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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武部邀请驻地多所小学师生，

到该部体验军营生活，开展红色研学活动。他们通过武器装备模型

展览、国防知识宣讲等形式为师生开展国防教育。

上图：官兵在荣誉室为小学生讲解武器装备模型。

左图：官兵教小学生叠军被。

黄劲丰摄

本报讯 张小伟、曾子杰报道：“我

出生在韶山冲，旧社会备受欺凌，投身

革命为了劳苦大众，纵然身死也不改初

衷！”连日来，湖南省衡山县军地以征集

革命军事文物为契机，通过说、唱、演的

形式，将挖掘到的红色故事搬上皮影戏

舞台，受到当地群众欢迎。

“衡山县是一片红色热土，有许多

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衡山县人武部

领导介绍，以往，他们对征集来的革命

军事文物主要采用实物加说明词的方

式进行展示，群众参观时往往只是走马

观花，对其背后的故事了解不多。一次

军地座谈会上，有人提出，可以利用皮

影戏等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乡土艺术

形式，来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达到寓

教于乐的效果。为此，今年初，衡山县

成立军地专项领导小组，并号召 5 名衡

山皮影戏传承人牵头组建红色文化皮

影戏创演团队。

据介绍，衡山县人武部联合县委宣

传部等单位，对征集来的 50 余件红色

文物，逐一现地核实来源、挖掘背后故

事、核查史实资料、采访革命历史亲历

者等，形成文字资料 5 万余字。而后，

他们将相关资料交由红色文化皮影戏

创演团队，从中选取 10 个红色故事，创

编成 5 个皮影戏节目。同时，人武部还

成立了 4 支民兵宣讲队，以毛泽建烈士

纪念馆、衡山农讲所等红色展馆为宣讲

平台，定期开展公益演出。

“让非遗皮影戏和红色故事相结

合，是一个很好的创新。”皮影戏传承

人王冬林告诉笔者，以前皮影戏更多

是从市井生活中挑选题材，观众大多

是中老年人，现在融入了革命历史故

事后，吸引了很多年轻观众，演出现场

常常座无虚席。

6 月下旬，衡山县民兵宣讲队来到

开云镇甘棠桥社区，举办了“行程万里

不忘来路”公益演出。“这个表演让我眼

前一亮，他们将红色文物背后的故事以

皮影戏的方式呈现出来，有声有色，有

情有景，新颖独特，让我们更深切地感

受到革命的艰辛和不易。”观看完演出

的村民郭承泽意犹未尽地说。

湖南省衡山县用非遗保护传承红色文化

皮影戏中的文物故事

甘肃省积石山县

做实防汛救灾准备

本报讯 杨泽报道：近日，甘肃省

积石山县人武部协调地方应急、水务、

自 然 资 源 等 部 门 ，成 立 应 急 救 援 专

班。他们联合对辖区 43 个地质灾害风

险点进行实地勘察，采集水系、交通等

视 频 、图 片 信 息 ，建 立 风 险 处 置 数 据

库 ，按 照 所 急 所 需 补 充 应 急 救 援 物 资

1700 余件（套），做实防汛救灾准备。

重庆市梁平区

提升民兵应急能力

本报讯 万成胜报道：连日来，重庆

市梁平区人武部根据年度军事训练计

划，会同编兵单位，组织民兵支援分队展

开集训。他们重点围绕轻武器实弹射

击、防爆器材操作使用等课目开展训练，

并邀请消防、应急等部门专业教员讲解

森林灭火、应急救援任务的重难点，不断

提升民兵分队应急能力。

河北省赞皇县

开展学校国防教育

本报讯 游优报道：7 月上旬，河

北省赞皇县人武部联合县委宣传部、县

教育局，到赞皇中学开展国防教育宣讲

活动。他们以“筑牢国防意识 矢志报

效祖国”为题开展宣讲，组织师生观看

红色影片，并通过问答与师生进行互动

交流，为该校师生带来一堂生动的国防

教育课。

安徽省安庆市

营造浓厚崇军氛围

本报讯 韩强报道：近期，安徽省

安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与迎江区人武

部、怀宁县人武部等单位，共同做好送

喜报工作的下篇文章。他们邀请立功

军人到母校担任课外辅导员，协助学校

开展军训、国防教育等活动。同时，还

为立功军人父母安排短期疗养，进一步

增强军人家庭的自豪感和荣誉感。

本报讯 王涛、田焱报道：“时间

不 早 了 ，我 们 准 备 回 程 吧 ，不 然 天 黑

了，回去的路上不安全。”考虑到返回

县城还需要一个半小时，进村入户开

展应征青年走访工作的陕西省丹凤县

征兵办陈强等一行人决定先行返回。

据了解，丹凤县征兵办在征兵工

作展开前期，都会制订应征青年走访

工作计划，由该办领导带头进村入户

宣讲政策和统计人员信息。由于丹凤

县位于秦岭腹地，山大沟深，村与村之

