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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密林，天然练兵场。1月上旬，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人武部把县民兵应急分队拉入深山进行山地行军和地形勘测
训练，参训人员全部携带战斗装具。据了解，这支队伍曾多次执行过泥石流抢险救灾、河道疏通等大项任务，是地方党委政
府的应急处突拳头力量。 李 军摄

冬日，沂蒙山区孟良崮烈士陵园
内，松柏苍翠，墓碑静立。这里长眠着
战争年代在沂蒙山牺牲的 2865名英
烈。谈起孟良崮烈士陵园，很多人能
讲出陵园里的不少纪念物件，却鲜有
人知道这个陵园的两个编外人员——
墓群守护人陈守军和他的父亲陈立
友。现年 50岁的陈守军家住山东省
蒙阴县垛庄镇古泉村，与父亲陈立友
接力守护这片陵园已有62载。

“父亲从朝鲜战场上回来后就到
陵园做看护工作了。”陈守军说，1956
年，带着二等甲级伤残复员还乡的父
亲陈立友不想赋闲在家，主动向组织
提出申请，要到孟良崮烈士陵园当守
墓人。当时，孟良崮烈士陵园组建不
久，硬件设施不齐全，陈立友就在陵
园里搭建了个窝棚，拄着双拐挪动在
一座座坟茔之间，整理墓冢，养护草
木。直到1982年，上级决定再招两个
新人共同管护陵园。陈立友又向组
织递交了第二份申请，希望他的儿子
陈守军能来。

“俺读书不多。那时只知道孟良
崮打过仗，可不知道里面的事。”陈守
军当时 15岁，正值青春年少，人长得
精神，头脑也活络，但他刚开始不愿意
去干这份只影伴孤灯的苦差事，更何
况还和父亲一样都是编外人员。后
来，在家人的劝导下，考虑到去陵园能
照顾父亲，陈守军也就试着干了起
来。上班头些天，陈守军一边跟着父
亲擦墓碑，一边听父亲讲过去的故
事。时间长了，陈守军被感动了。

“听了父亲讲的那些故事，压得心
里难受。俺就慢慢地下了决心，也要
当好一名孟良崮烈士陵园的守墓人。”
陈守军说，让他最难忘的就是一个叫
陈若克的烈士。“陈若克，广
东顺德人，牺牲时才 22岁，
怀里抱着才出生 10天却已
被饿死的女儿。她临死前
说：‘孩子，你来到这个世上，
没有喝一口妈妈的奶，现在
就要和妈妈离开这个世界

了，你就喝一口妈妈的血吧。’”
“孩子，再大的付出也比不上烈士

们的贡献，看护好他们是咱活着的人
应该做的。”自 2011年 6月 10日父亲
陈立友去世后，陈守军就带着父亲的
遗愿继续义务看护陵园。墓碑上有灰
尘了，他找来抹布慢慢地擦去，墓区的
杂草长多了，他用镰刀一棵棵地割去，
陵园的柏树发岔了，他找来梯子爬上
去修剪……

孟良崮烈士陵园总共埋了2865名
烈士，但只有 103块墓碑上有名字。
2017年，恰逢孟良崮战役胜利70周年，
陵园来了不少“认亲”的人。他们有的
拿着烈士证，有的带着烈士生前的遗
物，有的只有断断续续的记忆……“虽
然线索很多，但父亲和俺目前只为一
个无名烈士找到了名字。虽然碑没有
名字，但埋的烈士都还在，我还得继续
守在这里，等着他们的亲人来……”

� 为他点赞

这对父子守护的不只是烈士的墓
冢，更是历史，是革命精神的薪火。

斗转星移，硝烟散去，处在和平年
代的人们远离了刀光剑影，可是一些
牛鬼蛇神又架起“机枪大炮”对准了我
们的思想阵地。一段时间以来，鼓吹
历史虚无主义、诋毁英烈形象的错误
思潮和丑恶行径甚嚣尘上。但是，历
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有多少人
否定，就有多少人捍卫。即便有些战
史可能只保留下了只言片语，有些墓
冢里只有一件衣服甚或只有一个名
字，但发生过的事，总有人会记得。正
如这对父子一样，他们诠释的就是：碑
无名，忠骨在，历史有人在守护。

