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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万物并秀，广袤的龙江

大地满目生机。

“没有地方住，就搭窝棚睡地铺；食

物短缺，就削树皮喝雪水……”前不久，

记者跟随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军事部官

兵、文职人员和专武干部，走进洪河农

场军垦开发建设纪念馆。最先映入眼

帘的是刻画数百位老兵形象的大型浮

雕，浮雕左侧是一面“功勋墙”。一行人

在“功勋墙”前驻足，凝望镌刻其上的一

个个北大荒老兵的名字，聆听他们战天

斗地的开荒垦田故事，领悟忠诚担当的

北大荒精神。

2018 年，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统

一部署下，各分公司在本级及所辖农场

筹建开发建设纪念馆和场史馆。黑龙

江省农垦总局军事部主动靠前，成立

30 余个工作组，足迹遍布 13 个省 21 座

城市，收集北大荒老兵影音资料和老物

件，梳理军垦开发历史，参与场馆建设

与室内设计，将老兵元素融入其中，拓

展教育功能。

“上世纪 50 年代，从战火硝烟中走

来的 10 万复转军人铸剑为犁，将青春

和汗水抛洒在这片黑土地上。让这些

场馆留下更多老兵印记，对传承北大

荒精神，激发全社会尊崇军人、崇尚英

雄具有重要意义。”该军事部政委都根

杰说。

虎林市八五○农场，是王震将军带

领复转军人创建的第一个军垦农场。

八五○军垦开发建设纪念馆就坐落在

农场场部中心区域。作为样板工程，

2021 年 6 月底投入使用的纪念馆占地

面积 1135 平方米，其中“军字号”展厅

格外引人注目，共展出复转军人图片

2000 余张、文物 300 余件、3D 模型 5 个、

视频 2 部、实景雕塑 6 座，占整个展陈资

料的 60%以上。

“那段时间，我们带着民兵四处奔

走，收集整理史料，组织有美术功底的

民兵参与室内设计和展陈布置。加班

加点是常态，但大家毫无怨言，脏活累

活带头干、抢着干。一些民兵说，作为

军垦人的后代，能亲手整理展出祖辈的

事迹，哪怕只是钉一颗钉子、摆放一件

展品，都是光荣的事。”农垦总局牡丹江

管理局人武部政委康术臣说。

民兵于志伟告诉记者，他是一名

“垦三代”，在参与建设纪念馆过程中，

不仅重温了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的北大

荒精神，还对老一代军垦人“早起三点

半，归来星满天，啃着冰冻馍，雪花汤就

饭”的奋斗精神有了更深的感悟。“他们

为垦区的开发建设奉献了青春，建起一

座座机械化国营农场，让茫茫沼泽荒原

变成良田。作为新一代‘北大荒人’，我

们要薪火相传、接续奋斗，走好新时代

‘科技垦荒’之路。”于志伟说。

采访过程中，一群中学生走进纪念

馆参观研学。老军垦、抗美援朝老兵陈

金华应邀前来义务讲解。96 岁高龄的

陈金华精神矍铄、声如洪钟：“我从抗美

援朝战场回来后就脱下军装，来到八五

○农场工作，种过菜、养过猪，开了 8 年

拖拉机。那时的北大荒，蒿草比人高，

还有‘三件宝’，苍蝇、蚊子和小咬……”

