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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本溪军分区

慰问立功受奖军人家庭
本报讯 王海星、刘雷报 道 ：8 月

初，辽宁省本溪军分区领导带领工作人

员，来到现役军人孙宝嵩家中开展慰问

活动，并送来立功牌匾。孙宝嵩曾获空

军首届“金头盔”，先后 3 次荣立二等功，

3 次荣立三等功。“八一”前夕，他被记战

备训练一等功。军分区领导表示，会及

时了解军属的生活情况，切实帮助解决

实际困难，落实好各项优抚政策，用实际

行动让军人安心、军属放心。

本报讯 林小强、余红玲报道：“当

战友们顺着血迹找到卫生员陈德煌时，

他已陷入半昏迷状态，嘴里仍念叨着：

‘别管我，快去救人……’”8 月 15 日，在

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人民路街道湖滨

社区，一堂别开生面的国防教育课准时

开讲，主讲人是参战老兵刘广北，听众

是居住在该社区的 20 多名中小学生。

浔阳区是九江市的老城区，人口密

度大，暑期无人照看放假在家的中小学

生问题较为突出。“双减”背景下如何让

中 小 学 生 度 过 一 个 充 实 有 意 义 的 假

期？浔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人武部、

九江离职干部休养所 3 家单位联合提

议，在社区开设中小学生暑期公益国防

课堂，邀请现役官兵、退伍老兵结合自

身经历，为广大学生普及国防知识。

湖滨社区有 400 多位退伍老兵登记

在册，为开设国防课堂提供了丰厚的教

育资源。接到授课邀请后，老兵刘广北

欣然应允。为上好这堂公益课，他认真

准备教案。第一节课《艰苦的边境保卫

战》一经推出，凭借生动的情节、走心的

讲述，获得学生和家长的一致好评。

“原来，飞机还能隐身！”在湓浦街

道梅绽坡社区，该区人武部参谋王哲向

学生们展示步枪、飞机模型，讲解武器

装备知识，极大激发了他们的兴趣。90

分钟的授课结束，学生们意犹未尽，围

着王哲追问个不停。

浔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介绍，

主动申请给社区孩子们上国防课的“兵

教员”已达 30 多人，其中包括经历解放

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老战士。“作为一

名老兵，能够发挥余热，做些有意义的

事情，我感到非常荣耀，同时也深感责

任重大。”老兵桂贤松感慨地说，“一个

家国故事，埋下一粒红色种子。希望通

过我们的讲述能让更多孩子了解国防，

点燃他们的爱国热情。”

军地领导表示，下一步他们将依托

暑期公益国防课堂，开展军事研学、观

看红色电影等国防教育活动，让红色基

因根植青少年心中。

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开设暑期公益国防课堂

一个故事埋下一粒红色种子

本报讯 李超阳、特约记者管水锁

报道：每到傍晚时分，山东省荣成市革

命军史长廊主题公园便会迎来人流高

峰——在展板前了解战史的青年、认真

聆听红色故事的孩童、重温峥嵘岁月的

退役军人……市民在纳凉散步的同时，

在这里充分领略国防教育魅力。

“变馆藏式为开放式，变固定式为

随机式，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参与，打通

国防教育‘最后一公里’。”荣成市人武

部政委侯建国介绍，荣成市革命军史长

廊主题公园是威海市首个国防主题公

园，他们将革命军史展陈纳入到地方园

林规划中，打造群众家门口的国防教育

课堂。

记者漫步公园看到，军史长廊以我

党在荣成领导武装斗争的史实为主线，

重点反映新中国国防建设发展史，特别

是新时代强军兴军伟大实践，设立激情

岁月、改革强军、国防风采、英模先烈、

红色印记等 5 大版块，以文字、图片相

结合的方式，介绍发生在荣成的重要事

件，全面展示新时代该市双拥共建、国

防建设新风貌。

荣成是一片红色热土，革命战争年

代曾掀起送子去参军、民工大支前热

潮，涌现出齐进虎、魏来国等享誉全国

的战斗英雄。近年来，荣成市深入挖掘

红色资源，将精致城市建设与革命遗迹

修缮保护、新农村建设、全民国防教育

等工作有机结合，修缮保护一大批名人

故居，打造五代“拥军船”展馆、郭永怀

事迹陈列馆、龙山革命历史陈列馆、伟

德将军碑廊等遍布全市的 131 处红色

展馆和国防教育场馆，成为青少年学子

树立远大理想、激发爱国情怀的“第二

课堂”。

2020 年 7 月，在院夼村新农村建设

规划中，荣成市人武部指导建设了“拥

军船”国防教育事迹展馆，并拍摄纪录

片《同舟》，记录 60 年来院夼村村民与

驻苏山岛官兵鱼水情深的感人故事 。

开馆至今，已有 4000 余人次走进展馆参

观学习。

“ 走 出 家 门 就 步 入 国 防 教 育 大 课

堂，从军报国的梦想也在心中点燃。”应

征青年刘佳豪今年下半年报名应征，准

备接受祖国挑选。

山东省荣成市将国防教育融入城市规划建设

一处地标打开一扇教育窗口

盛夏时节，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加格达奇区双河村“科技小院”种植的油豆角迎来大丰收。年初，加格达奇区人武部协调该村与黑龙江大学现代农业与生态环

