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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林挺、记者宋芳龙报道：

“加入‘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成为新时

代的‘海霞’，是我们一生的荣光。”3 月

28 日，在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先锋女子

民兵连”2024 年民兵入队仪式现场，身

着迷彩、佩戴中国民兵鲜红臂章和领

章，新入队女民兵黄佳宁难掩内心激

动。当天，共有 14名市属国企新员工加

入“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编入洞头区

民兵应急一排，正式走上“海霞”战位。

“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是一支闻

名全国的民兵连队，连队守卫海防前哨

的事迹被拍成电影《海霞》传遍全国。

近年来，连队训练转型，对编兵提出了

更高要求。“拓展女子民兵连编兵渠道，

确保连队训练质效迫在眉睫。”温州军

分区领导告诉记者，经温州市委常委议

军会研究决定，从今年开始，每年从市

属国有企业新招录员工中拿出一定指

标定向招录女青年充实“洞头先锋女子

民兵连”。新员工被录用的前 3 年在该

女子民兵连训练生活。

1 月上旬，温州市属部分国有企业

拿出综合管理、内勤等 14 个岗位面向

社会招录女员工，先入队再到岗。招录

公告甫一发布，100 余名符合条件的女

青年报名应聘。在军地联合考评小组

初评基础上，又经过笔试、体能测试、面

试、综合评价等环节筛选，最终 14 人成

功入围。

在入队仪式现场，来自温州市瓯海

区、2023 年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

院的林心慧，谈起加入民兵连的初衷：

“以前总在网上看到‘海霞’女民兵们训

练的飒爽英姿，被她们守岛拼搏的精神

深深打动。今天成为她们中的一员，让

我的青春因迷彩而变得更有意义。”和

她来自同一个区的黄雪茹告诉记者，她

为能够加入“海霞”这支光荣的队伍感

到自豪，一定刻苦训练、精武强能，早日

成为名副其实的“海霞传人”。

洞头区人武部政委王迎锋介绍，这

14 名新“海霞”主要来自温州市辖区，既

有退役女兵，也有刚毕业的大学生，平

均年龄 22 周岁，学历均为全日制大专

以上。

“依托国企招录女青年带编入队，

既为‘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高质量发

展提供人才支撑，也是为国企培养后备

人才，是互促双赢之举。”温州市国资委

领导告诉记者，相信经过“洞头先锋女

子民兵连”3 年的摔打锤炼和海霞红色

基因的滋养，新入队女民兵未来一定能

成为国企建设发展的骨干力量。

浙江省温州市依托国企招录女青年带编参加“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

新员工先上战位再上工位

清明将至。这天一早，95 岁的赵银

亭在家人搀扶下又一次来到山东省惠

民县石庙镇归化烈士陵园，为她惦念的

烈士们献上一束鲜花，添上一抔新土。

“找不到烈士亲属，我就是他们的

亲人。又到清明节了，我来看看他们。”

