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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百姓与国防

能容纳 736 人的礼堂，报名参加人

数达 900 余人，主办方在过道增加了一

些凳子方能满足观众要求……连日来，

由辽宁省军区沈阳第四离职干部休养

所工作人员创作编排的主题情景党课

《像雷锋那样》，在沈阳军地引发强烈反

响。驻军部队、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

和基层社区邀请演出的函件纷至沓来，

掀起学习雷锋的新热潮。

“这堂主题情景党课分为信仰的

力量、忠诚的底色、永恒的精神 3 个板

块 ，通 过‘ 主 持 讲 述 +情 景 还 原 ’的 方

式，以音、舞、诗、画等表现形式，立体

呈 现 一 段 段 红 色 往 事 。”主 题 情 景 党

课策划尤立峰介绍，该干休所有一批

数十年如一日倾情宣传弘扬雷锋精神

的老干部，其中有撰写《雷锋的故事》

的作家陈广生，宣传雷锋事迹的记者

佟希文、李健羽，推动《雷锋日记》公开

发 表 的 原 沈 阳 军 区《前 进 报》副 总 编

辑董祖修，用快板宣传雷锋的曲艺家

朱 光 斗 ，为 雷 锋 拍 摄 照 片 的 记 者 董

哲 ，创 作 油 画《雷 锋 忆 苦》的 画 家 柳

青，还有首唱《像雷锋那样》歌曲的歌

唱家顾威，以及首批创演话剧《雷锋》

的老艺术家们。他们宣传、践行雷锋

精神，一生不辍，为世人留下一笔宝贵

精神财富。今年年初，干休所党委决

定充分发挥这一资源优势，通过梳理

老 干 部 们 60 余 年 学 习 宣 传 雷 锋 精 神

的感人故事，创作编排主题情景党课

《像雷锋那样》，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

深走实。经过 2 个多月精心编排，《像

雷锋那样》3 月 5 日正式公演。首场演

出便引起广泛关注，多家媒体和网络

平台纷纷报道。

笔者在主题情景党课现场看到，

当歌曲《像雷锋那样》响起时，年轻的

“顾威”手拿粉笔边写歌谱，边哼唱“像

雷 锋 那 样 ，像 雷 锋 那 样 ……”追 光 灯

下，“顾威”把观众带回上世纪一个夏夜

的军营。所有人都随着他的快乐而快

乐，随着他的悲伤而悲伤。灯光再次亮

起，舞台背景上出现一本厚厚的笔记、

一捆捆发黄的手稿。主持人用低沉的

声音解说道：“雷锋牺牲后，陈广生忍

着悲痛，将报告文学修改为长篇通讯

《毛主席的好战士》，在中央人民广播

电 台 连 续 播 讲 21 天 。 也 就 是 从 那 时

起 ，他 坚 定 一 个 决 心 ：一 生 只 做 一 件

事，笔耕不辍写雷锋……”伴着背景画

面的变换和现场的情景演绎，那些已

是垂暮之年或已离去的老干部重“回”

观众视线，用不同的声音讲述着同一

个名字——“雷锋”。

“情景讲述《像雷锋那样》、情景表

演《一生只做一件事》、情景故事《学雷

锋》、情景叙述《下辈子我还演雷锋》、

情景诗《走进你的故事》、情景对话《雷

锋精神》，这一幕幕均取材于干休所老

干部的真人真事，通过真情演绎他们

传承雷锋精神的动人故事、难忘瞬间，

让人不知不觉沉浸其中，完成跨越时

空的心灵对话，真是一堂集政治性、思

想性、艺术性、群众性于一体的主题情

景党课。”沈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赵书

科深有感触地说。

“这堂主题情景党课，我接连看了

两场，看一次受一次教育，对这群毕生

写雷锋、唱雷锋、演雷锋、做雷锋的老兵

充满敬仰。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要

接过他们的笔，续写雷锋故事，做新时

代的雷锋传人。”《沈阳日报》记者李禹

墨告诉笔者，当天报道主题情景党课的

报纸，被许多单位和个人收藏。

“党史军史中蕴含着丰厚的红色基

因，用好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对于

引导官兵坚定理想信念，汲取奋进力

量，争做雷锋传人，具有重要意义。”沈

阳警备区政委张云锦介绍，截至目前，

这堂主题情景党课已在沈阳公演 3 场，

场场爆满，好评如潮。他们将继续指导

干休所丰富完善这堂主题情景党课，进

一步深化教育成果，把宣传践行雷锋精

神、争当雷锋传人推向新高度，力求做

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

力行，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耀

眼的光芒。

左上图：主题情景党课《像雷锋那

样》演出现场，台上台下齐唱歌曲《像雷

锋那样》。

谭长俊摄

辽宁省军区沈阳第四离职干部休养所创作编排主题情景党课《像雷锋那样》—

这堂党课为何受欢迎
■王志刚 麻金元

编者按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充分发挥党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是党、国家和军队工作大局中的一件十
分重要的工作。今年 2月，中共中央印发《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明确提出，用好文学、影视、音乐、戏剧、美术等艺
术形式，充分发挥文献档案、红色书信、革命诗词等教育价值，鼓励各地利用公共空间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辽宁省军
区沈阳第四离职干部休养所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创新教育形式，推出主题情景党课《像雷锋那样》，在沈阳军地掀起
学习雷锋新热潮，做法值得借鉴。

