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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理想报道：连日来，山

东 省 单 县 人 武 部 结 合 基 干 民 兵 专 业

分队训练，邀请单县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对返乡民兵进行

就 业 培 训 。 他 们 联 合 多 家 本 地 企 业

组织现场招聘会，助力民兵实现家门

口就业。

单县是劳务输出大县，每年外出务

工人员多达 8 万余人。与往年相比，今

年返乡人数较多。为此，该人武部积极

协调有关部门，一方面通过街道社区帮

扶，为家庭困难的返乡民兵解决实际问

题；另一方面做好就业培训工作，积极

为他们寻找合适的工作岗位。

在县人武部指导下，各乡镇街道

武装部成立返乡民兵就业登记统计办

公 室 ，村 民 兵 连 对 返 乡 民 兵 家 庭 、经

济、外出务工情况以及心仪工种和择

业要求进行登记，整理后纳入县人武

部“返乡民兵就业信息库”。县人武部

根据相关部门用工信息，通过县、乡、

村 3 级 渠 道 及 时 向 返 乡 民 兵 发 布 ，让

70%以上的返乡民兵实现岗位和工种

有效对接。

同时，该人武部协调有关部门对

返乡民兵进行针对性培训，在当地各

类专业技术学校开设培训点，根据民

兵需求，围绕焊接、模具、车床、家政服

务等方面开展培训，增强他们的就业

竞争力。

山东省单县人武部

助力返乡民兵家门口就业

“在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第 12 军

31 师 91 团 5 连战士胡修道和战友共打

退敌军 40 余次进攻，歼敌 280 余人。他

因此荣立特等功，并获得一级战斗英雄

称号……”初冬时节，四川省金堂县人

武部组织干部、文职人员和专武干部走

进金龙镇“星光·1953”红色空间，集体

观看《星光·1953》沉浸式戏剧表演。

金堂是一片红色热土。金堂县有

2460名热血青年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其中 230 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除了

家喻户晓的战斗英雄胡修道，当地目前

还有 159 位抗美援朝老兵健在。在抗

美援朝战争胜利 70 周年之际，人武部

会同地方相关部门合力打造的综合性

红色文化教育场馆——“星光·1953”红

色空间建成并对外开放。场馆采用“红

色文化长廊+沉浸式戏剧表演”的方式，

运用新技术呈现并讲述英雄故事。

红色文化长廊由军史专家编写大

纲，以抗美援朝战争历史事实为主线，

穿插讲述志愿军英模人物的英雄事迹，

并辅以全息投影技术再现经典战斗场

景。同名戏剧以胡修道为原型，展现志

愿军战士坚守上甘岭主峰 597.9 高地的

英勇场景。

该项目启动后，人武部联合地方部

门成立工作专班，辗转于江苏徐州和胡

修道生前所在部队，探访英雄后人及战

友，收集线索资料。10 月 25 日，红色空

间开放当天，胡修道的儿子陈刚（随母

姓）专程从徐州赶到金堂。看着台上青

年戏剧演员生动演绎父亲的战斗故事，

曾是一名军人的他不禁感慨：“小时候

经常听父亲讲战斗故事，如今近距离感

受那段艰苦卓绝的历史，我读懂了父辈

的坚持。”

走进红色空间文化长廊，光影变幻

间，一段段用生命铸就的抗美援朝英雄

史，在参观者眼前铺展开来。在“星耀

金堂”展览区，一段视频录像令在场官

兵动容，已是耄耋之年的抗美援朝老兵

范林柏深情诉说：“我们为啥子来当兵，

就是为了保家卫国……”置身戏剧表演

现场，身着志愿军服装的演员们掷地有

声 地 说 ：“ 我 们 要 像 钉 子 一 样 钉 在 这

里！寸土不让！”那一刻，人武部官兵也

忍不住跟着高呼：“寸土不让！”