境学院对接，将“科技小院”项目引进双河村，为村民架起一条增收致富桥。图为文职人员和民兵帮助村民采摘油豆角。 曹修武摄

盛夏时节，河南省卫辉市人武部迎

来一群特殊的客人——10 多名该市太

公镇韩窑村村民。只见他们手拿鸡蛋、

冬瓜、干豆角等农产品，熟络地同人武部

领导话起家常。

“致富不忘子弟兵。这些都是自家

产的，请你们尝尝鲜。”

“多亏了人武部，帮助我们挪出贫瘠

偏远的山窝窝，搬进设施完善的现代化

社区，大伙儿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人武部会议室里，大家你一言，我一

语，好不热闹。

5 年前，韩窑村还是深度贫困村，村

小、土薄、地狭、水缺，发展潜力匮乏，贫

困发生率达 64.3%。近年来，在当地政

府和卫辉市人武部的帮扶下，韩窑村整

体搬迁至新农村社区安居楼，正式脱贫

出列。

随村民一起来的还有韩窑村党支部

书记李银平。他告诉记者，前几天，几名

村民找他商量，想趁八一建军节到人武

部“走走亲戚”，他一口应允。“当时说好

选四五个人作为代表，没想到消息传出

后，许多村民也要来，慰问队伍一下子变

成了十几人。”

握着人武部政委刘军伟的手，村民

韩瑞说：“前年我得了一场大病，您又是

联系医院，又是去医院看我，不来表示感

谢我是吃不香、睡不着啊！”

他的一席话，引来大家一片笑声。

接着，村民韩君芳接上话：“十里八村谁

不知道，过去咱们喝水、行路、娶媳妇是

出了名的‘三难’。种地靠天收，老天不

下雨，俺们干瞪眼。自从人武部给我们

打了 4 眼深水井，现在再也不用为吃水、

浇地发愁了。”

