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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时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本版责任编辑 辛 悦

“梨花似雪草如烟，春在秦淮两岸

边。”江苏南京，一座经历数次战火洗

礼又一次次涅槃重生的美丽古都。春

日 ，在 这 里 ，不 仅 有 看 不 尽 的 金 陵 花

事，更有听不够的国防声音。

1949 年 4 月 23 日，长江岸边的千

里战线上，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以摧

枯拉朽之势，强渡长江天堑，南京宣告

解放。今年是渡江战役胜利暨南京解

放 75 周年，南京市将 4 月定为“庆祝渡

江战役胜利暨南京解放 75 周年红色文

化宣传月”，通过开展长周期、广覆盖

的联展和“重走胜利路”打卡等活动，

在全市持续浓厚热爱国防、保卫国防

的社会氛围。

这是南京市利用红色资源开展国

防教育的一个缩影。从江东门到雨花

台，从梅园新村到渡江胜利纪念馆，从

国防园到长江大桥……走遍金陵城，

处处国防情。广泛深入地开展国防教

育，是新时代南京军地高度一致、自觉

的国防追求。

保护利用红色资源，离不开法治

保 障 。 近 年 来 ，在 深 入 调 研 、科 学 论

证 基 础 上 ，南 京 市 先 后 制 定 出 台《南

京 市 红 色 文 化 资 源 保 护 利 用 条 例》

《南 京 市 雨 花 台 烈 士 陵 园 保 护 条 例》

等地方法规。

红色场馆是一座城市的记忆收藏

之处。在南京，红色场馆的参观热度

始终不减。渡江胜利纪念馆、雨花台

烈士陵园、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

馆、颐和路社区将军馆……165 个红色

场 所 ，星 罗 棋 布 于 南 京 的 大 街 小 巷 。

这些场所，见证着党的光荣历史，承载

着市民的集体记忆，是开展国防教育

的重要资源。走进红色场所，聆听革

命故事，许多党员干部和学生表示，他

们因此更加了解历史、关注军队、关心

国防。

“我们不应忘记，风景秀丽的雨花

台曾是刽子手的血腥屠场，绿意盎然

的长江两岸也曾炮声隆隆……”清明

节假期，前往雨花台烈士陵园瞻仰的

游人络绎不绝。驻宁某部军官刘洋和

妻子刘芮带着 5 岁的女儿又一次来到

这里。夫妻俩面向群雕告诉孩子：“没

有革命烈士的牺牲就没有今天的幸福

生活。”2015 年 9 月，南京市首次组织新

婚夫妇在雨花台烈士陵园开展向革命

烈士献花活动，刘洋夫妇是首对献花

的新人。据统计，2015 年以来，包括现

役军人新婚夫妇在内，已有 626 对新人

在烈士纪念日当天来到雨花台烈士就

义群雕前，参加向革命烈士献花系列

活动。

为充分利用当地红色资源，南京

市编排杂技剧《渡江侦察记》、话剧《雨

花台》、越剧《八女投江》等文艺巡演节

目，组织市委讲师团、南京军休讲师团

到机关、企业、院校宣讲红色故事。其

中，大型原创史诗话剧《雨花台》生动

还原雨花台烈士面临生死抉择时展现

出的信仰力量和人性光辉，成为南京

市开展革命传统和全民国防教育的生

动教材。截至目前，该剧在军营内外

上演近 200 场，获中宣部第十四届精神

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

并开启“全国高校百场巡演”。

近 年 来 ，南 京 市 遴 选 公 布 3 批 共

50 个红色地名。仲铭桥、丁香路、太平

亭……这些被冠以英烈之名的道路、

桥梁、亭阁，诉说着一段段感人至深的

英雄故事，也成为人们缅怀英烈、荡涤

心灵的地标。

2019 年 3 月，雨花台区委将全区 64

个 机 关 党 支 部 分 别 对 应 一 位 雨 花 英

烈，打造“恽代英支部”“孙津川支部”

