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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郎赫赫尼那，赫赫尼那，美丽的
街津口，如画的赫乡，你给了人们快乐，
把人们带入梦乡……”元旦前夕，黑龙
江省同江市人武部副部长田恩军，来到
街津口赫哲族乡渔业村检查民兵工作，
正赶上村里民兵举行“富裕的赫哲人用
歌声唱响新时代”歌舞会。

该乡武装部长吴福军介绍，村里民
兵个个能歌善舞，他们经常自编自创歌
曲表达对党的感恩之情。这不，民兵排
长胡靖正在台上表演自己创作的歌曲
《美丽的街津口，如画的赫乡》。

街津口赫哲族乡地处祖国东北边
陲，改革开放前，这里交通落后，信息闭
塞,渔民世代靠打鱼为生，生活极其贫
困。经改革开放 40多年的发展，昔日
小渔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生长在渔村，从小目睹渔村巨
变，是改革春风化开了边疆雪，才有赫
哲人百业兴旺。”吴福军一边向记者展
示着收录 50余首歌曲的《赫哲族乡原
创歌曲集》，一边深情讲述每首原创歌
曲背后的故事。

“啊郞—嘎嘎嘎格给嘎，松花江连
着黑龙江，北京城连着咱边疆，在党的
阳光哺育下，那尼傲越来越兴旺……这
是吴连贵创作的《乌苏里船歌》。”吴福
军接着说，1961年，时任民兵连长的吴
连贵带领全村渔民去海青（抚远市海青
乡）捕大马哈鱼，他一条船就捕了 600
多条，并因此得了奖金和一条绒衣裤，
兴奋之余创作了这首歌。

“改革开放后，走下渔船的赫哲民
兵,开始发展多种经营，腰包逐渐鼓了
起来，生活过得一天比一天滋润。”吴福
军越说越带劲，竟忘情地唱起了上世纪
90年代民兵连长吴宝利创作的《赫哲
新歌》：“啊郎赫赫尼那，赫赫尼那，党给
了我们好政策，发家致富幸福多，幸福
多……”

“鹤舞枝头云飘香，喜讯飞传大江
上，收网回家迎宾客，总书记来到咱赫
乡……”听，现在台上唱的歌叫《总书记
来到咱赫乡》，2016年5月24日，习主席
来到赫哲族乡看望赫哲族人民后，老民
兵孙中馗、孙玉森连夜创作的，也是现
在村村都在传唱的民歌。

“啊郎赫赫尼那，赫赫尼那，乌苏里
江腾欢浪，歌唱40年改革开放，渔民致
富奔小康……”这时，记者又被一首《富
裕的赫哲人有颗感恩的心》的优美旋律
所感染。旁边的一名民兵自豪地说：

“这是现任民兵连长尤中华，组织我们
观看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直播即
兴创作的。”

“啊郎赫赫尼那，赫赫尼那，共产党
人就是我们赫哲的神，美丽的家园，
迷人的景，巨大的变化，感谢党的恩
情……”上一个民兵表演刚一结束，吴
福军便自告奋勇地走上舞台，以一曲
《新时代的赫哲人爱党守边防》，把歌舞
会推向高潮……

下图为赫哲族民兵表演的情景。
于 涛摄

从上世纪 60年代开始，黑龙江省同江市街津口
赫哲族乡民兵自编自演不一样的“情歌”—

50余首原创歌曲唱党恩
■王晓强 谭 杰 本报记者 杨银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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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洞口县人武部

破解军人子女入学难
本报讯 陈文立、付利勇报道：日

前，原本被安排在文昌三小就读的南
部战区某部军娃张诗，在湖南省洞口
县人武部的协调下，转入条件相对较
好的小学就读，这是洞口县人武部为
解决洞口籍现役军官后顾之忧的具体
举措。近年来，该人武部积极协调当
地有关部门，先后破解27名军人子女
入学难题，受到官兵好评。

