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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实践区域实践⑦⑦：：塑造革命老区新型军民关系塑造革命老区新型军民关系

革命老区是共和国的摇篮，从某

种程度上讲，也是新时代双拥工作创

新发展的风向标。

2021 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

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国

家各部委陆续出台支持革命老区振兴

的多项实施方案和专项政策。前不

久，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印

发《革命老区重点城市对口合作工作

方案》，对支持革命老区重点城市与东

部地区部分城市建立对口合作机制进

行部署。

放眼全国，喜报频传。革命老区

迈入新时代、焕发新生机，助力革命老

区全面振兴，双拥工作责无旁贷、大有

可为。

军民勠力同心，让红色资源“亮

起来”，让红色遗址“活起来”。以井

冈山市正在做的工作为例，巍巍五百

里 井 冈 ，100 多 处 革 命 旧 居 旧 址 ，21

处全国文物保护单位散布其间，每一

座山峰都见证着信仰的坚定，每一寸

土地都浸染着烈士的鲜血。这些年，

我们在落实好革命遗址遗迹项目保

护的同时，以挖掘红色历史、整理红

色故事为抓手，创造性地抓好红色旅

游资源开发。实践中，我们有一条切

身体会，革命遗址遗迹的保护利用务

必从增强思想自觉、找准切入点、改

进方式方法上下功夫，科学处理保护

和开发的辩证关系，有效统筹遗产保

护与城市发展、修旧如旧与仿古复古

的平衡协调。

军民相互取长补短，增强革命老

区发展后劲。推进革命老区经济社

会发展，地方有地方的优势，军队有

军队的长项。不少革命老区位于多

省交界地区，受自然、历史等因素影

响，发展基础较为薄弱，发展短板较

为明显。要把革命老区建设得更好、

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两个更

好”，彰显了我们党践行初心使命的

政治担当，也是新时代革命老区双拥

在基层、落实在末端的具体体现。全

国革命老区旧貌换新颜的成功经验

告诉我们，充分发挥军地双方的积极

性，一定能绘就革命老区美好生活新

画卷。

革命老区之间相互借鉴，强化当

地发展的特色支撑。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中央先后出台 1 个总体指导意

见、2 个区域性政策意见、5 个重点老

区振兴发展规划、8 个涉及老区的片

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由此形

成支持革命老区的“1258”政策体系。

“十四五”期间，革命老区发展如何百

尺竿头更进一步？在全国革命老区大

棋盘上横向比较，找准自身定位显得

尤为迫切和重要。

“难得举城作一庆，爱我人民爱我

军。”井冈山市一系列双拥探索实践表

明，革命老区确定个性化发展目标后，

积极争取部队的大力支持，也是“军民

一家亲”的题中应有之义。

革命老区双拥赞
■江西省井冈山市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龚利军

军地时评
见证者说

担任义务讲解员之初，游客们感兴

趣的常常是我身上几个看似违和的标

签：“海归”、金融硕士、井冈山精神讲解

员。其实，这一切并非偶然。

1968 年，我爷爷毛秉华担任井冈山

革命博物馆馆长后，就开始义务宣讲井

冈山精神。我从小耳濡目染，听着革命

先辈的故事长大。

2014 年，我从英国留学毕业回国，

在南昌市从事金融工作。2016 年 10 月，

爷爷到上海宣讲井冈山精神，返程时特

地到南昌看望我。那天，爷爷有意无意

地对我说了许多话，其中一句让我深受

触动：“‘海归’在井冈山可不算啥！当

年，朱德、陈毅、何长生都是

留 洋 回 来 的 。 他 们 为 了 什

么？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

人民的幸福。”

老区的人不能忘本，爷爷的事业应

该有人继承。2017 年 8 月，我回到井冈

山，入职江西干部学院，成为一名宣讲井

冈山精神的教师，也成了多家红色景点

的义务讲解员。

义务讲解过程中，井冈山革命博物

馆中陈列的英文贺年卡和漂亮的花体字

令人震撼。那是陈毅安烈士写给未婚妻

的。从那时起，我萌生了用中英文“双

语”讲解井冈山精神的念头。这期间，我

发现许多外国游客对毛主席诗词兴趣浓

厚，便以诗词为切入点，从诗句的历史背

景讲到整个革命故事。

用国际视角讲好中国革命历史故

事，有很多可以努力的空间。我骄傲，我

是一名成长中的“双语”讲解员。

“双语”讲解员的骄傲
■江西省井冈山市红色景点义务讲解员 毛浩夫

我们村位于当年井冈山革命斗争

的中心茨坪以西 7 公里处，红色景点有

毛泽东同志旧居、红军医务所旧址等。

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

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1927 年 10 月，

以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滕代远

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里创建

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

装割据的星星之火。

从我的爷爷柳经庭到我的孙子柳

振欣，我们一家五代共有 7 人参军。我

的爷爷柳经庭，1927 年参加中国工农

红军，1930 年初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1951 年被批准为革命烈士。我的父亲

