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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特 约 记 者时庆报 道 ：誓

言铮铮，旌旗展展。9 月 16 日，浙江省

嘉 兴 市 征 兵 办 举 行 入 伍 新 兵 欢 送 仪

式 。 他 们 通 过 组 织 全 市 准 新 兵 瞻 仰

红 船 、参 观 南 湖 革 命 纪 念 馆 等 ，进 一

步坚定大家建功军营的信念。

“每一处革命旧址都是一本恢宏

巨著，里面有红色记忆，有革命血脉，

有 精 神 之 钙 ，是 我 们 纯 洁 灵 魂 、铸 牢

军 魂 的 生 动 教 材 。”嘉 兴 军 分 区 动 员

处参谋徐明华告诉记者，将欢送仪式

由静态转化为动态，作为打牢入伍新

兵投身军营、建功立业思想基础的重

要载体，是今年嘉兴军分区在役前教

育训练工作的一个新探索。

静卧水面的小小红船，见证了中

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播下了

中 国 革 命 的 火 种 ，大 家 边 走 边 看 ，边

思边悟。

准新兵张晨轶佳的爷爷曾是南湖

红船修缮员。登上湖心岛，听到讲解

员的解说，不禁回想起儿时爷爷讲的

红船故事，他激动地说：“与爷爷不同

的是，我选择以参军入伍的方式守护

‘红船’；相同的是，我们都会将‘红船

精神’传承下去。”

呼啸而过的火车、波光粼粼的湖面、

1∶1等身幻影成像再现会议场景……置

身南湖革命纪念馆，聚焦一个大党与一

条小船的主题展《红船起航》，通过宏大

叙事与微观细节的有机结合，给准新兵

们 带 来 身 临 其 境 的 感 受 。 真 实 的 历

史、翔实的资料、鲜活的事例……在沉

浸式体验中，红色基因悄然植入准新

兵心底。

“ 希 望 你 们 在 军 营 刻 苦 训 练 ，锻

炼成才，我们在家乡等候你们的好消

息 ！”当 天 91 岁 的 离 休 老 干 部 、抗 美

援朝老兵李占敖应邀来到仪式现场，

讲述自己经历的战斗故事，并为准新

兵 代 表 送 去 刻 有 专 属 编 号 的 从 戎 之

剑 和 印 有 红 船 图 样 的 南 湖 菱 画 等 入

伍纪念品。

左手执从戎之剑，右手握红船菱

画 。 大 学 生 新 兵 樊 泽 伟 热 血 澎 湃 地

说：“人生有许多仪式，这场欢送仪式

让 我 永 生 难 忘 。 我 将 牢 记 家 乡 父 老

的 嘱 托 ，化 作 从 军 报 国 的 强 大 动 力 ，

为部队多作贡献，为家乡增光添彩。”

