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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辽宁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有一
张颜色泛黄且边角缺失的报纸，历经
70年的岁月风霜，字迹依然清晰。那
是一张记录朝鲜战争停战这一历史时
刻的第 194期《志愿军》报。

1953年 7月 27日 10时，朝鲜战争
交战双方谈判代表在板门店签字大厅
签署停战协定。12小时后，朝鲜战场
全线停火，历时两年零 9个月的抗美援
朝战争结束。这一消息通过电波、电
文、报纸迅速传遍世界。与此同时，一
份由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发
行的《志愿军》报，像插上了翅膀传遍
志愿军前线阵地的每一个角落。这份
报纸头版头条刊登了“朝鲜人民军最高
司令官金日成元帅、中国人民志愿军司
令员彭德怀将军发布停战命令”，命令
宣布：自 1953年 7月 27日 22时起，即停
战协定签字后的 12个小时起，全线完
全停火，并命令部队坚决遵守停战协
定。同时，保持高度戒备。

时任志愿军前方运输司令部情报
室情报组组长的孟庆华，1951年 1月入
朝后，经历了无数的硝烟战火。回想许
多牺牲的战友，终于盼来了和平，他悲
喜交加，小心翼翼地将这份报纸珍藏起

来。孟庆华的妻子李玉兰也是一名志
愿军战士，她于 1950年 11月入朝，1954
年与丈夫一同回国。回国后，孟庆华
夫妇相继转业到哈尔滨工作，在多年
工作与生活中，许多东西随着住址变
更、工作变动遗失、流散，唯有这份《志
愿军》报始终带在他们的身边。那个
特殊的年代，家中几经查抄，这份珍贵
的报纸，却奇迹般地保留下来。这期
间，他们只要一有空儿就拿出这份报
纸从头看到尾，读着读着，仿佛又回到
朝鲜战场，看到那些牺牲的战友，两人
不禁热泪盈眶，感叹今天的幸福生活
来之不易。

“这张报纸应该有最好的归宿啦！”
1993年 7月，孟庆华夫妇得知丹东抗美
援朝纪念馆新馆建成后激动万分。但
由于种种原因，向抗美援朝纪念馆捐献
这份报纸的愿望直到 1996年才实现。
1996年 9月 12日，他们不顾年事已高、
身体不适，专程前往丹东抗美援朝纪念
馆。当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这份报纸非
常珍贵，纪念馆将永久收藏时，孟庆华
夫妇泪流满面。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各种传播媒介
和手段受到限制，报纸是指战员了解战

争进程、了解战场情况的重要途径。为
此，1951年 1月 15日，由彭德怀题写报
头的《志愿军》报创刊。随后，各军、
师、团都先后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以及
大量的连营小报。这些报纸及时反映
部队情况、交流作战经验、宣扬英雄事
迹，在当时战场环境十分艰苦和战斗十
分惨烈的情况下，极大地鼓舞了官兵士
气和战斗意志。

1998年 7月 17日，辽宁省文物鉴定
委员会将朝鲜停战当日发行的、由两位
志愿军老战士珍藏捐献的《志愿军》报

定为国家二级文物。
“70年间，信息的传播发展十分迅

速，从传统时代的报纸、广播到新媒体
时代的微博号、公众号等，人们获取信
息的手段越来越多，信息传播的速度也
越来越快。”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副馆
长张校瑛感慨地说，相比这份《志愿
军》报，新媒体有诸多优势，但它现存
极少，能流传保存至今，已是十分珍
贵。因为，《志愿军》报见证了 70年前
和平时刻的到来，更期盼人间再无战
事，世界永远和平。

这张报纸，记录历史时刻
■崔 鹏 刘艳军 本报特约记者 乔振友

9月 24日，记者从西藏山南军
分区乘车出发，一路向东，来到加查
县安绕镇扎雪村。

扎雪村海拔 3200多米，坐落在
峡谷之中。由于地理环境影响，村
里的农牧业发展受限，村民主要以
采挖虫草维持生计，虫草价虽高，但
产量有限，经济收入不稳定，不少村
民在贫困线徘徊。