沂蒙山区陈立友、陈守军父子接力
守护2865名烈士忠魂62载——

看护好他们是活着的人应该做的
■匡秀夫 本报特约通讯员 傅家德

前段时间，万豪国际酒店集团一
度成为舆论焦点，连续被曝在邮件中
将西藏列为“国家”、在推特上为“藏
独”言论点赞、在英文版网站竟然将中
国台湾“并入”了日本。在万豪事件出
现不久，澳洲航空公司、达美航空公
司、服装制造商盈迪德公司、澳大利亚
贝拉米有机食品公司等跨国企业迅速
检查自己的网站及其他材料中可能冒
犯中国的措辞，连续做出道歉并争先
表态承认中国主权。万豪也先后做出
了相应的整改和道歉。

诚然，外国企业不尊重中国主权
的疏失让人不悦，但透过他们立即纠
正错误，明确表态尊重中国主权的行
为我们可以看出：随着中国综合国力
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外国企业正进一
步学习如何尊重中国。

曾几何时，帝国主义列强支持下
的外国企业在旧中国恣意横行、巧取
豪夺，不仅很少顾及中国人民的感情，
而且还干出了不少损害中国利益的事
情。“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举国掀起抵
制日货的浪潮，然而在日本政府的威
逼之下，当时的国民政府妥协退让，反
而对民众的反日行为加以限制和阻
挠。中国民众的抗议之声换不来日本
的一声道歉，也阻止不了日本军国主
义势力进一步鲸吞中国的行径。

往事历历在目，而今却已“换了人
间”。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
在工业、科技、商业等许多领域具备了
国际一流水准，不再是那个造不出“洋
火”的落后国度，越来越多国际企业将
中国视为主要市场。而中国在立足国
内经济和社会建设的同时，以负责任
大国的态度，竭诚用中国力量带动世
界人民一起走向繁荣昌盛。我们看
到，从欧洲发达国家到非洲、中亚、拉
丁美洲等欠发达国家，中国人的身影
越来越多，从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
到“一带一路”，中国发挥着越来越重
要的影响。外国企业认错，当然有其
渴望在全球增长最快的消费市场分一
杯羹的利益考虑，但更重要的是他们
看到了令人不可小觑的中国力量。

实力催生底气。在全球化的今
天，中国正在变得更加开放包容，在大
是大非问题上也变得更加硬气。中国
人经历过被侵略、被欺侮的剜心之痛，
对于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比珍视，
对于祖国统一无比期盼，事关主权问
题在我们看来都不是小事。那些“一
边吃着中国的饭，一边砸着中国的锅”
的行径，中国法律决不允许，中国人民
也绝不答应。

我们相信，那些真正尊重中国的
跨国企业，会在中国赢得灿烂的明
天。而那些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企
业，或将成为下一个惨淡离场的“乐
天”。诚如墨尔本迪肯大学教授斯图
亚特?奥尔所言：“我想不到有什么产
业对中国重要到有必要迁就这些外国
公司。这些公司没有多少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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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的乐清，碧水绕城，四面清风。
1月 5日清晨 6时许，天刚微亮，巨

星河民兵河长赵典德就开始了每周一次
的巡河检查。像他一样的民兵河长，在
乐清市还有933名。他们主要是检查河
道保洁是否到位、有无违法排污的情况，
并维护沿河两侧的“民兵林”，发现问题
及时上报。

沿着赵典德的足迹，从市中心的埭
川公园溯流而上，不多久，便看到了河堤
环绕的埭下村。一弯清波，水鸭嬉戏，一
抹江南水乡的秀美风姿活脱欲出。

“过去乐清的水质可没有这么好，
‘低小散’的粗放增长模式，让乐清青山
依旧、绿水不再，河道里的水浑浊墨黑、
漂浮着生活垃圾，有的河段还长满了藻
类。”赵典德说，脏乱差的水污染曾是老
百姓心中的痛，是乐清民兵帮着抚平了
这道伤口。

