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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廉从政 诚实做人——访原清镇市委
常委、清镇市人民武装部部长马顺绪

　　马顺绪投身军旅 31 年，其中
担任武装部部长近 14 年。他凭借
杰出的领导能力和政治素质，带领
干部职工屡获先进荣誉。在他的领
导下，镇宁和清镇两地的人武部不
仅被建设成为大军区先进人武部，
还通过开展以劳养武活动为人武部
创收逾 23 万元，赢得了 "沙漠中
的绿洲 "的美誉。他个人荣获贵州
省人民政府、贵州省军区授予“扶
贫先进个人”的称号，并被安顺军
分区评为“优秀人武干部”、“优
秀共产党员”。
　　马顺绪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
倾注心血编著了《清镇市国防教育
读本》。这部著作系统、全面、客
观地介绍了军事史和国防教育史，
成为对清镇各族人民尤其是中小学
生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
基本教材，对于传承红色基因具有
重要意义。马顺绪的这一成就，充
分体现了他作为一名陆军上校、职
业军人和共产党员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

《华夏早报》记者金松 发
自贵州贵阳

军旅生涯：决心干出一番
事业

　　“1962 年，在中印自卫反击
战中，陈代富以舍身炸碉堡的献身
精神，被中央军委授予‘活着的黄
继光’战斗英雄称号。”
　　马顺绪，一个与陈代富同村的
青年，从小受到革命英雄的影响，
尽管他初中尚未毕业，却已立志投
身军旅，开始了他军旅生涯的新篇
章。
　　1969 年 3 月，出生于 50 年代
的马顺绪，满怀对英雄的敬仰和对
祖国的忠诚，带着故乡油菜花的芬
芳，走进了军营。
　　当时年仅 18 岁的他，被分配
到陆军第 14 军第 42 师警卫连警卫
班。马顺绪的入伍，不仅是对个人
理想的追求，更是对革命英雄精神
的传承和发扬。
　　同年 11 月，马顺绪加入中国

共产党，两年后他被提干。此后几
年，他人生风华正茂，在部队先后
任职班长、排长，因其大公无私的
精神，还被 42 师政治部评为优秀
共产党员。
　　1979 年 2 月，马顺绪参加了
中越自卫还击战。战斗结束后，他
被调到贵州省清镇市人武部，决心
在人武战线上干出一番事业。
　　从野战军调入地方部队，虽然
岗位和工作对象都发生了变化，但
马顺绪工作作风和干劲始终如一。
　　1986 年 4 月，马顺绪被任命
为贵州省镇宁县人武部党委副书
记、部长，中国共产党镇宁县第五
次党代会代表、镇宁县第六次人大
代表。
　　多年的军旅生活让马顺绪患上
了严重的胃病。尽管工作期间胃病
出血，疼痛难忍，但他一边悄悄用
手指顶压胃部，一边继续坚持工作。
他坚强的意志和毅力，赢得了同事
和部属的尊敬。
　　多年来，马顺绪的床头柜上摆
满了治疗胃病的西药、中药和民间
草药，这些都是战友和乡亲们的深
情厚意。尽管病痛折磨，他依然坚
持工作，展现出一名军人的坚韧和
担当。

以劳养武成效显著：5年创
收逾 23 万元

　　据马顺绪介绍，人武部移交地
方后的一段时间里，曾一度处于无
人问津的状态。
　　面对这一困境，他迎难而上，
积极带领干部职工大胆创新，大力
开展“以劳养武”活动。这些努力
不仅为增加经济收入奠定了基础，
还解决了人武部自身建设的急需经
费问题，并为完善武器库的硬件设
施提供了有力支持。
　　马顺绪结合镇宁地区的实际情
况，抓住了安酒集团在当地收购散
酒的机遇。他利用这一契机，向安
顺地区民政局借款，成功建立了酿
酒厂。随后，他又办了养猪场，进
一步扩大了生产规模。
　　随着经费的不断增加，马顺绪
在民兵训练、人武部自身建设、

民兵训练基地、干部职工福利等方
面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两年后，
人武部在工商银行的存款达到了几
十万元，这不仅改变了人武部移交
地方时只有几千元资金的困境，也
极大地提升了人武部的形象和地
位。这一转变，为人武部的长远发
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镇宁工作的 5年里，马顺绪
为人武部的发展做出了显著贡献。
他不仅为部里创收逾 23 万元，还
新建了民兵训练综合楼和干部职工
宿舍楼，同时对武器库进行了扩建。
　　1989 年 8 月，贵州省军区司
令员钟理明率工作组到镇宁检查工
作，将镇宁县武装部誉为“沙漠中
的绿洲”，这不仅是对马顺绪和人
武部工作的肯定，也是对他不懈努
力、勇于创新的精神的高度认可。

