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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责任编辑 石纯民

半条被子，温暖中国。

“1934 年 11 月，红军长征途经湖南

省汝城县沙洲瑶族村，3 名女红军借宿

在村民徐解秀家中，临走时把仅有的一

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徐解秀，还说等革

命胜利后，送她一床新被子。”尽管天气

溽热，“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景

区依然人流如织，沙洲红色文化宣讲民

兵分队队员朱淑华正热情地为游客讲

解。她还有另一个身份——“半条被子”

故事主人公徐解秀的曾孙女。

“讲好‘半条被子’的故事，是我的光

荣和责任。对每一批游客、每一场讲解，

我都会用心用情努力讲好。”朱淑华说。

2020 年 9 月 16 日，习主席到湖南省

汝城县沙洲瑶族村考察调研，走进“半条

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了解当地加强

基层党的建设、开展红色旅游和红色教

育情况。习主席还来到徐解秀的孙子朱

小红家看望慰问，希望朱小红一家在讲

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方面发挥积

极作用。

郴州，别称福城，曾是红军长征休整

地。在福城大地，传颂着“半条被子”“红

军借据”“一条裤子”“一只藤碗”“戏台分

粮”“我们都是同志”等众多红色故事。为

讲好红色故事，让红色种子开花结果，郴

州军分区坚持选育并举、管用结合，于

2021年在汝城县遴选组建了一支 15人的

沙洲红色文化宣讲民兵分队。

听说家乡要组建红色文化宣讲民

兵分队，朱淑华放弃外地的高薪工作，

返乡踊跃报名。“我是听着‘半条被子’故

事长大的，有责任讲好红色故事。”朱淑

华向沙洲民兵连长朱利志毛遂自荐。为

了讲好“半条被子”的故事，增强宣讲感染

力，她积极参加各种演讲比赛，到韶山

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省党史馆等地学习

取经，并大胆创新，针对不同观众整理不

同的讲解词，将普通话、汝城话和地方方

言有机结合，让游客们听得懂、记得住。

在她的影响带动下，侄女朱得菊加

入沙洲红色文化宣讲民兵分队，84 岁的

叔公朱中雄和几位叔伯也成为宣讲队编

外民兵，在“半条被子”故事发生地旧址

义务讲解，上演“四辈同讲红色故事”的

佳话。

为了提升沙洲红色文化宣讲民兵分

队的宣讲水平，郴州军分区通过组织举

办专业培训讲座、上党史军史专题课、开

展实景研学以及重走红军长征路等活

动，不断为宣讲民兵夯实理论基础、强化

实践能力。

“拿起话筒，我就充满力量。作为红

色文化的传人，要让红色宣讲更温暖、更

有传播力。”宣讲队员刘基利说。去年，

以红色文化宣讲民兵分队为骨干的沙洲

红色宣讲团被中宣部表彰为“全国基层

理论宣讲先进集体”，黄桂华等 5 名队员

荣获湖南 2021 年导游大赛银奖，朱淑华

被湖南省军区、湖南省委宣传部评为“最

美民兵”。

沙洲红色文化宣讲民兵分队还大

力开展宣讲进机关、乡村、校园、社区、

企业等“五进”活动。“半条被子军爱民，

一张借据民拥军，一块山楂亮军纪……

这些红色故事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

心和使命，作为新时代青年学生，我们

要好好读书报效祖国，争当红色传人。”

在汝城县第四中学，学生陈盈君听完宣

讲后写下感言。

截至目前，沙洲红色文化宣讲民兵

分队已累计为游客讲解 7000 余场，人数

达 144.8 万人次；开展“五进”巡回宣讲

100 多场，受众达 5000 多人次。

红色故事润物细无声，军民鱼水情

深谱新篇。今年 6 月，汝城县集益乡兴

隆村遭遇特大暴雨，通往外界的唯一公

路 因 山 体 滑 坡 被 切 断 ，70 多 名 群 众 被

困。沙洲民兵闻“汛”而动，在该县人武

部政委张越海的带领下，克服重重困难

第一时间赶到村里。

“解放军和民兵来了！”看见身着迷

彩服的官兵和民兵，村民流下了激动的

眼泪。如今，在急难险重任务前，沙洲民

兵是守护一方的“平安卫士”；在参建参

治阵地上，沙洲民兵是服务人民群众的

好帮手，践行着“哪里有困难、哪里有民

兵”的誓言。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则故事灌溉

一片心田。红色文化宣讲民兵分队辛勤

“播火”，也让郴州市征兵工作打开新局

面。据悉，该市 2021 年征集兵员 1440 多

人，大学生征集比例为 84.5%，大学毕业

生比例为 48.4％，征兵“五率”排名位居

全省前列。

湖南省郴州市组建红色文化宣讲民兵分队传承红色基因

红色故事传遍福城大地
■谭霜剑 朱孝波

本报讯 朱铭、彭宏霞报道：“服从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服从命令，忠于职守……”日前，湖

