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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间青砖瓦房，红堡子红军长征

纪念馆、党史史料馆、农家书屋各占一

间；屋后两口窑洞，门前立有“红堡子

战斗指挥部”标识……近日，笔者走进

甘肃省会宁县郭城驿镇红堡子村一

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会州博物

馆，探寻革命历史，感受鱼水情深。

从一器一物攒起、从一砖一瓦建

起 ，会 州 博 物 馆 如 今 占 地 1 万 平 方

米、建筑面积 2000 平方米，藏品 1 万

余件（套）、图书报刊 10 万余册，2016

年底被列入甘肃省首批文化遗产“历

史再现”工程示范性博物馆之一。博

物馆的创建人名叫王东良，今年 68

岁，是恢复高考后红堡子村走出的第

一位大学生。谈起建馆的初衷，王东

良讲起 80 多年前发生在红堡子的那

段历史。

红堡子原本不叫红堡子。1936

年会宁会师前夕，中国工农红军在此

驻扎、生活、战斗了 50 多天，革命的

种子深深扎根在这一方土地，红堡子

因而得名。王东良的高祖王瀚号召

村民将红军旗帜高悬于旗杆上，杀猪

宰羊、准备饭菜，自己还慷慨捐出钱

粮和枪支弹药。红军到来时，红堡子

村民敲锣打鼓、夹道欢迎，留下“开门

迎红军”的佳话。1996 年，王东良开

始收集整理红军遗物、革命文物，让

这方浸润着长征精神的红色热土焕

发新的生机。

王东良告诉笔者，从产生建馆的

念头到一步步落实，他前前后后筹备

了 20 余年，节衣缩食积攒资金，四处

奔波收集文物。困难很多，但他从未

想过放弃，一定要将散落的红色印记

汇聚起来。2010 年起，王东良陆续

在自家宅院盖了几间新房，把收集到

的红军用过的电话、马灯、医药箱、刀

斧等文物，以及有关红军长征的图

书、报刊等分门别类放置好。

“当 年 红 军 就 是 在 这 里 征 集 粮

草，备战宁夏战役的。”王东良带着笔

者走进红堡子红军长征纪念馆，指了

指脚下。纪念馆里陈列着红军使用

过的农具和生活用品，王东良细细讲

述每一件展品背后的故事。

在众多展品中，一张写着“感谢

红堡子支持红军”的字条引起笔者注

意。字迹工整遒劲，落款是红军七连

连长吴华夺。王东良告诉笔者，红堡

子战斗打响时，红堡子地区的群众支

援红军粮食 500 余担，还有枪支弹药

等，时任红一方面军 73 师 219 团七连

连长吴华夺写下这张字条表达感谢。

会州博物馆如今已是白银市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又当馆长又当义务

讲解员的王东良很忙碌。家人劝他，

年纪大了，得注意身体。王东良只是

说一句“知道了”，便又一头扎进馆

里。在他看来，只要还能走得动，弘

扬长征精神的脚步就不能停。

甘肃省会宁县红堡子村村民王东良筹建红色博物馆—

收集散落的红色印记
■马 强 李 承 本报特约通讯员 杨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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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南三月，草木葱茏。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水河畔，

