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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很多人会

脱口而出：“冰城！”其实，与浪漫的冰雪

白色相比，这座城市的红色底蕴更鼓荡

人心。“红色之路枢纽城”“东北抗联英雄

城”“全国解放第一城”“支前参战基地

城”“国防军工制造城”“人民防空示范

城”“全国双拥模范城”……红色“七城”，

让哈尔滨有着“英雄城”的美誉。

初冬时节，记者踏访这座城市，被触

目所及的红色元素深深触动：英雄的名

字早已镌刻在城市记忆中，英雄的精神

早已扎根在百姓心田里。

红色路串联英雄城

赵尚志、杨靖宇、赵一曼、李兆麟……

英雄的名字，被刻进哈尔滨的大街小巷。

在哈尔滨警备区，政委徐新向记者

展示了一张《哈尔滨市红色主题街道示

意图》。图上有 4 条以抗联英雄命名的

街道：尚志大街、靖宇街、一曼街和兆麟

街；4 座以英雄名字命名的公园：尚志公

园、靖宇公园、一曼公园和兆麟公园。

一条街道就是一部红色历史，一个

名字就是一个精神标杆。徐新告诉记

者，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李大钊、陈独

秀、瞿秋白、周恩来等革命先辈，都在哈

尔滨留下战斗足迹。在艰苦卓绝的抗日

战争时期，哈尔滨更是东北地区党的领

导中心和抗日武装斗争的指挥中心。为

了再现红色历史，全市上下着力打造“英

雄城国防教育景观线”。这条景观线从

一曼街到靖宇街到尚志大街再到兆麟

街，呈“回”字形，线路周边坐落着数十处

革命遗址、遗迹和纪念馆。

记者首先来到尚志大街。这条街与

百年老街中央大街平行，车水马龙，一派

繁华景象。

“您知道尚志大街的来历吗？”记者

随机采访了一位商铺经营者。

“知道，‘尚志’是指著名抗日英雄赵

尚志将军。1942 年，赵尚志将军被特务

杀害。为纪念他，1946 年，哈尔滨把新

城大街改名为尚志大街……”一名普通

市民对英雄的熟知让记者有些意外。

随后，记者来到一曼街。这条街道

两侧坐落着东北烈士纪念馆、一曼公园、

赵一曼被捕养伤室遗址等多处红色场

所。一曼公园内，市委党校学员正在赵

一曼烈士雕像前开展教育。公园管理处

工作人员介绍，每天都有群众自发前来

祭扫，清明节、国家公祭日等节日和纪念

日，各界群众和部队官兵都会在这里举

行隆重的祭奠仪式。

几天时间里，记者在哈尔滨多个县

（市、区）走访，甲洲路、延川大街、雅臣大

街、以哲公园……英雄的名字在潜移默

化中印刻在脑海里。这些街、路和公园，

自冠名之日起，就承载着这座城市对英

雄的追思与怀念。

一条红色路，一座英雄城，一部奋斗

史。名字只是一个符号，然而当这些符

号升华为一种精神时，就有了生命，有了

灵魂，成为这座城市的标志，融入城市的

记忆。

英雄传人遍布城乡

以英雄名字命名的道路不胜枚举，

以英雄名字命名的群体，在哈尔滨也比

比皆是。

杨靖宇红军小学、兆麟小学、尚志中

学、一曼中学、张甲洲红军小学、雅臣幼儿

园……市教育局工作人员介绍，以英雄命

名的学校，全市有 30所；以英雄名字命名

的民兵连，全市有 20支；以英雄名字命名

的班组，各行各业有百余个。采访中记者

注意到，凡是以英雄名字命名的集体，几

乎所有成员都对英雄的事迹了然于胸。

“逐日寇，复东北，天破晓，光华万丈

涌……”在双城区兆麟中学采访时，正赶

上学校集会。让记者震撼的是，集会前，

全校数千名师生齐唱的这首歌，正是李

兆麟将军的遗作《露营之歌》。校长吴险

峰告诉记者，从 1946 年开始，该校就将

这首歌作为校歌，传唱至今。学校常态

化开展“学英雄、赞英雄、做英雄”活动，

每年都有学生报考军校，学校也成为全

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国防教育基地。

以英雄名字命名，不单单是一个称

谓的变化，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

今 年 8 月 ，尚 志 市 遭 遇 洪 水 袭 击 。

“赵尚志民兵应急连”第一时间集结，冒

雨在抗洪抢险一线连续奋战 3 天 3 夜，转

移安置群众 4000 余人，构筑子堤 600 余

米，解救被困群众 42 人。民兵应急连连

长王培成在解救被困群众时，差点被洪

水冲走。事后有人问他怕不怕，他说：

“只有危难关头义无反顾、迎难而上，才

能无愧于英雄连队的名字！”