陈金华不失幽默的讲述，让学生们感受

到军垦人苦中作乐，吃苦不言苦、知难

不畏难的乐观精神、拼搏精神。

“纪念馆中的老兵印记，只有不断

宣扬传颂，才能充分释放育人作用。”牡

丹江管理局人武部部长黄鹏举介绍，该

人武部不定期邀请老军垦、老党员担任

讲解员，他们结合自身经历讲的军垦故

事更能打动人。

北安市赵光农场场史馆有一件“镇

馆之宝”。在讲解员王宇的带领下，记

者来到一个展柜前。这是一部普通的

电影拷贝，外壳已有些斑驳。“上世纪

50 年代，以我们农场为原型拍摄的讴

歌北大荒拓荒者的电影《老兵新传》，一

经放映大受欢迎。”王宇介绍，场史馆建

设启动后，农垦总局北安管理局人武部

几经寻访得知，这部电影的拷贝存于黑

龙江省军区军影站。经过沟通协调，他

们终于在军影站库房“海量”的电影拷

贝中，找到这部电影。记者注意到，场

史馆内的一个大屏幕上正滚动播放这

部影片的经典片断，军垦人的形象跃然

眼前。

战斗中失去左臂和右眼的战斗英雄

郝光浓，转业后带领 28位伤残战友成立

开荒建场“尖刀队”，以人拉犁方式翻

垦荒地，创建荣军农场；陈大元转业来

到北大荒，和战友们凿穴为居、化雪为

炊……连日来，在嫩江市农垦九三管理

局荣军文化园场史馆、宝清县八五二农

场军垦开发建设纪念馆等多个场馆，一

队队官兵、文职人员和民兵现地开展“新

时代奋斗观”大讨论，老兵们的故事让他

们深深感到，不一样的时代，需要一样的

奋斗。他们表示，一定争当军垦传人，沿

着前辈的足迹在新征程上奋力奔跑。

千 里 沃 野 ，陆 续 建 成 的 122 座 纪

念 馆 、场 史 馆 ，成 为 垦 区 122 处“ 红 色

课堂”。

为了让这些场馆更好发挥教育功

能，农垦总局军事部与地方有关部门合

力将这些点位串珠成链，打造 5 条红色

研学路线。今年，他们在部分场馆引入

VR、AR 等 数 字 技 术 ，让 老 物 件“ 说

话”，让史料“发声”。

“我们还通过‘5G+’手段，打造数

字场史馆，人们足不出户便可‘云端’参

观，进一步拓展教育辐射面。”都根杰介

绍，近 5 年，垦区每年为部队输送千余

名优质兵员，先后有 523 人次在部队立

功受奖，“红色课堂”的铸魂育人功能不

断凸显。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军事部协助创建军垦开发建设纪念馆、场史馆—

“红色课堂”点亮北大荒
■赵迎春 王世刚 本报特约记者 陈立涛

“老邱，这次又给咱优惠了 60 元，

市里出台的优待政策真是看得见、摸得

着！”前不久，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退

役军人邱运平和妻子到超市购物，通

过“优军码”结算时享受优惠，妻子由衷

感叹。

这是抚州市开展“满怀忠诚讲尊

崇 ，千 行 百 业 共 拥 军 ”活 动 的 一 个 缩

影。该市双拥办负责人介绍，近年来，

抚州市依托信息化服务平台“优军码”，

积极打造“数字拥军联盟”。目前已有

850 家 企 业 签 订 协 议 ，推 出“ 军 创 贷 ”

“拥军贷”“拥军优抚卡”等服务项目，发

放电子优惠券 3.5 万余张，涉及医疗保

健、建材家居、酒店餐饮、金融保险、法

律服务等 60 余个领域。

“军属、退役军人凭有效证件，可

简化贷款流程，享受政府补贴年利率

最低至 2.15%的贷款”“军人军属、退役

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凭有效证件，就

餐一律享受 8.5 折优惠”“我们优先招

录退役军人、军属”……扫描“优军码”

进 入 主 页 ，浏 览 界 面 ，1000 余 条 拥 军

政策、拥军门店优待项目等信息一目

了然。

“多亏了‘军创贷’，我的养鸡场才

能顺利建成，目前鸡蛋、鸡肉已打开市

场，前景不错。”在荣山镇一家生态养

鸡场，创办人周华平一边喂鸡，一边介

绍。2018 年，周华平退役返乡后打算

自主创业，但一度缺乏启动资金。临

川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上门走

访时，帮助他下载注册“优军码”。周

华 平 通 过“ 优 军 码 ”上 的 创 业 信 息 及

“军创贷”项目，成功贷款并办起生态

养鸡场。

日前，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抚

州市人社局等部门，举办退役军人、军

属专场招聘会。他们借助“优军码”发

布招聘信息和就业意向统计表，为退役

军人和用人单位搭建双向选择平台，打

破信息壁垒，助力退役军人实现精准就

业。据统计，此次招聘会共为退役军人

及军属提供管理、物流、销售等就业岗

位 300 余个，现场有 80 余名退役军人及

军属与用人单位达成就业意向。“这次

招聘会上的用人单位都是本土企业，我

希望能成功应聘，工作和照顾家庭两不

误。”今年上半年退役的抚州籍士兵张

晋说。

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王武辉

介绍，他们还利用“优军码”对“数字拥

军联盟”签约企业履行拥军公约、优惠

承诺等情况进行线上监督考评，重点排

查纠治打着“惠军拥军”旗号进行虚假

宣传的行为，让军人军属、退役军人的

优先优待不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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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季明、唐艳蓉报道：“孩子

