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放军报社主办 第4242期
ZHONGGUO GUOFANGBAO

关注国家安全 助推国防建设

2020年10月

9日
星 期 五

庚子年八月廿三
代号1-188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ＣＮ 81-0002/(J)

网址：http://www.81.cn

中国国防报微信公众号

■本版责任编辑 程 荣国防时评国防时评

10本战斗故事集汇编，11部口述战
斗历史视频，620个战斗故事。

9月 30日，安徽省军区政治工作局
老干部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老干办）
主任徐宏生向省军区副政委南晓敏汇
报了“三家三史”活动开展一年多来取
得的成果。

“老干部的战斗故事必须抓紧时间
留存，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抢救性工
程。”南晓敏说，“只有牵住英雄的手，才
能记得来时的路。”

“三家三史”活动起始于安徽省军
区 2019年 5月的老干部工作座谈会。
会议公布了一组数据：省军区老干部平
均年龄 92.6岁，95%以上人员参加过抗
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

“一名离退休老兵就是一部历史、
一本教科书。整理红色故事，不能遗漏
一名老兵。”座谈会上，徐宏生说：“近年
来，各地干休所整理了部分老干部的战
斗故事，留存了资料，但没有形成系
统。”因此，他建议在省军区休干系统内
组织一次全面挖掘整理活动。

这一建议得到省军区领导的大力
支持，并当即在座谈会上作出部署，结

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传承红色基
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在休干系
统广泛开展以“传家风、承家训、立家
规，讲军史、讲战史、讲家史”为主要内
容的“三家三史”活动，挖掘整理老干部
的革命事迹和家风故事。

面对老干部“两高期”（高龄和高发
病率）的实际状况，省军区提出要求：

“活动开展要遵循老干部的身心规律，
不要硬性规定时间节点，老干部的采
访、故事梳理是一个连续性的工作，一
点一点采集，持续推进，成熟一批上报
一批。”

活动开展基调节奏虽然放缓，但从
去年7月24日下发具体活动方案后，省
军区老干办陆续接到反映：“缺乏专业
人士采写，一个月了进展缓慢”“老干部
年龄偏大，记忆比较模糊”“离世老人的
事迹需调阅影像资料，人手不够”……

困难客观存在，给基层提出具体解
决方案是关键。正在此时，省军区直属
合肥干休四所汇报，他们已初步汇编了
67篇老干部故事。

“为什么你们的进展这么快？”徐宏
生问。合肥干休四所所长王继光介绍，

所里工作人员普遍没有采编经验，他们
接到活动方案后，马上协调安徽农业大
学和阜阳师范大学，从中文系和新闻系
挑选了 9名大学生，在暑期协助采集史
料文稿。2个月内，他们共组织访谈520
余次，调阅书籍影像资料90余套。

受合肥干休四所做法的启示，各地
干休所纷纷发挥双拥优势，协调驻地资
源，组织高校学生、媒体记者、老干部子
女参与“三家三史”活动。

“我拿起一枚爆破筒使劲掷向敌
群，轰的一声炸死了一大片。突然，敌
人的一颗炮弹落在我身边，我昏迷了，
醒来后身边都是牺牲的战友……”95岁
的张锁起老人曾参加过千里跃进大别
山、渡江战役、进军大西南和抗美援朝
等战斗，采访中他说：“我只要想起上甘
岭43天的艰苦鏖战，就仿若听到不绝于
耳的炮声，看到牺牲战友的面庞。”

老人的孙辈分外感慨：“虽然我们
从小听着爷爷战斗故事长大，但再次重
温，仍感震撼。‘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
汤蹈火、竭诚为民’是爷爷的心声，也是
我们需要传承的家风。”

“‘三家三史’活动的一项重要意义
就是让老干部的家属、后代参与进来，
让他们通过搜集整理故事进行自我教
育，自觉传承家风。”老干办干事吴鹏告
诉笔者，“很多老干部的后代在参与过
程中，对家风有了更深刻的领悟。”

今年98岁的抗战老兵万寿益，经历

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
争。滁州干休所拍摄他讲述战斗史视
频时，老人的重孙万云翀全程参与。万
云翀说：“太爷爷的故事我虽然听过，但
这次感悟有所不同。我感觉，我的命运
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为国家繁荣而
努力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一定要
把太爷爷的革命精神传承下去。”

采访英雄的过程，就是最好的国防
教育。六安新周报记者张蔷受邀参加

“三家三史”活动。5个多月时间，张蔷
几乎住在了六安干休所，她感慨道：“老
干部的故事是一本‘活历史’，越挖掘越
感动。”安徽农业大学中文系学生吴言
也有同样的感受，他说：“这次经历不仅
提高了我的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让我
接受了最纯粹的爱国主义教育洗礼。”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三家三史”采
编团队硕果累累，汇集了100名“红色宣
传员”，组织访谈千余次，形成采访录音
200余条、整理战斗故事620篇。