村民高巧玲告诉记者，她家是人武

部领导的结对帮扶户，连续 4 任部长都

把她们家当亲人，先后资助 3 个孩子上

学。前两年，由太公镇引进、卫辉市人武

部参与建设的食品加工企业，帮助村集

体年增收 14 万元。高巧玲被安排进企

业做工，每月收入 3000 多元。此外，她

家还参与村里的育苗基地、光伏发电等

帮扶项目，年底人均分红 2000 多元。

“乡村振兴正在路上。下一步，我们

要持续用力，把韩窑村打造成宜居宜业

的美丽乡村。”刘军伟说。

笑声朗朗话幸福
■冯 雨 闫卓仁 本报记者 李光辉

本报讯 刘德安、杨胜先报道：近

日，广西河池市东兰县长乐镇及巴畴乡

举行散葬烈士墓集中迁葬仪式。119 座

散葬烈士墓被集体迁葬入烈士陵园，进

行统一管护和纪念瞻仰。

红色河池，英雄辈出。据统计，全市

登记在册有名有姓的烈士有 5278 人，革

命烈士纪念设施 4011 处，占全省革命烈

士纪念设施总数的 39.6%。

过去，受各种条件限制，一些零散烈

士墓分布在各乡镇，疏于管护。部分纪

念设施年久失修，存在碑体、护栏破损等

问题。近年来，河池市根据相关规定，按

照“应迁尽迁、集中管护”的原则，投入专

项资金，对符合条件的零散烈士纪念设

施进行集中迁移和管护。

“60 名烈士有了新‘家’。”6 月 18 日，

东兰县巴畴乡革命烈士纪念园正式落

成。当天，除了烈士亲属，还有近百名群

众自发前来祭奠。

东兰县是著名的革命老区。革命

战争年代，全县有 9000 多名革命志士参

加红军、赤卫队和游击队。在重要纪念

日，到韦拔群烈士墓、革命烈士纪念碑、

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列宁岩等开展

瞻仰纪念活动，是该县干部群众不成文

的规定。

“为加强烈士纪念设施管理保护工

作，全市采取对就地整修的零散烈士墓

由烈士亲属和村委会代管的方式进行保

护，对集中迁葬墓园建立管理制度，安排

管理人员进行保护。”河池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副局长王彩谋介绍，他们以信息校

核全覆盖、规范整修全覆盖、有效管护全

覆盖、宣传教育全覆盖为目标，推动管护

工作再上新台阶。

针对个别烈士纪念设施受到损害等

情况，市、县（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联合

检察院等单位，制定《关于开展河池市县

级及以下烈士纪念设施管理保护专项行

动实施方案》，创新开展烈士公益维权工

作，全市涌现出一批红色资源保护公益

诉讼的典型案例。如金城江区保护覃通

寿烈士、宜州区保护九龙岩烈士墓群、东

兰县泗孟乡烈士纪念设施行政公益诉讼

案、都安瑶族自治县保护烈士名誉、荣誉

民事公益诉讼案等。

如今，一个个镌刻着红色记忆的革

命烈士纪念设施，犹如一座座不朽的精

神坐标，不断提醒着后人铭记历史，在传

承红色基因中汲取前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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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怀柔区

区委领导过军事日活动
本报讯 刘永军报道：8 月 13 日，北

京市怀柔区委书记、区人武部党委第一

书记郭延红带领区委班子成员到驻军

部队过军事日活动。他们观看专题片

《沿着英雄的足迹前进》，了解部队的光

荣历史，参观内务设置，实地体验部队

生活。大家表示，要增强国防意识，积

极做好双拥共建工作，着力解决驻军部

队困难和官兵“三后”问题，全力支持部

队练兵备战。

近日，广东省东源县人武部组织干部职工开展廉政教育主题活动。他们来

到阮啸仙故居，了解英雄艰苦朴素、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增强廉洁自律意识。

曾闯安摄

本报讯 马强、特约通讯员杨涛报

道：“红军驻扎会宁期间，会宁人民宁肯

自己节衣缩食，也要把粮食衣物送给红

军。当地历来水贵如油，群众把舍不得

用的雨窖水让给红军，自己却喝咸咸的

祖厉河水。为给红军提供西渡黄河的

造船材料，有的老百姓甚至把棺木板都

捐了出来……”8 月 12 日，在甘肃省白

银市平川区司法局会议室，“老兵宣讲

团 ”成员郁映辉深情讲述红军长征故

事。这是白银市军地联合组建“老兵宣讲

团”，打造红色宣讲新名片的一个镜头。

今年 4 月，白银军分区联合地方党

委政府组建“老兵宣讲团”，紧贴“老兵永

远跟党走”主线，通过创新宣讲形式、开

展系列活动、建立宣讲机制，引导干部群

众赓续红色血脉，激发爱党爱国热情。

前期，军分区联合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在全市5万多名退役军人中，遴选15名政

治素质好、理论功底扎实、个人事迹突出、

语言表达能力强的退役军人组成“老兵宣

讲团”。他们中既有“最美退役军人”、就

业创业先进典型，又有参战老兵、兵支书。

退役军人郁映辉，就职于红军西征

胜利纪念馆。为当好宣讲员，讲好红色

革命故事，他反复阅读查找相关资料，

并利用工作间隙到水泉、黄峤、共和等

乡镇，实地走访老战士、革命后代和党

史专家，先后整理出“一把铜军号”“一

把手枪背后的红色故事”等十几个战斗

故事，为开展宣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退役军人李金双，曾获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章，还曾参加

过抗美援朝战争。担任宣讲员以来，他

在家人的帮助下收集大量史料，通过图

文并茂的形式，再现先辈浴血奋战、不

畏强敌的光荣事迹。同时，李金双还收

集整理红军会宁会师等红色故事，结合

自身参战、担任村支书的经历，把宣讲

红色故事与乡村振兴、疫情防控工作相

结合，收获一致好评。

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兵支书，退役

军人石代清非常熟悉乡村发展和群众

生产生活情况。3 个月以来，他围绕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家风建设、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等主题，通过深入浅出的

讲解、诙谐幽默的语言、生动有趣的事

例，把新思想、新理念讲进听众心中。

随着宣讲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单位

主动邀请石代清给干部职工授课，他的

足迹遍布景泰、平川、靖远、会宁等 5 个

县区，听众达千余人次。

讲好红色故事，凝聚奋进力量。截

至目前，“老兵宣讲团”已开展宣讲 70 余

场次，听众达 1.3万余人次。“如今，‘老兵

宣讲团’已成为白银市一张亮丽的‘名

片’。”军分区领导表示，军地还将选拔更

多优秀退役军人加入其中，讲述老兵故

事、展现老兵风采、弘扬老兵精神，让更

多群众在亲身体验中感悟红色初心。

甘肃省白银市军地联合组建“老兵宣讲团”

一张“名片”传递一种深沉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