在部队建功，我们在家乡享荣光、受优

待……”近日，江苏省盐城军分区携手

盐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开展为全市荣

立二等功以上的 15 名军人家属免费体

检活动，为功臣家属送关怀、送健康，参

加体检的军属纷纷点赞。

据悉，为把这项暖心举措落到实

处，该市军地有关部门多次征求军属意

见建议，根据他们的年龄、身体状况，科

学制定体检方案，并联合医疗机构为每

名军属建立体检档案。

在体检现场，医生耐心解答军属的

各类健康咨询，并针对性地提出诊疗方

案和意见建议。“为确保体检安全顺利，

我们居住地的人武部安排专车接送，到

了体检中心，还有医护人员一对一引

导，真是暖心贴心！”年过花甲的军属张

学铨高兴地说。

盐城军分区政治工作处领导介绍，

为提升军属体检的体验度，此次体检专

门开辟绿色通道、设置体检专区、指定

专家坐诊。下一步，他们将携手各方力

量，为荣立三等功的军人家属提供免费

体检服务。

截至目前，该市已有 140 多名功臣

家属享受了免费体检服务，进一步浓厚

了尊崇军人、关爱军属的社会氛围。

江苏省盐城市军地携手为军属送健康

为立功军人家属免费体检

本报讯 朱俊山报道：“这 里 的 服

务既周到又贴心，让我们感受到家的温

暖 ……”前不久，来自安徽省全椒县的

20 名退役军人走进浙江省长兴县一家

康养中心，进行异地疗养，并享受当地退

役军人优待政策。带队疗养的全椒县退

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王乃云介绍：“这

次跨区域疗养，是长三角区域退役军人

工作协同发展带来的红利。”

长兴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吴建荣

说，长三角区域退役军人工作协同发展

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一份沉甸甸的“共享

清单”。今年 4 月底，浙江、江苏、安徽 3

省 11 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有关领导齐

聚一堂，召开长三角区域退役军人工作

协 同 高 质 量 发 展 研 讨 会 ，达 成 系 列 共

识。此后，长兴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派出

工作组，先后到江苏、安徽等地学习取

经，了解各地的特色做法和工作优势，探

求资源互补和政策互通的可行性。经过

多次协商和探讨，他们突破行政区划框

架，3 省 11 地共同推出 200 余条共享优

待政策，涵盖旅游、医疗、交通等多个方

面，为退役军人打造跨地域、多场景的优

待共享圈。

疗养人员、全椒县退役军人计辉告

诉笔者：“起初报名时，我还有所顾虑，担

心到外地疗养有不便之处，但到了长兴

后，这些顾虑都打消了。”在长兴县的几

天时间，他们参观当地红色教育基地、品

尝特色美食、体验文化活动、享受医疗服

务。实实在在的优待，让计辉和战友们

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协同发展前景广阔。据悉，下一步，

3 省 11 地将持续加强“共商、共融、共享、

共促、互通”，加速形成“项目共引、园区

共用、产业共建、成果共享”的良性合作

机制，通过不断深化合作，拓宽服务领

域、提升服务质效，推动长三角区域退役

军人工作深度融合，为退役军人带来更

多红利。

浙江省长兴县利用退役军人工作跨区域协同发展优势

打造优待共享圈

6月 18日，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人武部工作人员走进育才小学，开展“国

防教育进校园”活动。图为该人武部干部教学生打军体拳。

杨 涛摄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连日来，受强降雨影响，福建多地发生洪涝和地质灾害，出现公路塌方、房屋倒塌等险情，各地民兵闻令

而动，迅速奔赴现场展开抢险救援。

上图：6月 19日，龙岩市武平县民兵应急分队在中赤镇开展街道清淤工作。 钟志坚摄

右图：6月 18日，南平市光泽县人武部组织基干民兵转移受困群众。 李兴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