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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吴卫、鲁润南报道：入夜，

高原气温骤降，呼啸的寒风裹着碎雪袭

来。执勤结束，西藏林芝军分区某边防

团中士陈鑫快步走回营房，立刻被温暖

“包围”。

这座营房是该团建设的新型保温

营房。此前，该团前往高原无人区驻

训。由于基础设施不完善，官兵所住板

房保温条件差，还因烧煤炉取暖存在安

全隐患。

改 善 官 兵 生 活 训 练 条 件 刻 不 容

缓。不少边防连队驻地交通不便，物资

运输艰难。“再远再难，也要妥善解决，

把改善驻训条件作为大事来抓。”该团

党委协调地方政府，在充分考虑驻地实

际及官兵生活需求基础上，先修通到达

各点位的道路，再协调各级各单位建设

集住宿、餐饮、卫浴、学习等功能于一体

的新型保温营房。

数月后，新营房投入使用。“新型保

温营房让室内温度始终保持在 15 摄氏

度左右，为部队执行战备训练任务提

供有力宿营保障。”提起如今的高原无

人区驻训营房，该团保障处助理员曾

永胜说。

“团党委想方设法为我们解决困

难，大家心里暖乎乎的。”入住新营房

后 ，官 兵 一 致 好 评 。 笔 者 在 边 防 一

线 看 到 ，这 里 不 仅 有 新 型 保 温 营 房

让 官 兵 住 得 温 暖 ，还 有 高 科 技 菜 窖

让 官 兵 吃 得 营 养 ，雪 地 摩 托 、运 输 无

人 机 等 多 样 化 保 障 手 段 助 力 官 兵 巡

边固防。

保障升级，该团官兵练兵备战的劲

头更足。元旦期间，该团某边防连官兵

爬冰卧雪、翻山越岭，再次圆满完成巡

逻任务。

西藏林芝军分区某边防团改善驻训条件

保温营房暖兵心

本报讯 牟家金 报 道 ：“ 中 奖

信 息 莫 轻 信 ，谨 防 诈 骗 要 留 心 ！”1

月 2 日上午 10 时，在浙江省宁波市

鄞 州 区 东 钱 湖 镇 东 福 社 区 ，“ 老 兵

工作室”成员张文穿着社区定制的

马甲，在楼栋间进行防范电信诈骗

宣传。

1 个 多 月 前 ，张 文 退 役 返 乡 。

社区主任助理薛明了解到张文在部

队有 10 多年的政治工作经验，便邀

请他加入社区“老兵工作室”。

“老 兵 们 政 治 觉 悟 高 、作 风 纪

律 好 ，在 基 层 社 会 治 理 中 大 有 可

为 。”宁 波 市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局 工 作

人 员 介 绍 ，近 年 来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局联合各级政府，依托退役军人服

务 中 心（站）建 立 市 、区（县 、市）、

镇（街 道）、村（社 区）四 级“ 老 兵 工

作室”1813 个，吸纳有能力、乐奉献

的退役军人加入工作室，参与化解

矛 盾 纠 纷 、应 急 处 突 、平 安 建 设 志

愿服务，为基层社会治理贡献老兵

力量。

军 绿 色 的 搪 瓷 缸 ，铺 着 迷 彩 布

的办公桌……走进慈溪市宗汉街道

“老兵工作室”，军味扑面而来。宁

波 市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局 有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 老 兵 工 作 室 ”建 设 注 重“ 一

村 一 品 牌 、一 地 一 特 色 ”，邻 里 议

事 、纠 纷 化 解 ，国 防 教 育 、政 策 宣

讲，走访慰问、志愿活动，组织老兵

参 与 …… 围 绕 共 议 、共 治 、共 学 等

主 题 ，四 级“ 老 兵 工 作 室 ”各 有 侧

重，各有特色。

“把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哪

里有需要，我们就出现在哪里。”宁

波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思想政治和权

益维护处负责人告诉笔者，工作室

成员培训合格后方能上岗值班。在

为群众服务的同时，也有助于退役

军人的自我服务、自我管理。

宁海县长街镇下塘村两名村民

因宅基地界线问题产生矛盾。长街

镇“老兵工作室”负责人胡炳强接到

调解任务后，与同事多次上门做思

想工作，终于说服双方做出让步，并

配合职能部门工作人员现场测量地

界、办理审批手续。

据悉，“老兵工作室”还引入律

师 、心 理 咨 询 师 等 专 业 人 员 ，并 与

军创企业合作，为群众提供法律援

助、心理辅导、技能培训、就业创业

指导等服务。

截至目前，全市“老兵工作室”

成功化解基层各类矛盾 5000 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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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带孩子过来游玩，民兵

讲解员为我们讲述了革命群众李多年

母女宁可牺牲自己也不出卖红军的感

人事迹，对孩子很有教育意义。”元旦假

期，在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红场镇的红

场 公 园 ，驱 车 前 来 游 玩 的 市 民 陈 啸 天

说，这里山清水秀、景色宜人，还有丰富

的红色资源。

红场镇是著名革命老区，有中共东

江特委办公旧址等重要史迹。近年来，

红 场 镇 在 潮 南 区 人 武 部 帮 扶 下 ，推 进

“ 红 色 村 ”党 建 示 范 工 程 ，建 设 红 场 公

园，将李多年母女事迹铜像、排金山战

役墙雕、红歌谣朗读亭等红色景点串点

成线，打造红色研学路线，吸引游客前

来参观见学。

2019 年，潮南区人武部和红场镇建

立帮扶关系。为了改善村民生产生活条

件，人武部党委一班人通过走访调研、与

村“两委”班子交流座谈等，决定因地制

宜，把保护运用红场镇丰富的红色资源

作为乡村振兴的突破口。

“我们要发挥队伍优势、专业优势，

为支持乡村振兴找到‘金钥匙’。”潮南区

人武部领导介绍，他们把人才队伍培养

作为帮扶重点。针对地方红色旅游讲解

员缺口较大等问题，他们联合区委组织

部，从返乡创业大学生和退役军人中遴

选并编建民兵讲解员队伍，通过区委党

校集中培训、全市优秀红色场馆讲解员

互动交流、重要节日实践示范等途径，打

造过硬民兵讲解员队伍。

“我对村里的情况比较熟悉，又是一

名民兵，想为家乡的发展作一点贡献。”