鲜红的木棉花向阳怒放。沿河望去，家

家户户门前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

眼看春耕备耕到来，边境线上人员

和牲畜增多，容易出现越界问题。金平

县“英雄十姊妹”女子民兵班的队员们

身着筒裙，携带巡逻装备，沿着边境线

巡逻执勤。

国旗、木棉、筒裙，眼前的图景，诉

说着这个英雄群体的时代传承。

45 年前，在边境作战中，该民兵班

首批傣家姑娘勇破旧俗，脱下傣家传统

服饰筒裙做成担架，运送解放军伤员，

筒裙为此染上鲜血的红。因为支前工

作成绩突出，民兵班荣立集体一等功，

并被中央军委和原昆明军区先后授予

“英雄十姊妹”“十姊妹支前模范民兵

班”荣誉称号。45 年间，民兵班女承母

业，旗帜不倒、队伍不散、传统不丢、精

神不失，2014 年“英雄十姊妹”党支部

成立后，熠熠生辉的党员徽章让这支队

伍的底色更加闪亮。

金水河村海拔仅 108 米，全年日照

时间长，气温高、湿度大。去年年底，刚

做了母亲的女民兵王纯得知有巡逻任

务后毫不犹豫加入队伍。“这里地处亚

热带，巡逻执勤条件艰苦，但上级把协

助边防部队守边的任务交给我们，是

对民兵班的信任，再苦再累也不能退

缩。”王纯告诉记者，全班 16 名队员，有

学医的，有学法律的，大家都有一个信

念，就是和子弟兵共同为祖国站好岗、

放好哨。

“有情况！”在年初的一次夜间联合

巡逻中，走在队伍前面的女子民兵班班

长陆子黎借着远处村落昏暗的灯光，发

现界河岸边有人从船上卸货物。女民

兵和边防官兵一道前出，对可疑船只实

施包围。经检查，发现走私物品，官兵

进行了现场处置。

“女民兵熟悉边境线上的一草一

木，个个都是‘边防通’。”金平县人武

部政委王家谱告诉记者，新一代女子

民兵班的民兵全部是第一代女民兵的

女儿或儿媳。她们以母辈为榜样，虚

心好学、刻苦钻研，边境情况“一口清”

