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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班了！”3 月下旬的一个

早上，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尔沁右

翼 前 旗 曙 光 村 村 民 迎 着 朝 霞 去 上

班，他们的工作地点在陆军某试验

训练区。

“我们这个保洁队有十几号人，

都 是 邻 里 乡 亲 ，在 家 门 口 上 班 ，每

月 到 点 开 工 资 ，而 且 还 给 上 保 险

呢！”村民单九妹高兴地告诉笔者，

这几天，他们村又有几个人来这里

上 班 了 ，有 的 当 炊 事 员 ，有 的 当 司

炉 工 ，有 的 当 维 修 工 ，还 有 的 当 水

暖工。

该试验训练区地处科尔沁草原，

其前身是我国第一个常规兵器试验

靶场。1954 年，第一批“砺剑人”从

抗美援朝战场凯旋，征尘未洗便奔赴

塞外草原，拉开了建设常规兵器试验

靶场序幕。

官 兵 们 可 谓 是 白 手 起 家 。 那

时，没有住房、没有院墙、甚至没有

道 路 ，住 的 是 干 打 垒 、喝 的 是 苦 雨

水。驻地群众得知情况后，都推着

小 车 、扛 着 工 具 ，加 入 到 建 设 大 军

之 中 。 他 们 战 严 寒 、斗 酷 暑 ，助 力

官 兵 在 这 片 荒 凉 的 草 原 深 处 搞 建

设 、促 生 产 ，与 官 兵 结 下 了 深 厚 的

鱼水情。

吃水不忘挖井人。70 多年来，

一代代官兵视驻地如家乡、视群众为

家人，倾情反哺“第二故乡”。在脱贫

攻坚战中，他们采取“一村一案”的办

法，帮助曙光村打造 1000 余平米的

温室大棚，扶持永丰村实施“投羔还

羊”工程，使这两个村如期实现整体

脱贫。

为巩固扶贫攻坚成果，该试验训

练 区 党 委 机 关 先 后 10 余 次 实 地 调

研，结合帮扶村实际，决定在产业帮

扶、教育帮扶、医疗帮扶的基础上，想

方设法让帮扶村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他们按照上级相关政策要求，拿

出营区清洁绿化、暖气司炉、食堂保

洁、工程维修等岗位，优先录用帮扶

村村民。

扶上马，还要送一程。针对一些

村民没有一技之长、缺乏岗位竞争力

的实际，该试验训练区充分发挥本单

位专业密集、技术密集、人才密集的

优势，组织官兵深入到帮扶村，开展

相关技能培训。

永丰村村民王东东，曾在城市里

跑快递、送外卖，想回家照顾老人，舍

不得这份收入。正当他两难之时，听

说家边上的部队免费组织技能培训，

而且还能到部队大院上班，便毫不犹

豫辞掉了城里工作。

经培训，王东东走上了试验训练

区水暖维修工岗位。“每天在家门口

上下班，还能照顾家中老人。”他感激

地说，“感谢部队给提供就业机会，我

一定会珍惜岗位、努力工作，让部队

官兵放心。”

像 王 东 东 这 样 ，曙 光 村 和 永 丰

村先后有 20 余名年轻人从城市返回

村里，参加部队组织的技能培训后，

到该试验训练区务工。村里的人气

旺了、烟火气多了，草原唱响了幸福

牧歌。

去年，该试验训练区通过正规劳

务派遣公司，聘用驻地周边村民群众

192 人次，其余参加过培训的村民，

被推荐到城里的建筑、装修、物业等

行业，从事相关技能岗位工作，稳稳

托起了帮扶村的幸福生活。

上图：某试验训练区聘用的保洁

队正在进行道路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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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刁庆峰报道：“阿姨，这就

