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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本版责任编辑 司李龙

“1944 年 8 月 18 日 ，利 津 全 境 解

放，成为山东全境解放第一县……”4

月 17 日，山东省利津县刚刚入队的 100

余名民兵来到“红色利津教育体悟中

心”，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山东的解放，我们民兵发挥了重

要作用。我要苦练军事技能、提高遂行

任务能力，为国防建设贡献力量。”一位

民兵参观后说。

利津县是一片红色热土，抗日战争

和解放战争时期，利津儿女先后在莱芜

战役、泰安战役、济南战役等多个战场

浴血奋战，革命烈士李竹如、“革命妈

妈”郭景林、七十二烈士等英雄事迹在

齐鲁大地口口相传，革命遗址遗迹遍布

城镇乡村。这些红色遗址遗迹，既是党

史军史的历史见证，也是革命精神的重

要载体。

“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光

辉的历史篇章，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

富，我们必须充分挖掘利用，讲好红色

故事。”该县县委宣传部领导介绍，利津

县军地成立联合工作组，深入挖掘红色

资源，全面摸排、整理境内红色遗址遗

迹和纪念设施，建立“红色档案”，打造

红色教育矩阵。在此基础上，他们加大

投入力度，先后对 40 余处不可移动红

色革命文物进行修缮，对 10 余处新发

现的革命遗址遗迹保护开发，一座座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相继落成。

该县军地把这些教育基地串点成

线，设计绘制涵盖革命军史长廊、“英雄

北张”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郭景林

故居、双拥主题公园、利津县烈士陵园

等红色教育基地的红色基因图谱。同

时，他们筹资建设“红色利津教育体悟

中心”，通过沉浸体验的方式，全方位展

现利津军民的奋斗历程。如今，每逢重

大节日和纪念日，广大市民纷纷踏寻红

色遗迹，瞻仰革命先烈。

“郭景林 1898 年出生在明集村，17

岁嫁到北张村，1943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成为地下交通员，两个儿子先后被

反革命分子迫害。1943 年，北张战斗

打响，72 名八路军指战员在此壮烈牺

牲。战斗结束，郭景林连同数十名群众

搜寻幸存战士，发现 7 名生命垂危的伤

员，冒着生命危险将他们背回家，悉心

照料……”

日 前 ，记 者 来 到 明 集 乡 北 张 村 ，

“ 修 旧 如 旧 ”的 北 张 红 色 文 化 一 条 街

引 人 入 胜 ，郭 景 林 故 居 、北 张 七 十 二

烈士墓等红色阵地，默默讲述北张战

斗、“革命妈妈”郭 景 林 等 革 命 故 事 。

如今，这里成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

置身“红色利津教育体悟中心”，沉

浸式体验解放利津城战斗的炮火硝烟；

探访“英雄北张”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倾听七十二烈士浴血奋战的故事；

走进郭景林故居，重温“革命妈妈”英勇

抗日的事迹……4 月中旬，王先生带家

人来到利津县体验红色之旅。谈及感

受，他说：“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我想让

孩子明白中国为何能从过去的积贫积

弱走向如今的繁荣富强。”

近年来，利津县根据郭景林的事

迹，创作大型红色吕剧《热土情》，组织

红色文艺精品创作展演，把更多宣传

利津故事、弘扬利津英雄的文艺作品

搬上舞台、荧屏和网络。同时，他们组

建红色宣讲团，用乡音讲述革命故事，

并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立体

传播红色历史、歌颂革命英烈，推动红

色文化更好地走进群众，让红色基因

代代相传。

山东省利津县军地保护利用革命遗址遗迹—

绘制红色基因图谱
■祝家亮 本报特约记者 乔振友

“富平县是陕甘边区的前沿阵地和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月 20 日，陕西省富平县红色教育基

