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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新闻

“希望志在蓝天的同学们，都能如

愿以偿，航空报国，献身国防，在无垠

的蓝天写下青春的诗行！”随着海军飞

行员、一等功臣罗胜科的激情讲述，湖

南省桃江县一中“飞行员苗子班”的学

生们热血沸腾。

3 月下旬，该县人武部邀请桃江

籍一等功臣丁阳、罗胜科、李明走进县

一中，与“飞行员苗子班”学生座谈交

流。据悉，他们均为海军某部飞行员，

因 工 作 成 绩 突 出 ，丁 阳 、罗 胜 科 于

2021 年荣立一等功，李明于 2022 年荣

立一等功。

“作为新中国空军早期奠基人之

一、开国少将唐铎的家乡，益阳素来有

携笔从戎、航空报国的丰沃土壤。”桃

江一中教务副主任彭云秋说，自 1989

年军队招收飞行员工作正式纳入国家

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计划以来，桃江一

中积极探索创新飞行学员“育苗”路

径，精心打造招飞“金字招牌”。

经上级批准，1998 年，桃江一中

成立“飞行员苗子班”。第二年，该校

被定为益阳市空军飞行学员早期培训

基地。他们每年从初中毕业生中选拔

身体合格、成绩优良的学生进入苗子

班，高中三年进行准军事化管理，邀请

空军专家前来授课，确保学生接受专

业优质培训。县人武部定期为苗子班

上国防教育课，每年利用全民国防教

育日、八一建军节等契机，组织苗子班

学生前往马迹塘战史陈列馆、桃江县

烈士陵园等红色教育基地参观见学。

与此同时，该校加大校园文化氛

围营造，让同学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

红色文化熏陶。笔者走进桃江一中看

到，一架退役歼击机昂首向天，振翅欲

飞；主干道两旁，“光荣榜”里展示着温

伟彬、丁阳、罗胜科等桃江籍飞行英雄

的事迹；走廊宣传画上，悬挂王海、张

积慧等空军老英雄的照片。穿行于

此，就像与英雄对话，令人热血沸腾。

在他们精心培育下，一代代“雏

鹰”走出校门，逐梦蓝天。30 多年来，

该 县 先 后 为 部 队 输 送 飞 行 学 员 257

名，其中桃江一中毕业生有 158 人，罗

胜科、李明就是从这个学校走出去的

代表。受这些飞行员影响，全县适龄

青年参军报国热情不断高涨。仅今

年上半年，大学生报名人数同比增长

2.1 倍。

“看到学弟学妹，就像看到了当年

的自己。”站在母校讲台上，李明又拾

起了童年回忆。上初中时，他跟着老

师来到桃江一中参观，一进门就被威

武的歼击机所吸引，更被学校宣传栏

上许多英雄飞行员的事迹所鼓舞。从

那时起，他暗下决心努力锻炼、刻苦学

习，后来，顺利考进桃江一中“飞行员

苗子班”，如愿成为一名飞行员。

“以前我看过一部电影，里面讲述

的空军英雄的故事，让我十分感动。

上了中学我才知道，英雄并不遥远，就

在我们身边。”在互动交流环节，“飞行

员苗子班”学生周昌达高兴地告诉学

长，他已经通过了招飞体检，通过这次

交流，更坚定了从军报国、逐梦蓝天的

理想，决心要以学长为榜样，在祖国的

天空书写强军航迹。

“逐梦祖国蓝天，标定青春高度。”

该县人武部领导介绍，他们将持续做

好功臣事迹宣传工作，营造志在蓝天、

保家卫国浓厚氛围，进一步提升飞行

学员早期培训质效，努力为国家输送

更多优质飞行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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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晚上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