是您父亲的墓，我们替您来扫……”清

明节前夕，辽宁省鸭绿江畔，丹东抗美

援朝烈士陵园，江苏省灌云县副县长周

建军和相关工作人员，拨通了远在家乡

的东王集镇焦荡村村民厉学慧老人的

视频电话。

厉学慧的父亲叫厉丰堂，1942 年参

加新四军。1951 年 1 月 3 日，厉丰堂在

抗美援朝战争釜谷里战斗中壮烈牺牲，

时 任 志 愿 军 39 军 116 师 347 团 7 连 连

长。据悉，该县有 228 名优秀儿女血洒

抗美援朝战场，其中有一部分人至今不

知埋骨何处。

70 多年来，厉家人苦苦寻找厉丰堂

烈士的安葬地，没有找到任何信息。

前不久，经《丹东日报》编辑部、丹

东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灌云县退役军人

事务局、志愿者等多方参与查找，反复

核实比对“中华英烈网”相关信息，才联

系上厉丰堂烈士的女儿厉学慧。

“谢谢县领导，谢谢烈士陵园工作人

员，也谢谢丹东人民……”今年 84岁的厉

学慧老人得知父亲的安葬地后，激动得

好几宿没睡好觉，但她又苦于自己身体

不好、行动不便，不能亲自为父亲扫墓。

为满足老人的心愿，同时也为寻找

更多灌云籍烈士，县里决定组成扫墓

团，由副县长带领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工

作人员，不远千里来到丹东抗美援朝烈

士陵园替厉学慧扫墓，并收集更多烈士

信息。

据悉，该县打造“心系英烈情暖烈

属大网络”，采取“烈士回家寻亲会”“接

烈士回家”等形式，找到一些灌云籍烈

士，圆了烈士家属的“团圆”梦。近年

来，他们先后为 38 名在抗日战争、抗美

援朝战争中牺牲的烈士找到亲属，为烈

属解难 400 余件。

江苏省灌云县

县领导代烈士亲属扫墓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刘娴、曾子杰报

道：3月29日，湖南省衡阳市军地组织烈属

及社会各界人士，在衡阳烈士陵园纪念广

场、广西靖西市烈士陵园等地缅怀先烈。

据悉，在广西靖西市烈士陵园、法

卡山英雄纪念碑园、那坡县烈士陵园等

地，长眠着近 200 名衡阳籍烈士。他们

多年前义无反顾参加边境作战，将年轻

的生命留在那片热土。

“英烈埋骨他乡，家乡永远思念。”

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介绍，他们在

做好属地烈士陵园祭扫服务的基础上，

协调军地相关部门开展异地祭扫活动，

通过“为英烈送一碗家乡菜”的形式，进

一步引导各界干部群众以家乡英烈为

榜样，争当红色传人。

为确保活动质效，他们前期组织烈

属代表座谈，针对前往异地祭扫的烈属

普遍年龄在 60 岁以上、行动不便等实

际，积极指导各县相关单位，对祭扫行

程、出行方式、人员分配等细节进行优

化，拿出具体保障方案。

家住三塘镇的烈属尹家明，在 2002

年的一次事故中脚部受损落下残疾。

此后，他再也没有去过靖西烈士陵园祭

奠弟弟。对此，该市军地工作人员安排

专人专车一同前往，为弟弟献一束花、

擦一次墓碑、端上一碗家乡菜。他含着

眼泪说：“多亏了部队和政府的帮助，我

们兄弟俩才得以‘见面’。”

