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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何宁，我们一家三代有四人参

军，时间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从军家

风的赓续，还得从爷爷留下的一件“传

家宝”说起。

记得在我小时候，家里着过一场大

火，父母抱着我和哥哥匆忙跑到街上。

在确认家人平安后，父亲又转身冲进火

场，最终灰头土脸地“抢救”出了一个木

箱子。

后来，父亲打开箱子，我看到里面

装着几张照片和几枚勋章，一身旧军装

整齐叠放在最下层。当时，我和哥哥还

不明白，父亲为何要冒着生命危险去取

回这些物件。后来，慢慢长大，我们才

知道，这里面盛着爷爷最珍视的荣誉，

那是我们家的“传家宝”。

我的爷爷叫何进荣，1950 年参军。

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他响应国家号

召，随部队跨过鸭绿江，战斗在异国他

乡的冰天雪地里。爷爷作战勇敢，荣立

二等功 1 次、三等功 3 次，多次获得嘉

奖，身上却留下大大小小 7道伤疤。

1959年，爷爷从部队转业回乡。听

父亲说，爷爷经常跟他讲自己的战斗故

事，每一个战友的名字他都记得十分清

楚。受爷爷的影响，父亲何治川于 1991

年参军入伍。直至现在，父亲还保持着

早上六点半起床的习惯，无论站立还是

坐下，腰板都挺得笔直。这一习惯也在

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哥哥和我。

追随他们的脚步，哥哥何杰和我也

先后于 2017年、2018年入伍。刚开始，

母亲心疼我们，并不是特别支持我们哥

俩都参军。父亲却说：“男子汉，就要到

部队锻炼。他们不但要当兵，还要到祖

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听从父亲的建议，我来到位于喀喇

昆仑高原的某部服役。初入军营，高强

度的训练和快节奏的生活让我吃不消，

一度成为连队的“拖油瓶”。

我 给 父 亲 打 电 话 诉 苦 。 父 亲 说 ：

“既然选择了当兵，就要有敢于担当的

勇气。人这一辈子总会遇到这样那样

的困难，遇到困难就逃避，肯定一事无

成。”

父亲语重心长的话语回荡在我耳

边，让我羞愧难当。是啊，当年在战场

上，爷爷和他的战友们用生命捍卫民族

尊严，用热血铸就钢铁长城，舍生忘死、

义无反顾，我现在吃的这点苦又算得了

什么呢？

自那以后，我给自己加压制订训练

计划，请班长和带兵骨干指点监督，利

用业余时间强化训练。功夫不负有心

人，两个月后，我在连队训练榜上的排

名不断前进，体能考核时甩在身后的战

友越来越多。

靠着不懈的坚持和努力，我在新兵

连结业考核时，以体能全优的成绩交上

一份满意的答卷。

转眼间，我入伍已 6年，从一名懵懂

的地方青年成长为一名班长骨干，成为

一个像爷爷和父亲那样的好兵，一直是

我前进的动力。

军营见证了我的成长，迷彩装点了

我的青春，我要以更好姿态投入未来的

训练工作当中，在我家的“传家宝”上留

下我们这一代人的印记。

（晏子祎、刘 涌整理）

我家有件“传家宝”
■新疆军区某团中士 何 宁口述

本报讯 李宁、李甫明报道：“方案

制定脱离实战，训练计划流于形式……”

11 月下旬，辽宁省盘锦市双台子区人武

部召开党委议战议训会，通报讲评民兵

应急分队集训情况，就影响实战化训练

的 10 多项具体问题展开讨论。会后，

相关责任人提报整改计划，建立挂账销

号清单。

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他们坚

持带着问题学，盯着问题研，对着账单改，

形成“分析领题、调研破题、评估反馈”的

闭合回路，确保主题教育取得实效。

该区人武部党委班子带头召开训

练形势专题分析会，针对前期训练中暴

露出来的方案预案不完备、战术运用不

灵活、沟通协调不顺畅等短板弱项进行

总结复盘，系统梳理出一份问题清单，

组织大家集智攻关。随后，他们陆续修

订完善 3 大类 37 套战备行动方案，对医

疗救护、单兵战术等多课目实战化训练

内容进行规范，进一步提升了遂行多样

化任务能力。

“我们将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

问题、整改落实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

该区人武部领导介绍，他们组织党委班

子成员深入所属 8 个基层武装部挂钩

帮建，通过“现场办公会”“座谈交流会”

