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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本报讯 顾伟伟、特 约 记 者李弘

非报道：春回大地，在江苏省军区机关

家属院新修建的儿童乐园里，军娃们

正在开心玩耍。这个建于 20 世纪 70 年

代的家属院，经过整体改造，变身为宜

居示范居住区。

由于历史原因，根据相关政策，江

苏省军区机关家属院不在地方老旧小

区改造范围之内。2021 年，军队老旧

住房小区改造试点工作展开，要求试

点小区按属地原则，纳入地方改造规

划和计划统一组织实施。江苏省军区

机关家属院成为试点小区后，省军区

保 障 局 先 后 多 次 与 省 市 相 关 部 门 对

接，并成为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单位。通过军地协商，

将军队老旧住房小区改造纳入地方城

镇建设规划，争取到配套政策和资金

支持，推动各级政府明确军地有关单

位职责任务、工作流程和议事规程，协

调电力、通信、供水等相关专营单位纳

入军地协同推进机制。

老 旧 小 区 改 造 ，地 方 经 验 丰 富 。

该 省 军 区 保 障 局 邀 请 地 方 专 家 现 场

指 导 ，征 求 机 关 家 属 院 住 户 意 见 建

议 ，优 化 改 造 方 案 。 改 造 开 始 后 ，按

照方案修缮老旧公寓房，解决房屋渗

漏 、管 线 杂 乱 等 问 题 ；完 善 公 共 配 套

设施，增设生态氧吧、绿色步道、健身

广 场 ，新 建 4 个 停 车 场 。 家 属 院 去 年

12 月改造完成，今年获评南京市宜居

示范居住区。

“家属院改造如期完成，得益于当

地拥军好传统，得益于地方部门的大

力协助。”江苏省军区保障局局长丁长

兵告诉记者，军地双方将共同梳理总

结试点经验，完善军地协调机制，修订

改造实施细则，规范组织实施流程，为

今后江苏地区军队老旧住房小区改造

项目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江苏省军地联合推进军队老旧住房小区改造

老小区焕发新生机

本报讯 李芳峰、特 约 记 者辛振

乾报道：“轻摘慢放，别磕着碰着，这些

菜可是送给解放军的！”3 月 15 日一早，

在河南省博爱县孝敬镇蔬菜标准化示

范基地，镇武装部部长亢海涛对正在

采 摘 西 红 柿 和 辣 椒 的 几 位 菜 农 叮 嘱

道。这些新鲜的蔬菜，将通过物流直

送军营，当天中午就能摆上官兵餐桌。

“孝敬镇农业现代化程度较高，焦

作市像这样的农业强镇有 23 个，全市

共有专业化日光温室 8 万余座、现代化

养 殖 场 近 百 个 。”焦 作 军 分 区 领 导 介

绍，除了蔬菜，还有水果、肉类、果蔬罐

头等优质农产品直供军营，让官兵吃

出营养、吃出健康、吃出战斗力。海军

焦作舰常年在海上执行任务，油茶、山

药酱、闹汤驴肉……这些焦作市特色

农产品，已成为舰上水兵的“家常菜”。

“我市近年来乡村振兴硕果累累，

子弟兵功不可没，一定要让他们共享

发展成果。”焦作市双拥办主任王浩谦

介绍，前几年，驻军部队先后与 28 个贫

困村结成帮扶对子，实施扶贫项目 300

余个，所有帮扶村如期脱贫走上致富

路 。 部 队 爱 民 助 民 ，人 民 真 情 回 馈 。

自 2019 年始，焦作市积极推进乡村振

兴成果惠及部队官兵工作，本地的铁

棍山药、怀菊花、驴肉丸等特色农产品

直供军营。

据了解，为保证农产品品质，焦作

市军地协调市场监督、农业农村、商务

等部门，联合拥军联盟单位，对全市农

产品合作社、食品企业、种养殖基地等

进行考察评估，筛选 188 家列入重点军

供名录。部队采购前，由市双拥办统

一汇总采购信息，再将信息提供给军

供名录中的供应商，供应商第一时间

进行配送，减少中间环节，一站抵达。

“直供军营不仅质量有保障，降低

了采购成本，还节约了部队官兵外出

采购的时间，让他们更加集中精力练

兵备战。这也是‘订单式’拥军支前的

有益探索。”王浩谦告诉记者。

在武陟县西滑封村某食品企业，

工人们正在有序包装桶装粉丝。该系

列桶装粉丝为部队量身定制，外包装

为迷彩绿，粉饼比市场上销售的重一

两，受到官兵喜爱。

“官兵训练强度大，体能消耗快，

普通粉饼可能不够吃，我们特意多加

一两，价格不变。”企业负责人王有利

说。40 多年来，该企业从一个不起眼

的村办企业走到行业前列，不变的是

浓浓的爱国拥军情怀。“在企业最困难

的时候，部队官兵伸出援助之手，帮助

协调找销路、购置滞销产品。如今我

们恢复正常生产，订单增加，咱不能忘

了恩人！”王有利说。

人 民 厚 爱 有 加 ，官 兵 真 情 回 报 。

焦作军分区开展“我为乡亲带货忙”活

动，组织民兵骨干直播推销农产品；武

警焦作支队开展“特色农产品进军营”