吉林省榆树市人武部

多种方法施策助脱贫
本报讯 曲志强报道：1月初，吉

林省榆树市人武部针对贫困户实际
情况选择致富项目，帮助协调修建新
式鸡舍、猪圈所需建筑材料。这是该
人武部扎实铺就脱贫路采取的系列
举措之一。他们在加强帮建村党支
部的同时，还跟踪包保 23名困难群
众，并定期走访慰问，帮助改善生活
条件。

山东省蒙阴县人武部

观看红色影片励斗志
本报讯 傅家德报道：为深入推

进“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
党日教育活动，近日，山东省蒙阴县人
武部组织干部、职工党员集中观看红色
电影《党员登记表》。他们被影片中忍
辱负重、视死如归，保护党的机密文件
的一位伟大母亲感动，并纷纷表示一定
忠诚职守、无私奉献，为沂蒙这片红色
热土做贡献。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
大觉醒。”学习习主席在庆祝改革
开放 4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令
人在强大的思想震撼和精神激励
中思接千载。1978年 12月 13日，在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
平同志在铅笔起草的 3页 16开纸讲
话提纲基础上，发表了《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
要讲话，自此，“解放思想”作为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闪耀
在中华大地上。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进程，解放
思想就像是撬动地球的那一支杠
杆，也像是启动工业文明的那一壶
蒸汽，更好似浩瀚夜空中的启明星，
让人们拨开迷雾与羁绊，轻装上阵、
昂首前行。回望历史，西欧社会的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没有跳脱解放
思想的历史脉动，我国的先秦百家
争鸣、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没有逾越
解放思想、图强求变的规律。抑或
是在军事领域克劳塞维茨对战争的
新论、马汉制海权的诠释、杜黑制空
论的突起，更不用说新中国成立以
来我军的 11次调整改编，无不蕴含
着解放思想所迸发出的智慧光芒和
磅礴力量。同时，解放思想更是基
于对强烈忧患意识和问题导向的理
性回答，“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
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
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
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
平同志对解放思想的解读以朴素的
文字植入了党和人民的心中，“解放
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
新问题”“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
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

“解放思想是前提，是解放和发展
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
总开关。”这就是说，解放思想中蕴含
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实践性
和真理性。1845年马克思在《关于费
尔巴哈的提纲》中讲到，“人的思维是
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
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
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
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是思
维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意识，解放
思想看似一个理论问题，实则是个实
践问题，邓小平同志说“解放思想，就

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
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

40年来，解放思想更像是一首
激情澎湃的强军战歌，沿着改革开放
的宏伟蓝图一路走来，无论是罗布泊
惊动世界的“中国震撼”，还是“东方
红”到“北斗”的接力巡天，不用说“辽
宁号”的凤凰涅槃，更不必说“黑丝带”
的隐身翱翔，解放思想的理念与情怀
始终让我们阔步走在改革强军的大路
上。解放思想就是那一阵清脆的响
铃，回荡在 40年间的强国强军征程
上，我们始终高奏“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的进军号，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真
理融入国防和军队建设中。今天，站
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历史
新起点上，面对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汹
涌浪潮，我们像太阳一般的人民军
队，必将早日实现强军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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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蒋亚平、刘华珍报道：元旦
刚过，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沙石镇武装
部干事田文雷惊奇地发现，这个月工资
居然多了好几百元。镇财政局同志解释
说：“按区里下发的岗位津贴标准，专武
岗位由原来每月100元提高到230元，并
从去年7月补发。”

“虽然这次专武岗位津贴提高的幅
度和数额不是太大，但也是对从事武装
工作的一种认可。”田文雷干事难掩心中

喜悦对笔者说。
去年 7月，章贡区人武部在组织基

层工作调研时发现，少数专武干部反映
基层武装工作备勤任务重，干的都是急
难险重的事，可专武津贴拿得较其他岗
位低。这让人武部党委一班人意识到，
专武津贴高低不是简单的钱多钱少问
题，而是对专武岗位的认同和价值体现
问题。

“要让从事武装工作的人与军人一

样受尊崇，干得出色的专武干部还要优
先提拔使用。”在区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
现场办公会上，他们就专武岗位津贴问
题做专题汇报，得到区委主要领导的认
可。该区很快做出提高专武干部岗位津
贴的决定。