陈跃凯是土生土长的红场镇人。2021

年，他积极响应潮南区人武部组建民兵

讲解员队伍的号召，成为其中一员。

“我讲红色故事，红色故事也滋养着

我，我对村里的发展更有信心了！”面对

接踵而至的游客，陈跃凯干劲十足，“希

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人牢记红色

历史，传承好革命精神，让革命老区在新

时代焕发新生机。”

在红场镇，像陈跃凯这样的民兵讲

解员还有很多。他们不仅在红色场馆宣

讲，还进校园、进社区，带动更多人加入

讲解员队伍。截至目前，潮南区人武部

已先后组织 13 批 368 人次讲解员培训。

红色研学“火”了，各类依托红色资

源打造的产业欣欣向荣，吸引着一大批

优秀青年返乡创业。

经营茶叶农旅观光项目的大溪坝

村村民李超，2021 年从武警某部退役。

“我曾有留在部队驻地工作的想法，但

家 乡 大 力 发 展 红 色 旅 游 ，游 客 越 来 越

多，所以我选择回家创业。”李超说，如

今自己的生意越来越好，还带动乡亲一

起增收致富。

环境的点滴改变，乡亲们看在眼里，

喜在心头。谈起红场镇未来的发展前

景，镇党委书记陈锡波充满信心：“坚持

走红色旅游路线，做强特色产业支撑，乡

村发展天地广阔。”

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人武部助力帮扶村用好红色资源—

红色小镇奏响振兴曲
■陈 健 本报特约记者 陈建文

浙江省慈溪市“老兵工作室”值班人员（左）同老兵谈心。 潘立冬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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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王凌硕、特 约 记 者

贾保华报道：建设完善军事历史展陈

场馆、荣誉墙（室）、廊厅，打造陇原“红

飘带”系列文化产品，建立军地红色文

化宣传教育协作机制……近日，记者

在甘肃省军区召开的陇原国防动员红

色文化工作推进会上获悉，为发扬红

色资源优势，深入开展党史军史和优

良传统教育，他们积极构建体系设计、

系 统 整 合 、深 化 运 用 、分 步 实 施 的 模

式，聚力打造富有区域特色的国防动

员红色文化品牌。

甘肃省红色资源丰富，革命历史厚

重，境内分布着红军长征沿线、西路军

征战沿线、解放甘肃沿线和南梁陕甘边

革命根据地、两当兵变发生地等大量战

斗遗址、革命旧址。为把红色资源利用

好、红色传统发扬好、红色基因传承好，

该省军区坚持统筹实施与分头推进相

贯通、自主抓建与军地协作相结合、挖

掘整合与实践运用相统一的原则，系统

性整合红色资源、体系化传承红色基

因、多形式展示红色文化，打造具有影

响力的红色文化名片。

围绕长征精神、南梁精神等革命

精神，统一制作模块化可移动展板，配

套安排讲解员，采取“菜单式”服务、小

分队宣讲、协作化运行的模式，深入党

政机关、企业社区和学校开展宣讲活

动……在推进会现场，甘肃省军区领

导介绍，他们为用好现有资源，常态化

开展活动，积极依托驻地红色场馆、遗

址遗迹、烈士陵园开展现地讲授、仪式

激励、史馆沉浸和情景教学，举办党史

知识竞赛、红色电影展播、演讲歌咏比

赛、书画摄影展览等活动，引导干部群

众和广大官兵在接受教育熏陶、感悟

红色文化中强固精神支柱。

打造陇原国防动员红色文化品牌，

既是挖掘和展示甘肃红色资源的有效

载体，也是宣扬强军成就、促进军地发

展的有效途径。2023 年以来，该省军

区按照“一域一特色、一地一品牌”的思

路，坚持军地协作、通力配合，在完善陇

原革命军史场馆、推出陇原系列红色文

化产品、组建陇原红色民兵示范分队、

成立陇原红色金牌讲师团、组织陇原革

命精神流动展、开办陇原学悟大讲堂等

方面持续用力，逐步形成多方位、多形

式、多层次红色文化品牌矩阵，构建起

传承红色文化有利格局。

该省军区还充分发挥红色文化凝

心铸魂、服务备战的作用，把打造文化

品牌、开展学习教育、推动建设发展紧

密结合起来，紧扣动员备战主责主业、

紧贴基层官兵现实思想、紧盯转型建设

难点问题开展工作，引导广大官兵把学

习教育焕发出的政治热情转化为建设

打仗型国防动员的实际行动，积极投身

练兵备战，提高遂行支援保障作战任务

能力。

左上图：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

“王学礼民兵连”组织冬季适应性训练。

李 建摄

甘肃省军区深入挖掘运用红色资源

打造陇原“红飘带”文化名片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