进入“星光站”，便是沉浸式戏剧表

演剧场。坑道作战、运送物资、手写家

书……在戏剧体验互动环节，大家仿佛

穿越时空，化身为战地记者、卫生员或

志愿军战士，与英雄先辈们一起，战斗

在硝烟弥漫的战场。

“冰雪刺骨，决不屈服，这是我在冰

雕连战士身上看到的伟大精神。”曾在

边疆服役的人武部参谋杨景鹏说：“接

过革命先辈手中的接力棒，我们要以更

加昂扬的姿态，干好本职工作，用工作

业绩为国防动员事业添砖加瓦。”

此次前来参观的专武干部中，不少

人曾参加过抗洪抢险等非战争行动。

近年来，每当遇到急难险重任务，金堂

民兵总是当先锋、打头阵，以实际行动

保卫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革命先

辈们用青春和热血，为我们拼来了山河

无恙，家国安宁。作为新时代民兵，我

们更应该继承先辈遗志，赓续红色血

脉，续写前辈荣光。”看至动情处，专武

干事周亚军红了眼眶。

“红色空间自开放以来，游客量达

数千人次。”工作人员介绍，如今，“星

光·1953”红色空间不仅是金堂县开展

国防教育的一张新名片，也成为游客的

“打卡地”。下一步，金堂军地还将依托

“星光·1953”红色空间，推动当地红色

文化资源与观光、旅游、农副产品等深

度融合，用红色文化赋能乡村振兴。

参观结束时，大家来到入口处的抗

美援朝英雄主题雕塑前缅怀先烈。熠

熠“星光”，曾绽放于战火纷飞的夜空，

亦璀璨于浩瀚征途。

图①：金堂县人武部干部、文职人

员和专武干部瞻仰抗美援朝英雄主题

雕塑。

图②：金堂县人武部干部、文职人

员和专武干部体验沉浸式戏剧表演。

本文照片由冯 超提供

四川省金堂县军地合力打造综合性红色文化教育场馆—

共赴一场“星光之约”
■张 巧 罗 聪 本报特约记者 冯 超

本报讯 张锐、特约记者赵晓菡报

道：前不久，某部现役军人夏秋杰的父

亲突发疾病，正执行驻训任务的他情

急之下联系重庆市巴南区人武部。了

解情况后，该人武部积极为夏秋杰父

亲协调优质医疗资源，并安排专人跟

进治疗情况。

“ 感 谢 家 乡 军 地 部 门 对 我 家 的 帮

助，让我能够安心在部队服役。”近日，

夏秋杰特地向巴南区人武部工作人员

打电话表达谢意。这是巴南区为现役

军人特困家庭提供临时性救助，助力官

兵安心服役的一个镜头。

巴 南 区 人 武 部 领 导 介 绍 ，他 们 在

走访慰问驻军部队和现役军人家庭时

了解到，部分官兵因自然灾害、意外事

故、亲属重病等原因背负经济压力和

思想负担。为此，去年年底，区人武部

联合区财政局、民政局、退役军人事务

局等多个部门，出台《巴南区进一步加

强对现役军人特困家庭临时性救助措

施》，对符合救助条件的现役军人家庭

实施经济救助、生活慰问、医疗援助、

就业帮扶等。

为更好地帮助困难现役军人家庭，

区人武部联合相关部门成立“现役军人

特困家庭关爱基金”，并在区慈善会设

立冠名基金，广泛动员商会、协会等提

供资金支持。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专门

制订管理措施，规范资金使用申请和审

批发放流程。

家住巴南区鱼洞街道的现役军人

叶智涵在西藏服役。去年，叶智涵父亲

不幸罹患脑癌，为给父亲治病，家里花

光了积蓄，还欠下不少外债。前段时

间，叶智涵外婆被摩托车撞伤住院，因

一直未得到肇事方赔付，医药费没有着

落。就在叶智涵一筹莫展之际，巴南区

人武部开启临时困难救助绿色通道，为

叶智涵家属送来救助金，协调相关部门

解决交通事故赔付事宜，并联合退役军

人事务局、妇联等部门建立长期帮扶机

制。“社区安排专人与叶智涵一家结成

帮扶对子，定期上门走访慰问，了解叶

智涵家人的生活情况。”该区人武部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近期，他们准备协调

安排叶智涵母亲参加互联网技能培训，

让她在家就能兼职赚钱。得知家乡的

暖心举措，叶智涵十分感动：“我一定努

力训练，早日建功军营！”

