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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像了，太像了……”9 月 23 日，

68 岁的薛清河在展示墙上找到三哥薛

清江烈士的画像后，凑上前去仔细端

详，轻轻抚摸画像中三哥的脸庞，不禁

泪流满面。此情此景，令在场的人无

不动容。

当天，山东省青岛市举办“绘忆英

烈”画像展，集中展出 100 幅英烈画像

及 50 幅青少年主题征画作品，吸引大

批烈士亲属及群众前来参观瞻仰。画

像展共分为“寻亲故事”“绘忆英烈”

“青少年征画展”3 部分，其中备受瞩目

的 100 幅英烈画像，是通过“绘忆英烈”

公益活动绘制完成的。

去年 9 月，该市启动“为烈士寻亲·

让忠魂归根”专项行动，14 个部门建立

联动合作机制，成立为烈士寻亲专项

行 动 领 导 小 组 和 志 愿 者 两 支 寻 亲 队

伍，调动运用各类寻亲平台、资料库，

全力为烈士寻亲。

“ 每 当 看 到 烈 属 眼 中 的 欣 喜 热

泪 ，我 们 都 深 切 感 到 ，为 烈 士 寻 亲 这

条 路 再 难 再 累 都 是 值 得 的 。”谈 及 一

年来的寻亲经历，工作专班副主任关

文静深有感触。她告诉笔者，为烈士

寻亲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他们通过专

线 接 听 等 方 式 共 梳 理 烈 士 信 息 5000

余条，与烈士原籍地通函 1500 余件，

查阅相关资料 40 余万字，核对信息 2

万 余 条 ，完 成 全 市 1.7 万 余 名 有 名 烈

士档案整理、案卷建立和电子版录入

信息等工作，实现“一人一档”精细化

管理。

烈属薛清河就是这场寻亲活动的

受 益 者 。 1965 年 ，薛 清 江 到 东 北 参

军。一年后，家人收到薛清江牺牲的

消息，并领取了烈士遗物。由于当时

条件有限，薛清江的具体安葬地无从

知晓。

今年 5 月，在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和

志愿者的帮助下，终于确认薛清江烈

士的安葬地在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

新林区烈士陵园。时隔多年，薛清江

终于等来了他的亲人。

“三哥牺牲后，母亲就一直哭，好

几次从梦中哭醒，直到去世前还挂念

着她牺牲的三儿子……”忆及往事，薛

清河流下热泪，“三哥参军时，我才 11

岁，对他的记忆比较模糊，家里也没有

留下一张照片。我依稀记得我俩长得

很像，都是长脸型。”

为了实现薛清河“想再看看三哥”

的心愿，为薛清江烈士画像的工作提

上了日程。

“ 绘 制 一 幅 烈 士 画 像 ，我 们 需 要

多 方 查 证 资 料 ，走 访 烈 士 亲 属 ，数 易

其稿。”活动志愿者、青岛科技大学艺

术学院学生张弘鹏，主动承担起为薛

清 江 烈 士 画 像 的 任 务 。 为 了 画 出 烈

士的精气神，他先是参照薛清河的五

官 画 出 初 稿 ，然 后 拿 给 村 里 的 老 人

看 ，听 取 他 们 的 意 见 ，前 后 历 时 半 个

多 月 ，反 复 修 改 多 次 ，这 才 有 了 最 终

的烈士画像。

“去年 12 月，我们启动‘绘忆英烈’

公益活动。作为为烈士寻亲专项行动

的重要组成部分，活动招募了 40 余位

画像志愿者为首批 100 名烈士画像。

在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举办‘绘忆英

烈’画像展，就是为了缅怀英烈，寄托

哀思，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前行力量。”

青岛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孙刚说，

他们决定将百幅英烈画像捐赠给青岛

市档案馆，让烈士形象以红色档案的

形式永载史册，并向参加画展的烈属

赠送画像和画册。

周德友也是专程赶来参加画像展

的烈属代表之一。从孙刚手中接过哥

哥周德起烈士的画像，周德友眼眶有

些湿润，他说：“真没想到，在有生之年

还 能 看 清 大 哥 的 样 子 。 有 了 这 幅 画

像，感觉心里有了着落，我们一家三代

人的寻找，总算有了结果。”