金珠玛米来了苦变甜。自 2016
年西藏军区及山南军分区挂钩帮扶
扎雪村以来，扎雪村的变化可谓是
天翻地覆。再访扎雪村，记者眼前
一亮，曾经破旧不堪的房屋不见踪
影，取而代之的是藏式新居，家家户
户屋顶上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村民
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提及 4年来的变化，41岁的村
民边巴喜不自禁。过去，他驾驶的
是电动三轮车，爬坡过坎很费劲。
去年，他购买了一辆皮卡车，喜提
新车的他第一站就去了一趟省城
拉萨。

村民的腰包鼓了，生活质量改
善了，几乎所有家庭的家具家电、交
通工具都实现了更新换代。“这离不
开金珠玛米的倾力帮扶。”村党支部
书记多吉旺堆告诉记者，2017年，部
队脱贫攻坚工作组先后 10余次到
扎雪村实地调研。了解到扎雪村地
处交通要道，是山南与林芝两市间
的枢纽驿站，过往车辆川流不息，但
车辆检修企业不多，军民一“碰头”，
决定开办汽修厂。

说干就干。勘察选址、招标签
约、开工建设，历时 4个月，两层汽
修厂房竣工验收，当年就为村里带
来几万元的收入。

“当初制定年分红计划时，我们
建议给伤残村民和贫困户增加 10
个百分点，这一建议得到村民的一
致赞成。”军分区宣传保卫科科长次
仁巴珠介绍说，部队官兵的细微关
照，让村民阿旺欧珠、扎西欧珠等贫
困户彻底脱贫。

扎西欧珠多年前因意外落下肢
体残疾，3个小孩年幼读书，妻子巴
桑卓玛是家中唯一劳动力。2017
年，扎西欧珠家收到汽修厂分红 1
万多元。2018年 4月，家里盖起了 2
层藏式新房。新房建好，他第一件
事就是悬挂崭新的国旗。

2019年，尝到甜头的扎雪村村
民又收获大礼包——在军分区的帮
助下，汽修厂第 2期扶贫产业项目
建成落地，新建的 5套汽车维修车
间及配套设施，让村民的分红实现
了翻番。

前些年，村民平措次仁的妻子
病重，为医治妻子的病欠下大笔外

债，他只能就近打短工还债。次仁
巴珠了解情况后，推荐其到汽修厂
当保安，除享受年分红外，每月还能
拿到 3000元的工资。“金珠玛米，托
且且！”平措次仁动情地说。

雅鲁藏布江水滚滚东流，见证
了扎雪村人的发展变迁，谱写了一
曲曲幸福的歌谣。不远处，部队援
建的、占地约 1400平方米的扎雪村
第 3期租赁房项目紧张施工。该项
目负责人阿旺给记者现场算了一笔
账：租赁房一共有 24间，每年可以
给村里增收几十万元。

机器轰鸣，前景可期。在部队
官兵的帮扶下，扎雪村人的幸福路
越走越宽、越走越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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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旅副政委岗位，交流到河南省漯河
市召陵区人武部任政委。

整理人：伍树清、本报特约通讯
员 王士刚

“征兵体检不是部长的事吗？”看
着军事参谋呈上来的《征兵工作目标
责任书》，我有些发蒙，不情愿地签下
名字。

“征兵工作是人武部主责主业之
一，可不是军事主官的独角戏。”部长
李济春看出我是“新媳妇过门——人
地两生”，便给我沏上一杯热茶，坐下
来耐心讲起征兵工作的“道道”。

说心里话，刚交流之初，我总觉
得自己干了多年的政治工作，到人武
部应该不在话下。可我熟悉工作后
发现，矛盾问题远比想象中严重。

一天晚上，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

电话，说是他的孩子参军愿望强烈，
就是身体有点小毛病，想跟我商量商
量该咋办？凭着多年纪检干部的敏
锐，我婉言拒绝了他。在肯定孩子参
军报国积极性的同时，从体检标准、
纪律要求等方面进行了解释，最后得
到那位家长的理解。

接下来，我通过政策讲解的方式
直接回绝了 10多位应征青年家长的
一些不合规要求，从中逐渐找到了做
好征兵工作的信心和底气。

廉洁征兵，是征兵工作的底线。
我和部长研究后，出台了几条雷打不
动的规定：邀请应征青年家长、基层
干部等担任征兵监督员，实行政策规
定、方法程序、审定新兵、阶段结果、
监督渠道“五公开”和集中办理入伍
手续；依托 3级兵役服务站，对群众
举报、信访、咨询等，做到马上办、最
多跑一次。