巴南区人武部领导表示，他们将持

续与驻军部队对接，对符合条件的现役

军人和家庭实施救助，推动实现全区优

抚对象专项救助全覆盖。

重庆市巴南区出台现役军人特困家庭临时性救助措施

当好官兵“娘家人”

纵身一跃、奋力托举，23 年间，

他一次次挺身而出，参与挽救 60 多

名群众。他就是被当地人称为“海上

救援先锋”的老兵张培俭。

大海边长大，军舰上历练。张培

俭是山东省龙口市徐福街道人，从小

在海边长大的他，习得一身好水性。

1985 年，有着军营情结的张培俭，入

伍来到北海舰队某部，成为一名猎潜

艇战士。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他

刻苦训练，无论打绳结、插缆、撇缆、

划艇，样样拿手、招招过硬，在各项专

业 课 目 比 武 中 名 列 前 茅 。 服 役 16

年，张培俭先后荣立二等功 1 次、三

等功 2 次，他的名字被载入海军某部

英模名录。

2000 年 夏 日 的 一 天 ，张 培 俭 在

威海某海域训练。正准备进行皮划

艇训练的他，突然听到有人大喊“救

命”。原来，4 名女子游泳时，被暗流

卷进海里，2 名男子前去救援也被卷

入。情况危急，张培俭拖着皮划艇

就 往 海 里 冲 ，全 力 向 落 水 者 划 去 。

风 急 浪 大 ，皮 划 艇 几 次 差 点 被 打

翻。凭借平日训练积累的经验和奋

力救人的信念，他沉着冷静操控皮

划艇，争分夺秒划到离岸较近的 2 名

女 子 面 前 ，把 她 们 救 起 并 送 上 岸 。

随后，他又扎进海浪中，将另外 4 名

落水者一一救上岸。此时，张培俭早

已累得精疲力尽。看到被救者平安

无事，他才放心离开。几天后，两名

被救女子的家人经多方打听，才得知

救人者是一名海军战士，并找到部队

致谢。张培俭因此荣立二等功。

2002 年 ，张 培 俭 退 役 。 对 大 海

的热爱和对部队生活的眷恋，让他选

择了一份在海边的工作。2010 年，

张培俭参与组建一家游艇俱乐部。

俱乐部所在的天然海水浴场，每年夏

天吸引无数游客游玩。每当听到有

人呼救，他总是冲在前面。

2019 年 夏 天 ，张 培 俭 和 朋 友 驾

船 外 出 ，在 月 亮 湾 西 北 方 向 、离 船

200 多米处发现一个小黑点。察觉

异常后，张培俭前往查看，发现 3 人

在 充 气 船 上 挥 手 呼 救 。 由 于 充 气

船慢慢泄气，3 人没有船桨类工具，

随 时 有 被 卷 入 深 海 的 危 险 。 张 培

俭 立 即 上 前 将 3 人 救 出 ，并 安 全 送

到海滩。

2022 年夏天，一位 69 岁老人不

慎溺水，命悬一线。正在附近散步的

张培俭听到呼救，立即组织附近群众

合力施救。被救上岸时，老人已神志

不清，有着丰富救护经验的张培俭马

上给老人做人工呼吸和心肺复苏。

“醒过来了，醒过来了。”当老人恢复

神志，现场爆发阵阵欢呼。

“我是退役军人，救人是我义不

容辞的责任。把人救回来了，比什么

都好。”23 年来，张培俭参与海上救

援 200 多次，和战友同事一道挽救 60

多名遇险者的生命，大家亲切称他为

“海上救援先锋”。数年间，张培俭先

后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最美逆行

者”“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烟台好人”

