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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 4月 23日，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立的“世界读书日”。读书关乎个人成长，关乎国家民族
的未来。第 29个“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省军区系统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读书活动，在浓浓书香中
凝聚强国强军力量。

——编 者

最 美 人 间 四 月 天 ，正 是 读 书 好

时 节 。

辽宁省沈阳市玖伍文化城内人头

攒动，爱书的市民读者从四面八方赶

来，共赴一场“读懂老兵 薪火传承”国防

教育共读日暨红色图书分享会活动。

当天，在文化城 2 楼，88 岁抗美援

朝老兵南启祥与大家分享他的战斗故

事：“班长下达命令后，我站在小土坡

上，吹响冲锋号。吹完刚下坡卧倒，两

发炮弹就在我刚刚站立的土坡上爆炸

了……”老英雄讲得情绪激昂，读者们

听得热血澎湃。一旁的桌子上，摆放

着《致敬百位英雄》《英雄土地 红色辽

宁》等红色书籍。

“每位老兵都是一部连接历史与

现实的教科书，老英雄南启祥就是《致

敬百位英雄》系列图书中的一位。”沈

阳 警 备 区 政 治 工 作 处 主 任 王 志 刚 介

绍，革命前辈见证了人民军队发展壮

大的辉煌历史，他们的经历是深化国

防教育的最好教材。近年来，警备区

持续助力抢救性挖掘红色资源，联合

地方撰写老兵回忆录和战斗故事，整

理汇编 10 余本记录辽沈大地红色历史

的书籍。此次，他们邀请书中人物，讲

述笔墨未尽的故事，激发读者阅读国

防教育书籍的兴趣和热情，推动全民

国防教育和全民阅读相得益彰。

“爷爷，您在战场上一次次出生入

死，感到过害怕吗”“您战友的伤后来

治好了吗”……南启祥动情的讲述，鲜

活呈现革命军人不畏牺牲的形象，1 个

小时的“故事会”很快结束，小读者们

意犹未尽地围在南启祥身边，询问更

多故事，久久不肯离去。

活动当天还举办了丰富多彩的阅

读互动活动。分角色诵读红色书籍的

“围读小组”，背诵红色诗词、书写报国

之志的“红星诗社”，品读红色经典书

籍 的“ 静 修 学 堂 ”…… 警 备 区 部 分 官

兵、文职人员与现场读者共同阅读，在

字里行间传递国防情怀。

“以老兵为‘桥梁’的阅读形式很

新 颖 ，学 生 们 对 这 些 故 事 很 感 兴 趣 ，

我们想回去细细读这几本书，了解更

多 革 命 战 斗 故 事 。”望 湖 路 小 学 教 师

鄂旭说。

活动结束时，不少小读者在“薪火

传承”红色阅读倡议书上按下手印，可

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一批“小志愿

者”将成为阅读推广人，助力红色书籍

走进千家万户。

近年来，该警备区携手地方媒体

拍摄老干部口述革命历史视频，并于

去年组建“红色启航”老干部宣讲团，

邀请 26 名平均年龄 83 岁的老兵走上讲

台，将红色的种子播撒到学校、机关、

社区、企事业单位和座座军营。“下一

步，我们将以本次全民阅读活动为契

机，拓展身边的‘红色阵地’，接续推进

老少共读等主题读书活动，浓厚‘爱读

书、读红书’的社会氛围，助力国防观

念深入人心。”王志刚说。

辽宁省沈阳警备区开展国防教育共读日活动—

“书中老兵”传递薪火
■王 飞 荣俊运 本报记者 范奇飞

芳菲四月，浓郁书香伴着暖暖春

风沁人心脾。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

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

知……”第 29 个“世界读书日”前夕，在