着了，还特别容易醒……”3 月 21 日，一

位老奶奶向上门义诊的联勤保障部队第

984 医院睡眠调养专家尚金丽，讲述困

扰自己多年的睡眠难题。尚医生认真聆

听后，给老人开出调整心态和药物治疗

的解决方案。

连日来，该医院采取设立临时诊疗

点、组织专家医疗队上门义诊、帮助驻地

医院提升诊疗能力和服务水平等方式，守

护驻地群众安康。

前不久，针对一些群众反映睡眠质量

不高的问题，他们抽组精神、心理、神经内

科等专家成立睡眠调养病区，通过开展健

康讲座、放松训练、免费义诊等活动，普及

睡眠健康知识，不断提高就诊群众对睡眠

障碍的科学认知。

记者在义诊现场看到，睡眠专家耐心

解答一些驻地群众有关睡眠障碍方面的

困惑和问题，指导大家进行自我调节，并

从饮食、心理等方面，给出针对性建议。

睡眠调养病区主任张尚荣以讲座形式，详

细介绍了睡眠障碍的识别和干预方法，建

议有睡眠问题的群众调整作息时间、改善

睡眠环境、减少夜间活动等。

在此基础上，该医院还组织心理专

家进企业和社区，为容易失眠人群开展

放松训练。心理治疗师郑洁现场指导失

眠群众患者，开展想象放松训练和渐进

性肌肉放松训练，帮助大家改善失眠问

题。“感谢军队医院的专家，我现在感觉

没那么焦虑了，今晚肯定能睡个好觉！”