图为嘉兴市准新兵登上湖心岛瞻

仰后走下红船。

时 庆摄

浙江省嘉兴市征兵办组织入伍新兵瞻仰南湖红船

追根溯源强固报国信念

本报讯 凡军亚、黄国伟报道：“这

份纪念品很有意义，我一定会用心珍

藏！”9 月 23 日，河南省三门峡市民间剪

纸艺术家、非遗剪纸传承人李竹梅及其

创作团队成员，来到市役前教育基地，

为即将奔赴军营的准新兵们，送来一幅

幅富有军味的精美剪纸作品。

剪纸作品中有展现雷锋、邱少云、

黄继光等英雄人物的，也有体现烽火故

事的，如南昌起义、强渡大渡河、飞夺泸

定桥等。接过栩栩如生的剪纸，准新兵

们爱不释手。

三门峡军分区政治工作处主任黄

明森告诉笔者，往年给准新兵赠送入伍

纪念品，主要考虑实用性，以钢笔、水

杯、笔记本等物品居多，虽不乏心意，但

缺少地域特色、家乡味道。

三门峡的剪纸艺术在全国享有盛

名，灵宝和卢氏的剪纸被列为国家级非

遗项目。今年下半年征兵工作部署会

上，陕州区人武部提议将红色故事或英

雄人物与剪纸艺术这两个元素结合起

来，为入伍新兵定制纪念品，既体现地域

文化特色，又能起到教育效果，这一想法

得到大家一致认可。考虑到全市准新

兵数量较多，加之手工剪纸耗时费力，他

们决定先在陕州区人武部进行试点。

“小伙子们踊跃参军，能给他们送

上一份礼物，我们打心底里开心！希望

他们带着家乡人民的期望，到部队好好

学习、刻苦锻炼，不辜负父老乡亲的期

望。”李竹梅以及她的团队作为此次活

动的合作对象，表示这一任务让他们倍

感自豪。收到邀请后，他们放下手头上

的工作，经过近一周的挑灯夜战，创作

出 40 多幅剪纸作品。

“方寸剪纸，掂在手里很轻，承载的

意义却很厚重，我将带着这份希冀刻苦

训练，争取建功军营，早传捷报！”大学

生新兵郭邵彤，小心翼翼把剪纸放进背

囊，对即将开启的军旅人生充满期待。

图为李竹梅向准新兵展示制作的

精美剪纸。

凡军亚摄

河南省三门峡市征兵办赠送的纪念品别具特色

方寸剪纸映初心寄乡情

本报讯 赵鲁亚、记 者安普忠报

道：“这次参观活动，让人印象深刻，真

是太有意义了。”9 月下旬，山东省曹县

组织即将奔赴军营的准新兵走进民兵

训练基地军史馆接受革命传统教育，一

名准新兵参观完军史馆后发出这样的

感慨。

“我军红色基因、优良传统是助力

准新兵迈好军旅生活第一步的最好教

材。”该县人武部领导告诉记者，准新兵

即将到部队接受锤炼，难免会有这样那

样的不适应。越是这个时候，越要积极

主动做好思想工作。

在军史馆，准新兵们循序参观了

相关展厅。一张张发黄的照片、一块

块锋利的弹片、一面面血染的战旗，还

有生锈的地雷、手枪、炮弹……真实还

原了当年战争的氛围和场面，顿时将

新兵们的思绪带回到昔日的战场，英

雄 先 烈 的 血 性 故 事 在 年 轻 的 胸 膛 里

激荡。

准新兵双永强的目光，很快被曹

县籍开国中将孙继先的事迹吸引——

1934 年 10 月 ，孙 继 先 参 加 四 渡 赤 水 、

突破乌江、巧渡金沙江等战斗。同是

20 多岁的年龄，孙继先早已置生死于

度外，扛起卫国重任，而自己还是父母

口中的孩子。“我必须快些成长！”那一

刻，双永强暗下决心：早日成为一个合

格的军人！

与准新兵们一同参观军史馆的还

有参战老兵岳跃昌，他曾荣立二等战

功。现场，岳跃昌向即将入伍的新兵

深情讲述自己的战斗经历，并勉励大

家要时刻牢记参军入伍初心，用实际

行动为党旗争辉，为军旗添彩，为家乡

争光。

“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

累，想想革命老前辈。”大学生新兵刘腾

驹表示，相比于革命前辈，现在的训练

生活条件要好很多，我们没有理由喊苦

叫累。到部队后，我们一定会继承发扬

军队优良传统，苦练军事本领，为强军

兴军贡献力量。

“活”起来才能“火”起来。该县除

了组织准新兵参观红色史馆外，还通过

展播红色影片、讲红色故事、畅谈红色

精神等，帮助准新兵补钙铸魂、强筋壮

骨，砥砺前行、梦想开花。

图为参战老兵岳跃昌（中）为准新

兵们讲述战斗故事。

赵鲁亚摄

山东省曹县组织入伍新兵开展革命传统教育

军史馆里忆往昔励斗志

军味剪纸诉说革命故事、红船寻根

熔铸忠诚底色、军史馆里忆往昔凝聚前

行力量……又到新兵入伍季，从丰富多

彩的役前训练到隆重热烈的欢送仪式，

各地用好地域文化、红色文化，浓厚了

尊崇氛围、促进了思想引导，发挥了以

文润心、以文励志的作用。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为一个地

大物博的多民族国家，不同地区的国防

文化总会受到地理环境、人文风貌和历

史文化等多元素影响。家乡的文化元

素、英雄人物对应征青年不仅持续产生

着潜移默化的熏陶和滋养，也更易焕发

旷日持久的影响力、培塑力。

地域文化的“小气候”浓厚了尚武

拥军的“大气象”。放眼全国，处处有书

香培塑的担当底色、剑气熏染的尚武雄

风、英模示范的报国路径。在红色教育

中，发挥“地域+”“文化+”模式，宣传好

党史军史、英模事迹和地域精神谱系，

引导民众学家乡英模、弘扬尚武精神，

对推进拥军兴武大有裨益。

“文者,贯道之器也。”华夏大地文

化源远流长，不同地域文脉根深蒂固。

让我们做“有心”之人、怀“有为”之心，

找准时代精神、尚武风气与地域文化衔

接的桥梁纽带，并以“仪式感”唤醒使命

感、激发光荣感。

崇军尚武 以文化人

本报讯 杨均隆报道：9 月中旬，

刚刚返乡的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退役

士兵陈锦诚，来到南海开放大学办理入

学报到手续。“当兵两年，在军营大熔炉

加钢淬火，回到家乡，还能升级学历，无