南晓敏说：“620份战斗回忆，只是
传承‘三家三史’的起点。深化活动成
果，将老干部优良革命传统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仍是省军区探索实践的主攻
方向。”

目前，安徽省部分媒体开辟了“三
家三史”专栏，逐步推送老干部精彩战
斗故事文章。已编撰成故事文集的干
休所也将文集作为官兵、文职人员的思
政教育教材，定期组织学习交流。

一名老兵就是一本教科书
——安徽省军区开展“三家三史”活动留住英雄的记忆

■本报特约通讯员 蔡永连

“不打扰”一词多用于朋友、同事或
是陌生人之间，不打扰别人，常常表示不
影响别人、不烦扰别人。“不打扰”一词似
乎最不应该用于亲人之间，特别是父母与
儿女。然而在国庆节前后，军人军属在一
次次“不打扰”中诠释了奉献的含义。

前不久，网络上流传着一段关于新
兵入伍的感人视频。9月 16日，山东省
青岛市一名新兵入伍，而他所乘坐的高
铁，恰巧是自己父亲驾驶的那一班。在
换乘间隙，父子俩只隔空相见了 5秒
钟。后有媒体问父亲，为何不进车厢聊
一聊，父亲摆摆手说：“部队有纪律，不

打扰儿子了！”网友看到这段视频不禁
潸然泪下。儿行千里母担忧，天底下哪
有父母不挂念自己孩子的，但这种“不
打扰”是一种大爱，让人感动。

今年是“国庆+中秋”超长版假期，
探亲、旅游成为热门。然而某集团军调
查发现，今年上报家属国庆探亲的人数
比去年大大减少，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形
势下，大部分父母、家属主动放弃探望，
不给子女、爱人带来隐患风险，不影响
部队正常秩序，这种“不打扰”是高尚
的，让人敬仰。

人民军队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心里始终装着人民，永远把人
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全体军人的
共识。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部队
在最短时间内集结起医疗队伍，除夕之
夜挺进武汉，凌晨进驻定点医院。完成
抗疫任务后，解放军援鄂医疗队在夜幕
下悄悄撤离武汉。来匆匆、去悄悄，这
种“不打扰”是人民军队奉献的本色，是
广大官兵心系百姓的真实写照。

在今年防汛抗洪期间，我们常常被
一张一张的图片和一段一段的视频感
动。7月11日深夜，陆军第72集团军某
营在江西鄱阳湖堤坝完成长达9小时高

强度作业后，返回临时驻点黄冈某学
校。为不打扰正在休息的学生，官兵们
打着手电在“宿舍”里悄无声息地吃完

“晚饭”。7月26日5时，中部战区陆军某
舟桥旅参与抗洪救灾的官兵，离开连续
奋战20余天的湖北省武穴市时，没有留
下一片垃圾，军车没有鸣响一声喇叭。

无论是军属对当兵子女的“不打
扰”，还是军人对百姓的“不打扰”，体现
的不是冰冷的无情，而是温暖的关爱。
军人是一种需要高度奉献的职业，在军
人生活中，奉献无处不在，如练兵场上的
刺杀格斗，如海外维和中的临危不惧，如
抢险救灾一线的舍生忘死，当然也包括
亲人之间、军民之间的“不打扰”。

让我们向这种高尚的情怀致敬，
让我们用尊崇的态度来读懂“不打扰”
的深刻涵义。

有一种奉献叫“不打扰”
■张凤波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
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
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的
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在贵州
省习水县四渡赤水纪念馆里，一份珍
藏的《红星报》上刊登的《告全体红色
指战员书》，为当时红军作战指明了
方向。而今天，在脱贫攻坚的战场
上，这段话同样是习水县人武部官兵
战胜贫困的智慧和力量源泉。

近日，记者一行走进革命老区习
水县，在重温我党我军战斗奇迹的同
时，也感受到了子弟兵一心为民的赤
子情怀。

程寨镇罗汉寺村，是一个坐落于
大山深处的小村庄，也是人武部的结
对帮扶村。走进村里，记者吃了一
惊。来之前，记者看过罗汉寺村 4年
前的照片，房子破败、村民贫穷，一片
凄苦的景象。可现在展现于眼前的，
是白墙青瓦的房舍、干净整洁的院落
和一排排圈舍里猪仔成群的景象。

罗汉寺村翻天覆地的变化背后，
是县人武部官兵的付出。72岁的村
民刘应华说自己最有发言权。他告
诉记者：“今天这样的好日子，我以前
是做梦都不敢想哟，感谢共产党，感
谢解放军……”

村里很多人曾断言：刘应华家这
辈子都脱不了贫。刘应华患有慢性
类风湿，51岁的长子汤得民有轻微智
力障碍，42岁的次子汤得进患有癫痫
病。父子3人住在四处漏风的土墙房
里。缺劳动力、缺发展资金、疾病缠
身，可以说刘应华一家是家徒四壁。