江西省吉安军分区机关会议室，官兵、

文职人员和民兵正在诵读《红色家书》

中李大钊的书信“狱中自述”。

这是该军分区开展“诵读红色家

书 汲取精神力量”主题读书活动的生

动一幕。“一封封沉甸甸的红色家书，

是家国情怀的最好诠释。”吉安军分区

政治工作处主任段亮介绍，他们通过

组织诵读红色家书活动，引导军分区

人员在阅读中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

进力量。

据了解，该军分区诵读活动选定

的书籍《红色家书》，是一本收录革命

烈士书信的选编集。全书共收录烈士

书信 39 封，方志敏的“我们临死以前的

话”、李大钊的“狱中自述”、夏明翰的

“就义诗”……一封封情感充沛的书信

充满震撼人心的力量。“我们分门别类

选取 10 多封最有代表性的书信，通过

志 愿 讲 解 、情 景 演 绎 、红 色 诵 读 等 方

式，将书信以短视频、电子书和图文等

形式，向驻军部队、中小学校推荐，推

动共同学习。”段亮说。

“我们虽然是死了，但我们的遗志

自有未死的同志来完成……”在井冈

山毛泽东红军学校礼堂，一场红色家

书诵读活动正在进行，民兵谢潇的诵

读 如 泣 如 诉 ，震 撼 着 在 场 师 生 的 心 。

“民兵们的诵读，让先烈的形象变得鲜

活真实起来，激发了学生们的读书热

情，让爱国的种子在琅琅读书声中根

植于学生心田。”该校校长肖文纬说。

英烈精神跨越时空，聆听者汲取

奋进力量。“我一生无遗憾，认定了共

产主义这个为人类翻身解放造幸福的

真理，就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在

永丰县民兵训练基地学习室，民兵们

以班为单位围成一圈，诵读革命烈士

夏明翰写给大姐的红色家书。民兵们

纷纷表示，要沿着革命先烈的足迹继

续前行，肩负起新时代民兵的职责使

命，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支

援保障任务中。

家书纸短，家国情长。“下一步，我

们将建立常态化读书机制，广泛开展读

书分享活动，引导官兵在学习中增强履

职本领，打造学习型军营。”段亮说。

江西省吉安军分区组织开展主题读书活动—

“红色家书”情牵家国
■汤继平 本报特约记者 龙礼彬

44月月 1717日日，，安徽省淮北市杜集区人武部联合杜集区实验初级中学开展阅安徽省淮北市杜集区人武部联合杜集区实验初级中学开展阅

读分享活动读分享活动，，让学生们在书籍中感受知识的力量让学生们在书籍中感受知识的力量、、找到精神的家园找到精神的家园。。

郭郭 林林摄摄

近日近日，，新疆军区某团火力分队组织实战化训练新疆军区某团火力分队组织实战化训练。。图为车载火炮进行实弹图为车载火炮进行实弹

射击射击。。 杨杨 琪琪摄摄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暮春，记者

走进贵州省绥阳县青杠塘镇回龙村梅

花鹿养殖基地。鹿棚内，一头头温顺的

梅花鹿三五成群聚在一起，或尽情撒

欢，或悠闲进食。

“3 月上旬，在绥阳县人武部帮助

下，村里引进这批梅花鹿，共有 40 头，

预计今年能给村集体增收 5 万元。”回

龙 村 党 总 支 书 记 郑 宁 喜 悦 地 向 记 者

介绍。

青杠塘镇距县城 60 余公里，是北

部 山 区 边 远 乡 镇 ，经 济 比 较 落 后 。

2014 年，绥阳县人武部与青杠塘镇结

成帮扶对子，充分发挥当地资源优势，

因地制宜推动中蜂养殖、精品水果种

植等特色产业，2020 年帮助该镇实现

整体脱贫。

2022 年，受霜冻、干旱等恶劣天气

影响，青杠塘镇种植产业遭受重创。为

提高村民抵御风险能力，该人武部党委

一班人与镇、村“两委”以及群众代表商

议决定，利用镇里山林广阔、雨水充沛、

牧草资源丰富等优势，分批次推开梅花

鹿养殖。

“首批在全镇范围内遴选 13 户村

民参与试点，通过售卖自家出产的鹿茸