此举有效激活了武装工作的内生动
力。前不久，几个空缺的镇（街道）专武
干部岗位成了香饽饽，报名参加补缺专
武岗位的人数与空缺数比例达到5∶1。

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

激活武装工作内生动力

国防论苑国防论苑

本报讯 记者徐殿闯、李弘非报道：
学习体会写在A4纸上，讨论意见进入新
年度工作规划——这是2018年12月底，
江苏省军区理论培训交流大会与往年的
最大不同。

每年底组织师团职领导干部理论培
训是江苏省军区的惯例，但是年终岁尾各
单位工作头绪多，领导干部精力容易分散，
这期间要让参训人员把心思和精力集中在
理论工作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越是务虚的工作，越要拿出务实的
举措。”在筹备理论培训期间，省军区党
委先后 5次召开会议集中研究课程设
置。确定培训主题后，省军区邀请 3名
院校专家进行授课辅导。在课程设置

上，坚持个人自学与分组领学相结合、领
导授课与专家辅导相结合、考试考核与
研讨交流相结合，内容充实、形式多样、
环节紧凑。除此之外，培训工作人员还
研究制定了让大家“学起来、深进去”的
具体招法。

让参训人员印象深刻的是，每名参
训人员都必须手写学习体会。“别看这是
一个小招法，却促使大家由工作状态迅
速转入学习状态。”组织这次培训的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以前安排参训人员撰写
心得体会，一些单位存在让工作人员捉
刀代笔的现象，结果作业交上去了，理论
知识点没有入脑入心，结合实践的思考
也没有深入下去。

一打方格纸把大家代入培训现场，
形成纪要的讨论又促使参训人员必须把
所学与所干对接。针对以往理论培训中
一些人员泛泛而谈、学用“两张皮”的问
题，这次培训专门规定一条：小组讨论形
成纪要，既在参训人员内部交流，又呈报
省军区党委做参考。

当前，各单位正在筹划2019年重点
工作，这项要求促使参训人员把各自想法
与上级精神对表、与兄弟单位比较，在集
思广益中碰撞出许多思想火花。据工作
人员介绍，这次培训他们共整理出有价
值、有新意且富有操作性针对性的意见建
议40多条，正以纪要的形式供各级传阅，
并将逐步进入党委决策、进入实际工作。

江苏省军区师团职领导干部理论培训新风扑面

越是务虚工作，越要务实举措

“何爸爸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我
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泪水模糊了双眼。

何爸爸叫何良英，烈士何田忠的父
亲。1979年 2月 20日，何田忠在边境作
战中英勇牺牲。

因为种种原因，何田忠牺牲30年后，
何良英才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找到儿子的
墓地。那天，76岁的他瘫坐在儿子墓前，
摩挲着墓碑，泣不成声……

“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看你了，
儿啊，就让爸妈再多看你一眼……”烈
士父母痛断肝肠，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30年的绵绵思念，30小时的长途跋
涉，30分钟的墓前相见……何良英把从
老家屋前挖来的一棵柏树苗，栽在了儿
子的墓前。

5年后的冬天，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山
东省拥军模范朱呈镕得知老人的事迹后，

从山东临沂飞赴重庆，帮助老人了却再看
儿子一眼的心愿，我也有幸跟随采访。

2014年 12月 15日，我们在一幢老
式居民楼里找到何良英家。何爸爸家
里没有像样的家具家电，刚粉刷不久的
墙上，挂着两个整洁如新的画框，分别
是“自卫还击，保卫边防”的牌匾和烈士
证明书。

“田忠是我们全家人的骄傲！”那
天，何良英拿出何田忠的立功奖章、证
书及帽徽等遗物，和我们聊起往事……

何良英有 4个儿子，老大和老三先
后入伍。1978年初，20岁的老幺何田忠
也参了军。1978年底，何田忠随部队开
赴边境执行任务，1979年 2月 20日在战
斗中壮烈牺牲。