抗洪总结表彰大会上，尚志市市委

书记、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刘海涛感慨：

“这次抗洪抢险，咱们这支民兵连队展现

了英雄气，发挥了关键作用！”1946 年 8

月，哈尔滨组建城市民兵队伍，岁月更

迭，流逝的是时间，传承的是血脉。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

才能英雄辈出。英雄精神，既是哈尔滨

独特的历史文化积淀，更是这座城市光

荣的红色基因。

争当守护者传播者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在哈尔滨，所有

中小学校都悬挂全军十大英模挂像。哈

尔滨警备区司令员卢俊告诉记者，警备

区从 2019年起开展“英模挂像进校园”活

动，并精心制作全军十大英模宣传册页，

摆放在学校“图书角”，供学生随时翻阅。

“如今，尊崇英烈、崇尚英雄的种子

已在青少年心中深深扎根。”卢俊介绍，每

到节假日，有不少中小学生到红色展馆担

任义务解说员，争当红色故事传播者。

记者走进一曼小学，全校学生正在

观看红色网络儿童电影《红枪白马——

赵一曼》。这部由小学生担任演员的电

影讲述了赵一曼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

抗战故事。上映两年多来，已在全市中

小学校播放 500 余场。电影出品人是年

近花甲的退休职工穆红卫。退休后，她

创办了“东方壮歌·东北抗联体验式国防

教育基地”，将红色文化、英雄精神融入

拓展课程；收集 32 封英烈抗战家书，创

办抗战家书馆；拍摄《少年赵尚志》《营

救》等百余集抗联儿童系列剧，在全市中

小学巡回播放。

穆红卫说：“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

没有英雄。为了缅怀先烈、铭记历史，我

们将英雄文化与爱国主义教育紧密结

合，为的就是让英雄精神代代相传。”

在哈尔滨，像穆红卫一样致力于英

雄文化传播的人还有很多。

抗联老战士李敏退休后，成立了东

北抗日联军精神宣传小分队，唱抗联歌

曲、讲抗联故事、演抗联舞剧，小分队足

迹遍及东北的山山水水。

几名自主择业军官相约创业，共同

开发“踏雪寻根——重走抗联路”“走进

东宁要塞”等红色研学线路，目的就是在

青少年心中烙下“红色印记”。

曾经上过战场的王军，退役后搏击

商场。富起来的他先后投资创办开国将

帅园、东北抗联纪念园、东北民主联军纪

念园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免费对社会

各界开放，每年参观者达数万人。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英雄，他们身

上始终闪耀民族精神的光芒，是引领后

来者前行的火炬。铭记英雄，不仅仅是

为了纪念他们的丰功伟绩，更是为了传

承他们的精神血脉，激励一代代人在心

中矗立起一座座精神丰碑。

英雄名字融入城市记忆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充分运用红色资源推动全民国防教育的新闻调查

■吕百新 常智科 本报特约记者 乔振友

本报讯 杜怡琼报道：11 月 9 日，为

深化全民国防教育，推动《关于加强和

改进新时代全民国防教育工作的意见》

落地落实，南开大学会同《国防教育》编

辑部，在南开大学举办“汇聚爱国强军

青春力量”新时代高校国防教育主题论

坛。军地有关部门领导、军队和地方院

校专家，以及来自全国各地近百所高校

的相关领导、军事课教师参加会议。与

会人员围绕新时代高校国防教育学科

建设、内容设置、方法手段和特点规律

等进行研讨。

南开大学介绍了近年来在习主席

给南开大学 8 名新入伍大学生回信精神

激励下，学校将国防教育与征兵工作有

机融合、涵养学生爱国强军情怀、培养

优秀国防后备人才的实践探索。国防

大学教授围绕国家安全形势与加强新

时代高校国防教育作主旨演讲。来自

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东南大学、湖南

省国防教育研究院等单位的专家，针对

国防教育学科建设的现实需要，提出完

善学科课程体系、建立二级学科、纳入

交叉学科门类等设想举措。海军指挥

学院、空军工程大学、北京化工大学、西

安交通大学、贵州师范大学、长春科技

大学、沈阳理工大学等军地院校代表，

围绕推动高校国防教育与思想政治教

育融合发展、加强高校国防教育师资队

伍 建 设 、实 现 高 校 国 防 教 育 数 字 化 转

型、退役军人担任高校国防教育辅导员

等问题，提出意见建议。与会人员针对

高校国防教育融入课程教材、融入思想

政治教育、融入考试内容和绩效考评的

现状、前景等展开交流。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与会人

员表示，此次论坛提供了交流、互学、共

促的机会，收获了诸多新理念、新方法、

新经验，为今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

代高校国防教育提供了支持。

首届新时代高校国防教育主题论坛在南开大学举办

汇聚爱国强军青春力量

“看清楚了，是‘八一’军徽！”11

月 7 日中午，在陆军第 954 医院病房，

刚揭开眼角纱布的央宗，看到眼前身

穿白大褂、头戴军帽的医生，激动地

说：“金咪门巴，雅噜雅咕嘟（藏语，意

为解放军医生，真是好样的）！”