正规化建设典范 :工作获
领导高度评价

　　他为单位的规范化建设作出了
重要贡献。每到深夜，他办公室里
的灯总是亮着，他投入了大量的时
间和精力，对一整套《规章制度》
以及其他 11 种制度进行了细致的
推敲和修订。经过他一字一句的精
心打磨，一条一款的严谨修改，这
些制度最终全部制订出来，为单位
的规范化管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91 年 3 月，马顺绪同志从
镇宁县调至清镇市人武部。在其任
职期间，他连续 9年获得贵州省人
民政府和贵州省军区的表彰，荣誉
为“无责任退兵”。西藏武警总队
的王德权指导员评价说：“他曾三
次参与接兵工作，但从未见过像清
镇市委、市政府、市人武部这样高
度重视征兵工作的单位，也未曾见
过如此隆重的新兵欢送场面，这无
疑是国防建设的典范。”
　　1993 年 6 月，马顺绪率干部
赴平坝县、六枝县人武部等地参观
学习，吸收并创新了可行的管理经
验，以满足成都军区关于县（市、
区）人民武装部正规化建设的要求。
　　此外，马顺绪还积极推动档案
管理工作的规范化。他组织干部对
历年文件、资料及退伍军人档案进

行了全面的清查和整理，实现了档案资料的规
范化管理，有效解决了档案管理混乱和查找困
难的问题。
　　同时，他平整了营院1600多平方米的地面，
这不仅显著改善了营院的环境，还为修建 20 套
干部和职工宿舍提供了空间。
　　贵州省军区工作组在检查清镇市人武部战
备工作后，曹龙处长对马顺绪同志的工作给予
了高度评价，称赞清镇市武装部的领导全面抓
正规化建设，成为贵州省的先进人武部。
　　1994 年 4 月 6 日，中共贵州省委常委、贵
州省军区政委喻忠桂在检查工作后，对人武部
正规化建设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概
括为“开拓进取、艰苦创业、虚心学习、团结
协作”的精神。
　　同年 5月 24 日，贵州省军区在清镇市人武
部召开了全省县、市（区）人民武装部正规化
建设现场会。会议中，省军区副司令员蒙进喜
少将认真听取了马顺绪同志分享了以“纲要”
为指导，提高工作效率和树立良好形象等方面
的宝贵经验。
　　这些经验具有实践价值。因此，清镇市人
武部的正规化建设经验得到了广泛推广，成为
了其他单位学习的典范，年底被成都军区和贵
州省军区共同评为正规化建设先进单位。
　　1997 年 1 月，“三总部”工作组在检查清
镇市人武部归建后的工作时，对马顺绪同志的
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对这样的武装部充满信
心。
　　马顺绪同志的优秀表现和对工作的认真负
责的态度，不仅为清镇市人武部赢得了荣誉，
更为全省的人民武装部正规化建设树立了榜样。

坚持与奉献：10 年编著国防教育读本

　　在清镇市工作期间，马顺绪不仅致力于人
武部自身建设，还积极带领干部职工投身于扶
贫工作。
　　他亲自带领 11 名干部职工深入新店镇王寨
村，通过捐款捐物帮助特困户解决实际困难，
并在王寨村小学开展“一帮一”活动，资助 13
名辍学儿童重返校园。此外，他还从市财政局
协调到 5万元经费，用于修建公路和饮水池，
显著改善了村民的生活条件。1998 年，因其在
扶贫工作中的杰出贡献，马顺绪被评为“扶贫
先进个人”。
　　退休后的马顺绪并未停止他的贡献，而是
继续投身于国防建设，他投入大量心血编著了
《清镇市国防教育读本》等书籍。
　　在谈及该读本的创作过程时，他向记者透
露：“调入清镇工作后，他翻阅了《清镇县志》
等书籍，发现清镇缺少一部反映该地区历史和
行政沿革的国防教育史书。自 1992 年起，他历
时近 10 年查阅、收集、整理相关资料，最终完
成了这部读本。”
　　该书由中共清镇市委宣传部出版发行，是
一部较为全面、系统、客观的军事史、国防教
育史，是对清镇各族人民特别是广大民兵、预
备役人员和中小学生，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
统教育，传承红色基因的基本教材。2022 年 4
月 22 日，环球网等媒体对该国防教育读本进行
了宣传报道。
　　马顺绪在工作之余，还在《西南民兵》《贵
州工人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多篇作品，包括诗
歌《夜登岳阳楼》《清镇白龙洞》，以及散文
《故乡的杜鹃》《情系军营》《红枫湖》。其
中，论文《实事求是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的精髓》深刻剖析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内涵，
而《红枫湖》则以细腻的笔触描绘出自然之美，
表达了他对清镇的深情。
　　他还撰写了《上校随笔》，记录了自己军
旅生涯的成长和重大事件，目前该书已脱稿，
正待出版。
　　马顺绪将自己的青春年华无私奉献给了军
旅生活。他的事迹被《人大代表风采录》《西
南民兵》《贵州工人报》等媒体报道；他以清
白的政治品质和正直的人格魅力，赢得了人们
的尊敬和爱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