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夏时节，黑龙江各地抗战纪念馆、
战斗遗址不时出现一队队佩戴“国防动
员单位”臂章的官兵，他们带着思考而
来，满怀激情而去。“传承红色基因、担当
强军重任”主题教育展开以来，黑龙江省
军区充分运用红色资源，铸忠诚之魂、务
打赢之功。

解开基因密码，传承红色“家谱”
“大雪原耸立着英雄雕像，抗联人血

荐轩辕捍中华……”近日，黑龙江征兵宣
传片《强军有我龙江兵》，登陆全省各电
视台、网站，点击量、点赞数频创新高。

几年前，省军区机关调研时发现，官
兵希望得到红色传统的激励滋润，为此建
议赴江西、陕西等地的革命圣地参观见
学。黑龙江这片热土地孕育了“东北抗
联精神”“北大荒精神”“铁人精神”，传

承红色基因何必舍近求远？首先要解
开脚下的红色基因密码，理清“家谱”才
能更有归属感。后来，省军区聘请军地
党史军史专家踏访战斗遗址、寻访抗战
老兵、收集官兵意见，拍摄完成 12部专
题教育片，下发部队供官兵学习，同时
在黑龙江卫视播放，一时间好评如潮。

继制作《强军有我龙江兵》宣传片之
后，他们组织编写《黑土地上的红色基因》
教材，联合地方有关部门修复扩建900多
处红色史馆、革命遗址，120多个军地共
建红色教育基地挂牌，整理出版80多名
抗战老兵的故事……

不断检视初心，融入红色“家风”
“宁儿：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

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黑龙江省军区直属队“红色故事会”上，

战士小张深情讲述赵一曼的故事。谁
能想到，几个月前他还曾因训练太苦萌
生过离队的念头。小张的转变来自于
聆听94岁的抗联老兵李敏的报告，来自
于品读东北抗战英雄故事。对东北抗
联历史越了解，小张的训练成绩上升得
越快，如今他还成为抗联精神的宣讲员。

“教育只有进入灵魂深处，才能真正
起到春风化雨的作用。”省军区政委杨俊
兴说，近年来，省军区持续开展“千里边
关党旗红”“强军路上龙江兵”等主题实
践活动，每两年举行一次“践行强军目标
暨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事迹报告会，每周
党日活动讲一个红色故事，树一名优秀
党员，让强军之歌激荡官兵精神高地。

去年，哈尔滨警备区有 6名同志面
临退休，在接替人员没有选配到位的情
况下，他们坚守岗位、干劲不减：香坊区
人武部政委张宝林带领官兵高标准完成
全市正规化建设试点任务，尚志市人武
部政委宋国权抗洪一线冲锋在前……

破除和平积弊，擦亮红色“家规”
“以 为 靠 吃 老 本 也 能 碾 压 一 片 ，

对新大纲的学习根本没放在心上，结
果吃了败仗。”不久前，省军区组织国
防动员参谋业务比武，曾在国际侦察
兵比武中摘金夺银的某人武部副部
长，居然垫了底。“打通强军路上的‘最
后一公里’，首先要清除思想上的‘拦路
虎’。”省军区党委感到，个别人还存在

“后备后用、后备无用”等思想，这些错误
观念不根除，完善国防动员体系就是一
句空话。

为此，省军区组织开展“一个对照、
四个想一想”活动：对照革命先烈，想一
想当兵为了啥？想一想理想缺了啥？
想一想精神欠了啥？想一想打赢差了
啥？向和平积弊宣战。

记者在该省军区采访期间，正赶
上省军区首长机关封闭集训。晚上
10时 ，集 训 地 的 战 术 作 业 室 内 依 然
灯火通明。数十名机关干部正在加
班训练：有的在钻研国防动员理论，
有的在拟制动员文书，还有的在标绘
动员要图。省军区司令员李雷告诉
记者：“这次集训，省军区领导带头，
机关干部分批参加，一个不落，逐个
过关。”

红色基因在黑土地上赓续传承
—黑龙江省军区开展主题教育纪实

■崔永昌 本报记者 乔振友 特约记者 杨银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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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文物记录一段历史。散落在
民间的红色文物，如同被遗忘在角落的
历史记忆，这些记忆需要有人去寻找，
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的 73岁退伍老兵
李永健就是其中一位。截至今年，他专
注收集红色文物40载，家中各类老物件
已达上万件之多，还先后向地方博物
馆、纪念馆和部队军史馆无偿捐献 2000
多件。