2017年，县人武部协调资金对刘
应华家住房进行了维修加固，对其家
居环境进行改造；帮助其申请“特惠
贷”建圈舍养猪，还捐助肥料等物品
助其发展生产；落实低保、养老保险、
慢性病救助、产业补助等帮扶措施。
2018年秋，刘应华一家脱贫。

不唯刘应华一家，让全村人脱贫
才是人武部官兵的目标。他们紧紧抓
住产业增收这个牛鼻子，采取“基地+
农户”“企业+农户”“村集体经济+农
户”“专业个体商+农户”的“四+模
式”，发展订单农业，打响产业提升
战。一个个贫困户在人武部用心、用
情、用力的帮扶下，告别了贫困。

罗汉寺村的穷，不仅仅是收入不
高，还有基础设施的落后。人武部帮
扶前，村民吃水要到村里唯一的一口
深水井里去挑，有的挑两桶水来回要
走几公里山路；用电，村民形象地比
喻“100瓦灯泡像蜡烛”。由于电压不
稳，家用电器全是摆设，有的人家甚
至不通电；村子因缺少通信基站，手
机信号微弱，打电话时断时续，上网
更是奢望……

“不解决这些问题，收入再高也
脱不了贫！”人武部党委会上，党委书

记、政委严古军的话掷地有声。
为解决饮水问题，官兵们钻山

沟、破荆丛，寻觅水源点；为解决住房
问题，他们积极争取政策和资金支
持，危房重建、旧房改造、异地搬迁，
村民们都住上了安居房；为解决出行
问题，官兵和村民一起顶烈日、斗寒
风，挑灯夜战，不仅实现了村村通、组
组通，还达到了户户通……

“我们村摘帽了！”2018年秋天，
罗汉寺村脱贫摘帽的消息传出后，
村民敲锣打鼓，奔走相告。这一天，
人武部很多人都双眼微红，心情激
动，他们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此
前，职工蒋双红一年在村里住了 322
天，把私家车开到村里当公车用，一
年跑了 3万多公里；村里有几个懒
汉，家里脏乱差，50岁的职工王坤平
每天去帮他们打扫卫生，甚至被子、
衣服都帮着整理，终于感化了这几
个人，他们开始靠双手勤劳致富。

面对罗汉寺村日新月异的变化，
严古军感慨地说：“我们始终践行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用实际
行动兑现‘贫困不除、愧对历史，群
众不富、寝食难安，小康不达、誓不
罢休’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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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卢娟、记者郭冬明报道：
“数据多跑路，老兵少跑腿。有了‘铜鼓
老兵云平台’，再也不担心放长假期间退
役军人服务工作会断线。”10月 8日，江
西省宜春市铜鼓县高桥乡武装部长叶晓
青指着手机上的一款智能小程序告诉记
者，国庆期间，借助这一云平台，他们实
时跟进了民兵思想政治工作。

9月 24日，江西省首个退役军人云
服务平台——“铜鼓老兵云平台”在铜鼓
县正式上线启动。该平台为退役军人
（含民兵）和其他优抚对象提供信息采
集、信访办理、退役返乡报备、职业技术
培训等 13项业务办理服务，是集“查、
看、办”为一体的综合性智能小程序。

“铜鼓是一片红色热土、革命圣地，
革命战争年代军民鱼水情深、生死与共
铸就了秋收起义精神。”在启动仪式现
场，铜鼓县委书记、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
江伟斌介绍，为打通军地互联互通“最后

一公里”，今年 5月份，铜鼓县人武部和
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启动云平台建设，
旨在推动退役军人事务工作向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转变，实现服务对象足不
出户，即可网上办理各项业务，让铜鼓县
广大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办事更加

“易懂、易找、易成”。
同时，该平台对政策法规、就业创

业、地方动态进行梳理汇总，帮助退役军
人提升专业能力、拓宽就业渠道、扩大职
业发展空间等。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铜鼓县将利用
该平台逐步推进“互联网+民兵工作”，
把平台打造成“军地互动的桥梁、拥军优
属的窗口、国防教育的智库、创业创新的
基站、展示风采的舞台”。

江西省首个退役军人云服务平台在铜鼓县上线

老兵指尖上办理13项业务

国庆国庆““红色红色””游游

左图：国庆前夕，坐落在五星红旗设
计者曾联松的家乡——浙江省瑞安市的
国旗教育馆，联合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某部
开展升旗仪式，让参观人员记忆深刻。

郭永康摄
上图：10月 6日，游客参观重庆人民

防空历史陈列馆。该馆由 4个防空洞打
造而成，收藏了1600余件展品，通过多媒
体、兵器模型、轰炸场景等形式，讲述防空
历史，普及人防知识。 王诚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