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联合区总工会等单位共同举办“老兵永

远跟党走”主题活动。参加活动的退役

军人重温军人誓词。

“我把志愿服务当作自己的‘第二

份事业’，哪里需要，我们就出现在哪

里 ；群 众 需 要 什 么 ，我 们 就 干 什 么 。”

1972 年 12 月入伍，曾参加边境作战并

荣立二等功的“武汉模范退役军人”刘

天顺，讲述了他从事 15 年社区志愿服

务的经历。72 岁老兵夏道季以亲身经

历宣讲“两弹一星”精神，“武汉楷模·最

美退役军人”杜越则分享了在乡村振兴

中的奋斗历程。老兵们用热情的语言

和真挚的情感，抒发了广大退役军人爱

党爱国爱岗的炽热情怀，展现出“退役

不褪色、建功新时代”的精神风貌，赢得

一阵阵热烈掌声。

会后，老兵们纷纷表示，将继续发

扬我军优良传统，勇挑重担、攻坚克难，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坚定跟党走 建功新时代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举行“老兵永远跟党走”主题活动

“这套旧木马鞍是馆内展品中的‘电

影明星’，当年白马连老民兵扎木苏正是

用这副马鞍骑着白马，参加了八一电影

制片厂《草原民兵》纪录片的拍摄。”初

秋，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

沁旗白马连民兵哈斯向游客介绍连史

馆中陈列的文物。

走进民兵白马连连史馆，环形展厅

陈列的是该连 64 年来获得的各种荣誉

和文物，它们背后的故事深深吸引着每

一位游客。展壁上，一幅幅黑白照片，

记录着草原民兵的风采；展柜中，煤油

灯、生锈的马刀等无声讲述着时光的故

事。组建于 1958 年的民兵白马连，是当

年家喻户晓的草原英雄民兵连，老连长

德力格尔朝克图在 1964 年受到毛主席

亲切接见。

进入新时代，锡林郭勒军分区党委

着力焕发老典型的新光彩，以民兵规范

化建设为牵引，指导该旗人武部依托白

马连连部、训练场、连史馆和白马连驿

站，打造出“白马连+红色旅游”“白马

连+非遗”“白马连+研学”“白马连+民

宿”等项目，探索民兵建设与乡村振兴融

合发展的新路径。

在白马连连部营地，西乌珠穆沁旗

人武部规划建设了“白马连民兵驻训区、

非遗展示区、研学体验区、民宿体验区、

军事夏令营营地”5 个区域。“自 2021 年 7

月白马连新连部建成以来，嘎查共接待

全自治区、全盟慕名而来的游客 3000 余

人次，嘎查的人气越来越旺。参观白马

连连史馆、听红色故事、体验草原民俗文

化成为一种新时尚。”嘎查书记那顺吉日

嘎拉说。

白马连指导员甘珠介绍，下一步，他

们将依托白马连驿站，推出体验白马连

民兵生活、体验军事主题文化等旅游项

目，将白马连打造成西乌珠穆沁旗的文

化名片。

“‘白马连+’建设不仅为我们修缮

基础设施、美化牧区环境，还丰富了牧

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尤其是吸引来大

量 游 客 ，让 我 们 的 民 宿 生 意 越 来 越 红

火，收入不断增加。”牧民特日格勒高兴

地说。

“白马连的先进事迹早就传遍西乌

珠穆沁旗，当听说他们推出红色研学项

目后，我们学校特地组织学生暑假来参

观体验。”该旗综合高级中学老师阿拉

木 斯 说 ，“ 体 验 骑 马 巡 逻 、组 织 队 列 训

练、聆听红色故事和学习应急救援知识

等 活 动 内 容 ，不 仅 让 孩 子 们 丰 富 了 知

识，还了解到草原民兵的英雄文化，在

他们心里播下一颗颗向往英雄、报效祖

国的种子。”