来自山东荣成的周德友有兄弟姊

妹 7 个，大哥周德起 1946 年参军离家

后，再也没回来。直到 1956 年，家人收

到相关部门寄来的通知书，确认周德

起 是 失 踪 革 命 军 人 。 半 个 多 世 纪 以

来，周家三代人一直在寻找周德起。3

年前，在社会各界的努力下，终于确认

周德起于 1947 年 11 月在河南永城作

战时牺牲。

手 绘 不 老 容 颜 ，告 慰 英 烈 忠 魂 。

在这隔空“对话”中，红色根脉悄然延

续，先辈的精神火炬传递并燃烧着，发

出不灭的信仰之光。

去年 9月，山东省青岛市先后启动“为烈士寻亲·让忠魂归根”专项行动和“绘忆英烈”公益活
动。一年来，该市累计为105名烈士成功寻亲，绘制完成首批100幅英烈画像—

手绘不老容颜 告慰英烈忠魂
■刘朋朋 荣旻湜

图①：“绘忆英烈”画像展一隅。 孟 飞摄

图②：薛清河抚摸哥哥薛清江烈士的画像。 王宾骆摄

“请问‘红八连’最厉害的武器是

什么？”

“‘红八连’诞生于南昌起义，前身

是朱德军官教育团警卫连。革命战争

年代，连队党支部就有‘铁的堡垒’美

誉。‘党的声音就是母亲话语’的坚定

信念、‘每个人都是制胜子弹’的战斗

意志、‘冻死也不让敌人发现’的顽强

作风就是八连人代代传承的最有力

‘武器’。”

9 月 15 日，湖南省常德市第三中

学，一堂别开生面的国防教育“云课

堂”如期开课。隔屏对话的是第三中

学师生和第 80 集团军某旅“红八连”

官兵。同一时刻，在常德市的许多校

园里，数支著名英模连队正通过远程

视频连线的方式，与中小学生共话红

色基因。这是常德市探索推进英模连

队进校园联育联教机制的生动场景。

为提高青少年国防教育质效，该

市创新形式内容，打造国防教育“云课

堂”，邀请英模连队“走”进校园，与师

生分享红色故事，并以此为契机建立

与英模连队、荣誉连队国防教育联教

联育机制，帮助当地中小学校共享优

质红色教育资源。

“地上的水泥磨得可光了，桥墩上

炸 药 包 放 不 住 ，搁 在 地 上 也 不 顶 事

呀。眼看着战友一个个倒下，董存瑞

焦急万分，只见他左手举起炸药包，用

生命为部队开辟了前进道路……”屏

幕一端，第 78 集团军某旅第 56 任董存

瑞班班长赵震动情讲述董存瑞舍身炸

碉堡的英勇事迹；屏幕另一端，武陵区

育才小学的师生认真聆听，不时发问。

“通过视频连线，我们看到了董存

瑞烈士的床铺和用生命换来的军功

章，还‘走’进连队荣誉室，聆听英雄的

感人事迹，这样的课出新更入心。”育

才小学校长殷立明说。

利用传统剪纸开展国防教育是育

才小学的一个特色。“以前，我们只是

在课本上学习董存瑞的故事，今天和

董存瑞传人‘面对面’，让我感觉离英

雄更近了。”育才小学四年级学生陈昱

妍得知“董存瑞连”官兵要来上课，特

意花了一星期时间，剪了一幅董存瑞

形象作品，希望把作品赠给官兵，以表

达对英雄的崇敬之情。

“守边防就是守家园，守高山就是

守江山。虽然这里离首都很远，但是

离主权很近。”在石门县一中，新疆塔

城军分区塔斯提边防连副连长黄元雷

分享了小白杨哨所官兵的守边故事。

授课结束后，学生赵吴允在笔记本上

写下：“边防不远就在心中，心系国防

有你有我。”