地，一名“红色小小讲解员”正声情并茂

地向参观者讲述富平的红色故事。生

动的讲解，将听众“带”到战火硝烟的年

代。培养“红色小小讲解员”讲述红色

故事，是富平县军地加强红色文化建

设、赓续红色血脉的举措之一。

米家窑地下交通站旧址、八路军

120 师抗日誓师纪念地、康庄战斗烈士

陵园……富平县具有丰富的红色资源，

青山绿水间遍布红色遗迹。该县军地

统筹规划红色资源挖掘、革命遗址保

护、红色基因传承等工作，构建起从中

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大革命时期、土地

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到解放战争时

期完整的红色教育内容体系。他们还

挖掘红色史料，整理收集《富平红色故

事》《康庄战斗史话》等文献，编撰《富平

大事纪略》《富平红色记忆》等书籍，编

排革命题材阿宫腔《红梢林》及诗歌、快

板、情景剧等红色作品，为开展红色教

育提供鲜活教材。

在富平，谈起红色历史，上至耄耋老

人、下至少年儿童，都能兴致勃勃讲上一

段。近年来，他们组建“五老英模宣讲

团”“退役军人红色传承宣讲团”等宣讲

团体，培养 220余名“红色小小讲解员”，

广泛开展“根植红色基因、培育优质兵

员”、国防教育“五进”等活动，让红色基因

融入广大干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血脉。

前不久，该县组织专武干部走进县

人武部荣誉室。一张张泛黄的照片、一

件件带有岁月印记的文物，生动再现了

富平军民参战支前、保家卫国、团结奋

进的感人事迹。齐村镇武装部部长张

朝勇说：“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争取

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他们不畏强敌、

不怕牺牲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革命优良传统富含精神之钙，是

坚定官兵信仰、激发官兵血性的教育富

矿。”该县人武部领导介绍，他们注重发

挥红色资源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组织

官兵、文职人员和专武干部、民兵、预定

新兵等走进红色场馆、触摸红色记忆，

激励大家投身强军事业、汲取奋进力

量。笔者了解到，该人武部荣誉室自去

年 4 月建成后，先后接待部队官兵、党

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人员、中小学校师

生及社会各类团体 90 余次，成为党员

干部、青少年学生接受爱国主义和国防

教育的重要阵地。

“每一名老兵，都是一本活着的历

史书。”该县组建退役军人“红色传承

室”和志愿服务队，深入全县 100 多个

村庄，采访参战和作出重要贡献的老兵

200 多名，拍摄军装照 700 多张，手绘军

装画像 50 多幅，制作宣传纪录片 50 多

部，用不同方式讲述退役老兵事迹。在

红色教育氛围激励下，富平县适龄青年

参军报国热情高涨。富平籍官兵扎根

军营、矢志打赢，2023 年有 2 人荣立二

等功、86 人荣立三等功。

如今的富平县，石川河微波荡漾，一

座座红色纪念馆、一处处革命遗址遗迹

掩映在青山绿水中。公园有红色雕塑、

街道两旁悬挂红色标语，沿街商铺不时

传出革命歌曲——“一道道的那个山来

哟一道道水，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

红色文化已融入人民群众生活，红色成

为这座小城最亮的底色。

陕西省富平县军地合力加强红色文化建设—

擦亮红色小城底色
■李 钢 张建国

4 月 12 日，江西省景德镇军分区组织全市专武干部代表来到浮梁县湘

湖镇，观摩基层武装部正规化建设情况。图为专武干部介绍“三室一库”建

设情况。 杨震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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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中旬，记者来到位于内蒙古磴

口县的乌兰布和沙漠，看到一幅繁忙景

象，一群身着迷彩的民兵正对前几年所

种树木展开养护，剪枝、松土、灌溉，道

道工序有条不紊。半天时间，他们共养

护树木 30 余亩。

在养护现场，记者见到村民刘耀

宗。“以前为了对抗沙尘暴，我们在地里

铺上地膜。可一场大风刮来，全吹没

了。种玉米，玉米被吹跑；种葫芦，葫芦

苗被刮断。”回忆过往，难掩痛心，说起防

护林，他转而有了笑容，“自从县人武部

组织民兵把防护林建起来后，村里环境

好了，就算偶尔刮风，也没那么大了。”

