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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与国防

本报讯 屈娅娅、王永介报 道 ：

“真是太漂亮整洁了！”这是近段时间，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镇远县

顺城社区居民常发出的赞叹。原本坑

洼的路面变得平坦，存在安全隐患的

区域装上木制防护栏……社区环境焕

然一新，这得益于黔东南州军地联动

开展的“军民有话说”活动。

顺城社区位于国家级 5A 景区镇远

古城核心区域，商业场所密集、人流车

流量大，旅游业是当地的主要产业，也

是周边商户的重要收入来源。凯里军

分区领导介绍，2022 年，军分区、镇远

县人武部与顺城社区建立对口帮扶关

系，他们以商业及便民设施整体升级

改造为抓手，推动当地旅游产业发展。

为制定更加精准的帮扶举措，军

地探索开展“军民有话说”活动，与经

营商户、社区居民面对面交流沟通，结

合群众需求和实际，对社区基础设施

进行改造。

军地还成立信息收集小组，由县

人武部职工和顺城社区居委会工作人

员担任小组联络员，每周对抽样选中

的社区居民家庭和商户以电话、短信、

走访等形式收集意见建议。月末，军

地工作人员及社区居民、商户代表齐

聚社区，面对面座谈，对可行性意见建

议拉单列表。

“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提出巷道

墙体老旧问题。没想到，我的建议引

起军地领导重视，不到 1 个月，墙面便

完成改造。”在社区复兴巷，豆腐店店

主袁立宏说，翻新后的墙面平整结实，

并绘有融入民族元素的图案，十分亮

眼，不仅自家店成为网红打卡点，巷子

里的其他店铺生意也越来越好。

截至目前，黔东南州军地完成安

装复古照明灯、增设健身设施等改造

项目 20 余项，助力古城社区焕新颜，吸

引越来越多游客慕名前来。

贵州省黔东南州军地联动开展“军民有话说”活动

古城社区焕新颜

“我珍藏的这把大刀，是儿时和

玩伴在村后山上捡的，老人说这是红

军在界首村战斗时留下来的……”一

个阳光和煦的午后，在江西省乐平市

众埠镇界首村界首中学，历史教师马

水金在课堂上展示珍藏多年的物件，

学生们看得目不转睛。

马水金是界首中学的一名普通

教师，也是一位红色文化研究者。他

与“红色”结缘，还是孩提时。1968年，

马水金出生在红十军的诞生地——界

首村。他听着村里老人讲述方志敏领

导红十军在文山进行整编、取得“秧畈

大捷”等故事长大，红色的种子早早在

心中扎根。

1989年，马水金考入原上饶师范

专科学校。同学们得知他来自红十军

诞生地，便请他讲述红十军历史。“虽然

能够说说从小听到大的革命故事，但面

对同学们的追问，对具体历史细节了解

不足的我难以应对。”马水金回忆。

此后，马水金通过阅读书籍，系

统了解红十军历史。囊中羞涩的他，

养成到旧书摊“淘”书的习惯。一次，

他看上一本钢板刻印的《赣东北革命

史》，手头钱不够，跟摊主软磨硬泡一

下午，终于买到了书。马水金至今记

得当时的心情：“买完书没钱乘车，步

行了 10 多里地回学校，一路特别兴

奋，如获至宝。”