谁 是 最 可 爱 的 人 ？ 在 学 生 的 心

目中，已经有了一个有形的答案。活

动中，第三中学学生表演手语操《国

家》，以表达对官兵的感激之情；鼎城

区 善 卷 中 学 学 生 为 官 兵 制 作 了“ 国

防”主题的手工艺品；石门县一中师

生手持国旗齐唱《歌唱祖国》……一

场场视频连线，把官兵和少年的心紧

紧连在了一起。

“‘云课堂’打破了地域限制，让英

雄故事走进课堂、走近师生，从革命先

辈身上汲取精神力量，从英模连队中

感悟理想使命。”常德军分区政治工作

处主任刘海军介绍，接下来，他们将紧

密加强与各个英模连队的联教联育，

充分发挥“云课堂”的辐射带动作用，

进一步拓展国防教育阵地，使国防教

育活动释放出更多社会效益。

上图：鼎城区善卷中学与第 75集

团军某旅女子导弹连视频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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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节到来之际，新疆军区某

合成团开展“祖国在我心中·我和国

旗合影”活动。

李华锋摄

本报讯 师清阳、记者范奇飞报道：

参加军分区组织的基干民兵创（破）纪录

比武，摘得 8 个比武项目的 4 项第一，3

人同时打破纪录……近日，辽宁省阜新

军分区基干民兵创（破）纪录比武现场传

来捷报，海州区民兵在比武中表现出色，

不仅在个人项目摘金夺银，综合成绩也

荣获第一名。区委领导介绍说，这是该

区提升编兵质量、选配优秀退役军人组

训助训取得的显著成效。

随着民兵调整改革不断深入，新质

力量占比逐年增加，组训力量薄弱成为

海州区民兵训练的痛点难点。

前不久，新任职的民兵应急通信保

障排排长谭尧在该区一度成为“新闻人

物”。原来，谭尧服役期间曾先后 3 次参

加北部战区陆军组织的专业比武，两次

荣获第一名。担任民兵排长以来，他为

专业素质较弱的民兵量身定制了一套训

练方案，利用业余时间开展强化和补差

训练，全排训练成绩实现整体跃升。这

给该区人武部领导带来新的思考：民兵

队伍中不乏像谭尧这样优秀的退役军

人，何不发挥他们的专业特长，提升民兵

组训质效？

为此，该区人武部系统谋划，着力

锻造一批组训“领头雁”。编兵工作伊

始，他们了解掌握在服役期间担任过班

长、参加过重大军事演训活动、在师级

以上单位组织的比武竞赛中获得过名

次 的 退 役 军 人 数 量 等 情 况 ，录 入 数 据

库，按照“专业对口、梯次配备、全面覆

盖”的思路，穿插编入干部骨干岗位，使

每个班排都有训练尖子、专业能手和优

秀带兵人。年度训练展开前，人武部组

织 民 兵 骨 干 专 题 集 训 ，围 绕 民 兵 骨 干

岗位职责、训练大纲内容要求、考核评

价 和 奖 惩 措 施 等 内 容 进 行 辅 导 授 课 ，

增 强 民 兵 骨 干 的 责 任 意 识 和 履 职 热

情 。 训 练 中 ，他 们 还 抽 调 10 名 干 部 骨

干成立专班，担负补训任务，对照新大

纲 要 求 ，对 漏 训 、简 训 、偏 训 等 情 况 进

行纠偏补差。

海州区人武部部长郭峰告诉记者，

今年该区民兵训练成绩呈整体上升趋

势，及格率、优秀率均比往年提升 10%以

上，选配比武尖子组训助训的方法路子

已取得初步成效。

辽宁省阜新市海州区人武部提升编兵质量

比武尖子执教民兵训练

近日，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人武

部组织西张村镇民兵抗洪抢险应急分

队全员全装拉动演练，出动时间较以往

大幅缩短，整个过程顺畅高效。“这主要

得益于军分区加强战备器材库室规范