连日来，该市军地双方组织 200 余

名烈士家属往返 2000 余公里，分组前

往广西各地开展祭扫衡阳籍烈士。

湖南省衡阳市

为英烈送上一碗家乡菜

本报讯 胡伟、郝鹏威报道：连日

来，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民兵公路运输

连民兵，身着迷彩服深入大街小巷，开展

志愿服务活动，为需要帮助的群众，维修

家电。这是该连常态开展“学雷锋，践

行动”的一个缩影。

青山区民兵公路运输连，是依托当

地出租车公司编建的，成员有百余人。

近年来，他们以青山区雷锋车队党群服

务中心为阵地，打造“红色蓄能站”，举

办“书记讲党课、党员讲心得、队员讲感

受”等系列活动，引导车队民兵弘扬好

雷锋精神、当好雷锋传人。

“开展志愿服务，情暖大街小巷。”他

们探索建立“车轮上的课堂”，利用空闲

时间由党员轮班通过微信群、对讲机分

享学雷锋经验；制定“四心三帮”行动标

准，即礼貌待客用真心、拾金不昧用诚

心、助人为乐用关心、扶危济困用爱心；

坚持“遇老弱病残时要热心扶一把，遇路

人有难时及时停车帮一把，遇行李多时

主动下车拎一把”，将践行雷锋精神作为

一种习惯，融入日常生活之中。

与此同时，该运输连还为社区空巢

老人、孕产妇等各类群体开展免费送

餐、送医送药、代购代办等服务；联合包

头市巡特警支队、包头市政设施监理所

等党支部，开展治安联动、市政设施、电

缆设备等专项反馈巡查活动，受到社会

各界好评。

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民兵公路运输连

开展志愿服务 情暖大街小巷

清明节前夕，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塔山女子民兵班”走

进塔山革命烈士陵园缅怀先烈。1963年 3月，塔山人民公社成

立“塔山十姐妹民兵班”，现为“塔山女子民兵班”。60多年来，

该班始终把“塔山精神”作为班魂，以实际行动传承“塔山精

神”，多次受到上级表彰。

上图：女民兵擦拭烈士墓。

左图：女民兵为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

闫 帅摄影报道

本报讯 王洁茹、钱博文报道：3 月

下旬，河北省军区张家口干休所开展党

团活动，该所离休老干部谭兴礼应邀走

上讲台，讲述自己的战斗经历。

该干休所领导介绍，为提高党团活动

质效，他们充分发挥老干部服务保障单位

优势，邀请 5名老干部走上讲台讲红色故

事、话光荣传统，引导所属人员不断强化责

任担当，进一步提高干休所服务保障能力。

“那年的冬天特别冷，许多战士还穿

着单棉衣……”93 岁高龄的离休干部谭

兴礼，参加过著名的长津湖战役。当时，

他和战友们隐蔽在雪地里。战斗打响

时，他的双脚被严重冻伤，直到现在还留

有伤疤。

“冲锋号响起后，我们所有人奋不顾

身冲了上去，同乡战友谭志慧不幸被炮

弹击中牺牲，战斗结束后，我还想把他的

遗物带回来，可是找了半天什么也没找

到……”讲到牺牲的战友，谭兴礼几度哽

咽，现场一些人员也泪湿眼眶。

在讨论交流环节，预备党员、文职护

士刘娜说：“聆听老前辈的红色故事，让

我感受到坚定的信仰信念，我要继承和

发扬他们的精神，立足本职岗位努力工

作，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下士高健接着

说：“今天，让我感受到了什么是牺牲奉

献、什么是战斗精神，我一定要时刻以革

命前辈为榜样，传承好红色基因、当好红

色传人。”

河北省军区张家口干休所深入开展党团活动

听红色故事 强责任担当

“穿上军装是最可爱的人，脱下军装

是最可靠的人。”前不久，四川省雅江县

呷拉镇白孜村发生火情后，当地政府发

动社会力量为奋战在一线的救火人员和

临时过渡安置群众提供暖心保障。“圣洁

甘孜”老兵志愿服务队闻讯后，迅速召集

退役军人志愿者加入其中。

运送救援物资、搭建临时帐篷、火情

观察处置……在救火现场，笔者见到已

连续奋战数个昼夜的刑小东。火情发生

后，他第一时间组织雅江老兵志愿服务

队的 45 名老兵奔赴一线。

“ 饿 了 可 以 啃 干 粮 ，困 了 就 睡 坝

坝 ，山 火 不 灭 ，我 们 不 退 ！”刑 小 东 说 。

作 为 县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局 负 责 人 ，他 带

着 老 兵 志 愿 服 务 队 先 后 转 运 了 近 4 吨

物 资 ，还 配 合 消 防 队 参 与 扑 灭 余 火 的

行 动 ，许 多 职 工 在 他 的 号 召 下 自 愿 加

入 进 来 ，为 一 线 扑 救 人 员 赶 制 白 面 馍

馍 上 千 个 ，通 过 运 输 组 送 到 消 防 救 援

人员手中。

突 如 其 来 的 火 情 ，牵 动 着 无 数 退

役 军 人 的 心 。 九 龙 县 退 役 军 人 姜 海

明，与共同创业的战友筹集了价值 9 万

元的救灾物资，送到雅江；康定市退役

军 人 杨 杰 通 过 微 信 群 、朋 友 圈 联 系 亲

朋 好 友 、退 役 战 友 ，筹 集 救 援 物 资 ，采

购 了 两 车 食 品 和 医 疗 用 品 等 物 资 ，送

抵 灾 区 后 得 知 运 输 车 辆 紧 缺 ，当 即 申

请 加 入 运 输 队 伍 ；雅 江 县 驿 都 酒 店 总

经 理 李 华 光 腾 出 酒 店 所 有 空 房 间 ，免

费 提 供 给 救 援 人 员 入 住 ，同 时 以 县 社

会 化 拥 军 协 会 会 长 的 名 义 ，号 召 各 商

会 捐 赠 了 矿 泉 水 、盒 饭 、口 罩 、水 果 等

大批物资支持火情一线。

退伍不褪色，烈焰映丹心。据了解，

“圣洁甘孜”老兵志愿服务队自组建以

来，已实现州、县两级全覆盖，他们统一

旗帜、统一标识、统一服装，积极投身于

治安防范、应急救援、基层治理和乡村振

兴以及爱心公益事业中，先后配合部队

参 加“9·5”泸 定 地 震 等 重 大 抢 险 救 灾

200 余次，扑灭森林火灾 20 余次，为保护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作出了贡献，受

到社会各界好评。

四川省雅江县发生火情后，甘孜州退役军人闻讯而动—

退伍不褪色 烈焰映丹心
■本报特约通讯员 王子冰

安徽省固镇县

完善应急保障机制
本报讯 潘玉响报道：3 月下旬，安

徽省固镇县人武部以民兵整组点验、军

地应急预案对接等为契机，调整补充 3

类 150 件抢险救灾专业器材和通用设

备，进一步健全完善军地应急保障力量

任务对接等机制，有效提升军地协同遂

行应急任务能力。

浙江省宁海县

军地联合义务植树
本报讯 田仁吉、陈中靖报道：近

日，浙江省宁海县军地组织干部职工、

基干民兵，到跃龙街道生态修复地块开

展义务植树活动。经过一上午的辛勤

劳动，他们共种下各类树苗 500 余棵，

为守护绿水青山、建设美丽乡村贡献了

力量。

黑龙江省安达市

检查督导国防教育
本报讯 李元彬报道：连日来，黑

龙江省安达市军地联合工作组检查督

导所属城乡中小学和机关事业单位国

防教育情况。他们采取座谈交流、调查

问卷等形式检查国防教育质效，查看国

防教育基地、国防教育示范学校建设情

况，及时整改暴露出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