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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竹成荫，青山环绕，这里是浙江

省景宁畲族自治县半山村。夏日清晨，

78 岁的退伍老兵陈孟明吃过早饭，拿

出一块干净抹布，细细擦拭身旁的玻璃

门木柜。“这里面装着他的宝贝。”陈孟

明的老伴笑着说。

老伴口中的“宝贝”，是 61 副拥军

春联，有的已经褪色，有的有些破损，或

多或少还残留着胶水的痕迹，但都整齐

地叠放在柜中。这是陈孟明从 1963 年

参军至今收到的春节慰问品，从最初的

“新春光荣联”到后来的“新春幸福联”，

每一副都饱含深情。

陈孟明告诉笔者，每年春节前夕，

村干部都要走访慰问军人军属和退役

军人，为他们送慰问品、贴春联。“其实

我是舍不得贴的，所以每年一过正月

十五，我就把春联揭下来收好。后来

年纪大了，就让儿子帮我揭。那小子

毛手毛脚的，有一回，不小心弄坏了，

我心疼了好久。”陈孟明笑着说，“在我

们半山村，不管是现役的还是退伍的，

都有这个待遇。”

半山村的拥军故事，要从 71 年前

的春天说起。1953 年，村民陈德翰响

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号召，报名参

军。出发时，乡亲们敲锣打鼓来欢送胸

戴大红花的陈德翰入伍。

不久后，陈德翰随部队奔赴抗美援

朝战场。家里青壮劳力参军报国，淳朴

的村民总会搭把手，帮陈德翰家人干些

农活。若是他家有了啥困难，村干部招

呼一声，全村人都忙前忙后。那年春

节，村干部担心陈家人过节冷清，商议

过年前去看望慰问陈德翰父母。

20 世纪 50 年代物资匮乏，生活在

偏僻山村的村民生活更是拮据，但村干

部硬是凑钱买来白糖、冰糖和桔饼等慰

问品和春联来慰问，大家还约定：以后

逢年过节，都要走访慰问军人军属。

岁月更迭，时光流转。慢慢地，不光

是春节，赶上大小节日、官兵立功受奖，

村干部都会走访慰问，慰问对象也从军

属延伸到退役军人。拥军优属不仅成了

村里的传统，还被郑重地写入村规。

“儿子，今天村干部来咱家慰问，我

才知道你在部队立了功，妈妈真的很开

心……”5 月下旬，半山村村民王素珍

拨通了正在陆军某部服役的儿子陈兴

刚的电话。

陈兴刚 2021 年参军入伍，在前不

久的专业比武考核中取得优异成绩，荣

立三等功。得知消息后，村委会第一时

间组织人员到陈兴刚家中慰问报喜。

“我们村是名副其实的‘国防村’。”

村党支部书记陈延红告诉笔者，半山村

以畲族和汉族为主，户籍人口 852 人，

日常人口 80 余人，这些年先后有 35 名

青年参军入伍，这跟村里一直以来的浓

厚拥军传统密不可分。

1976 年 5 月，从半山村入伍的战士

陈林谦，在执行任务时不幸牺牲。面对

突如其来的变故，陈林谦一家人陷入巨

大悲痛中，村干部经常上门慰问探望。

得知烈士生前心愿是帮家里盖一座新

房后，村里决定，由村集体出资采购建

房所需原材料，村民们主动出工出力，

在大伙的齐心协力下，新房很快建成，

了却了烈士的一桩心愿。

“虽然地处深山，但我们村拥军优

属的优良传统 71 年从未间断。”陈延红

指着村委办公室墙上挂着的一块闪亮

牌子告诉笔者，“2022 年 1 月，我们村被

县双拥办评为‘拥军优属示范村’。”

去年 4 月，得知在锦州某部服役的

战士张利民在训练中受伤，村委会立即

派出一名村干部陪同张利民父母前去

探望，并组织人员帮助张利民家完成耕

种。张利民谈及此事，感触颇深：“家乡

人民的这份情，我会永远铭记。我一定

练好本领，建功军营。”

浓厚的拥军氛围，让越来越多的退

役军人选择回村创业，反哺家乡。陈孟

明退役后，放弃县里安排的工作，回到

家乡创建香榧基地。大山深处的小山

村一天天热闹起来，村民的日子越过越

红火。

左上图：春节前夕，村委会慰问军

属，并为他们贴上春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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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约定俗成”到“写入村规”，浙江省景宁县半山村71载接力关爱军人军属—