随着定兵时间临近，各类关系电

话骤然增多，我也倍感压力，经常失
眠。“国辉呀，有个亲戚的孩子今年想
去当兵，只是心率有点问题，考虑再
三还是放到你老部队比较保险。”这
天，一位老领导突然打来电话。

答应吧，明显不符合规定；不答应
吧，或许就把老领导给得罪了。经过
几番考虑，还是拒绝了他。老领导虽
然不太情愿，但最终还是被我说服了。

“哪怕送走一个不合格的兵，都
是失职。”我暗自告诫自己，一定要守
住这条底线。在我的提议下，人武部
与接兵干部一起，从双合格人员优中
选优。送走的新兵，经过 6个月的训
练，都顺利通过了考核，受到部队干
部骨干的好评。后来，老单位还专门
派人打电话，说希望今后还能从我这
里招收新兵。

两年多来的工作经历，我感触
最深的就是岗位虽然发生了变化，
但服务军地、保障打赢的使命担当永
远不能丢。纵然利益诱惑很多，只要
心中时刻擎起一把拒腐“利剑”，坚决
守住征兵工作的底线，就一定能往部
队输送更多优质兵员，使钢铁长城更
加牢固。

“送走一个不合格的兵，都是失职”
黑龙江省龙江县人武部

“五个纠治”促正规
本报讯 许海龙、宋志新报道：一个

日常管理松散的基层武装部被责令整
改，3名自我要求不严的民兵干部受到
点名批评……9月底，黑龙江省龙江县
人武部讲评本月教育管理情况，直奔问
题、不留情面，让专武干部和民兵感受到
一股浓浓的“火药味”。

为规范战备、训练、工作、生活“四个
秩序”，该人武部坚持从纠治问题入手，
严格落实条令条例和法规制度。每月
末，他们都会对所属基层武装部和民兵
连存在的问题进行讲评，促进教育管理
常态化落实。

前不久，他们以纠治战备物资管
理不规范、落实法规制度不严格、执行
制度不坚决、保密意识不够强、基础体
能素质不达标“五个纠治”为抓手，细
化 9类问题进行对照查摆，及时发现
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制订整改措施和
办法，重点突出战备设施建设和紧急
出动流程等，持续深化日常战备综合
整治。

同时，该人武部集中组织法纪教育
授课，采取专家辅导、领导授课、观看警
示教育片等形式，引导专武干部和民兵
筑牢心中的“警戒线”。他们还组织专
武干部和民兵集中讨论单位建设中存
在的重难点问题，有效提升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报讯 王永利、仲崇岭报道：“洪
顺，你在部队好好干，家里由我们负责
照顾……”9月底，山东省潍坊市潍城
区人武部领导给刚入伍的南部战区海
军某部新兵官洪顺打去电话，鼓励他刻
苦训练，不用担心家里。据悉，该区人
武部已通过不同方式与10余名家庭有
困难的新兵取得联系，鼓励他们在部队
安心服役。

“征好兵送走兵，只是第一步，接下
来，人武部要把解决军人军属的实际困
难作为大事抓紧抓实。”该区人武部领导
告诉笔者，他们始终将解决部队官兵后
顾之忧作为征兵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
今年征兵工作开始后，人武部先后组织3
个工作组深入应征青年家庭，把他们的

实际困难登记在册，并做好跟踪服务。
官洪顺的父亲官一峰，因病常年卧

床；母亲杨阿干文化程度不高，只能靠
种地维持全家生活。得知情况后，人武
部成立了帮扶小组，并安排专人与官洪
顺家结成帮扶对子，每半月上门探望并
帮助解决生活上的困难，重大节日由人
武部领导上门慰问。得知人武部的真
心帮扶，官洪顺高兴地说：“我一定在部
队好好干，不辜负家乡人民的期望！”

你只管安心服役，我许你后方无
忧。据了解，近年来，这个人武部积极
协调地方有关部门先后为70余名官兵
家庭解决缺少劳动力、医疗保障、矛盾
纠纷等 80多个难题，有效激发了官兵
安心工作、献身国防的热情。

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人武部

为家庭困难新兵排忧解难

9月底，北部战区陆军某训练基地官兵走进驻地小学，以讲红色故事、教
强军战歌的形式，为师生们上了一堂国防教育课，增强了国防观念。图为官
兵正在与学生共同绘制心目中的军人。 慕佩洲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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