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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论苑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

心。进入新时代，习主席鲜明提出，必

须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永恒主题。

2024 年 1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爱

国主义教育法》正式施行，标志着以法

治手段保障爱国主义教育常态化，把

爱国主义教育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

明建设全过程、各环节。

中华民族是有着强烈爱国精神

的伟大民族。从司马迁“常思奋不顾

身，而殉国家之急”到林则徐“苟利国

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从赵一

曼“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

华”到陈祥榕“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在中华民族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

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激励

着一代代中华儿女自强不息、奋斗不

止。正是靠着一代代人的奋斗报国、

忘我奉献，才有了“国家和民族发展

的壮丽史诗”。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爱国从来

没有旁观者、局外人，每个人都是播火

者。对于我们来说，爱国既是本分、是

职责，更是身之所立、魂之所在。只有

将个人理想同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联

系起来，把个人成长的坐标放到强国

强军的维度，把个人奋斗目标与强国

梦强军梦伟大目标紧密结合起来，以

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

的担当，将小我融入大我，才能实现个

人的理想抱负和价值追求。

爱国精神屹立不倒，需要崇高的

理想信念做根基。坚定理想信念不是

一阵子的事，而是一辈子的事。应当

始终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滋养，用革命

传统熏陶，用红色文化培育，用职能使

命浇灌，牢固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

观、国家观、文化观，将忧国忧民之心、

爱国爱民之情内化于心、固化于魂，将

扎根内心深处的爱国情感转化为竭力

前行、不懈奋斗的力量。

报 效 国 家 需 要 能 力 素 质 作 支

撑。面对前进道路上的“娄山关”“腊

子口”，更加迫切需要善于攻坚的“硬

功夫”、敢于担当的“铁肩膀”。只有

心怀“本领恐慌”，自觉增强时不我待

的紧迫感和危机感，潜心学习研究，

更新知识结构，掌握发展技能，才能

不断提高能力素质。刀在石上磨，人

在事上练。能力素质是学出来的，更

是比出来、干出来、拼出来的。应自

觉把实践锻炼当成提高能力最广阔

平台，在大风大浪中磨练意志，在多

当“热锅上的蚂蚁”中增长才干，在多

接“烫手山芋”中提高本领。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爱国精神

不是好高骛远的口号，而是脚踏实地

的行动。要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

起，从本职岗位做起，将爱国志报国

情转化为破解难题、推动发展的实际

成效，转化为立足本职岗位、做好本

职工作的不竭动力，用一件件具体工

作、一个个实际成效搭建起爱国强国

的宏伟大厦。

给人星火者，必心怀火炬。火炬

之光，不但照亮自己，也照亮他人；信

仰之明，不但予己光明，也将驱散他

人的彻夜黑暗。愿我们人人心怀火

炬，成为爱国精神的播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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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 日，辽宁省铁岭军分区组织

召开党委议教（扩大）会，现场令人耳目

一新：来自机关和人武部的 10 名人员

全程脱稿发言，直奔问题、直击要害。

前不久，该军分区组织党委议教

会，所属人武部主官正按照惯例拿着事

先准备好的稿子发言，突然被军分区领

导打断：“这次交流发言就不用念稿子

了，结合工作实际，说一说当前在开展

教育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原因以及对

策，捞干的讲。”

谁知，几名平时侃侃而谈的人武部

主官，一时卡了壳。对此，该军分区领

导一针见血地指出，“工作沉不下去，讲

起话来就实不了；掌握不到第一手材

料，讲起话来就言之无物。”

