了辣椒产
销协议。当年仅辣椒一项，全村纯收入
就超过 400多万元。乡亲们的腰包眼见
着鼓起来了。”说起支队牵线搭桥引进
和经营的这个新品种，乌沙镇人大主席
卿荣华赞不绝口。他告诉记者，普梯村
群众能自觉改变旧的种植习惯，大胆调
整产业结构，是因为在武警支队的帮带
下，建成了一个群众信得过的党支部，
给了村民脱贫致富的信心和勇气。村民
们由守着一亩三分地、等着发扶贫款，
变为主动改变生产条件、种植经济果
林，发展经济、科技致富的热情空前
高涨。

郭成林告诉记者，2009 年以前，
村里人均年收入仅 2300 元。2014 年，
人均年收入已突破万元。

普梯村党支部活动室，也是村民们
学习党的农村政策和科技致富技能的课
堂。靠墙一排书柜里，摆着党建类、科

技类、农业实用技术方面的书籍 2000
余册。党支部经常邀请农技人员举办科
技知识讲座，为村民新品种种植养殖释
疑解惑。

郭成林拍拍支队保卫股长林波的肩
膀，转身对记者说：“今后村党支部的
工作更有主心骨啦”。原来，近些年，
林波受支队党委委托，经常进村入户了
解群众需求，为村里的大事小情与支队
和地方党委政府沟通协调，可以说对普
梯村的情况了如指掌，也是普梯村小康
建设的有功之臣。兴义市委刚刚作出决
定 ， 任 命 林 波 为 普 梯 村 党 支 部 第 一
书记。

普梯村外不远，一座乡村学校吸
引了记者的目光：“佳克中心学校”。
山洼洼里，竟然有如此漂亮的校园。
卿荣华带着记者走进校园，指着学校
近年新盖的三层综合楼、教学楼和一
栋四层的学生宿舍楼说：“如果没有武
警部队的扶持,我们哪能建起这么好的
学校。你看这个水泥操场，过去就是
一个土坝子，孩子们上体育课，课间
玩耍，就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
泥’。前年，武警支队不仅协调资金为
学校配置了一批电脑和电教设备，官
兵们还自己动手硬化操场 1600 平方
米，种植草坪 1800 多平方米，修建了
篮球场和田径运动场。”

把贫困地区的孩子培养出来，这才
是根本的扶贫之策。邵恩胜告诉记者，
近年来，支队先后资助了 30 名辍学儿
童重返校园。最近他刚刚和兴义市重点
中学达成意向，请他们为佳克中心学校
培训教师。

幸 福 花 开 黔 西 南
——武警黔西南州支队实施精准扶贫纪实

本报记者 李争平

左图 在武警黔西

南 州 支 队 的 帮 助 支 持

下，千亩辣椒园已成为

普梯村民收入新的增长

点。 黎俊男摄

自 1992 年至今，吉林省长
春市组织 32 所高校、100 多家
科研单位和企业、5000 余个拥
军组织，持续开展科技拥军活
动，连续 7 次荣获“全国双拥模
范城”。

长春市有全日制高等院校
32 所、科研院所 100 多家、国
家重点实验室 20 个，“两院”院
士 24 位，是科技密集型城市
之一。

1992 年，驻军某团向长春
工业大学提出帮助部队官兵提
高信息化知识的请求。不到一
周，学校党委作出帮助部队培
养高素质人才的决定。

这些年来，长春高校、科研
院所和高科技企业的专家，组
成科技拥军顾问团、讲师团，深
入部队开展现场讲学、答疑活
动，并建立了包括 6 名“两院”
院士在内的“科技拥军专家人
才库”，实行“一对一”或“多对
一”的技术援助。