等英雄支部，激励党员干部学习英烈，

永葆初心，服务人民。

滚滚长江水，浓浓国防情。如今，

南京不仅拥有“经济强”“百姓富”“环

境美”的名片，深入人心的国防教育也

已成为这座城市的闪亮名片。

滚滚长江水 浓浓国防情
—江苏省南京市军地利用红色资源加强国防教育记事

■薛晶晖 练红宁 本报特约记者 张永祥

4月23日是第29个“世界读书日”。

春光无限好，正是读书时。作为

向世界贡献了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

的文明古国，中国崇尚读书的文化传

统自古有之。“晨练宝剑，夜读兵书”，

重视学习、善于学习一直是我党我军

的优良传统。

长征途中为摆脱敌人追击，红军

不得不丢弃众多辎重装备，但战士的

识字板没有丢……延安时期，陕甘宁

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开展“五五学习

节”活动，建立在职干部平均每日学

习两小时的制度，“非因作战或其他

紧急事故不可耽搁”。在近百年风雨

征程中，得益于重视学习、善于学习，

我军不断战胜“本领恐慌”，赢得一次

次胜利。

习主席指出：“当今世界，知识信

息快速更新，学习稍有懈怠，就会落

伍。”信息化战争条件下的军事竞争，

知识更新慢了肯定不行，会导致思维

固化、思想僵化、能力弱化，以至于看

不 懂 对 手 、看 不 懂 战 争 、看 不 懂 战

场。未来战争，知识成为提升战斗力

的重要推动力，成为军人必须掌握的

重要“武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

武装头脑应成为常态，读书正是最直

接的方式。

军营生活忙碌紧张，军人读书应

追求“开卷有益”。读历史，得镜鉴。

纵览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

会主义发展史和军史，充分掌握我党

我军发展历程和优良传统，谨记历史

经验、历史教训和历史警示。读理

论，拓视野。军事理论是军事发展引

擎，是推动战争形态演变的动力。多

读前沿军事理论，紧跟战争形态发

展、洞悉战争制胜机理，才能更好指

导军事斗争实践。读兵书，晓谋略。

兵 书 是 对 军 事 斗 争 史 的 记 录 和 总

结。阅读兵书能更好地了解战争、认

识战争、钻研兵法，丰富和提升当兵

打仗的能力素养。

读书更提倡钻进去学、往深里头

悟，做到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

进。毛主席同志一生酷爱读书，读书

范围之广、数量之多、下功夫之深，都

堪称典范。他的习惯是书看一遍画

一个圈，有的书上竟画了 24 个圈；一

生坚持不动笔墨不看书的习惯，写下

大量精彩的批注文字，更留下许多不

朽的篇章，是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

重要文献。

读书的目的在于运用。通过阅

读，应及时将习得的新知识、新理念、

新战法运用到强军兴军实践中，不断

提高认识新情况、解决新矛盾、处理

新问题的能力，努力变“胜战之问”为

“胜战之策”。

当前，军事变革风起云涌、战争

形态加速演进、作战空间全维拓展、

军事理论加速迭代，知识的保鲜期缩

短、折旧率提升。“问渠那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通过读书学习，集

中精力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

仗，将阅读力转化为战斗力，持续保

有知识优势，方能形成胜战优势。

阅
读
力
也
是
战
斗
力

■
陈
柏
林

本报讯 谢婷婷、姜斌报 道 ：暮

春 时 节 ，在 安 徽 省 安 庆 军 分 区 营 区 ，

扑面而来的不仅有花香，还有浓浓的

书香。

“世界读书日”前夕，安庆军分区

举办一场读书分享会。部分官兵和文

职人员与大家分享一年来阅读的优质

书籍及读书感悟，现场氛围热烈。

“ 创 建 学 习 型 军 营 ，培 育 知 识 型

军人，是部队建设的需要。”安庆军分

区政治工作处领导介绍，为鼓励官兵