赵银亭擦拭着墓碑，尽管手有些颤抖，

但擦得仔细认真。32 年来，这样的动作

不知重复了多少次，但她从没倦怠过。

1929 年出生的赵银亭，是石庙镇归

化村村民。出嫁前，她参加村妇女救国

会，组织村里妇女为前线将士做军鞋、

缝军衣、磨军粮，1947 年 7 月光荣加入

中国共产党。1941 年冬，八路军部队转

移北上，途经当时的商惠县（今商河县

和惠民县交界地带）时，遭遇日寇合围，

48 名八路军战士奉命在五寨子一带掩

护大部队突围，因寡不敌众，全部壮烈

牺牲，当地党组织带领村民把他们的遗

体就地掩埋。新中国成立后，赵银亭曾

担任归化村党支部书记，常来这里清理

杂草、祭奠英魂。

“ 当 年 要 不 是 八 路 军 打 跑 日 本 鬼

子，我们连家都回不了。八路军对我们

有恩，我愿意为他们守墓。”1992 年，当

地建成归化烈士陵园，需要一位守墓

人，63 岁的赵银亭主动报了名。自此，

她和丈夫便住进距离烈士陵园 15 米的

旧房子里义务守护。

一 句 承 诺 重 千 钧 ，赵 银 亭 和 丈 夫

一守就是 30 多年。30 多年来，赵银亭

每天都要到陵园走一走、看一看，擦擦

墓碑，扫扫落叶，清理清理杂草。每到

清明节，她会早早来到陵园添置新土，

祭奠英烈。遇到刮风下雨天，即使是

深夜，赵银亭也会到陵园巡查，看看树

木有没有被刮倒。2019 年 8 月，超强台

风“利奇马”来袭，惠民县普降暴雨，陵

园出现积水，她和家人一起连夜将积

水排出。

在 赵 银 亭 的 守 护 下 ，陵 园 鲜 见 杂

草 ，碑 上 不 积 灰 尘 ，放 眼 望 去 整 洁 肃

穆。2020 年，石庙镇党委政府对烈士陵

园进行扩建，建起革命历史纪念馆，许

多党员干部、青年学生前来参观。每逢

清明节、八一建军节，赵银亭则担任讲

解员，为前来参观的人员讲述那段烽火

岁月。她常说：“让后人记住这段历史，

才对得起死去的烈士。”

这几年，看着年迈的赵银亭依然坚

守如初，家人心疼地劝她回家住，她却

摇摇头：“朝夕相处了几十年，如果我走

了，只怕烈士们孤单，我放心不下。只

要还能动，还能下得了床，我就一直守

下去。”

赵银亭做的这一切，儿孙们看在眼

里，记在心中。“没有先烈们的流血牺

牲，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要

接过曾奶奶的接力棒，把这份责任传承

下去，继续守护好烈士陵园。”赵银亭的

重孙管文浩坚定地说。

2022 年第四季度，赵银亭入选“中

国好人榜”。

左上图：赵银亭向前来扫墓的惠民

县人武部工作人员讲述当年的战斗故

事。 刘振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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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徐大鹏、特约记者乔振

友报道：清明前夕，吉林省农安县烈士

纪 念 设 施 守 护 志 愿 服 务 队 例 行 巡 察

时发现，靠山镇革命烈士陵园碑文有

褪色现象，立即将情况通报给县退役

军人事务局。一天后，负责管护该镇

陵园的民兵应急排和镇中心小学就组

织民兵和学生对陵园进行维护。这是

该县军地联合开展烈士纪念设施保护

行 动 的 一 个 镜 头 。 该 行 动 开 展 两 年

来，全县每一座烈士墓都有了守护者。

农 安 县 是 我 军 三 下 江 南 战 役 中

靠 山 屯 战 役 发 生 地 。 为 缅 怀 革 命 先

烈 ，该 县 先 后 修 建 4 个 烈 士 陵 园 。

2022 年 3 月，县征兵办组织预定新兵

到 靠 山 镇 革 命 烈 士 陵 园 开 展 役 前 教

育 时 ，发 现 烈 士 纪 念 塔 塔 身 底 漆 脱

落。“守护烈士纪念设施，就是守护我

们 的 精 神 家 园 。”县 人 武 部 领 导 在 与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商议解决此事