谈及当时的情形，赵典德记忆犹
新。到了2015年春，乐清已经历了百日
清淤大战，主体河道上看得见的污染几
乎没有了，但地下排污管道、巷道臭水沟
等很多暗沟暗河还在侵害着水质。面对

艰难的“地道战”，乐清“五水共治”攻坚
战到了啃硬骨头的关键阶段。先前普遍
使用的机械已发挥不了多大作用，人力
成了治水的唯一有效力量。但是由于暗
沟暗河特别脏、臭，且充满沼气，花钱雇
人都没人愿意干。治水遇到了瓶颈。

“关键时刻，我们民兵在！”2015年7
月，在乐清市一次治水工作推进会上，乐
清市人武部政委许永楠说，他有十万民
兵可参战。当时乐清17个镇（街）有933
个村民兵连，98677名民兵。

“一下子动员十万民兵不是小事，但
人武部领导有底气。”赵典德说，早在乐
清市开展治水初期，人武部就做好了有
朝一日出动民兵的准备。该县民兵队伍
以选编退伍军人、专业对口人员、工作组
相对稳定员工为主，933个村级民兵连，

人人建立档案、保持通联畅通，兵员在位
率高，可以快速联得上、召得回。他们还
依托市水务、环保、城建、市政园林、运输
等单位，挖掘行业系统专业技术人才、大
型工程机械资源优势，组建了21支专业
治水民兵队伍。

不久后，乐清市人武部就组建了民
兵治水指挥部，由许永楠担任总指挥，下
设民兵治水办等机构，治水办就设在许
永楠的办公室对面。指挥部的工作人员
隔三岔五的去摸排暗河暗沟，又接连召
开人武部党委会、专武干部大会，研究制
定民兵参与治水方案，先后出台了《关于
民兵参加五水共治活动的意见》《关于民
兵进一步参加治水的实施意见》等一系
列文件……

随后，各级民兵组织层层发动、调整
补充民兵队员。指挥部还专门从退伍军
人中，挑选技术骨干，建百人技术保障分
队，为每个民兵连组建了一支至少10人
的特动班，河道保洁员、施工队的骨干也
被扩充进了民兵队伍。

谈到当时“动员令后万将勇”的情
景，赵典德仍难掩激动。几乎一夜之间，
乐清大小河道上出现了许多身穿迷彩服
的民兵队员，巡河、挖沟、清淤……治水
力量中多了一支民兵生力军，大家的信
心一下子振奋了起来。

午后，赵典德放弃巡河中途休息时
间，带着记者走进乐清市民兵治水办，墙
壁上悬挂着治水图表：乐清市人武部民
兵治水组织机构图、乐清市人武部民兵
治水指挥流程图、乐清市167条暗溪、暗
河调查表……

“所有民兵都是宣传员和战斗员。”
赵典德指着宣传资料说，治水指挥部广
泛开展“传承红色基因，建好绿色家园”
主题教育活动，组织广大民兵学习领会
习主席系列讲话精神、五大发展理念，参
观乐清河道今昔对比图片展，编印发放
《治水论述小册子》，建立了民兵治水公
众微信号，调动民兵治水积极性。与此
同时，他们还成立了 20多支“党员突击
队”、设置67个“党员示范岗”，发挥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带动民兵“哪里最需要、
哪里最艰苦就冲锋到哪里。”

“民兵治水有保障！”近两年，乐清军
地共投入 680余万元购置 8大类 27300
余件（套）治水装备器材，在柳市、虹桥等
治水重点镇街，预征预储钢材、水泥、编
织袋等12类物资器材，按照需要随时征
用调度。治水指挥部设立民兵治水行动
权益保障基金10万元，为执行重点治水
任务的民兵购买伤亡保险；还通过经费
军地联供，将民兵治水经费保障纳入治
水行动总盘子，专门用于民兵的务工补
贴；每年年底，还会专门表彰100名民兵
治水标兵……