小山村的拥军情
■柳丽娟 王 晴 刘 芳

本报讯 刘雪洁、特约记者于斌报

道：实弹射击、想定作业、按图行进……

近日，山东省德州军分区区分课目，组织

近几年招录文职人员开展为期一周的军

事集训，取得预期效果。

“‘兵教头’的付出功不可没。”军分

区战备建设处参谋、集训负责人赵磊告

诉记者。

赵磊口中的“兵教头”，是来自驻军某

部的 5名优秀训练骨干。“文职人员虽然不

直接参与作战，但身份属性和职能定位决

定其需要服务部队、聚焦打赢，也要接受军

事职业教育。”该军分区领导介绍，集训前，

为了在有限时间内快速提升文职人员军事

素质，他们集思广益，最终决定按照“开门

施教、专业任教、结对帮教”的思路，邀请驻

军训练尖子担任教官。

记者打开集训名单看到，5 位“兵教

头”个个素质过硬，既有军事体育、“四

会”教学能手，也有战术训练骨干。集训

中，在地图上标绘军事行动情况的动员

要图标绘课目，成为大家的“拦路虎”。

对于多数文职人员而言，准确、快速、简

明、规范地标绘要图绝非易事。为此，

“兵教头”葛万勇按照“先易后难、分步细

训、循序渐进”的训练思路，从标号构成、

标号标示、特情处置等基础教起，每次训

练都严格要求，训练完毕进行复盘。几

堂课下来，大家标图作业的准确度、规范

度和速度均有明显提升。在考核中取得

好成绩，来自禹城市人武部的何建兴奋

地说：“办法总比困难多。要图标绘，我

也能行！”

5 名“兵教头”白天全程跟训指导各

个课目训练，晚上则聚在一起分析问题、

优化完善训练方案。“掌握实弹射击基本

动作要领后，重点放在如何调整呼吸和

瞬间击发上”“‘四会’教学教案已基本成

熟，要配套完善教具、器材，提高教学生

动性和吸引力”……

通过强化训练，参训文职人员军事素

质明显提高，为今后履职夯实了基础。“下

一步，我们将加大与驻军部队合作力度，

邀请更多‘兵教头’前来施教联训，提升所

属人员能力水平。”军分区领导告诉记者。

山东省德州军分区探索新训法提升文职人员集训质效

“兵教头”执掌教鞭 “孔雀蓝”加钢淬火

安徽省望江县鸦滩镇

组织抗洪抢险演练
本报讯 陈龙、王年节报道：5 月下

旬，安徽省望江县鸦滩镇组织民兵应急

分队开展抗洪抢险应急演练。他们模拟

鸦滩河水系长丰圩口出现管涌险情，围

绕应急响应、巡堤查险、构筑反滤围井、

抢筑子堤等课目进行演练，进一步锤炼

民兵队伍应急抢险能力。

山东省莒南县人武部

走访慰问新兵家庭
本报讯 于广涛、王善成报道：连日

来，山东省莒南县人武部领导对今年上

半年入伍的新兵家庭进行走访慰问，详

细了解新兵家庭状况及困难，并协调乡

镇武装部现场商定帮扶办法。新兵家属

表示，会全力支持孩子在部队安心服役，

鼓励他们早日成为一名优秀军人。

河北省军区石家庄第四干休所

开展敬老爱老活动
本报讯 张雅雯报道：端午佳节临

近，河北省军区石家庄第四干休所组织

开展以“浓情端午传承文化·粽叶飘香

共享安康”为主题的爱老敬老活动，邀

请老干部、阿姨们包粽子、品美食、做香

囊，丰富干休所文化生活，营造浓厚节

日氛围。

湖南省武冈市人武部

基干民兵参观见学
本报讯 王岐堂、罗建锋报道：5 月

下旬，湖南省武冈市人武部组织基干民

兵到市国防教育基地参观见学，通过聆

听红色故事、参观革命文物、交流心得感

悟等方式，进一步坚定民兵理想信念。

民兵们纷纷表示，要继承先烈遗志，练就

过硬本领，强化责任担当。

本报讯 朱俊杰、记 者宋坤报

道：“38 年前，面对持枪挟持人质的

歹徒，我本能地冲到最前面，为战友

挡住飞来的子弹，重伤失明……”初

夏时节，一级伤残军人、二等功臣、

全国模范退役军人江建军来到安徽

省池州市贵池区绿地小学，讲述了

他负伤失明后坚持写作，用文学点

亮人生的励志故事，给同学们上了

一堂生动的国防教育课。

当听到台上带着茶色墨镜的老

人 说 到 自 己 27 岁 为 救 战 友 双 目 失

明，听到新婚妻子不离不弃成为他的

一双眼睛，听到他坚定地说出“我永

远是人民的子弟兵”时，台下掌声如

潮，不少师生泪湿双目。

“江 爷 爷 双 目 失 明 后 克 服 常 人

难以想象的困难，坚持写作、热心公

益，我要向江爷爷学习，遇到困难不

逃避，遇到难题不放弃，努力学习，

长大做新时代国防事业的接班人。”