如今，全市已基本形成了
纵向市、区、街三个层次，横向
工、学、兵三条主线，与驻地部
队实现了科技联姻，为建设适
应信息化战场需要的新型军队
注入了不竭动力。

“敌机”呼啸而来，防空分队迅速迎战，指挥员利用信息
系统锁定目标⋯⋯在长春市国防教育基地网络训练大厅，
民兵们正利用网络对抗展开训练。

据介绍，长春市投资建成集高炮指挥仿真训练、便携式
导弹、反恐模拟、轻武器射击内外场馆为一体的这个基地，
有效解决了场地受限、科技含量低、成绩评定不准等问题。

2011 年，军队推进政工网进班排，长春市区党政机关
和 100多家优秀企业积极响应，为驻军送去 3000台电脑。

在先进技术上，他们同样为军队提供了有力支撑。
吉林大学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赵丁选，成功研制

出战场战伤装备快速抢救抢修装置，将抢修时间由 1 小时
缩短到 8至 10分钟内。仅这个学院，有 13位教授和赵丁选
一样无偿将技术成果转让给部队，项目涵盖运载火箭、坦克
和特种军用车辆等 20多个门类。

同时，长春市还将驻地高校、科研单位的科技人才，编
入国防应急后备力量，组成“科技攻关组”“决策智囊团”。

23年来，长春市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以及高新技术企业参
与“信息化攻关”，累计帮助部队改造装备和革新器材800多项，
转让技术成果百余项，支持部队建设信息化项目1000余个。

科技强军，关键在人才。23 年来，长春市先后组织
4000 余名专家学者为官兵讲授高科技知识，把 15 万余名
官兵请进学堂“加钢淬火”。

目前，长春市高校已建立起集教育培训、课题研究、项目
开发、信息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信息拥军基地，完成了涉及心
理学、计算机等20多个学科、面向部队万余人次的系统培训。

吉林大学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选派专家教授深入部队
一线及国防院校进行培训，已先后对空军航空大学、装甲兵
技术学院等军队院校，共计 400余名学员进行了系统培训。

通过军工项目的开展，长春市还将前沿的现代设计技
术引入一线部队、国防院校和军工企业，用传帮带的方式为
部队培养懂高科技、用高科技、钻高科技的高素质新型人才
队伍。

2013 年起，长春市将部队“高精尖”人才纳入享受市政
府特殊津贴人才范围，每年由驻长春部队、院校、科研院所
等单位推荐一名优秀人才，由市政府授予荣誉称号。23 年
来，长春市共为驻军培养博士 31名、硕士 128名，3820人获
得专业技能证书。 （胡静波 崔明军 孙 健）

吉林省长春市

：

科技拥军二十载

右图 邵恩胜（中）与普梯村村党支部书记郭成林（左）正筹划着把这条泥泞的

通组道路建成水泥路。 本报记者 李争平摄

日前，由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为主组建的我国

第 18 批赴利比里亚维和医疗分队首批 23 名队员光荣出征，

执行联合国赋予的维和任务。图为赴利比里亚维和医疗分

队队员与家人和战友告别。

本报记者 李景录 通讯员 赵永辉摄影报道

国防科工局会同解放军总装备部
日前联合发布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
可专业（产品）目录（2015 年版）》，将许
可项目大幅度减少，降低了军工产品市
场的准入门槛。对有志于参与军品市场
竞争的企业来说，这个消息中有哪些利
好？国防科工局军品配套与监管司副司
长李多奎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对
新版目录进行了详细解读。

六成项目减在哪

新版目录中，许可项目减少了多少？
“此次修订是在 2005 版目录基础上

进行的，2015 版目录共设许可项目 755
项，比上一版减少 62%。对许可目录进
行精简优化，可以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的作用。”李多奎介绍说，我国武
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制度建设从 1999
年开始启动，原国防科工委分别于 2000
年、2002 年、2005 年发布了三版许可目
录 ，设 置 许 可 项 目 从 4900 余 项、4202
项、1988项，一路下降。

“许可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对武
器装备科研生产活动的管理方式。许可
刚刚实行时，管得很细，目录很大，到
2005 年减少很多，总体社会反映比较
好。但随着国家发展和工业进步，需要
修订，总体来讲按减少行政审批原则，管
理范围和数量在逐步减少。”