磴口县位于黄河“几字弯”顶端，是

我国荒漠化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也是

“三北”工程建设重点区域。

治沙，关乎黄河安澜，也关乎流域百

姓生计。多年来，磴口县人武部始终牢

记为民宗旨，带领民兵吹响向沙漠进军

的号角。“我们以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

接着一茬干的精神，走上了‘沿沙设防，

植树造林，保护沙区草木，营造防沙林

带’的治沙之路。”该人武部领导介绍。

“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沙漠无

阻拦，不断向东侵。沙进人退，不少村

民因为流沙侵害而搬走。”回想起造林

情景，磴口县民兵分队队员、护林员金

振云仍记忆犹新，民兵扛着树苗，背上

干粮和水壶，翻越松软的沙山，在沙窝

里一干就是一整天。“一场风过来，吹得

人睁不开眼，嘴里、耳朵里、鼻孔里全是

沙子，但没有人抱怨，让大家心痛的是

刚种好的树苗又被吹没了。”

为啃下这块硬骨头，该人武部多次

邀请技术人员现场指导，确定了“宜造

则造、宜封则封，宜林则林、宜灌则灌，

乔灌结合、封造结合”的种植模式，打造

以乔木、梭梭、花棒等为主的乔灌木结

合防风固沙林，先后组织 5000 余名民

兵，在乌兰布和沙漠东缘重建长 154 公

里、宽约 50 米的大型防风固沙林带，遏

制了乌兰布和沙漠东侵。

“我们还组织民兵分队在紧邻黄河

的沙漠区域，打造长 50 多公里的黄河

沿岸防护林带；在乌兰布和沙漠腹地修

建长 100 多公里的穿沙公路，公路两侧

建成乔灌结合的防护林带。”民兵特木

其乐说。如今，磴口县昔日黄沙漫天的

村庄变成“绿进沙退”的富饶绿洲，切断

了乌兰布和沙漠向河套地区和华北地

区侵蚀的通道。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里一刮大

风 就 埋 公 路 ，好 多 班 车 、货 车 都 走 不

动。”刘耀宗提起沙害感慨万千，葵花、

玉米等农作物的幼苗刚刚长出来，就被

无情的风沙打死。“建设不好生态，发展

农牧业是句空话。”他看到人武部成功

建起防护林后，主动请教种植经验。

在县人武部邀请的技术人员指导

下，刘耀宗除了种地，还种植李子、杏等

果树 97 亩，梭梭、柠条 600 多亩，农田防

护林 80 亩、杨树 7 万株，既能防风固沙，

又能带来经济收入。他说：“去年家里

盖起宽敞明亮的新房，今年又购置了 2

台农用拖拉机，日子越来越好。”

如今，在民兵分队示范带动下，该

县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防沙治沙模

式——构建自然保护地、封沙育草区、

防风阻沙区、农田防护林网“四位一体”

的防沙治沙综合治理体系，为西北地区

乃至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复制、可

推广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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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孙宗亚、特约通讯员万东

明报道：4 月 17 日，江苏省宿迁市高新

区人民医院医生薛寒早早来到办公室，

准备好出诊所需设备后，前往宿豫区来

龙镇 96 岁的伤残退役军人赵光荣家。

一进门，薛寒就询问赵光荣的身体

状况，并开始检查。“咳嗽还有痰，血糖

有点高，之前开的药要按时服用。这种

状况持续的话，要住院观察治疗。”赵光

荣说：“有你们家庭医生，是我的福分。”

2022 年，宿豫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摸排发现，区里 1～6 级伤残退役军人

大多行动不便，多数患有高血压、糖尿

病等基础性疾病。为解决伤残退役军

人就诊难题，他们从全区遴选专业技能

过硬的医疗骨干，担任伤残退役军人家

庭医生。

每名家庭医生除做好送药上门、身

体检查等工作外，还要定期协调康复、

理疗等工作，并根据伤残退役军人的身

体状况给予生活指导和康养建议。一

天深夜，伤残退役军人张国强突感不

适。情急之下，他的妻子拨通家庭医生

李然电话。很快，李然和救护人员赶

到，对张国强进行紧急诊疗。

笔者获悉，从 2023 年底开始，该区

伤残退役军人可就近就便任选一家公

立医院就诊，享受优先优待服务。“小

病不出门，大病有绿色通道。”张国强

说，“党和政府的关爱，让我们感到很

温暖。”

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

伤残老兵有了家庭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