“我们将全面总结‘白马连+’建设

取得的成果经验，进一步探索新时代民

兵建设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指导西乌珠穆沁旗人武部大力发扬白马

连精神，发挥白马连在国防后备力量建

设、国防教育和乡村振兴等领域的示范

引领作用，让老典型焕发出新时代的光

彩。”锡林郭勒军分区政委罗山城说。

内蒙古锡林郭勒军分区探索民兵建设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新路径

“白马连+”拓宽牧民致富路
■浩秀琦 孙庆宇

日前日前，，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人武部联合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举行欢迎退役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人武部联合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举行欢迎退役

老兵返乡仪式老兵返乡仪式，，组织他们参观重大项目建设组织他们参观重大项目建设，，了解家乡巨变和发展前景了解家乡巨变和发展前景，，激发激发

回乡创业热情回乡创业热情。。 魏志广魏志广摄摄

头戴安全帽、脚穿防蛇靴、手拿砍

刀和木棒。近日，张能瑜再一次“披挂

上阵”，带领青年员工来到自己曾工作

多年的重庆武隆巡线站，对输电线路进

行巡视和维护。

1996 年从武警青海总队退役后，

张能瑜成为国家电网重庆长寿供电公

司一名线路检修工人。尽管每天和水

泥杆、输电塔、导线打交道，工作艰苦枯

燥，张能瑜依然严格要求自己：“这些杆

杆桩桩连着千家万户，我虽然只是一名

普通巡线工，也要争当守护万家灯火的

排头兵。”

2001 年，国家电网首次向渝东南

地区延伸，成立武隆巡线站。27 岁的

张能瑜主动请缨，成为武隆巡线站站

长，负责武陵山区 8 个区县的输电线路

巡检工作。

名为“巡线站”，却没有“站点”。张

能瑜的眼前，是高耸入云的崇山峻岭。

为尽快掌握电路巡查的第一手资料，张

能瑜身负 40 余斤重的工具包，以砍刀

开路，徒步向大山深处进发。45 天里，

他走完 290 公里山路，巡查 587 座输电

塔，磨破 3 双胶鞋，顺利摸清线路走向。

在人迹罕至、崎岖难行的山中巡

线，除了艰苦的工作环境，张能瑜还常

常面临难以想象的危险。一次雨中巡

检，他驱车颠簸在泥泞山路上。突然，

前方山体出现塌方，一块巨石滚落下

来。危急时刻，张能瑜迅速打开车门，

一个箭步跃了出去，扑向山体一侧。巨

石砸中工程车，滚入深不见底的峡谷。

“如果没有在部队的磨炼和训练，

我 当 时 不 可 能 有 那 么 快 速 的 反 应 能

力。”忆及往事，张能瑜感慨，“当兵的经

历救了我的命！”

攀着树藤爬山、密林深处迷路……

在武隆巡线站工作的 11 年间，张能瑜

带领团队成员巡线里程超过 500 万公

里，排查各类隐患 7000 余起。“我当过

兵，武陵山就是我的战场。哪怕有危

险，也要打胜仗！”张能瑜说。

“ 有 时 工 作 中 更 难 应 对 的 是‘ 人

情’。”2011年，张能瑜验收一段 220千伏

高压线路时，发现多处导线对地距离不

足 5 米，达不到规定要求。“缺尺少米意

味着安全隐患。把不住这道关，怎么对

得起山里的老百姓？”面对施工方的软磨

硬泡，张能瑜坚守原则，坚决不予通过。

作为“巡线能手”，张能瑜不忘做好

“传帮带”。走上管理岗位后，他经常带

领青年员工开展野外作业，面对面传授

经验，带出来的“徒弟”个个都是巡线好

手。2012 年，在公司支持下，张能瑜成

立自己的创新工作室。他将多年巡线

排障经验运用到工作中，与青年员工一

起钻研，获得 10 项国家发明专利，把工

作室打造成创新的“加油站”。

“电力巡线的目的是守护光明。作

为一名党员、一名退伍老兵，我希望能

传递更多的‘光明’。”近年来，张能瑜多

次参加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等组织的“工匠精神”宣讲活

动，走乡村、进企业，讲述自己的成长经

历，激励大家爱岗敬业、实干创新。

那天，48 岁的张能瑜再次攀上高

高的输电塔。从几十米的高空俯瞰连

绵起伏的大山，他感慨万千。

“当兵时，保卫国家是我的职责；退

役了，守护国家财产、传播正能量是我的

责任。”从输电塔下来，张能瑜收拾好工

具，带领队伍继续向武陵山深处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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