等形式，面对面听取意见建议，征集基

层反映的 4 大类 30 余条问题建议，分别

制定 50 余条针对性整改措施，明确责

任人和完成时限。

辽河街道反映辖区中小学开展国

防教育人才缺乏、形式不够新颖，他们

联合区委宣传、教育等部门，从退役军

人、专武干部中遴选优秀骨干担任国防

教育辅导员，经培训考核后陆续走进课

堂；统一镇由于基础设施老化，各类库

室建设达不到正规化建设标准，他们多

方协调，筹措资金，购置民兵应急分队

遂行任务必需物资，对战备库房、办公

设施进行升级改造；胜利街道有退役军

人反映，因退伍证与身份证上姓名有

别，无法办理退役军人优待证，人武部

了解情况后，及时开具证明材料，协调

相关单位办理手续……

截至目前，“基础设施不完善”“实

战化观念不强”“民兵编训脱节”等 20

多个制约基层全面建设和战斗力提升

的难点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其他问题已

明确解决时限以及相关责任人。

辽宁省盘锦市双台子区人武部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深入基层查短板 扭住末端抓落实

11 月下旬，天山南麓，

新疆军区英阿特边防连官

兵与驻地英阿特派出所民

警对防区点位进行联合巡

逻，提升军警合力强边固防

水平。

上图：联合巡逻队到达

点位后进行巡查。

左图：联合巡逻队徒步

向巡逻点位前行。

董欣宇、邱天伦摄

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

打造双拥模范街道
本报讯 张佳慧报道：近日，江西

省上饶市广丰区双拥办与新鸟林街联

合打造一条双拥模范街道。该街道有

80 余家商户，多数店面都悬挂“拥军示

范店”标识，拥军宣传标语随处可见。

这些商户经营范围涵盖衣食住行，为现

役军人、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提供

优惠服务。此外，他们还专门设立军属

光荣岗，优先安排军属上岗就业。

济南第六离职干部休养所

组织安全隐患排查
本报讯 王军 报 道 ：连 日 来 ，山

东 省 军 区 济 南 第 六 离 职 干 部 休 养 所

结 合 启 动 冬 季 供 暖 组 织 安 全 隐 患 排

查 。 他 们 组 织 工 作 人 员 对 所 属 老 干

部家中供暖、燃气改造等情况逐户排

查 ，把 问 题 拉 单 列 表 ，定 下 处 理 方 案

以及解决时间，切实将温暖送到每家

每 户 ，为 老 干 部 提 供 安 心 、舒 心 的 生

活环境。

安徽省舒城县

举办兵支书培训班
本报讯 余方生报道：11 月中旬，

安徽省舒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全

县 100 多名兵支书（委员）进行为期两

周的能力提升培训。据了解，培训内

容包括主题教育、国防教育和电商运

营相关知识等，着力提高基层兵支书

（委员）的理论素养、国防意识和业务

能力，助力他们更好发挥乡村振兴带

头人的作用。

本报讯 郝东红、柏雪报道：“隐姓

埋 名 几 十 年 ，他 们 甘 心 做‘ 沉 默 的 砥

柱’，只为托举起大国重器……”11 月下

旬，数十名大学生来到位于安徽省合肥

市淠河路红色文化街区的“两弹一星”