活动，帮助村民拓宽产品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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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笔记、38 万字、237 名抗美援朝

老兵的战斗故事……这是安徽省宿州市

退役军人桂振岭近 4 年寻访的成果。

桂振岭今年 45 岁，是淮北矿业集团

的一名养路工人，也是一名退役军人。

因爱好写作，桂振岭曾在连队担任宣传

骨干，退役后经常参加街道组织的文学

活动。

“你文笔好，又有时间，可以写写咱

们老兵的事儿。”在街道工作人员建议

下，桂振岭陆续采访了附近的 10 多名老

兵，将他们的故事刊发在媒体上。

2020 年，宿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工

作人员了解到桂振岭经常为老兵写故

事，便聘请他担任该局社会宣传员，专门

发掘并报道抗美援朝老兵的事迹。桂振

岭欣然接受：“以后寻访就更方便了。”

“您是志愿军，我是志愿者。”桂振岭

的开场白，总能拉近与老兵的距离。工

作之余，桂振岭在乡镇（街道）退役军人

服务站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来到老兵家。

桂振岭有“三件宝”：一个笔记本、两部手

机。笔记本记录要点，一部手机录音，一

部手机拍照摄像。“他们把我当朋友，愿

意跟我讲。”

在长津湖战役中英勇战斗消灭多个

敌人的卢致俭、出色完成军服加工保障

任务的刘元甫……通过寻访，桂振岭了

解老兵们的人生经历，听他们回忆战斗

故事的细节。

一张老照片让桂振岭至今记忆犹新，

那是 93 岁的抗美援朝老兵曹殿龙的珍

藏。照片中，一名三四岁的孩子自然地将

手搭在青年军人身上，十分亲近。“这是

我，旁边是我们救下的朝鲜小男孩。1952

年 8 月的一天，我随部进城执行装卸任

务，不一会美国飞机黑压压地飞过来狂轰

滥炸，那场面别提多惨烈。轰炸停止后，

我们在一处坍塌的房子里找到这个孩子，

躺在死去的母亲怀里不停地哭……”说

起往事，老人不觉湿了眼眶。

寻访中，还有很多令桂振岭遗憾的

事。一次，在萧县张庄寨镇 94 岁的抗美

援朝老兵陈相奎家中，当桂振岭问是否

还记得战友时，老人“哇”地就哭了，握住

桂振岭的手，久久不愿松开。桂振岭知

道，这背后一定有很多震撼人心的故事，

但老人已经记不清、也讲不出来了。桂

振岭感到，如果不及时记录，很多老兵将

带着故事和遗憾离开。

为了加快寻访脚步，桂振岭经常周

末 驾 车 一 天 走 访 两 三 个 乡 镇 ，四 五 个

村。现场，有的老兵讲到动情处唱起“雄

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有的老

兵喊起“齐步走，一二一”；有的老兵会讲

几句当年跟朝鲜人民学的朝鲜语。桂振

岭将录制的老兵视频陆续分享至网络平

台，得到广泛关注。

抗美援朝老兵大多年事已高，沟通

比较困难，记忆可能出错。为了确保老

兵讲述的准确性，他经常前往图书馆、档

案馆查阅资料，还购买《抗美援朝战争

史》《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史》等书籍作

为参考。

“一名老兵的事迹是故事，一百名老

兵的故事就是历史。”桂振岭告诉记者，

他已将老兵们的故事编成合集，取名《永

不凋谢的金达莱》，计划今年出版。金达

莱花是美好、幸福的象征，这盛开在抗美

援朝战场上的花儿，见证了志愿军将士

的英勇与牺牲，书名寓意伟大的抗美援

朝精神传承不息。

“宿州市有近千名抗美援朝老兵，这

本书只是开始，我还会为老兵一直写下

去。”桂振岭说。

安徽省宿州市退役军人桂振岭4年寻访237名抗美援朝老兵——

“您是志愿军，我是志愿者”
■本报特约记者 段艳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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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春茶采摘季节正值春茶采摘季节，，浙江省泰顺县人武部组织民兵来到浙江省泰顺县人武部组织民兵来到南浦溪镇库村南浦溪镇库村，，