找准症结，对症下药。他们深入

学习《军队政治工作条例》《军队思想

政治教育规定》等有关法规，制作军分

区《年度政治工作要点统筹表》，梳理

好每季度、每月、每周的政治工作，弄

清每年思想政治工作应该干点啥，一

个时期内重点抓点啥，切实做到心中

有数。针对人武部师资力量有限、人

员难集中的实际，由军分区机关把各

项教育统起来，集中时间、力量组织备

课、授课、补课。

与此同时，他们结合人武部人员

组成来源广泛、身份学历经历各不相

同、认识基础参差不齐的特点，要求人

武 部 主 官 ，参 与 到 计 划 制 订 、课 稿 撰

写、上台讲课、组织活动和检查督导等

具体环节。

“抓教育需要解决用情不足、用心

不到、用行不正的问题，更需要在调查

基础上深化研究、在解决问题上下真功

夫、在建好机制上持续用力。”笔者在活

动现场看到，该军分区领导以身作则、

自己主持，脱稿讲话，还不时与参会人

员互动交流。

“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就会言之有

物、有的放矢，就会少一些套话空话，多

一些‘自己的话’‘管用的话’。”会议结

束后，该军分区负责抓教育工作的领导

说，他们将继续总结经验，把思想政治

教育搞活搞生动，全面提升所属人员思

想素质，为推动单位高质量发展提供坚

强政治保证。

辽宁省铁岭军分区召开党委议教会新风扑面—

脱稿交流直奔问题
■王 新 唐廷磊

“庚伢子，二伢子来看你了……”4

月 4 日上午，在“淄博老谭”陪伴下，雷

锋的儿时伙伴谢迪安手捧鲜花来到雷

锋墓前。此刻，“淄博老谭”拿起相机，

将这一画面定格。

这是“淄博老谭”第 79 次陪伴雷锋

的战友、同学、工友，到雷锋墓前祭奠

雷锋。“淄博老谭”名叫谭卫兵，今年 65

岁，家住山东省淄博市。

谭 卫 兵 的 父 亲 曾 是 一 名 八 路 军

战士。环境熏陶、耳濡目染，他从小对

军人十分崇拜。那首耳熟能详的《学

习 雷 锋 好 榜 样》，他 从 幼 儿 园 唱 到 现

在，“每次唱起这首歌，就感觉浑身充

满力量。”谭卫兵说。

2006 年，从某军工厂退休后，谭卫

兵捧起心爱的相机，开始用镜头宣传

雷锋精神。为便于装载摄像装备、宣

传展板等器材，他购买了一款房车，将

大幅雷锋头像喷涂在车身上，并贴上

雷 锋 宣 传 画 。 身 体 力 行 宣 传 雷 锋 精

神 ，续 写 雷 锋 日 记 ，他 的 名 气 不 胫 而

走，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淄博老谭”。

有人粗略算过，仅今年 3 月份，谭

卫兵就辗转 6 省，行程近 5000 公里，作

学雷锋报告 7 场。风里来雨里去，其中

辛苦，自不消说，但谭卫兵甘之如饴：

“学习雷锋，我快乐，做一个干干净净

的人，做几件有意义的事，就是我最大

的幸福。”

一次，谭卫兵应邀参加抚顺雷锋

小学 50 周年校庆活动，雷锋生前曾担

任这所小学的校外辅导员。在这次活

动中，他惊喜地看到，有 16 任“雷锋班”

班长到场。“能把‘雷锋班’这个弘扬雷

锋精神的团队记录下来，献给热爱雷

锋、学习雷锋的志愿者们，是件特别有

意义的事情！”回忆起此事，满脸幸福

的谭卫兵，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每逢学雷锋纪念日，谭卫兵都会

赶到雷锋生前所在部队，记录和拍摄

纪念活动。2012 年 12 月，原沈阳军区

“雷锋团”组织“重走雷锋路”活动。在

一个多月时间里，他扛着沉重的摄像

机，随“重走雷锋路”小分队，沿着雷锋

成长的足迹，一路探访雷锋精神、宣传

雷锋精神。拍摄过程尽管辛苦，但他

乐在其中。

一次，谭卫兵应邀到抚顺参加一

场学习宣传雷锋活动。此前，为了这

场活动，他专门定制了一批“学雷锋纪

念瓷盘”。考虑到瓷盘易碎，他选择自

驾车，千里迢迢送往抚顺。不料，活动

结束返回时，因遭遇暴雪，路况险恶，

不得已把车停到兴城服务区，在车中

熬过了一个晚上。

还有一年秋天，谭卫兵从淄博自

驾 出 发 ，满 载“ 雷 锋 班 ”全 体 战 士 赠

送 的 学 雷 锋 物 品 ，历 尽 千 难 万 险 ，送

到 墨 脱 县 完 全 小 学 ，令 全 校 师 生 特

别感动。

“这么多年，传播雷锋精神，家人

非常支持，让我很欣慰。”在谭卫兵影

响下，他的家人们也都加入学雷锋的

队伍中。谭卫兵的孙女谭鸿浩能熟练

背诵十多篇雷锋日记；正在读三年级

的孙子谭鸿鹄，在学校是小有名气的

学雷锋积极分子，他经常说：“爷爷，你

学雷锋真光荣，我也要像你那样传承

好雷锋精神，当好雷锋传人！”

弘 扬 雷 锋 精 神 永 远 在 路 上 。 18

年 来 ，谭 卫 兵 的 足 迹 遍 布 大 半 个 中

国 ，先 后 被 长 沙 雷 锋 小 学 、中 国 石 油

大 学 等 339 家 大 中 小 学 、企 事 业 单 位

聘为学雷锋活动辅导员，参与过全国

137 个市（县）3100 多场雷锋精神宣讲

活 动 ，拍 摄 照 片 33 万 余 张 、视 频 素 材

2200 余 小 时 。 对 此 ，谭 卫 兵 深 情 地

说：“传播雷锋精神，让我感到充实和

快 乐 ！ 我 愿 当 一 辈 子 传 播 雷 锋 精 神

的志愿者。”