据悉，新版许可目录包括 11 大类
755 个许可项目。具体类别是：A 核武器
与军用核动力，B 导弹武器/运载火箭，C
军用航空器，D 舰船，E 兵器装备，F 军事
电子系统及装备，H 武器装备专用机电
设备，J 空间飞行器，L 武器装备专用材
料，M 武器装备重大工程管理，N 武器装
备测试与试验。

“新版目录比 2005 版减少了两大
类，将导弹武器和运载火箭进行了合
并，取消了军用普通车辆大类，意味着
运输车、牵引车、工程修理车、后勤保障
车等非装甲类的普通军用辅助车辆，今
后不对企业设置许可门槛，企业可更方
便地参与市场竞争。”李多奎表示，除了
整体取消的军用普通车辆大类，其他对
武器装备作战性能影响不大的一般分
系统和配套产品，如舰船平台罗经导航
系统及设备、水面舰船航行操纵控制系
统、气象雷达等，也都不再列入许可管
理范围。

变化比较大的还有科研许可，在几个
领域中放开。“我们大幅度缩减了武器装
备专用原材料和机电设备的许可，这两个
类别中的科研类许可基本上全部取消。”

许可项目的大幅度减少给已取得许
可的单位减轻了负担。一是申请延续的
项目大幅度减少，审查准备工作有所减
轻。二是对于不再列入新目录的项目，
已取得的许可到期不再延续。经初步统

计，目前已经取得许可的单位中，约三分
之一单位到期不需要再申请延续。

放管结合 鼓励竞争

取消许可意味着放开，对于新版目
录已经放开的许可项目，从业单位如何
参与竞争？

对于新版目录已经放开的专业，从业
单位无需取得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即
可从事相关活动。单位可以根据自身的
优势与能力水平，与装备采购部门、军工
集团总体单位、分系统集成单位取得联
系，按要求参与军品市场竞争或招投标。

李多奎强调，放开不等于放任，而是
政府把这部分权力下放到企业和采购主
体去，采购方还是会对供货商进行考察。

新版目录下，政府将坚持“放管结
合”，对不再列入新版许可目录的项目要
坚决放开，对所列项目规范准入，加强监
管，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武
器装备科研生产秩序。

新版目录的 755 个许可项目中，第
一类许可 436项，第二类许可 319项。其
中，列入第一类许可的主要是武器装备
总体和关键分系统，列入第二类许可的
主要是武器装备的重要分系统和对武器
装备技战术指标具有重要影响的核心配
套产品。一类许可由国防科工局直接受
理各单位申请，二类许可由地方国防科

技工业管理部门受理。
“一类许可允许适度竞争，二类许可

鼓励有效竞争。总体上既要规范有序，
又要方便民口单位参与。”李多奎说，许
可审查有公开的评分标准，对军工单位
和社会企业一视同仁，可在网上查到。

“原来武器生产全是计划经济，军工体系
相对封闭，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社会单位
逐渐参与进来，不管是军口单位还是民
口单位，全都要经过许可才能从事相关
活动。军工单位也有被取消许可的情
况，取得许可单位不符合条件的时候我
们会及时清理。”

“政府许可是一个最低门槛，许可不
是评优，是资格，满足一定条件就允许参
与。但竞标过程中，实力强的肯定有优
势。”他向记者透露，目前，取得武器装备
科研生产许可的，民口单位已占了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民口单位包括国企和
民企，不算国企，取得许可的民企也占了
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目前，新版目录及说明已下发到各
地国防科技工业管理部门、各军工集团
公司、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有关民口中
央企业集团、军队有关部门及有关军事
代表机构，想参与市场竞争的申请单位
可以到上述单位查询。近期，相关部门
将对许可目录进行适当处理后在国防科
工局政府网站及全军武器装备采购信息
网公开发布。

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发布新版目录

军工产品市场准入大幅放宽
本报记者 佘惠敏

近日，吉林省边防总队集安边检站官兵开展了“大手拉

小手铭记历史、薪火相传抗战精神”活动。图为在当年日本

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后为扩大侵略和掠夺资源建立的鸭

绿江大桥桥头碉堡前，边检站官兵和集安市小学的孩子们

听 86岁的老军人陈春阳讲解日本侵华历史。 赵建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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