精神纪念展馆学习。这是合肥市青阳

路社区发掘自身红色资源开展国防教

育的可喜一幕。

青阳路社区总面积约 1 平方公里、

总人口约 1.4 万的社区，有 1 家部队医

院、2 所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和 1 家

核工业工厂离退休人员管理处。社区

内有 1566 户“光荣之家”、523 名党员被

授予“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73 名参

战老兵。

“红色文化街区有说不尽的英雄故

事。身处精神富矿，更要抓好史料发掘

和精神传承工作。”近年来，该社区推进

抢救性挖掘志愿军老战士口述史料的

“红色口述史”项目，采取老兵访谈、专

人整理、录像留存等方式收集编印 200

余万字的《抗美援朝人物史料集》、拍摄

20 余部人物专访视频。之后，他们在收

集老战士、军工专家和重大工作建设勋

章、实物、影像资料的基础上建成红色

口述史馆。

同时，他们还建成弘扬见义勇为、

助人为乐等五类 691 名好人事迹的蜀

山好人馆；建立以纪念军工专家、劳模

和 工 匠 等 为 主 的 重 大 工 程 建 设 纪 念

馆 ；打造了集宣扬抗美援朝精神和抗

疫 精 神 为 主 体 的 淠 河 路 红 色 文 化 街

区，形成“三馆一街区”国防教育宣传

阵地。

该 社 区 采 取“请 进 来 看 ”“走 出 去

讲”的方式开展宣传工作。他们邀请合

肥市各大中小学、企事业单位到“三馆

一街区”参观见学，每年组织主题活动

20 余场次，接待来访 2300 余人次。组

建 以“30 后 ”老 英 模 、“60 后 ”老 党 员 、

“90 后”新生代、“10 后”红领巾为骨干

的四代宣讲团，深入全市各大院校和企

事业单位宣讲。

据了解，该社区先后荣获“安徽省

敬老模范示范社区”和“合肥市文明单

位”等荣誉，所在街道适龄青年参军热

情高涨，2023 年大学生上站体检率较三

年前增长 2 倍。

讲述红色文化街区的英雄故事
安徽省合肥市青阳路社区挖掘红色资源抓好国防教育

一栋栋新楼错落有致，一片片果树

整齐排列，空气中飘散着淡淡梨香……

11 月下旬，迎着初冬的暖阳，笔者走进

西藏自治区昌都市江达县娘西乡，看

到乡民们正围坐在乡文化广场上，欣

赏西藏昌都军分区某部“文艺轻骑队”

带来的精彩演出。演员们不时走到观

众中间，与大家互动，活动现场，欢声

笑语、其乐融融。

娘 西 乡 地 处 高 原 ，土 地 贫 瘠 ，资

源 匮 乏 ，交 通 不 便 ，曾 是 远 近 闻 名 的

贫困乡。2020 年脱贫摘帽后，因基础

薄 弱 ，又 面 临 发 展 后 劲 不 足 的 问 题 。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为了将巩固拓

展 脱 贫 攻 坚 成 果 同 乡 村 振 兴 有 效 衔

接 ，该 部 与 乡 干 部 一 起 深 入 调 研 后 ，

决 定 把 特 色 水 果 种 植 产 业 作 为 帮 扶

重点项目。

昌都醉梨属于沙梨类型，因味道

醇香，食之不觉酒味，食后宛然如醉得

名，并且由于当地独特的气候地理条

件，醉梨口感更加独特。

“过去也想过发展种植业，但受制

于不懂技术、缺少人才，不知道从何着

手。”乡党委书记肖海介绍说，“部队领

导了解情况后，为我们筹集启动资金，

建成生态果园基地。同时，外请专家

教授村民种植技术，探索发展‘生态+

旅游’的新路子。果园建成后，不仅带

动了乡民就业，而且有效改善了当地

生态环境。娘西乡增收致富有了源头

活水，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

效益的统一。”

种植规模扩大了，醉梨产量也上

去了，如何运出大山，让丰收的村民犯

了愁。娘西乡此前道路不畅，村民外

出十分不便。该部投入 50 万元，与当

地政府合力，在多曲河上建成一座“军

民振兴桥”，畅通了外出道路。

“收入有了保障，我们的干劲越来

越足。”乡民扎西珠扎向笔者介绍说，

几年前他家还是低保户，收入仅依靠

两 亩 贫 瘠 的 山 间 农 田 。 到 果 园 工 作

后 ，收 入 逐 年 提 高 ，今 年 还 搬 进 了 新

房，日子越过越红火。

产业发展进入良性轨道，该部趁

热打铁，与乡党委班子共同调研论证，

为娘西乡制订“以文化特色带动传统

行业销售”的发展路子。以前，乡里阿

姐 们 做 的 手 工 藏 服 一 个 月 卖 不 出 几

套，好手艺无人识。该部联系专业团

队为产品设计包装，做好品控及定价

工作，打通网上销路，把绣着民族特色

图案的藏族服饰变成文创产品，如今

一个星期就能卖出 50 多套。

“送钱送物，不如建强过硬堡垒。”

该部着眼发挥党建引领、党员带头作

用，选派优秀基层党委挂钩娘西乡党

委开展互学互助互促活动，党员干部

与 村 民 共 学 理 论 、共 上 党 课 、共 过 党

日，累计开展活动 50 余次。此外，该部

先后投入资金为乡党委购置办公器材

和党建学习资料，完善党群服务中心

的配套设施。

在做好产业帮扶的同时，该部注

重同步推进文化设施建设，推动乡容

乡貌持续改善、新风气向上向好。近

年来，他们出动机械车辆 30 余台次，帮

助乡里拓宽公路 6 公里，挖通排水沟

13 公里，铺设管道 2.3 公里，先后投入

17 万元，用于建设娘西乡文化广场、老

年活动中心、体育场等基础设施，让村

民日常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沙梨熟了，柿子、橘子也熟了，在四

溢的果香里，康巴汉子笑了。傍晚时

分，村民们三三两两在乡文化广场上跳

锅庄舞，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图①：果农与战士分享丰收的喜

悦。 李佳驹摄

图②：军民齐聚乡文化广场观看

演出。 张 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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