柳福生，1948 年 1 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

军，1952 年随志愿军出国作战，牺牲在

抗 美 援 朝 战 场 ，被 追 认 为 革 命 烈 士 。

1948 年 1 月，我的母亲参加中国人民解

放军，后来在西南剿匪战斗中被授予

“丙等英模”称号。

1969 年 11 月，22 岁的我光荣入伍，

成为我们家第三代革命军人，7 年后退

役返乡，分配在井冈山垦殖场大井林

场，先后任武装保卫干事、民政干事、组

织委员、林场机关党支部书记。

我的两个儿子柳达河、柳达兵分别

在 1986年 11月、1990年 12月应征入伍。

两人在部队表现优秀，二儿子柳达兵如今

仍在服役。柳达兵的儿子、我的孙子柳振

欣取得本科学历后，于2019年12月入伍。

作为土生土长的井冈山人，我们

一 家 五 代 7 人 成 为 革 命

军 人 ，我 感 到 十 分 自

豪。

一家五代兵的自豪
■江西省井冈山市大井林场退休职工 柳徐才

在 2020年 10月 20日召开的全国双拥模范城（县）命名

暨双拥模范单位和个人表彰大会上，江西省井冈山市第 7

次被命名为全国双拥模范城（县），成为江西省 13个、全国

411个全国双拥模范城（县）之一。

双拥影像
每当新学年开学，井冈山市人武

部坚持组织人员到毛泽东红军学校

与师生座谈交流，为学生讲述红色

故事。

培根塑魂
■曾 飞文/图

新闻背景

16 年 前 ，在 北 京 打 拼 多 年 的 黄 美

英，突然作出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回家

乡井冈山应聘，到光荣院当护理员。

听了她上岗后悉心照料优抚对象段

祖恩并为老人送终的经历，北京的同事

们终于理解了她的选择：这就是井冈山

人的情怀和境界！

在井冈山市龙潭景区，保洁员江满凤

被誉为“百灵鸟”。她的爷爷江治华是一位

红军烈士。从懂事起，江满凤就对爷爷留

下的那本誊抄着 30首井冈红色歌曲的手

稿爱不释手。担任景区保洁员后，她每天

清晨扫完地，便留在山上传唱爷爷留下的

《红军鞋》等井冈红歌，一唱就是 25年。这

些年，她和丈夫还资助包括重点优抚对象

在内的53位老人、包括烈属子女在内的82

位贫困家庭学生。

怎样把善行上升为机制，带动更多

人参与？井冈山市市长廖东生介绍，市

行政服务中心效仿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

红军为服务群众成立“耕田队”等做法，

挑选政治觉悟高、责任心强、业务熟练的

党员和骨干组成“红色代办队”，为退役

军人、军人家属、重点优抚对象和其他困

难群众提供优质高效服务。

“关注现役的，服务退役的。”近年来，

井冈山市积极解决军人后院、后代、后路

“三后”难题，并把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

人、驻军部队合法权益列为“优先处理

项”，“优先登记、优先审核、优先结案、优

先执行”，两年来帮助现役军人解决军属

涉法维权难题 6起，为军人军属挽回经济

损失 32 万余元，帮助解决军人家属就业

和子女入学入托 32人。

全市还投资修缮茅坪红军烈士墓

等 25 座烈士纪念设施，改造李则彪等烈

士陵墓的道路环境。按照“个人自愿、

应迁尽迁”原则，将散葬在乡村的 23 位

烈士遗骨全部迁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烈士陵园。迁葬那天，83 岁高龄的烈士

后代肖平流着泪说：“我父亲终于回到

战友身边了！”

探索组建“红色代办队”

每次优先都全力以赴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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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 迎接建军 95 周年，当年井冈山上