在海拔 3600 多米的西藏隆子县

玉麦乡，央宗和姐姐卓嘎继承父亲桑

杰曲巴的遗志，坚持放牧守边，守护

着数千平方公里的国土，让五星红旗

飘扬在走过的每一条路上。家是玉

麦、国是中国，玉麦山谷中，党旗与国

旗交相辉映，村民与官兵鱼水情深。

央宗常讲，每当在巡逻路上看到官兵

军帽上的“八一”军徽，脚下就有无穷

力量。

央宗今年 60 岁了。年初时，她

感到眼部不适，双眼持续溢泪，看不

清东西，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她几

次想到医院治疗，都因各种原因未

能成行。

11 月初，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派驻支援陆军第 954 医院建

设的眼科医生张朝斌，随医疗队赴边

防一线巡诊期间，在玉麦乡见到了双

眼红肿的央宗。经过检查，张朝斌初

步诊断这是因长期高原紫外线照射

和在潮湿环境生活引发的双眼鼻泪

管发炎和阻塞，需手术减轻病痛。

陆军第 954 医院领导得知此事

后，组织人员将央宗接到医院进行全

面检查，邀请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专家远程会诊，研究制定手术方

案。最终，他们结合检查结果和诊断

情况，决定进行双眼“泪道探通+泪

道置管”手术。11 月 7 日 11 时，手术

如期进行。“眼睛不痛不流泪了，我又

能 到 一 线 巡 逻 了 ……”手 术 十 分 成

功，央宗开心不已。

“为民服务、解民之忧，是我们的

心愿和职责。”陆军第 954 医院院长

张昊翔说，他们将针对驻地群众健康

需求，在进一步细化医疗服务举措基

础上，常态化开展巡诊工作，以更优

质的服务温暖藏乡群众。

上图：手术结束后，医护人员前

往病房探望央宗，并告知术后注意事

项。 王 乾摄

﹃
我
看
清
了
﹁
八
一
﹂
军
徽
﹄

—

陆
军
第
九
五
四
医
院
为
西
藏
隆
子
县
玉
麦
乡
牧
民
央
宗
做
眼
部
手
术
侧
记

■
本
报
记
者

郭
丰
宽

通
讯
员

胡
国
松

邬

军

本报讯 张纯洁报道：“在同一个

办公地点把不同事项一次办结，真是太

方便了……”近日，刚从部队退役返乡

的退役士兵王月明，来到安徽省涡阳

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很快办理好关

系接收、信息录改、档案转递等事项，

满意离开。

今年，该县以退役军人返乡报到为

抓手，围绕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关系转

移接续和学历提升、就业创业等事项，

从退役军人事务局、人社局、人武部等

部门抽调专人，在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联合办公，开设“退役军人返乡”服务专

区。退役军人申请交办事项，由原来的

多地、多岗、多窗、多次，向一地、一岗、

一窗、一次办理完结转变。

“我办理优抚金给付业务时本以为

要多跑两趟，结果只取了一个号，排了

一次队就办妥了。”前不久，涡阳籍退役

士兵姚成浩给战友打电话，对家乡的

“一站式”联合办公赞不绝口。

据悉，“退役军人返乡”服务专区设

立以来，先后为 200 多名退役军人办理

相关事项，并提供技能培训、政策扶持

等信息，推荐就业岗位，受到退役军人

点赞。

“随着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服务方

案不断完善，服务机制不断优化，‘一站

式’联合办公模式已成为服务退役军人

的有效手段，切实打通为退役军人服务

的‘最后一公里’。”该县退役军人事务

局局长葛胜利说，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

想方设法当好退役军人的“娘家人”，增

强他们的归属感，鼓励他们闯出一片新

天地，干出一番新事业。

“下一步，涡阳县军地将继续拓展

‘一站式’联合办公模式应用场景，探索

基层武装部与退役军人服务站、征兵工

作站合署办公模式，在简化办事流程的

同时，让基层武装部和退役军人服务站

的协调对接更加顺畅。”该县人武部领

导介绍，届时将实现动员潜力调查、应

征报名、信息采集、就业推荐、拥军优属

等事项“一站式”办理，满足服务对象多

样化需求，提升办事效率。

安徽省涡阳县开设“退役军人返乡”服务专区

办事只用“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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