“叔叔，辛苦了！”近日，贵州省六盘水市中心城区樱花盛开，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观赏。武警六盘水支队加大执勤巡逻力度，守护过往游客安全。图为随家长赏樱花

的儿童们主动向执勤官兵敬礼。 何 昆摄

本报讯 李彬、孙经纬报道：“没想

到在我 32 岁生日到来之际，能收到通

化市光荣院的入职通知。这是最好的

生日礼物。”日前，吉林省通化市驻军某

部军嫂李仪正式接到市属事业单位光

荣院的入职通知。据介绍，年初以来像

李仪一样走上事业编制岗位的军嫂全

市共有 30 名。

李仪是吉林工商学院本科毕业生，

随军到通化后，一直待业在家。去年“八

一”期间，李仪得知市里出台《通化市军

人配偶专项招聘办法》，通过专项招聘可

以走上事业编制岗位。抱着试一试心

理，李仪报名应聘。经过政审、笔试、面

试和公示等环节，最终收到入职通知。

“大多数军嫂主动承担家庭生活重

担，是军功章背后的另一半。帮助她们

实现再就业，既是稳定军心的现实需

要，也是对军嫂自身价值的认可。”通化

军分区领导告诉笔者，去年初，军地联

合对辖区随军未就业军嫂情况摸排时

发现，全市 144名随军未就业军嫂中，大

专学历 57 人、本科学历 80 人、硕士以上

学历 7 人，涵盖经济、医疗、法律、教育、

计算机、工程等 20多个专业和领域。

在充分掌握随军家属和用人单位

双向需求后，全市多家单位专题研究随

军未就业军嫂安置问题。经过 5 轮会

商，《通化市军人配偶专项招聘办法》于

去年“八一”正式施行。

“感谢通化市对军嫂的关心厚爱，

通过专项招聘，让我找到了专业对口的

工作。”毕业于河海大学英语专业的军

嫂曹文杰说，目前她在通化市革命烈士

陵园管理中心工作，主要负责为参观的

外宾讲解革命烈士的红色故事。她的

讲解得到单位领导和外宾一致好评。

前不久，通化军分区和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对已经到岗的军嫂进行走访，用

人单位普遍反映良好。通化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领导表示，下一步，他们将不

断拓宽随军家属就业渠道，让官兵安心

建功军营。

吉林省通化市

面向军嫂开展专项招聘

青山之阳，红色茗山，一座座烈士

墓坐落在油菜花海间，如点点星火。

4 月 7 日一大早，安徽省青阳县丁

桥镇退役军人秦伟，带领红色守护小分

队成员，来到茗山村李维汉烈士墓前。

这天，除了像往常一样擦拭墓碑、清理杂

草外，秦伟还带来一份特殊的礼物——

一块以红色调为主、印有二维码的标识

牌。对着烈士墓保护标志反复比划，他

才郑重地将标识牌粘贴在右下角，并用

手掌使劲按了按。

“李维汉烈士，这是我们为您制作

的‘数字身份证’，您的名字和事迹会一

直被人们记住的。”面向墓碑，秦伟敬了

一个军礼。

“我们镇上有 11 座零散烈士墓，分

散在 6 个村，都是因各种原因不能集中

迁葬而留下来的。”作为丁桥镇“红耀江

淮”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队长，2020 年

退役回乡的秦伟守护当地零散烈士墓

的时间并不长，对烈士们的事迹却如数

家珍：“钱月桂烈士没有成家，是中共茗

山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被叛徒出卖惨

遭杀害；李维汉烈士曾不费一枪一弹劝

降一个班；黄来发烈士 19 岁参加革命，

牺牲时年仅 24 岁……”

2021 年，青阳县开展烈士纪念设

施管理保护专项行动。为了让每座烈

士墓都有人管护，在市、县退役军人事

务局指导下，各乡镇成立“红耀江淮”退

役军人志愿服务队和红色守护小分队，

每月清理一次杂草、为烈士墓碑描一次

红、打扫一次卫生、敬献一束鲜花、看望

一次烈属。守护过程中，秦伟发现不少

群众对当地英烈事迹不甚了解，他决定

制作红色守护卡，让更多人了解红色守

护行动的意义。说干就干，没学过设计

的他，反复琢磨，画了十多张草图，最终

确定了红色守护卡的图文布局。

在丁桥镇退役军人服务站的墙上，

从 001 到 011 号，11 张红色守护卡连成

了一片郑重的承诺。“卡片以红色为主

色调，上方红旗飘扬，‘八一’军徽居中，

下面依次为烈士姓名、墓地位置，守护

小组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守护的内容，

以及每名烈士的专属二维码。”秦伟打

开手机扫描二维码，烈士的证明书、基

本信息，烈士墓的详细介绍一一展现眼

前，“这就是他们的数字档案。”

指着卡片底部的一行字，秦伟说：

“不让一名烈士被遗忘，这就是我们守

护的意义。”

如今，青阳全县推广“数字守护”的

经验做法。“我们整理烈士纪念设施二

维码制作说明，要求全县各乡镇退役军

人服务站参照说明制作二维码，4 月底

前完成所有烈士纪念设施二维码的张

贴工作。”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周媛

媛说。

上图：秦伟为烈士李维汉墓贴上

“数字身份证”。 侯 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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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叔叔叔，，辛苦了辛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