“一眼准”。

“巡边管边，女子民兵班就像一条

情感纽带，将跨境而居的边民紧密连在

一起。”蒙自军分区政委黄勤生介绍，金

水河镇毗邻边境，聚居着苗族、瑶族、傣

族、哈尼族、彝族、拉祜族、布朗族、汉族

等 群 众 ，少 数 民 族 人 口 占 总 人 口 的

99.1%，不少民族还是跨境民族。女子

民兵班积极宣传各项边防法规，主动参

与山林地界、邻里、家庭等方面矛盾纠

纷的排查调处，耐心细致地做好群众工

作，以情动人、以理服人，维护边境的和

谐稳定。

夕阳的余晖中，女子民兵班巡逻归

来。在村边“英雄十姊妹”广场上，一场

新老女子民兵班“庆‘三八’、话传统”谈

心交心活动展开。

第一代女子民兵班的第二任班长、

女子民兵班党支部书记黎琼寄语新一

代女民兵：“荣誉是党委政府、人民军队

对我们的激励，我们不能躺在功劳簿

上，而是要更加努力在新时代强边固防

中发挥应有作用。”第一代女子民兵班

民兵、二等功臣李建珍接过话茬：“家是

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爱国就是爱家。

作为一名边防民兵，要用实际行动争当

管边戍边的生力军、兴边富边的带头

人！”“请放心，我们一定刻苦训练、精武

强能，跑好我们的这一棒！”女民兵们纷

纷表示。

不知不觉间，天上已挂满宝石般的

星星。第二天清晨，女民兵们迎着朝阳

再次出发……

云南省金平县“英雄十姊妹”女子民兵班—

金水河畔守护一草一木
■付云武 本报记者 柯 穴

“大家请看，这个战斗场景还原的

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的重

要一战——白马山战役……”3 月 9 日

正值周末，不少游客来到重庆市武隆区

白马山战役陈列馆参观，一名身着迷

彩、英姿飒爽的女讲解员在为大家讲述

白马山战役历史。女讲解员名叫卢玉，

她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武隆区仙女

山女子民兵连民兵。

“女民兵们亦‘兵’亦导游，不仅能

在应急处突、社会公益活动等方面发挥

作用，还可以借助自身优势，将国防教

育有机融入导游讲解全过程，让游客在

潜移默化中厚植家国情怀。”谈起组建

女子民兵连的初衷，武隆区人武部领导

告诉记者，武隆区地处山区，旅游资源

丰富，特别是以仙女山为代表的景区，

风 景 优 美 、设 施 完 善 ，是 网 红“ 打 卡

地”。随着武隆区红色文化和旅游的融

合逐渐深入，2019 年，人武部联合地方

有关部门，将热门景区的部分优秀讲解

员编入民兵组织，成立仙女山女子民兵

连，除了在景区进行讲解外，还采取进

社区和校园宣讲、在线宣讲等方式，全

方位播撒红色火种。

想加入女子民兵连不容易，需具备

1 年 以 上 讲 解 经 历 ，累 计 讲 解 不 低 于

100 场次，有从军经历的优先。经过推

荐、遴选、培训和考核，最终 50 名优秀

女讲解员光荣入队。“女子民兵连中党

员占比一半，她们是讲解岗位上的精兵

强将，还处处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带动

大家勤学苦练、比学赶超。现在每名民

兵队员都对重庆的红色历史了然于心，

可以熟练掌握线上线下多种宣讲方式，

成为区里推动全民国防教育与全域旅

游深度融合的重要力量。”人武部领导

介绍。

记 者 见 到 女 子 民 兵 连 民 兵 杨 艳

时 ，她 正 利 用 休 息 时 间 练 姿 态 、背 典

故。“成为民兵的那一刻起，我就暗下

决心，一定要把红色故事讲好、讲活，

让 游 客 在 沉 浸 式 体 验 中 接 受 国 防 教

育，在红色旅游中感悟精神力量。”杨

艳告诉记者，除了练好基本功、熟练掌

握讲解技巧外，她还想方设法丰富讲

解形式，在讲解过程中巧妙融进红歌

学唱、互动问答等环节，提升讲解的吸

引力，深受游客欢迎。

“一次宣讲就是一次国防教育，哪

怕 听 众 只 有 一 人 ，我 们 也 会 全 力 以

赴。”女民兵黄静说。3 月初，仙女山突

降大雪，女子民兵连担负道路清扫、景

区指引、安全值守等任务，确保游客游

览安全。“阿姨，我想妈妈！”一名七八

岁大的男孩与家人走失，不停地抹眼

泪。黄静把他揽在怀里说：“别害怕，

很快就能找到爸爸妈妈，咱们是勇敢

的小男子汉，阿姨给你讲故事好吗？”

“好！”黄静绘声绘色地讲起白马山战

役中的战斗故事。渐渐地，男孩被故

事中解放军将士英勇顽强、不怕牺牲

的精神所感动。“正是有了革命先辈的

流血牺牲，才有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

我们要倍加珍惜！作为一名学生，你

应该怎么做？”黄静问道。“阿姨，我会

好好学习，长大以后也要当兵保卫国

家……”红色的火种在漫天飞雪中悄

然播撒进男孩的心田。

时光流转，女子民兵连成立已 4 年

有余，武隆区的高山深谷、田间地头都

留下她们播火传薪的脚步。记者见到

女子民兵连连长冉利平时，她正组织队

员在景区绘制国防教育壁画、布置国防

教育宣传灯箱。“我们会尽最大努力不

断扩大国防教育的覆盖面，持续增强国

防教育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冉利平介

绍，她们正在筹备红色故事短视频录制

工作，届时群众“刷视频”也能接受国防

教育。

重庆市武隆区仙女山女子民兵连—

高山深谷播撒红色火种
■汤琳钰 本报记者 赵晓菡

刚刚闭幕的全国两会上，“新质生产

力”一词备受关注，成为热议话题。新质

生产力的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

是先进生产力。推动和实现生产力迭代

升级，应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突出“新”；以

效益优质为保证，突出“质”。

习主席在出席十四届全国人大二

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

会议时，站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高度，对提

升新兴领域战略能力作出全面布局，明

确要求强化使命担当，深化改革创新，

全面提升新兴领域战略能力，为推进新

时代强军事业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

要乘势而上，把握新兴领域发展特点规

律，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

融合、双向拉动。

习主席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

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

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未来高端战争是

具有智能化特征的信息化局部战争，科

技制胜的重要性愈发凸显。科技创新在

军事领域运用越充分，军事制衡能力就

越强大，就越能把握好军事斗争的主动

权。当前，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仅

剩 3年，打好攻坚战需要向新发力、以新

提质，围绕治军模式、武器装备研发、战斗

力提升，及时破解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瓶颈

难题，以“创新链”加载“作战链”，切实为

有效形成新质战斗力作出科技贡献。

打通新质生产力向新质战斗力转

化的路径，有利于为巩固提高一体化国

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统筹经济建设和国

防建设提供强劲动力、持久活力。省军

区系统地处军地结合部，应着眼新时代

人民战争特点，充分挖掘地方高新科技

成果，积极搭乘新质生产力发展快车，

紧盯行业领军企业、独角兽企业、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等，瞄准未来、紧贴

所需、服务打赢，进一步健全完善先进

技术敏捷响应、快速转化等机制，把动

员潜力转化成国防实力，当好新质生产

力同新质战斗力供需耦合的连接链条。

地方各级党委政府也应认真担负

起以新质生产力供给新质战斗力的重

要政治责任，坚持军地“一盘棋”统筹谋

划，在政策、资金、人才、平台等方面，走

开新质生产力标准通用化路子，促进军

地协调发展、平衡发展、兼容发展，切实

在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同时，为军队

新质战斗力生成赋能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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