李永健的红色情怀与其军旅生涯
紧密相连。他1966年参军，新兵下连后
担任驯马员。一次，一匹军马因受鞭炮
声惊吓而狂奔不止。眼看路上一些儿
童躲闪不及，李永健一下子拽住了军马
缰绳，但在制服军马中，他的右手臂骨
折、肺部破裂，住院治疗一年多。1970
年，因伤病不宜继续服役，李永健带着
一枚二等功奖章退伍返乡，后被安排在
威海刘公岛上做导游。

一次，李永健为一位老红军作讲

解。当老红军在参观北洋水师文物时
感慨地说：“这些都是历史的见证，是爱
国主义教育的活教材，可惜还有很多文
物都找不到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李永健想起老家文登区是胶东革命老
区，许多村子里都有老物件。“作为一名
退伍军人，有责任和义务收集红色文
物，传播红色精神。”思虑再三，他决定
不干导游了，回老家收集红色文物。

后来，李永健每天骑着自行车下乡
进村，去寻找散落在民间的红色文物。
几年间，李永健走遍了文登周边区县上
千个村庄、上万个家庭，骑的自行车先
后换了5根链条、7条车胎。有时为了一
件老物件，他能连续跑上五六趟。

如今，在李永健家里，两个储藏室
和三室两厅的房间里，摆满了上万件红
色文物，有天福山起义时用过的大刀、
长矛等，也有抗战时期的军用地图、茶
碗、望远镜、马灯等，还有我军缴获日军

的钢盔、马鞍、军刀、地图等战利品。
李永健收藏出名了，一些文物贩子

盯上了他的藏品。一次，有人找上门要
高价收买8张日军攻占胶东、济南、南京
时的军用地图，被李永健断然拒绝。他
说：“我收藏红色文物从来没想过要挣
钱，给再高的价钱也不卖。”

多年来，李永健没卖过任何一件红
色文物，反而无偿捐献了不少。2008年
的一天，某部一名军人登门找到李永
健，称其所在部队是天福山起义后组建
的，因为部队建设军史馆，需征集天福
山起义文物。听后，李永健毫不吝啬地
将天福山起义时的大炮、土枪、大刀、地
图等30余件文物无偿捐了出来。后来，
部队特意派人给李永健送来一面锦旗，
上书：红色收藏家，拥军带头人。

至今，李永健的慷慨捐赠已多达 20
余次。1996年，文登博物馆改造扩建，
他一次性捐赠 100余件珍贵文物；2015

年，天福山烈士纪念馆落成，他主动捐
赠藏品 300多件；《苦菜花》作者冯德英
文学馆建成，他又将 100余件胶东革命
文物送给文学馆展览……

40年来，李永健收藏红色文物的费
用全部来自抚恤费和打零工挣来的钱，
到底花了多少钱，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别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做时，他说：“只为
能把更多的历史传给后人。”如今，每当
有社团组织抗战纪念活动，李永健都会
自发带上自己的藏品参加展出，为参观
者讲解红色传统；每年区人武部开展新
兵役前教育、中小学开学第一课，他都
有请必到，向青少年传播红色火种。

� 为他点赞

如今，红色文物已经越来越少，很
多已被政府或社会组织列为“抢救性”
收集对象。李永健老人用宝贵的年华
收集红色文物，实际上是为红色文化

“拾遗”。红色文化的传承需要他这样
的老兵，也需要他这样的情怀。

只为拾取那些散落的记忆
退伍老兵李永健自费收集红色文物40载

■苏 进 武景生 本报特约记者 于安丰

又是侮辱英烈，不过，这次当事方
被立刻约谈了。6月6日，有网民称今
日头条旗下的抖音平台在搜索引擎广
告投放中，出现对英烈邱少云不敬内
容。当天下午，北京市网信办、市工商
局依法联合约谈查处抖音、搜狗，责令
网站立即清除相关违法违规内容并进
行严肃整改。这次事件的“无时差”处
理，充分体现了执法部门坚决惩处侮
辱英烈行为的决心，给广大网民和媒
体服务商敲响了警钟，尤其对一些在
侮辱英烈上“犯了改、改了又犯”的行
为产生了很强的震慑作用。

英烈是国家的精神坐标，他们为
了抗击敌人、建立新中国、建设社会
主义国家作出了牺牲奉献，是值得我
们永远怀念、永远敬仰的英雄楷模。
现在，我们身处和平年代，享受着优
渥的精神和物质生活，国家地位、经
济发展令世人赞叹。试想，假若没有
先辈们的流血牺牲，怎么会有今天的
繁华盛世？吃水不忘挖井人。任何
时候，“一边吃饭一边砸锅”的事断不
可为。