论创业就业，我对未来充满信心！”陈锦

诚一脸兴奋。

2019 年，南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联合教育局对退役军人开展“退役即入

学”学历提升试点工作。今年，该区在

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全面启动实施

“退役军人学历提升行动计划”，合作院

校包括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南海开

放大学等。

为实现退役士兵技能需要与学院

开设的专业课程高效对接，合作院校通

过走访咨询、座谈调研等方式，在了解

掌握退役士兵实际需求后，有针对性地

加强了多个就业前景良好的专业，特别

是涉及大数据、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

重点发展领域的专业和养老护理、电子

商务、物流等就业市场需求量较大的

18 个专业的师资力量配备。

据悉，退役士兵报名后，各招生院

校自行组织职业适应性或技能测试，而

后根据测试成绩择优录取。入学后采

取学分制管理，服役经历可视作相关岗

位实习经历和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且免

修服役岗位相关专业课程以及公共体

育课、军事课等课程。不仅如此，退役

士兵按照报读学校的教学要求在 4 年

内完成相应学历教育，并取得毕业证书

的，还可申请报销学费和课本费。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领导介绍，

新学期，学院计划将邀请多位行业管理

部门、领域一线专家进行面对面授课和

实践操作指导；将部分视频上传至网络

学习平台方便学员温习；组织学员与企

业签订基地实训协议，依据“按日期推进、

按项目操作、按效果计分”原则为每人设

计实训指导计划书，确保学生学习质量。

与此同时，该区还将搭建短期技能

培训平台，退役士兵可以就近就地在 7

个培训机构免费参加学习无人机操作

员、消防设施操作员等 13 个工种职业

技能培训。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联合高校助推退役士兵就业创业

实现“学历+技能”双升级

9 月，碧空如洗，秋高气爽。在湖

南省桃江县鸬鹚渡镇张子清村张子清

烈士生平业绩陈列室，前来参观的游客

络绎不绝。人群中，一位声音洪亮的解

说员，正向游客深情讲述中国工农红军

早期著名将领张子清的英勇事迹。参

观完红色展馆，不少游客来到当地的农

家民宿用餐休息。

“这几年，来村里体验红色旅游的

人越来越多，游玩中，不仅让游客潜移

默化接受国防教育，还直接拉动了村民

收入。”村民纷纷感慨道，今天的好日

子，离不开张书记。

村民口中的“张书记”名叫张建军，

正是开头一幕中的红色讲解员。张建

军 1981 年入伍，1984 年退役回到鸬鹚

渡镇石龙塘村。从村民兵营营长、村主

任 ，在 每 一 个 岗 位 ，张 建 军 都 兢 兢 业

业。2005 年，村“两委”换届，张建军以

全票当选村党支部书记。

上任后，张建军全身心投入到乡村

建设中，创办茶叶专业合作社，吸纳村

民入股分红；帮助无劳动力家庭拆老屋

建新房；发展双季稻特色种植；先后引

进企业 16 家，年创产值过亿元，解决劳

动力就业 300 多人……村民们都夸赞

张建军说：“当过兵的人就是不一样。”

2016 年，石龙塘村和周边 3 个村子

合并成为一个村子，更名为张子清村，

成为益阳市第一个用烈士名字命名的

村子。张建军被任命为张子清村村党

总支书记。

如何让乡亲们的生活更幸福？考

虑到乡村特有的红色资源，张建军提出

打造红色旅游产业的想法。“将张子清

烈士的出生地打造开发成红色景点，既

保护了红色遗存，又助推乡镇产业发

展，两全其美，相得益彰！”这个建议得

到军地各级领导的重视。

经过一年多的建设，张子清烈士生

平业绩陈列室经完善后正式开放，张建

军主动要求担任讲解员；“张子清精神与

红色文化”大讲堂开讲；张子清故里门

楼、张子清浮雕相继修建而成……2019

年 7 月，张子清烈士生平业绩陈列室被

评定为“省发改系统党性教育基地”。

“红色旅游带来了游客，更要让游

客待得住、留得下。”张建军按照“一间

民宿帮扶一户村民思路”带领百姓发展

起民宿产业，借力公寓民宿预订平台，

吸引游客入住。靠着红色旅游引领，绿

色产业带动，张子清村环境变美了，村

民口袋鼓起来了。不少村民看到家门

口就能挣到钱，纷纷返乡创业，激发了

乡村活力。

桃江县“优秀支部书记”、县“四型

干部”、市“模范退役军人”……多年来，

如同张建军为乡亲们办的“好事”一样，

他收获的荣誉也有“一箩筐”。谈及未

来，年近花甲之年的张建军依旧斗志昂

扬：“退伍不褪色，作为一名老党员、老

兵为群众办实事的初心不能忘也永远

不会忘，我会继续努力，让乡亲们的日

子过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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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3日，空降兵某训练基地举行“军营开放日”活动，邀请驻地学生走

进训练场，通过体验武器装备、观摩军事训练、参观荣誉室等，感受军营生活，

增强国防意识。 臧 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