等 ，村 民 户 均 年 收 益 达 到 10 万 元 以

上。梅花鹿养殖全面铺开后，仅 1 年多

时 间 ，全 镇 梅 花 鹿 养 殖 数 量 增 加 到

2000 余头。这离不开党的好政策和部

队的帮扶。”该镇副镇长罗秀介绍，养殖

过程中，人武部不仅帮助协调项目资

金，还联系养殖公司提供技术支持和收

购托底，极大增强了村民参与养殖的底

气和信心。

借着产业帮扶的东风，青杠塘镇各

村纷纷成立梅花鹿专业合作社，采取

“村集体+企业+农户”模式，带动村民

增收致富。同时，军地合力帮助养殖企

业通过购买技术专利、与高校合作研发

等方式，健全生产、加工、销售全产业

链，推出 5 个系列 22 个规格产品，2023

年全年产值近 8000 万元。

走进位于野茶村的梅花鹿产品生

产车间，鹿膏灌装生产线上，村民正忙

着上瓶、打盖……该生产车间负责人介

绍，企业向养殖户收购鹿茸等产品后进

行深加工，产品在市场上很受欢迎，不

仅带动 29 个养殖户驯养梅花鹿 489 头，

还吸纳 500 余名村民就业。“以前我在

附近村庄打零工，收入不稳定。来这里

上班后，1 个月能收入 3000 多元，离家

还近，方便照顾家人。”野茶村村民罗胜

芬说。

如今的青杠塘镇，围绕梅花鹿系列

产业蹚出一条致富路。“我们正在探索

以体验鹿文化、观赏鹿百态、购买鹿产

品为主题的产业游模式，用优质产品和

服务走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可持续

发展之路。”罗秀憧憬着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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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月月 1616 日日，，黑黑

龙 江 省 军 区 直 属 单龙 江 省 军 区 直 属 单

位 通 过 开 展 好 书 互位 通 过 开 展 好 书 互

荐等活动荐等活动，，让官兵在让官兵在

书 海 中 汲 取 智 慧 力书 海 中 汲 取 智 慧 力

量量，，激发矢志强军的激发矢志强军的

使命担当使命担当。。

吕衍海吕衍海摄摄

本报讯 记者宋坤、郭冬明报道：

4 月 16 日至 17 日，国家艺术基金 2024

年 度 大 型 舞 台 剧 和 作 品 创 作 资 助 项

目、民族歌剧《八一起义》在中央歌剧

院上演。这是该剧在八一起义发生地

南昌首演后首次进京演出，现场座无

虚席。

民 族 歌 剧《八 一 起 义》由 江 西 省

歌 舞 剧 院 和 南 昌 市 文 化 艺 术 中 心 创

作 演 出 ，南 昌 交 响 乐 团 、南 昌 师 范 学

院音乐舞蹈学院联合演出。多位艺术

家为创作倾注大量心血，一批优秀歌

剧演员在剧中塑造了多个有血有肉的

革命先辈形象。

“在剧组中，我和编剧、作曲、舞美

设计等主创人员都有军旅经历。这部

剧不仅有深刻的红土地烙印，还有极

强的军旅艺术风格。”导演黄定山介绍，

全剧共分 14 幕、41 个曲目唱段，涵盖声

乐艺术演唱的大部分形式，以激昂的旋

律、深情的演绎，再现南昌起义波澜壮

阔的历史。

“这部歌剧结构紧凑、构思精巧，演

员唱功深厚、饱含深情，加上音乐、舞

美、声效等元素的有机融合，让人感受

到 扑 面 而 来 的 硝 烟 和 催 人 奋 进 的 力

量。”观众梦春芳观赏歌剧后，心情久久

不能平静。

据悉，民族歌剧《八一起义》由中共

江西省委宣传部、江西省文化和旅游

厅、江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单位联

合出品。自今年 1 月试演以来，该剧已

演出 30 余场，屡获好评。

民族歌剧《八一起义》在中央歌剧院上演

旌旗猎猎映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