帮助农户采摘茶叶帮助农户采摘茶叶。。 叶彬彬叶彬彬摄摄

本报讯 高杰、特约记者于安丰报

道：3 月 8 日，山东省威海市隆重举行

“红色女子民兵连”成立仪式。面向天

福山上高高耸立的天福山起义纪念塔，

40 名女民兵光荣入队。

“1937 年 12 月 24 日 ，在 中 共 胶 东

特委的领导下，威海儿女发动天福山起

义，创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

打响了胶东抗日战争的第一枪，使胶东

抗日救国的烽火迅速形成燎原之势。

此后，第三军的力量日益壮大，最终发

展成为解放军的 4 个军……”成立大会

后，在天福山起义纪念馆，民兵赵萍萍

为前来开展役前教育的文登区预定新

兵讲述威海红色历史。

威海军分区司令员姚玉辉介绍，组

建这支由各类教育场馆“金牌讲解员”

组成的民兵连，出于威海市军地联合打

造过硬国防教育队伍、共育共建特色后

备力量的初衷与考量。

威海地处山东半岛最东端，自古

是兵家要地。一段段穿越时空的战火

记忆，让这座海滨城市与国防安全紧

密相连。

新时代，如何增强军民同守海防、

共卫海疆的国防意识？威海市统筹社

会力量、优化结构布局，依托分布在各

区、市的警示教育、红色旧址等资源，以

民族复兴为主题，以中华民族“梦碎、梦

醒、筑梦、圆梦”为主线，重点整修和新

建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天福山起义纪

念馆、胶东育儿所纪念馆、郭永怀事迹

陈列馆等 30 多个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

基地，串珠成线、连点成片，形成立体的

党性教育和国防教育体系布局，吸引大

批群众参观见学。

今年以来，为扩大国防教育的社会

参与度和覆盖面，威海军分区与市委组

织部经过研讨形成共识，计划将各类教

育场馆的优秀讲解员编入民兵组织，有

效整合军地资源，采取下基层宣讲、区

域互换宣讲、网络宣讲等方式，让讲解

员从场馆“走出去”，全方位立体传播红

色“火种”。

“入队的讲解员必须具备 3 年以上

讲解经历、累计讲解不低于 200 场次，

获得各级表彰的优秀讲解员优先。”威

海军分区政委赵杰波告诉记者，威海市

军地联合出台制度规定，严把入队选拔

关。经过推荐、考核和培训，40 名素质

过硬的“金牌讲解员”脱颖而出。

“红色女子民兵连”民兵党员占一

半以上，人人熟练掌握线上线下多种

宣讲技能，是威海市精神文明建设的

骨干力量。二排四班班长李翠翠是胶

东（威海）党性教育基地刘公岛教学区

讲解员。扎根刘公岛 18 年，李翠翠瞄

准成为一名优秀的“历史敲钟人”，精

读史书、熟背史实，每天以标准身姿练

习讲解，练就了“问不垮、考不倒”的硬

功夫，被评为“全国优秀导游员”、威海

市“三八红旗手”。对于成为民兵，李

翠翠告诉记者：“我感到很光荣，更觉

得责任重大。我一定发挥专长，讲好

复兴故事，弘扬好发愤图强固海疆的

爱国精神。”

记 者 了 解 到 ，该 民 兵 连 下 辖 4 个

排，分布在所属 4 个区、市，平时各排主

要依托辖区历史资源开展国防教育宣

讲，逢重要时间节点，全市统一调度集

中开展各类专题宣讲，实现分散用“兵”

和集中用“兵”相统一。

身着迷彩的“金牌讲解员”，宣讲舞

台更广阔、方式更灵活。连日来，女民

兵们充分发挥生力军作用，分区域组成

8 支宣讲分队，深入乡村社区、企事业

单位、中小学校，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和全国两会精神。

“乳山是党领导下的胶东军区的大

后方，也是八路军‘马石山十勇士’英雄

群体牺牲地……”3 月 10 日，“红色女子

民兵连”四排排长单雅莎结合党的二十

大报告中关于加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

量建设的论述，以“心中有信仰、肩上有

担当”为题，为乳山市民兵应急连上了

一堂生动的国防教育课。她将马石山

上军民同仇敌忾抗击日军的故事融入

课堂，阐释兵民是胜利之本的道理，引

导民兵坚定积极投身后备力量建设的

决心意志。

组建“红色女子民兵连”，犹如打造

了一支开展国防教育的“娘子军”，民兵

们深入基层一线，将党的创新理论和红

色故事带到群众身边，讲到百姓心坎

上，让军民合力推动强国强军成为威海

人民的共识和行动。

依托优秀讲解员队伍组建“红色女子民兵连”

威海有支国防教育“娘子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