两 位“ 红 小 鬼 ”的 故 事 引 起 更 多 人 关

注。

一位名叫邹亚春，8 岁参加革命，11

岁跟着红军部队上了井冈山，曾孤身一

人冒死为红军“百里送信”，在五斗江战

役中立下大功。1951 年，她受毛主席之

邀进京参加国庆观礼。

一位名叫杨绍良，9 岁跟随父亲杨

子达参加湘南起义，到井冈山后编入儿

童团，担任队长。新中国成立后，他曾

担任副军长、省军区副司令员，为我军

现代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邹亚春健在时多次回忆，当年到井

冈山后不久，毛委员专门给“红小鬼”们

上了精彩一课，讲革命道理，讲井冈山

斗争形势，教大家如何对付敌人。

传承红色基因，从娃娃抓起；弘扬

爱国拥军传统，也要从娃娃抓起。井冈

山市市委书记傅正华说，市委市政府和

市人武部历届班子、历任领导都高度重

视这项工作。

“‘红小鬼’故事永远激励后人，‘红

小鬼’精神永不能忘！”如今，在井冈山

的北大门井冈山市拿山镇，有一座全国

唯一以毛泽东名字命名并在数百所红

军小学中获得五星荣誉的学校——井

冈山“毛泽东红军学校”。学校每周举

行升国旗仪式，学生们都会穿上红军服

装，唱红色歌谣，讲红色故事。

6 月 20 日，井冈山市 6 部门表彰第

一批“新时代好少年”，井冈山“毛泽东

红军学校”学生黄戈艺、谭卿受到表彰。

获五星荣誉的“毛泽东红军学校”

每次升旗都是一堂课

2018 年 8 月 ，广 东 省 湛 江 市 某 军

港，3 艘登陆舰整齐停泊在码头，迎接来

自井冈山革命老区的几位红军后代：袁

文才烈士的嫡孙袁建芳、王佐烈士的曾

孙王华生、中组部原副部长曾志的曾孙

蔡军和甘祖昌将军的女儿甘公荣。

南部战区海军某登陆舰支队舰艇以

山命名，井冈山、罗霄山等红色舰名，蕴

含丰厚的历史底蕴和教育资源。名城与

名舰，在新时代的时空交汇，让军地代表

同感光荣。近年来，井冈山市委市政府

先后组织慰问井冈山舰和其他部队立功

受奖官兵 112人次。“红军后代”的特殊一

课，对支队官兵来说，是一次心灵洗礼、

一次党性锤炼。

当年，井冈山人民“夜打草鞋送红

军”的情景，历历在目。如今，部队“练

打仗”、地方“练支前”的努力，再传佳

话。市双拥办组织党政机关、企事业单

位和社区（街道）开展新时代“十送红

军”活动，成效十分显著：各行各业送走

访慰问、送就业帮扶、送功臣喜报、送科

技文化、送法律服务等 10 条拥军务实

举措，让驻军部队官兵直接受益。

2020 年 10 月 21 日，市委市政府领

导率相关部门负责人到市人武部和武

警吉安支队井冈山中队调研，得知民兵

训练基地和武警中队营房老旧，现场拍

板启动“交钥匙工程”，很快建成集国防

教育、民兵训练、生活保障为一体的民

兵训练基地，以及功能齐全的武警中队

营房。随后，现代智能化民兵靶场和练

兵场也如期交付使用。

新版“夜打草鞋送红军”

每次保障都像练支前

前些年，在“重温红色之旅”活动中，

井冈山舰8名官兵代表应邀到井冈山市走

访慰问，得知老区还有部分群众收入微

薄、生活困难。消息带回舰上，舰党委因

势利导，倡议筹集“爱心基金”资助井冈山

革命老区的贫困家庭学生。后来，由海军

官兵资助的学生郭天赐成为井冈山市高

考理科状元，被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录取。

2017 年初，井冈山市在全国率先脱

贫摘帽。井冈山市人武部因帮扶脱贫成

绩突出，被市委市政府授予“特别贡献

奖”。八一建军节那天，市人武部干部职

工 再 次 来 到 烈 士 陵 园 ，凝 望 着 石 碑 上

15744 个烈士名字，集体告慰英灵：“先

辈们，井冈山脱贫了，乡亲们过上了好日

子，你们的愿望实现了！”

“有盐同咸、无盐同淡”，是井冈山革命

斗争时期军民关系的真实写照。近两年，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过程中，市人武部发扬光荣传统，努力把地

方所需、百姓所盼与部队所能结合起来，探

索创新，积极支援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市

人武部政委赵虎说，他们与东部战区、江西

省军区、武警江西总队、驻港部队官兵携

手，在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履行好练兵

备战任务的同时，持续支援革命老区发展，

开展一系列符合当地实际的爱民、惠民、助

民行动。

“井冈山，两件宝；历史红，山林好。”

市人武部借助发展全域旅游的东风，助

力地方打造红色旅游项目，引进运用 3D

建模、虚拟现实技术，助推“大仓会见”

“八角楼灯光”“红军驿站”等红色故事实

现数字化、虚拟化呈现。

“糍粑越打越黏，生活越过越甜。”在

井冈山市拿山镇长路村，曾经写满标语

的老屋如今已改造成雅致的民宿，吸引

着一批又一批游客。“焚烧田契债约”“穷

人没有饭吃，到土豪家里挑谷子”……游

客们辨认当年的标语，感受今天的巨变，

情不自禁与当地群众一起舞起翻腾的板

凳龙，跳起喜庆的糍粑舞。

实现先辈们的愿望

每次助民都不留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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