渐渐地，随着对红十军的了解越

深入，马水金对那段历史就越着迷。

他常利用周末时间，到弋阳、横峰、德

兴等红十军战斗过的地方，参观当地

的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希望红十军的

形象在脑海中更完整。

1992 年，师专毕业后，马水金被

分配到界首中学任历史教师。怀着

讲好每一堂课的责任感，他更加广泛

地阅读、收藏红色书籍。在教学中，

他注重打通课上与课下、校内与校

外，拓展红色教育阵地，让学生们更

好地了解本地革命历史。

界首中学围墙外有一座革命烈

士纪念碑，碑上镌刻着 39 位烈士的

名字。当地群众只知道他们牺牲于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一些烈

士牺牲的原因并不知晓。马水金走

访当地档案馆、史志办，探访老红军、

烈士后人，查阅大量资料，最终确认

张发金烈士是 1934 年从根据地返乡

侦察时牺牲，张文松烈士是 1934 年

在破坏敌人通信线路时牺牲……这

些烈士事迹，都成为他开展爱国主义

教育的鲜活教材。

多年来，马水金利用工作之余，

先后参与编写《红十军在乐平》《红十

军大事记》等书籍，并办起占地 120

余平方米的家庭红色资料室，将收藏

的 7000 余册红色图书免费供群众借

阅。“这一路走来，我不图别的。从事

红色文化研究，年轻时是业余爱好，

工作后是责任使然。未来，我希望继

续讲好革命故事，为孩子们留下信念

的‘ 火 种 ’，让 他 们 记 住 红 色 的 乡

土。”马水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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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雨化泪怀英烈，苍松吐绿念忠

魂。

“弟弟，我来看你了！45 年了，家

里 人 念 了 千 遍 万 遍 。 父 母 最 大 的 心

愿，今天我替他们完成了！”清明时节，

广西凭祥市匠止烈士陵园，刘掌株带

着长久的思念，和弟弟刘稳岩烈士完

成了跨越时空的“团聚”。刘稳岩 1960

年入伍，1979 年在边境战斗中牺牲。

清明前夕，为纪念在边境牺牲的

安化籍革命烈士，湖南省安化县军地

组织 30 余名烈士亲属，奔赴千里之外

的广西，分别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烈士

陵园、崇左市龙州烈士陵园、凭祥市匠

止烈士陵园开展祭扫活动。

安化是革命老区，正式被追认为

烈士并收入《湖南省烈士英名录》的烈

士共有 401 名。近年来，在安化县军地

共同努力下，散葬于全国各地的革命

烈士遗骸陆续归葬家乡，而在边境作

战中牺牲的 24 名安化籍烈士，仍长眠

于广西的烈士陵园中。

英 烈 埋 骨 他 乡 ，英 名 长 存 桑 梓 。

该 县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局 局 长 吴 再 连 介

绍，考虑到部分烈士亲属祭扫需求和

实际困难，2019 年，他们联合县人武部

等部门，主动与广西各地退役军人事

务部门及烈士陵园对接，确认安化籍

烈士相关信息。此后，每年清明时节，

他们坚持组织烈士亲属异地祭扫，缅

怀烈士功绩，告慰烈士英灵。

“我是胡礼安的弟弟，我愿意前往

广西参加祭扫。”清明节前夕，接到县

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的来电，胡

品安得知终于能与哥哥“相见”，抑制

不住内心的激动，泪水扑簌而下。

1981 年 2 月，19 岁的胡礼安参军入

伍，陆续从部队寄回几封信件。家里

人日思夜盼，没想到半年后，等来的是

胡礼安在边境作战中牺牲的消息和一

纸烈士证明。“我们只知道他安葬在广

西，并不知道具体地点。”胡品安说。

“胡礼安烈士生前所在部队早已

撤编，留存信息少，寻找难度较大。”县

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刘胜刚介绍，

他们一开始把目标放在龙州、凭祥等

地，但经过资料筛查和现场核对，并未

找到。最终经过多部门合作，终于在

广西壮族自治区烈士陵园找到胡礼安

烈士的墓。

“原以为只能守着烈士证明缅怀哥

哥了。”在军地人员安排下，胡品安来到

广西，“如今看到陵园环境这么好，知道

党和国家没有忘记他，我们就放心了！”