放松训练结束后，经常被失眠困扰的某

企业工程师小张高兴地说。

急 驻 地 群 众 所 急 、想 驻 地 群 众 所

想。去年以来，该医院先后为 4000 余名

驻地群众提供义诊服务，受到社会各界

好评。

联勤保障部队第 984 医院

守护驻地群众安康
■陆文茹 本报特约记者 王均波

3月 21日，山东科技大学组织召开 2024年春季校园双选会，退役大学生士

兵向毕业生介绍应征入伍政策。 张进刚摄

浙江省瑞安市

提高优抚服务水平
本报讯 潘新豪、吴纯弟报道：近

日，浙江省瑞安市深入开展“百家商户

争创双拥共建模范单位”活动。他们

为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及优抚对象推

出养老服务等项目，持续提升看病优

先、体检优待等服务水平，进一步营造

拥军崇军的浓厚氛围。

江西省婺源县人武部

强化组训施教能力
本报讯 朱泽民报道：3 月下旬，

江西省婺源县人武部开展民兵教练

员集训。他们依据民兵军事训练大

纲要求，组织编写教案、四会教学、课

目示范、共同基础、任务行动等课目

训练，不断提升民兵教练员组训施教

能力，为下一阶段开展民兵训练打下

良好基础。

陕西省兴平市人武部

加强法规制度学习
本报讯 高继原报道：3 月下旬，

陕西省兴平市人武部开展“法规学习

月”活动。针对所属部分人员法规知

识掌握不牢、落实制度不严等问题，他

们梳理出落实法规制度应知应会手

册，通过部领导授课辅导、观看警示

片、讨论交流等形式，强化干部职工、

文职人员法规意识。

本报讯 沙泷、特 约 通 讯 员王子

冰 报 道 ：3 月 下 旬 ，位 于 四 川 省 甘 孜

藏 族 自 治 州 双 拥 广 场 附 近 的 十 八 军

窑洞景区，吸引一批又一批游客前来

参观，一孔孔依山而建的窑洞给大家

留下深刻印象。

据 悉 ，该 州 按 照“一 城 一 品 牌 ，一

地 一 特 色 ”的 思 路 ，制 订“ 一 脉 相 承 、

双 向 奔 赴 、一 个 目 标 ”的“ 双 拥 一 二

一”工作计划，依托资源禀赋，创新推

出“双拥+红色旅游”特色品牌和红色

旅 游 精 品 线 路 ，擦 亮 革 命 老 区 的“ 红

色名片”。

他 们 通 过 整 合 军 地 资 源 ，先 后 修

缮扩建红色场馆、烈士陵园、双拥主题

公园、双拥文化广场等 56 处红色教育

基地，推出甘孜大会师、长征丰碑自驾

体验游等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同时，

动 员 2000 余 家 企 业 、商 户 为 军 人 、退

役 军 人 和“ 三 属 ”提 供 近 3000 项 优 待

优惠项目，内容覆盖文旅、交通运输、

金融、医疗、培训、就业等领域。

“军 爱 民 、民 拥 军 ，双 向 奔 赴 情 更

深。”近年来，驻军部队官兵倾情反哺

“ 第 二 故 乡 ”，先 后 结 对 帮 扶 533 户 农

牧民家庭 ；人武系统组建民兵马背宣

讲队，结合送教上门帮助联谊家庭解

决急难愁盼问题，为群众办实事、解难

题 1200 余件。

该 州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局 党 组 书 记 、

局长丁淑娟介绍，下一步他们还将重

点推动交通、文旅、医疗等方面的优待

内容，继续深化开展社会化拥军活动。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擦亮老区双拥新品牌

携手并肩唱响“一二一”

本报讯 李世杰、汤伟报道：“今年

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给我们单

独设置 3 个定向岗，40 周岁以下都有机

会，还有单独加分项……”3 月下旬，某

部随军家属王娟看到 2024 年度安徽省

六安市市直机关事业单位招聘公告后

兴奋不已。

去年，该市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在调研中了解到，驻军部队随军家属

就业安置并不理想，尤其是已随军多年

的家属，年龄和学历不占优势，靠个人

很难找到满意工作。

对此，他们主动对接相关部门，联

合出台《六安市军人随军家属就业安置

实施细则》，明确每年从市直机关事业

单位拿出 2 到 3 个编制岗位，放宽年龄、

学历等条件限制，用于定向招聘随军家

属。招聘中，结合现役军人的军龄、职

务级别、立功受奖情况等进行量化积

分，其中在艰苦边远地区服役和飞行等

特殊岗位工作的，可另外加分。然后，

再结合家属的笔试、面试成绩从高到低

录用。

对于未能在公务员及事业编制岗位

完成安置的随军家属，该市每年举办一次

随军家属就业服务专场招聘会，对自主就

业创业的随军家属，政府在创业担保贷

款、税费减免等方面给予相应优待，并通

过企业吸纳、公益安置等方式予以解决。

今 年 以 来 ，该 市 先 后 对 口 调 动 安

置 9 名 随 军 家 属 ，推 荐 8 名 到 社 区 工

作，较好地满足了随军家属提出的就

业意向。

安徽省六安市着力做好军属安置工作

军地合力画好“同心圆”