“烟台市最美退役军人”等。

“我这辈子就守在海边了。”说这

话时，这位 57 岁的老兵晒得黝黑的

脸庞上满是坚定的神情。即将退休

的他，还有一个心愿，那就是继续守

着这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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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滁州市来安县

浓厚关爱老兵氛围
本报讯 苗建、周世杰报道：11 月

初，安徽省滁州市来安县退役军人事务

局联合当地卫健部门等，面向全县 60 岁

以上退伍老兵、优抚对象，提供健康体检

等医疗服务，同时组织观看红色电影、参

观红色教育基地等活动。

联勤保障部队第 940 医院

提高护理服务质量
本报讯 宗雪莲、任鑫报道：近日，

联勤保障部队第 940医院血液科推出“正

念系列疗法”，采取导入音频等方式，为部

队伤病员进行心理调适，改善睡眠障碍、

心理不适等问题，受到部队和官兵欢迎。

浙江省泰顺县

组织红色研学活动
本报讯 胡启燊报道：11 月上旬，

浙江省泰顺县人武部组织新招录文职人

员，赴文成县西坑畲族镇开展红色研学

活动，通过参观伟人像章文化博物馆、聆

听红色故事，进一步坚定强军信念。

①① ②②

本报讯 董亚雄、苟宝琦报道：11

月中旬，甘肃省陇南军分区以视频连

线的方式，组织“陈红军民兵连”民兵

与陈红军生前所在部队新兵共上一堂

云党课。“我们连队以英雄之名命名，

就是要将陈红军烈士不怕牺牲、顽强

拼搏的精神传承下去！”作为“陈红军

民兵连”首任连长，任浩利话语铿锵。

陇南市两当县是陈红军烈士的家

乡。“陈红军民兵连”前身是两当县民

兵应急连，这是一支始建于 1950 年、有

着光荣传统的民兵连队。该连历经多

次改编调整，涌现出扑火烈士骆文才、

朱存贵等先进人物。2020 年 6 月，在维

护国家领土主权的边防斗争中，陈红

军壮烈牺牲，被中央军委追授“卫国戍

边英雄”荣誉称号，建党百年前夕，又

被中共中央授予“七一勋章”。为赓续

英 雄 血 脉 ，传 承 红 色 基 因 ，经 上 级 批

准，两当县民兵应急连被命名为“陈红

军民兵连”。自 2021 年 12 月正式授旗

以来，任浩利带领民兵多次完成抗洪

抢险和应急演练等任务。

视频一端，任浩利通过一件件珍

贵文物、一张张历史照片，用朴实的话

语讲述连旗、连训、连歌由来；视频另

一端，新兵听得专注。

互动环节，“陈红军民兵连”代表

和新兵们纷纷登上演讲台，围绕“传承

英烈精神，赓续红色血脉”展开精彩演

讲。“作为陈红军烈士的同学，有幸加

入‘陈红军民兵连’，我会带着他的迷

彩情怀，为民兵建设贡献力量。”“陈红

军民兵连”排长王百战说。

“我是一名直招军官，很幸运被分

到了陈红军烈士所在单位。通过这次

云端党课，我对他的英雄事迹有了更

深刻的了解，备受鼓舞。”直招军官吴

星说。陈红军烈士的英雄事迹让广大

新 兵 为 之 动 容 ，大 家 表 示 ，要 苦 练 本

领，早日成才，守护祖国和人民的幸福

安宁。

甘肃省陇南军分区“陈红军民兵连”与某部新兵共上云党课

云端对话学英雄

近日，新疆克拉玛依军分区联合当地教育局组织小学师生走进军营开展国防教育，近距离感受军营魅力。

罗正隆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