截至目前，乐清市人武部已为 1078
条河流设置了巡查维护站点，累计治理暗
河暗沟147条，有力地叫响了“有污染找
民兵河长”的口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当民兵治水，虽然又脏又累，但我们
深感光荣。”赵典德说，淤泥清除了，河面
干净了，河水清澈了，没有庆典，但满城欢
庆，人们沿着河道竞相奔走看水，“河水真
的变清澈啦”“真想跳进去喝两口”……

赵典德巡河结束，已是日暮时分。
斜阳晚照，长河之畔，一桥一亭别有韵
致。这位土生土长的乐清汉子来了兴
致，在埭川公园填词高歌：忆往昔，梦里
水乡归去来；看今日，美丽乐清如花开。
军民齐携手，定能打胜仗！

忆往昔，梦里水乡归去来；看今日，美丽乐清如花开—

从十万民兵治水看民兵作用发挥
■本报记者 方 帅 周玉婷 特约通讯员 孟晓飞

本报讯 陈学渊、记者柯穴报道：
1月 22日，云南省迪庆军分区副司令员
代世键彻夜埋进书房翻阅资料、制作课
件。按照国防教育讲师团计划安排，过
几天他就要以该州国防教育专家的身
份，为迪庆藏族中等专科学校学生讲授
国防知识。自从军分区携手州电信公
司开发了全州国防教育专家信息库后，
教育持证上岗成为一条硬性规定，该州
国防教育办公室成员单位不得随意安
排人员进行国防教育授课。军分区政
委彭颂说：“教育持证上岗、按计划讲课
反映了该市国防教育由粗放向规范的
转型。”

“如果各地国防教育自主推进‘散开
跑’，没有统筹规划和规范管理，会造成
投入多、吸引力低、效益差的现象。”据该
州国防教育办公室工作人员周泽鹏介
绍，以前，全州由政府统建或乡镇自建的

国防教育场所，大大小小有 10个，但真
正运转起来的不足一半。在十二五期
间，全州累计投放国防教育经费200余万
元，各县乡（镇）自行举办的各类主题活
动近50场，但拿得出手、经得起看、能坚
持住的精品活动寥寥无几。

金龙社区民族团结多功能展厅是军
分区和香格里拉市金龙社区联合打造的
国防教育基地，在军地两家共同商量规
划下，整合独克宗古城旅游、红二六军团
红色历史和军地共建等资源优势，建成
后日均接待游客80人，年开展爱国主义
教育近40场，成为市国防教育基地的一
个示范建设点。鉴于这个经验模式，该
州军地对国防教育“经费、活动、宣传”实
施对口管理，将全州国防教育规范化推
动了一大步。

记者了解到，2017年，该州军地领
导召开 4次联席会，制定国防教育活动

组织审核制度，规定由州国防教育办公
室对全州国防教育活动主题、筹办流
程、人员组织考核把关，全州累计有4个
国防教育点、3项常规活动因标准不高
被取消，烈士陵园、国防林等一批主题
鲜明、口碑扎实的项目得到巩固加强。
另外，他们还把国防教育办公经费、大
项活动经费、基地建设经费 3项费用列
入州县（市）财政预算，由各级财政综合
统筹、单独预算、专项拨付，初步确立稳
定的经费保障机制。为扩大国防教育
宣传效果，他们把移动媒体纳入国防教
育对口单位，携手地方宣传部门构建了
报纸、广播、电视、网站“四位一体”的网
络宣传格局。

国防教育由粗放走向规范

编者按 1月初，中办国办正式公布《关于在湖泊实施湖长制的指导意见》，距离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河长
制的意见》仅1年有余，有力彰显了国家持续推进“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基本方略实施的决心。随着经济
社会发展和后备力量职能使命拓展，“带头完成生产任务”的民兵逐渐承担起了更加多元的参建援建任务，生
态文明建设就是其中重要一项。党的十九大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那么，民
兵该如何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中？这给新时代民兵建设带来哪些启示？请看浙江省乐清市 10万民兵参与

“五水共治”（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的那些事儿。

云南省

迪庆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