“魂断最是春来日，一起弹泪过清

明。”清明历经数千年传承，可以说是

最能体现“慎终追远”这一文化品格的

节日。

鲜花献英烈，哀思祭忠魂。清明

节之于中国人的意义，已不仅是一个

节气、一个节日，也是一个节点，用来

标注缅怀与感恩、逝去与铭记、家国与

大义。在这样一个日子里，既追忆过

去，也希冀未来；既留恋故乡，也遥望

远方；既心念先祖，也不忘英烈。清明

时节祭奠英模、缅怀烈士，可以给人们

一个慎终追远的机会，一个抚慰心灵

的机缘，思考生命的意义，凝聚前行的

力量。

魂兮归来动苍穹，叫声英雄泪长

流。中华民族历来崇尚英雄、敬仰英

雄，也历来英雄辈出、群英云集。据不

完全统计，自革命战争年代以来，先后

约有 2000 多万名英烈为中国革命和建

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争取民族独

立，他们前仆后继、奋不顾身；拯救国

家危难，他们挺身而出、义无反顾；护

佑 人 民 安 康 ，他 们 毫 不 犹 豫 、英 勇 无

畏 。“ 高 尚 的 生 活 ，常 在 壮 烈 的 牺 牲

中。”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如画战旗，烈

士的生命铸就了革命成功，烈士的血

肉换来了国泰民安。

英 魂 不 泯 ，浩 气 长 存 。 千 万 英

烈 ，夯 实 共 和 国 大 厦 的 坚 实 基 座 ；无

数 英 魂 ，铸 就 中 华 民 族 的 精 神 丰 碑 。

从 夏 明 翰“ 坚 持 革 命 继 吾 志 ，誓 将 真

理传人寰”，到邓雅声“饮弹从容向天

笑，永留浩气在人间”；从汪石冥“有

朝锁链捶断也，春满人间尽自由”，到

姚 伯 壎“ 堪 嗟 大 地 多 荆 棘 ，愿 借 犁 锄

一扫空”……英烈身上镌刻着忠诚不

渝 的 信 念 、敢 打 必 胜 的 血 性 ，蕴 含 着

奋 勇 向 前 的 担 当 、百 折 不 挠 的 坚 韧 ，

彰 显 着 坚 贞 不 屈 的 气 节 、以 苦 为 乐

的 情 怀 。 有 了 这 些 精 神 财 富 ，我 们

就 有 了 踔 厉 前 行 、团 结 奋 斗 的 不 竭

动 力 ，就 有 了 战 胜 困 难 、攻 坚 克 难 的

强大法宝。

英 烈 没 有 远 去 ，牺 牲 亦 是 长 存 。

英雄烈士保护法庄严宣告：“国家和人

民永远尊崇、铭记英雄烈士为国家、人

民和民族作出的牺牲和贡献。”每一次

对英烈的仰望，都是一次初心使命的

唤醒；每一次对英烈的追思，都是一次

伟大精神的传承。山河已无恙，吾辈

当自强。弘扬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

因，是对他们最好的缅怀；不忘苦难历

史、继续砥砺前行，是对他们最好的礼

敬；坚守初心使命、实现民族复兴，是

对他们最好的告慰。

英烈功勋彪炳史册，烈士精神烛

照未来。人需要精神支撑，社会需要

信仰维系。走过枪林弹雨、纷飞战火，

英烈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脊梁；实现强

国建设、民族复兴，英烈是指引方向的

精神灯塔。今天，我们前所未有地走

近世界舞台中央，实现强国强军的宏

伟目标，必然会面临超乎想象的困难、

更加严峻的挑战、前所未有的考验，更

加需要我们大力弘扬热爱祖国、忠于

人民、无私奉献、敢于牺牲为主要内容

的烈士精神，凝聚起勇往直前、无坚不

摧的奋进力量。

“ 他 们 信 仰 的 理 想 正 在 实 现 ，他

们开创的事业正在继续，他们书写的

历 史 必 将 由 我 们 继 续 书 写 下 去 。”这

是对革命先烈的深情告慰，也是对我

们莫大的激励和鞭策。愿今人奋力，

以告慰先驱。秉承烈士遗志，传承英

烈 精 神 ，筑 牢 精 神 支 柱 ，当 好 红 色 传

人，直面挑战 、接续奋斗，不忘初心 、

勇毅前行，我们一定能够让无数英烈

孜孜以求的梦想，在新时代更加绚烂

地绽放。

勇毅前行是最好的缅怀
■罗志军

清明节前夕，江苏省扬州市

三江营革命烈士纪念馆义务讲解

员张明海，像往常一样清扫纪念

馆，擦拭纪念碑……

三江营是新四军渡江北上抗

日的第一站，也是渡江战役前夕

我军攻克敌军江北的最后一个堡

垒。后来，为纪念这片红色热土

和在这里牺牲的革命先烈，当地

政府在这里建立了三江营革命烈

士纪念馆。

2020 年，扬州市退役军人张

明海在参与三江营革命烈士陵园

整修时，被一个个红色故事所感

染，于是下决心担任义务讲解员，

以这样一种方式守护英烈。

上图：张明海擦拭纪念碑。

右图：张明海为驻军官兵讲

红色故事。

严明亮、李小龙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