过程中一致感到，保护烈士纪念设施

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必须确保每处

烈士纪念设施都得到管护。不久，在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倡议下，县人武部、

教育局、公安局、检察院和关工委等部

门共同参与，展开烈士纪念设施保护

行动。

他 们 首 先 对 辖 区 内 烈 士 纪 念 设

施、散葬烈士墓逐一核查，建档造册，

做 到 实 物 图 片 、环 境 图 片 、地 理 定 位

和管护单位准确对应。在此基础上，

成 立 由 退 役 军 人 组 成 的 烈 士 纪 念 设

施守护志愿服务队，不定期对烈士纪

念设施进行巡察暗访；县人武部与县

教育局联合开展“大手拉小手红色守

护 行 动 ”，明 确 每 座 烈 士 墓 由 一 名 民

兵带两名学生负责，定期祭扫、维护；

公 安 部 门 依 法 打 击 破 坏 烈 士 纪 念 设

施行为，检察机关依法履行公益诉讼

职 能 ，助 力 烈 士 纪 念 设 施 保 护 ；关 工

委挖掘整理英烈事迹，参与组织民兵

和 中 小 学 生 共 同 开 展 英 烈 故 事 宣 讲

活动。2022 年 5 月，一名农民为扩大

耕 地 面 积 ，将 一 处 散 葬 烈 士 墓 破 坏 。

负 责 管 护 该 烈 士 墓 的 民 兵 第 一 时 间

将情况上报有关部门，县检察院启动

公益诉讼机制，追究这名农民的民事

责任。

“刘德彪，1932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

军，1945 年 11 月 12 日被任命为中共农

安县第一任县长。同年 12 月 26 日，在

与叛军激战中壮烈牺牲……”在农安

县革命烈士陵园，一位身着老式军装

正 在 向 祭 扫 群 众 讲 述 烈 士 事 迹 的 老

人，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既要保护好烈士纪念设施，更要

讲好烈士故事，传承烈士精神。”县退

役军人事务局局长王喜文告诉记者，

这位老兵叫杨复久，是县关工委烈士

精神宣讲团成员。和他一样，全县有

一批退役军人在守护烈士墓的同时，

义务担任红色宣讲员，利用各种时机

向干部群众宣讲英烈事迹。他表示，

下一步，军地将以深化烈士纪念设施

保护行动为契机，挖掘整理更多烈士

事迹，常态化宣传英烈精神，让烈士纪

念 设 施 成 为 弘 扬 英 烈 精 神 的 重 要 载

体 ，在 全 社 会 形 成 尊 崇 英 烈 、捍 卫 英

烈、学习英烈的良好风尚。

吉林省农安县军地联合开展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行动

每座烈士墓都有守护者

本报讯 潘进、汤伟报道 ：“1934

年，红 82 师途经乌凤沟，遭到敌人围追

堵截。红军将士浴血奋战，600 余人壮

烈牺牲……”清明前夕，安徽省金寨县

乌凤沟战斗红军烈士纪念园，长岭乡

实 验 中 学 教 师 李 军 以 现 场 教 学 的 方

式，讲述红军将士的英勇事迹，引导学

生感悟当下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连

日来，该县各乡镇围绕“铸魂·2024·清

明祭英烈”主题，广泛开展各类祭扫活

动，讲好革命故事，赓续红色血脉，弘

扬英烈精神。

“在金寨，一处纪念地就是一个红

色 课 堂 。”县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局 党 组 成

员、副局长杨清志介绍，金寨是中国革

命的重要策源地、人民军队的重要发

源地，境内登记在册的烈士纪念设施

64 处，其中国家级 1 处、市级 5 处、县级

及以下 58 处。为保护好红色遗存，他

们编制《金寨县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修

缮专项规划》，印发《烈士纪念设施规

划建设修缮管理维护工作方案》，县域

内所有烈士陵园（纪念园、墓地）均达

到景观化、园林化标准。2020 年 7 月，

金寨县革命烈士陵园入选中华民族文

化基因库（一期）红色基因库试点。

为充分发挥烈士纪念设施的教育

功能，他们线上线下结合，把建设红色

基因库作为传承大别山精神的重要载

体，在数字化采集 84 件革命文物及文

献资料、7500 平方米建筑物、2 平方千

米纪念设施，拍摄 10 个金寨红色故事，

建起县域红色文化大数据体系的同时，

将研究开发的大别山精神数字课程、红

色基因故事、红色文物展示平台、红色

景区在线游览等系列试点成果，通过新

媒体多维呈现；推广应用到安徽省高校

智慧思政平台，覆盖 123 所高校、150 余

万名师生。

“以前烈士纪念设施和革命文物

只能去现场看，现在通过数字化技术

平台，在课堂上就能学习和体验，还能

360 度旋转，看得非常真切。”金寨县第

二中学学生、红色宣讲员詹柯怡告诉

笔者，“红色资源与现代科技相融合，

让革命文物动了起来、红色文化活了

起来。”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园区及展馆

数字化建设，很多实体展览内容可在

线上实现立体式、延伸式展现。”金寨

县革命烈士陵园负责人介绍，观众可

通过该园官网实现 360 度全景漫游式

参观园区展陈，了解各处纪念设施及

景点的全方位信息。据不完全统计，

近年来，线上和线下观瞻人数每年都

在 150 万人次以上。“今年，我们又在园

区各个展馆的展板和展柜上设置了二

维码，参观者可随时随地扫码收听展

览及景点语音介绍。”该负责人说。

“烈士纪念设施是红色资源，是鲜

活的历史，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六安市委常委、金寨县委书记汪冬表

示，下一步，他们将深入推进烈士纪念

设施管护，进一步发挥烈士纪念设施

的教育功能，持续打造线上和线下课

堂，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安徽省金寨县积极发挥烈士纪念设施教育功能

红色纪念地线上有课堂

清明将至，四川省隆昌市人武部组织民兵到市革命烈士陵园，开展“缅怀革命先烈 矢志奋斗强军”

主题祭扫活动。 任学奇摄

根据年度出版计划，《中国国防

报》（邮发代号：1-188）2024 年清明

放假期间休刊两期，即 2024 年 4 月

4 日、5 日休刊。4 月 8 日正常出版。

休 刊 启 事

日前，贵州省六盘水市中心血站

血液供应告急，武警六盘水支队第一

时间组织官兵参与献血。图为无偿献

血官兵展示献血证。

何 昆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