但是，我们痛心地发现，近几年，
抹黑历史、亵渎英烈事件时有发生。
一方面，网络技术的发展让侮辱英烈
行为有机可乘。绝大多数的侮辱事
件都是通过网络发布、传播的，像微
博、微信、贴吧、论坛等，这些平台的
用户自主权很大，可以较为随意地发
帖表达个人观点。另一方面，青少年
一代远离战火，无法体会战争的惨
烈，以致有的人认为战争像游戏一样
容易，花点钱买些装备就可以打败一
切侵犯之敌。薄弱国防观念加上薄
弱的法纪观念，让他们在亵渎英烈时
不但浑然不觉，有时甚至为了博取眼
球明知故犯。

侮辱英烈行为的发生，无论是出
于虚荣浅薄，还是蓄谋炒作得利，没能
及时让行为当事人付出相当代价，都
是不可忽视的关键一环。不可否认，
纠治这些乱象需长期教育引导，但也
离不开严肃处理的震慑。对于公开侮
辱英烈的行为，不可放纵姑息，当从严
从快处理，让当事人痛定思痛，产生敬
畏之心，转而才能反思和校正自己的
行为。

5月 1日，英雄烈士保护法正式
施行，这对保护英雄烈士名誉发挥了
积极作用。前不久，就有人在微博上
公然侮辱英烈，还极具挑衅地向警方
喊话：“我看看我发这个话会不会被
抓。”帖子一经发出，立刻引起全民激
愤，随后该男子被当地警方依法行政

拘留 10日并罚款 500元。随着法律
制度和网络监督机制的逐渐完善，取
证和执法越来越快，处理也越来越
严，在互联网里遨游或从事互联网经
营管理时，责任主体应当常思“互联
网不是法外之地”，给言行多加装一
些自我约束。特别对于那些在侮辱
英烈行为中“犯了改、改了再犯”的个
别价值观扭曲者，相关部门应给予重
点关注，不能因为程度轻、影响小而
麻木，应当旗帜鲜明地反对任何形
式、任何程度的侮辱英烈行为，坚决
依法处理，以儆效尤。

英烈用鲜血和生命书写历史、铸
就辉煌，后人唯有敬仰和传颂。侮辱
英烈行为当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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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年度出版计划，端午节放
假期间《中国国防报》休刊一期，
即 2018年 6月 18日休刊，6月 19日
正常出版。

休 刊 启 事

本报讯 记者熊永岭、通讯员程振
报道：近日，山东省军区与山东省卫计委
联合下发《关于共享地方医疗资源做好
省军区离退休干部医疗保障工作的通
知》，探索建立老干部医疗保健军地联合
保障机制，为老干部提供优质高效的医
疗保健服务。

据山东省军区老干部办公室主任
吴洪河介绍，省军区系统管理的老干部
数量大、级别高、分布广，为贯彻落实好
习主席关于老干部服务保障“三个不
降”的重要指示，解决好远离军队体系
医院和患急重症老干部就医难题，亟须
借助地方医疗资源。

《通知》明确将省军区管理的离休和
军级以上退休干部纳入地方医疗保障对
象范围，享受地方同职级干部医疗保健
待遇。山东省及各地市所属医院为省军
区离休和军级以上退休干部诊疗、住院
开辟绿色通道。

记者了解到，省军区住济南离退休
干部区分重点保健对象和普通保健对
象，由山东省卫计委保健办分别制发《省
级保健证》、《省直保健证》，凭保健证到
地方医院就医可享受相应级别医疗保健
服务；非住济南医疗保健对象，由所在单

位与驻地保健部门商定合作医院，与医
院签订医疗救治协议，享受相应级别医
疗保健待遇。

军地各级相关业务部门还建立了沟
通联络机制，省、市、县（区）卫计委保健
办根据省军区、军分区（警备区）提出的
保障需求，协调所属医院落实省军区保
健对象诊疗、住院期间的各项保障。同
时军地联合加强检查督导，每年对各地
市相关医疗机构落实政策情况进行检
查，及时进行通报讲评。

《通知》下发后,在鲁离退休干部纷
纷表示，这一政策的出台让他们享受到
医疗保障社会化的方便实惠，是全心全
意为老干部服务的一项暖心举措。

山东省建立老干部医疗保健军地联合保障机制

军队离退休干部纳入地方医疗保障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