何田忠牺牲后，和他同时牺牲的 12
名战友一起，埋在了云南屏边。而此时，
远在重庆老家的何良英，正思念着儿子，
等着儿子凯旋……

得知儿子牺牲的那一刻，他感觉天
塌了。他不是没有寻找过儿子的墓地，
但由于何田忠生前部队改编、撤编，他
不知道该从何查起。随着身体每况愈
下，能够在有生之年去儿子的墓前祭
奠，成了何良英最大的愿望。

2009年5月，在好心人的帮助下，何
良英和老伴几经辗转才找到了何田忠的
墓地，踏上扫墓之行。就在那天，老人道
出了“有机会再看儿子一眼”的心愿。

“不能让烈士的父母伤心又寒心。”
深受感动的朱呈镕提出帮老人圆梦。
那天，担心老两口身体经不起长途奔波

的朱呈镕，凑到何良英耳朵前问他：“我
带你们再去看儿子，您愿意去吗？”

“我愿意！”何良英回答得斩钉截铁。
“您身体能行吗？”
“我能行！身体好得很呢！”
得知将去云南看望儿子，何良英一

夜未眠，第二天整整提前 4个小时到机
场等候。

乘飞机，倒汽车，虽然一路颠簸，可
二老一直精力充沛。车行至云南蒙自
境内，天已黑了。蒙自距离屏边近70公
里，而何良英坚持直接前往屏边。

2014年 12月 18日 ，屏 边 烈 士 陵
园。一下车，远远望见儿子何田忠的墓
碑，走路虎虎生风的何良英却迈不动脚
步，身体哆嗦着直往下坠……

站在儿子的墓前，他抖动着身体，默默
注视着墓碑，突然，瘫坐下来，“哇”地一声嚎
啕大哭……

“儿啊，我们又来看你了。你也好好看
看我们吧，以后估计再也没有机会了……”
何良英和老伴的哭声在整个陵园回荡。

“小朱，大家都叫你朱妈妈，我今天
也替幺儿叫你一声朱妈妈，是你让我又一
次来看儿子，可我们还有一个愿望，想去儿
子当年牺牲的地方，看上一眼……”何良
英泪水未干，提出了一个让大家意外又
在情理之中的要求。

“走，我们现在就去！”历经9个多小
时的崎岖山路后，我们站在了何田忠当
年牺牲的边境某高地，实现了二老埋藏
在心底30多年的愿望。

这些年，有许多人始终关注、关心着

何良英和老伴，有部队的、有地方的，有
将军、有士兵。关心何良英的人越多，他
的心理压力也愈重，总说“受之有愧”。为
了回报大家的关心，二老学会了使用微
信，每逢节假日，他们都会发信息送祝
福。他们还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传递
正能量。

前不久，85岁的何良英病重入院。
“我知道我不行了，让大家都进来，我有
话要说……”去年 12月 26日，躺在病床
上，插着输氧管的他清醒过来，召集家
人嘱咐道：

我入党57年，一辈子受党的培养之
恩。我死了，不能给党组织添麻烦，更
不允许你们向组织提任何要求。一是
你们要替我向组织交纳最后一次党费；
二是把田忠牺牲前的照片和烈士证照
片放到我的骨灰盒里，我要和儿子在一
起；三是你们任何人不能接受亲朋好友
及社会好心人的任何慰问；四是你们再
去云南屏边烈士陵园祭奠的时候，带上
我的一份遗物……

12月27日凌晨，何良英带着对儿子
的思念，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当天上午，84岁的何妈妈召集全家
人，召开了简短而严肃的家庭会议：“你
们爸爸的遗言，也是我的遗言。今后我
死了，你们也要按这个遗言落实！”

此时，北国边关，大雪纷飞。面对南
方，我举起右手，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

左上图：2014年 12月，何良英和老
伴来到儿子何田忠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圆了30多年的愿望。 蒋德红摄

一位烈士父亲的临终遗言一位烈士父亲的临终遗言
■本报特约记者 蒋德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