听了江建军的故事，小学生张明俊

备受感动。

“国防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为

增强青少年居安思危的国防意识，

去年以来，池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遴选百余名战斗英雄、功臣模范、参

战老兵组建“功臣模范宣讲团”，走

进全市百余所中小学校，讲述英雄

故事，传播革命火种。

“在一次边境作战中，我带领 12

名战友从后山向高地发起进攻，在

头部、左腿负伤的情况下，我咬紧牙

关向前冲锋，最终占领高地……”作

为池州市“功臣模范宣讲团”的发起

创始人之一，老兵吴学文只要一讲

起战斗故事，浑身上下充满力量。

一 个 个 浴 血 奋 战 的 故 事 扣 人

心弦，一缕缕赤诚报国的爱国情怀

激荡心田。青阳县第四小学四年级

学生王军听完深受触动：“一位战斗

英雄就是一部生动教材，一个军史

故事就是一次深刻教育。老前辈身

上蕴含的红色基因和革命精神无比

珍贵，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传承这份

精神宝藏。”

近 年 来 ，池 州 市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系统汇聚多方力量，致力于讲好国

防 故 事 ，传 承 红 色 基 因 。 去 年 5 月

以来，池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

开展“您说我听——追忆老战士记

忆深处的烽火故事”主题活动，通过

抢 救 式 采 访 ，为 109 位 老 兵 拍 摄 口

述历史视频、整理相关文字资料，留

存红色记忆。在此过程中，一批像

胡信来、许剑云等功勋卓著的革命

老兵事迹走进校园，成为鲜活的红

色教材。

讲 不 完 的 英 雄 故 事 ，道 不 尽 的

精 神 传 承 。 如 今 ，“ 功 臣 模 范 宣 讲

团”已累计宣讲 230 余场，为全市 15

万名中小学生普及国防知识、讲述

红色故事。一颗颗爱党爱国、崇军

尚武的种子如同散落在池州大地的

蒲公英，迎着清风徐徐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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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卢发祥、屈雷宇报道：“今

天在红色遗址参加点验，面向抗日英雄

纪念碑宣誓，让我更加深刻体会到作为

一名民兵的责任感和使命感！”5 月下

旬，在吉林省敦化市东北抗联寒葱岭密

营遗址，敦化市人武部组织森林灭火分

队 70 余名基干民兵，开展了一场别具

特色的整组点验。点验结束后，新入队

民兵肖函感慨道。

敦化市作为革命老区，红色教育资

源丰富。年初以来，为解决民兵思想政

治教育中存在的人员难集中、时间难落

实等问题，市人武部制定下发《关于借

助地方红色资源开展民兵思想政治教

育的意见》，在辖区遴选 20 余处红色场

馆，组织该市各基干民兵分队开展“分

片区点验、实景化教育、体验式研学”实

践活动。

当日上午 9 时，伴随着激昂嘹亮的

军歌，森林灭火分队基干民兵接受点

验。宣读干部任职命令、核查专业对口

情况、重温民兵誓词、奏唱《中国民兵之

歌》等环节后，全体民兵背上背囊，徒步

行军，沿着先辈们曾经战斗过的崎岖山

路挺进密林深处。抚摸战壕里留下的

痕迹、参观展览馆、聆听战斗故事……

民兵们深切感受到抗联战士当年的艰

辛，不禁肃然起敬。

民兵刘洋告诉笔者，以前虽然来

过密营遗址，但以民兵的身份来还是

第一回。“前一阵子我们刚进行了森林

防火巡逻，马上又要开展防汛抢险训

练，感觉压力很大。当年前辈们在如

此恶劣的环境下依然坚持战斗，作为

新时代民兵，我们没有理由‘躺平’。”

刘洋说。

“通过充满仪式感的点验和沉浸

式教育体验，进一步激励民兵履职尽

责、发挥作用。”敦化市人武部领导介

绍，为推动民兵思想政治教育走深走

实，他们还配套开展移动展示板集中

领学、红色资源码扫码自学、民兵讲解

员展馆讲学、抗联密营路现地游学等

活动，用活当地红色资源，不断提高教

育效果。

点验结束后，市人武部与寒葱岭

红色教育基地签订《共建教育联系点

协 议 书》。 下 一 步 ，他 们 计 划 依 托 共

建联系点，开展交叉式互访互学等活

动，不断丰富教育形式。

吉林省敦化市人武部

整组点验在抗联密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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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上旬，江西省永丰县人武部组织恩江镇民兵排进行伪装防护训练。

周莎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