据介绍，近年来，该县军地已为陈

圣尧、陈乐明、龚善修等多名烈士找到

亲人，并深入实施“慰烈工程”，修建云

台山英雄公园，对全县已确认信息的

100 余座零散烈士墓进行分批次集中

迁葬。2021 年，云台山英雄公园被确

定为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下一步，我们将在坚持组织异地

祭扫的同时，继续完善烈士信息台账，

发 动 社 会 各 界 力 量 广 泛 宣 传 烈 士 事

迹，推动烈士事迹进机关、进学校、进

企业、进社区，进一步浓厚尊崇英烈、

捍卫英烈的社会风尚。”该县人武部领

导说。

湖南省安化县连续多年组织烈士亲属异地祭扫—

为了跨越时空的团聚
■张谭生 谢凌云 本报特约通讯员 肖 腾

3月底，安徽省安庆军分区组织全区民兵教练员重点围绕废墟搜救、紧急转

运伤员等课目，展开抗震救援行动教学训练，全方位锤炼应急力量组织指挥、精

准用兵等能力。

图①：民兵教练员在“废墟”搜救。

图②：民兵教练员通过救援三脚架营救“被困人员”。

王 飞、刘巨华摄影报道
②②

①①

又是一年清明时，缅怀英雄寄哀

思。

清明节前夕，甘肃省两当县新北街

19 号，临街的一栋楼前，聚满前来参观

瞻仰的人群。这一天，陈红军烈士事迹

展陈室正式揭牌开馆。

两当县位于陇南市东北部，是陈红

军 烈 士 的 家 乡 。 2020 年 6 月 ，陈 红 军

为捍卫祖国领土主权、维护国家核心

利益壮烈牺牲，被中央军委追授“卫国

戍边英雄”荣誉称号；2021 年，被中共

中央授予“七一勋章”。

“为更好传承英烈精神、继承英烈

遗志，人武部组织人员赴陈红军烈士生

前所在部队和院校，寻访英雄故事、收

集实物资料，历时 1 年，规划建设陈红

军烈士事迹展陈室。”两当县人武部政

委 丁 飞 介 绍 ，展 陈 室 通 过 1 万 余 字 文

稿、68 张图片及 33 件实物，展示陈红军

烈士英雄事迹，旨在弘扬英烈心怀大

爱、舍身为国的精神，充分体现英烈精

神的时代价值。

新时代，陇南养育了陈红军这样的

戍边英雄；革命战争时期，陇南是红一

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

十五军长征途中战斗过的地方。一代

代英烈用生命践行初心使命，留下一串

串永不褪色的名字，犹如闪亮的精神坐

标，激励着陇南儿女砥砺前行。

“陇南市现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45 处，各类革命历史类纪念设施、遗址

52 处。”陇南军分区领导介绍，近年来，

陇南市军地通过普查红色革命文物、建

设红色文化纪念馆、大力推进长征国家

文化公园项目等，保护红色资源，珍存

不能忘却的记忆。

红色重镇宕昌县哈达铺镇是红军

长征在甘肃境内革命文物陈列最多、原

貌保存最完整的一处旧址。在城乡规

划中，陇南市先后公布实施《宕昌县哈

达 铺 历 史 文 化 名 镇 保 护 规 划（2021-

2035）》《陇南市哈达铺红军长征旧址保

护条例》，让红色资源的保护、管理、运

用有据可依。哈达铺镇上街村党支部

副书记马小泉介绍，他们先后制作发放

文物保护法应知条款图文宣传册 600

余册，文物保护宣传册 300 余册，宣传

文物保护知识。

当一段段红色记忆被擦亮，一处处

红色景点也成为革命传统教育、全民国

防教育的课堂。“请大家排好队！”周末

的武都革命历史纪念馆人群熙攘，工作

人员引导参观者有序进馆。该馆馆长

张永龙介绍，他们通过声、光、图、物等

多种形式展陈史料文物，将逼真的模拟

场景和先进的布展技术相结合，让教育

“动”起来、让历史“活”起来。

在大力提升红色场馆展陈水平的

同时，该市还积极推动红色资源抢救性

挖掘和整理工作。武都区人武部政工

科干事冉子成说，为还原当地革命历

史，他们联合区委党校，寻访革命后代，

收集珍贵文物数十件，整理文字资料几

十万字。

该市还将红色元素融入城市公共

服务设施，在市政公园、滨江公园、文化

广场等市民经常活动的 22 个公园（广

场），建造革命英雄主题雕塑，举办革命

历史故事展览，让红色基因接续传承，

焕发新的光彩。

英烈虽已逝去，但精神永存。“今

后，在做好革命遗址修复和保护基础

上，我们将继续创新教育方式和传播形

式，在全社会树立保护革命文物、弘扬

英烈精神、赓续红色血脉的良好风尚。”

陇南军分区领导说。

甘肃省陇南市军地合力构建红色资源保护体系—

珍存不能忘却的记忆
■雷鹏英 董亚雄 本报特约记者 贾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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