和 文 职 人 员 多 读 书 、读 好 书 ，去 年 年

初，军分区开展读书活动。

该军分区在工勤队学习室和营区

食堂餐厅各设置两个图书借阅点，并

在办公楼定制安装“共享读书”自助借

阅服务机，服务机可容纳 210 册图书，

通过手机扫码即可随时借阅归还。

该军分区还与当地新华书店建立

联 系 机 制 ，提 前 预 订 、精 准 采 购 官 兵

所需书籍。

一级军士长金浩是购书负责人，

活动开展以来，他办公室的电话经常

响 起 。“ 金 班 长 ，我 想 看 杨 沫 的《青 春

之歌》，借阅点没有这本书，请帮我登

记 。”这 天 ，中 士 陈 俊 方 提 出 阅 读 需

求 ，金 浩 登 记 记 录 ，随 后 拨 通 新 华 书

店的电话，确认好书籍库存和送书日

期。很快，陈俊方收到金浩的回复信

息 ：“ 今 天 下 午 书 店 就 会 把《青 春 之

歌》送 来 ，你 直 接 到 自 助 借 阅 服 务 机

扫码借书就可以了。”

读书活动开展以来，受浓厚的读

书氛围影响，文职人员李涛养成读书

的习惯，找到读书的乐趣。他深有感

触地说：“每天挤出时间看看书，打开

了视野，潜移默化提升了业务能力。”

读书活动带来学习效益。今年以

来 ，该 军 分 区 学 习 氛 围 日 渐 浓 厚 ，官

兵 工 作 劲 头 更 足 ，学 习 教 育 、战 备 训

练 、国 防 动 员 、国 防 教 育 等 工 作 均 取

得较好成绩。

安徽省安庆军分区营造良好阅读氛围

共享读书 自助借阅

本报讯 刘立国、康英杰报 道 ：4

月 上 旬 ，河 北 省 临 城 县 年 度 民 兵 整 组

工 作 计 划 顺 利 通 过 上 级 审 核 。 随 后 ，

通过逐人细化、逐岗验收、精准汇总信

息、科学统计分析后，一组数据摆上人

武 部 领 导 案 头 ：基 干 民 兵 分 队 党 员 比

例 达 48%、退 役 军 人 比 例 达 62%、专 业

对口率达 95%。

“ 这 一 连 串 数 据 得 来 不 易 。”临 城

县 人 武 部 部 长 介 绍 ，临 城 县 规 模 以 上

科技企业、工程建设企业较少，县城适

龄 编 兵 人 口 少 、编 兵 质 量 不 高 的 问 题

长期存在。

人武部党委一班人经过调研讨论

达成共识：出台实实在在的举措，让民

兵享受政治上的优待、办事上的优先、

经济上的优惠，提升民兵荣誉感、归属

感、获得感，吸引符合条件的人员主动

加入民兵队伍。

“ 退 役 军 人 是 民 兵 建 设 的 中 坚 力

量，也是企业青睐的用工对象。”人武部

领导告诉笔者，针对这一实际，他们协

调县委组织部、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为符

合编组条件的退役军人建立档案，推出

“免费技能培训”和“民兵推优入党”两

项举措，定向推荐退役军人到拟编兵单

位工作。此外，他们每年协调 2 个专项

指标用于发展民兵党员，促进乡镇和行

业系统加大对拟编民兵的入党培养。

在此基础上，临城县还不断强化民

兵 荣 誉 激 励 。 每 年 评 选“ 最 美 临 城 民

兵”“训练先进个人”，由县委书记、人武

部党委第一书记颁奖，并通过媒体平台

对民兵典型展开宣传报道，激发民兵荣

誉感；协调军地有关部门，全面发动村

（社区）党支部推荐优秀青年加入民兵

组织，将他们作为村（社区）“两委”后备

干 部 重 点 培 养 ，明 确 参 选 村（社 区）干

部 ，民 兵 骨 干 优 先 ；民 兵 持《基 干 民 兵

证》，在本辖区内可享受免费乘坐公交

车、免费游览景点等优待。

措施实，动力足。随着全县优待优

惠民兵政策措施不断丰富完善，民兵工

作开展更加顺畅，全县“当民兵光荣”的

氛围更加浓厚，不少优秀青年主动申请

编兵。

河北省临城县人武部破解民兵编组难题

激励措施实 编兵动力足

4 月 12 日，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区人武部组织民兵分队开展防汛抗洪

演练。 张 锐摄

4月 17日，安徽省萧县组织民兵走进酒店镇西赵楼村果蔬产业基地，帮助村民采收西红柿。 段艳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