左上图：谭卫兵被抚顺雷锋小学评

为最受学生喜爱的校外辅导员之一。

谭卫兵提供

先后被339家大中小学、企事业单位聘为学雷锋活动辅导员，参与过137个
市（县）3100多场雷锋精神宣讲活动—

“淄博老谭”的幸福事
■郑 瑞 本报记者 林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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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海伦市人武部

提高森林防火能力
本报讯 王昊报道：4 月中旬，黑龙

江省海伦市人武部联合市森林资源保护

中心，针对春季火险气象等级高的实际，

组织备勤民兵应急分队轮训。他们采取

“专业讲解+课目示范+实践总结”的教

学模式，开展森林防火技能培训，提高森

林防火能力。

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

专场招聘退役军人
本报讯 俞佳霖、冯义林报道：近

日，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人武部和退役

军人事务局在某民营企业联合组织退

役军人专场招聘会。前期，他们结合退

役军人专业特长，到该企业进行岗位对

接 ，确 保 人 岗 匹 配 ，提 高 招 聘 成 功 率 。

活动现场，32 名退役军人与用人单位达

成就业意向。

武警上海总队机动第二支队

邀请地方专家授课
本报讯 李峰、鲁帅报道：近日，武

警上海总队机动第二支队开展“一队一

品”群众性文化活动。他们积极对接地

方共建单位，邀请书法老师、快板演员、

剪纸艺术家来队授课，通过理论讲解、实

操演练等方式，帮助武警官兵提升文化

素养，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

本报讯 陈浩、刘星源报道：“同学

们，下面我要讲的是抗日英雄王二小的

故事，他的年龄和你们差不多大……”4

月上旬，河北省唐山市讲师团成员、路

南区人武部领导，应邀走进路南区雷锋

小学讲述英烈故事。

这是该军分区联合市委宣传部、教

育局举办“军事机关送课下基层”活动

的一个缩影。为更好地助力国防教育，

他们依托当地红色资源优势，在军分区

范围内组织 20 名理论功底深厚、教学

经验丰富的军官组成讲师团，深入当地

大中小学开展国防教育。

该军分区结合讲师团成员申报的

授课选题，组织大家深入挖掘乐亭县李

大钊纪念馆、迁安市长城抗战遗址、唐

山市冀东烈士陵园等红色故事，并通过

教案审核、试讲试教、相互点评等方法，

不断丰富教学内容，完善教学方法。

笔者在路南区雷锋小学礼堂内看

到，讲台上路南区人武部领导结合精

心制作的课件，深情讲述抗日英雄王

二小的故事，引导学生赓续红色血脉，

争 做 新 时 代 好 少 年 。 学 生 们 纷 纷 表

示 ，一 定 要 以 王 二 小 为 榜 样 ，好 好 学

习、天天向上，传承好红色基因，当好

红色传人。

按计划安排，连日来，该军分区讲

师团送课下基层 8 次，受众万余人次，

受到社会各界好评。

河北省唐山军分区

深化国防教育 培育红色传人

本报讯 特 约 通 讯 员刘娴、曾子

杰报道：在第 29 个世界读书日来临之

际，湖南省衡山县人武部组织官兵、民

兵和 150 名学生来到该县岳云中学新

建的国防书屋，开展“听书会友”阅读

活动。

此前，该县人武部会同教育部门成

立联合工作组，陆续在该县 6 所高中学

校打造国防书屋。他们利用学校图书

馆闲置空间，重新设计布局，添置国防

军事类书籍，为师生提供一个了解国

防、认识国防的窗口。

笔者走进岳云中学国防书屋看到，

书屋共设有藏书区、阅读区、多媒体区 3

个功能区，书架上整齐摆放着党史军史

类、战争战例类、兵器知识类、军事文学

类等 800 余册书籍，师生们可以尽情遨

游书海。

笔者在现场看到，参加活动的各小

组成员积极踊跃、气氛热烈，他们纷纷

拿出自己珍藏的图书，和大家交流读书

心得，分享读书故事。

该人武部领导介绍，他们计划 5 年

内将国防书屋覆盖到全县中小学校，后

续还将探索“互联网+”运营模式，用孩

子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将书屋打造成一

个立体的国防教育阵地。

湖南省衡山县

用好国防书屋 涵养家国情怀

连日来，安徽省泗县人武部组织民兵应急分队训练。图为民兵进行战场

救护专业课目训练。 纪洋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