化建设带来的可喜变化。”该镇武装部

部长李晓海说。

改 变 源 于 一 次“ 走 麦 城 ”的 经 历 。

前不久，军分区组织“三项重点工作”观

摩评比，每到一个单位除了对战备器材

库室软硬件建设进行实地检查，还随机

抽取乡镇（街道）民兵应急分队进行战

备拉动。西张村镇武装部各类战备器

材种类齐全、摆放整齐，得到大家一致

好评。但在战备拉动时，由于战备器材

库室设在 4 楼，民兵应急分队出动时间

没有达到规定要求，被扣了分，进而影

响了最终成绩。

“战备器材库室为啥不设在方便出

动的 1 楼？”面对机关考核组的疑惑，他

们道出缘由：一是 1 楼潮气重，担心会

腐蚀装备；二是 1 楼没有适合做库室用

的大房间。

“战备器材库室不能中看不中用。”

复盘时，机关考核组指出，战备器材库

室楼层配置看似事小，实则不然，其背

后折射的是日常战备工作建用“两张

皮”。军分区党委一班人认为，战备器

材为战而备，如果战备器材库室建设不

规范，到头来影响的是战斗力。

随后，他们按照“备战首抓战备、战

备紧盯硬件、硬件先看库室”思路，对全

区 78 个乡镇（街道）的战备器材库室进

行大起底，梳理出多个因库室建设不规

范影响战备拉动的问题。

按照基层武装部规范化建设要求，

在库室位置上，明确战备器材库室尽量

配置在 1 楼，并且要靠近出口处。库室

内部要做到“大开间、高举架、多通道、

无门槛”，确保紧急出动时互不干扰，保

证战备器材能够快速装卸。

此外，他们及时补充配备了新质力

量所需的战备物资和器材，对战备器材

库室的标牌、标识进行更新、统一；将战

备器材按照战备训练、应急维稳、通用装

备等功能分类规整，以便快速请领和行

动；修订完善战备器材库室管理规定，明

确日常维护保养、出入库登记等，保证战

备器材始终处于良好、安全的战备状态。

一系列务实举措，取得良好效果。

近日，各人武部按照上级战备要求，随机

拉动所属民兵应急分队进行实装演练，

各民兵分队快速集结，按序请领战备器

材和物资，迅速挺进任务地域展开演练。

河南省三门峡军分区加强基层武装部规范化建设

一次拉动引发的新变化
■凡军亚 王政军

四川省资阳军分区

组织档案业务培训

本 报 讯 李 佳 君 报 道 ：9 月 27

日 ，四 川 省 资 阳 军 分 区 组 织 开 展 保

密 档 案 工 作 业 务 培 训 。 培 训 中 ，分

管 档 案 工 作 的 参 谋 人 员 围 绕 档 案 工

作 的 相 关 规 定 、档 案 收 集 整 理 移 交

工 作 、档 案 工 作 业 务 知 识 和 工 作 规

范 等 内 容 ，向 参 训 人 员 进 行 讲 解 授

课 ，进 一 步 规 范 了 全 区 保 密 档 案 工

作 秩 序 ，有 力 有 序 推 动 年 度 永 久 档

案移交工作。

山东省郓城县人武部

开展系列教育活动

本报讯 李衍达报道：9 月底，山

东省郓城县人武部开展“传承红色基

因 赓 续 精 神 血 脉 ”系 列 教 育 活 动 。

他们组织全体干部职工来到鲁西南战

役指挥部旧址重温入党誓词，组织参

观县人武部荣誉室，通过了解前辈的

光荣战史，从中汲取奋进力量。

陕西省麟游县人武部

常态开展国防教育

本报讯 贺军荣、俞渊报道：连日

来，陕西省麟游县人武部联合县委党

校、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等单位，深入党

政机关、学校、企业、乡村（社区）常态

开展国防教育，通过宣讲国防知识、征

兵政策和英雄事迹，大力营造关心国

防、支持国防、热爱国防、保卫国防的

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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