间距离较远，征兵办工作人员常常不

能按时完成应征青年走访工作。

“丹凤县辖区内没有高校，征集高

素质兵员一直是令人头疼的难题。”丹

凤县征兵办领导介绍，以往，他们在征

集高素质兵员上采用领导分片包抓、

上门入户宣传、面对面动员的工作方

式，但受限于山区路途遥远，一天下来

走不了几家，效果不理想。为了解决

这一难题，该县征兵办在实践中总结

出“抓两头促中间”办法，即一头抓镇

办领导，强化主体责任；另一头抓村支

书，做好精准动员工作；督促基层专武

干部，高质量落实征兵工作，有效提升

兵员征集质量。

今年下半年征兵工作开始后，丹

凤县征兵办要求各镇办党委书记同步

参加省、市征兵工作会议，了解征兵工

作形势，签订目标责任书，把征兵“五

率”作为重要指标纳入年度党管武装

绩效考评中。同时，集中对全县 157 名

村支书进行征兵政策线上宣讲，培养

一批政策“明白人”，让他们把清楚明

白的征兵政策送进家家户户。此外，

该县还邀请镇、村两级书记参加上门

送立功喜报、送“光荣之家”门牌等活

动，增强镇、村领导的责任意识，并指

导 12 名镇办党委书记录制征兵宣传视

频，营造浓厚征兵氛围，形成县镇村三

级联动推进征兵工作的局面。

在加强专武干部队伍建设方面，

丹凤县严格落实专武干部征兵业务培

训及考核工作，每月集中两天时间开

展封闭式培训，学习征兵政策法规和

制度规定。并要求各镇统计未就业大

学 毕 业 生 名 单 ，建 立 优 质 兵 员 储 备

库。同时，该县还及时报销应征青年

体检、政考路费，通过短信推送征兵时

间表和体检注意事项等，优化征兵服

务全过程。

“今年我镇新增未就业大学毕业

生 43 人，各村支书按照毕业生所在地

先 入 户 对 接 ，做 好 政 策 宣 传 。”7 月 1

日，该县寺坪镇专武干部武文洋打开

优质兵员储备库系统，指导各村支书

及时对接未就业大学生，做好精准动

员工作。

该县征兵办还针对近几年应征青

年关注的体格检查、政治考核、未来发

展等方面的常见问题，编印《丹凤县征

兵工作常见问题解答》手册，帮助征兵

工作人员准确答疑解惑。

截至目前，该县应征青年报名人

数同比增长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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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西部战区陆军某骑兵连围绕乘马越障、乘马劈刺和骑兵冲锋

等多个骑兵课目展开训练，打牢官兵训练基础。图为连队组织单个人员骑术

训练。 文 明摄

7 月上旬，江西省抚州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联合抚州军分区在政府办公大

楼，举办“宣传英雄红色故事、弘扬英雄

战斗精神、学习英雄优良品格”肖像画

展，集中展出青年画家陈桂明历时 1 个

月为 31名抚州籍老兵创作的肖像画。

“这些老兵个个战功卓著，他们是

新 中 国 成 立 和 建 设 的 亲 历 者 和 见 证

者，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抚州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介绍，今年是新

中国成立 75 周年，抚州市军地联合开

展“与时间赛跑——寻访共和国老兵”

活动，成立文史、图像、编辑 3 个工作小

组，走进下辖的 11 个县（区），为老兵留

存史实资料。

走访过程中，工作人员统计出参

加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抚州籍

老兵中，立功受奖的有 31 位，年龄最大

的有 99 岁，最小的也已 87 岁。随着岁

月流逝，老英雄们也正在慢慢凋零，如

何才能传承好老英雄们的红色精神？

经过研究，抚州市军地决定，分别为 31

位老兵画一幅肖像画，将他们的神韵

风采留存下来，不仅有助于更好地赓

续红色血脉，对后人来说也是一次红

色教育。

然而，选择谁来为这些老兵画像

一度让组织者犯了难。“2019 年，青年

画家陈桂明曾走遍江西，为江西 108 位

参战老兵绘制水墨写生画像，他应该

是 不 错 的 人 选 。”在 一 次 军 地 研 讨 会

上，抚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

唐超向组织者推荐合适的画者人选，

得到一致肯定。抚州市军地当即以举

办“丹青绘老兵 水墨写忠诚——向共

和国老兵致敬”画像活动为名，向青年

画家陈桂明发去邀请。

“在革命战争年代，很多参战老兵

都没有留下影像和文字资料，让追忆

老兵留有遗憾。如今，能为这些老兵

画像，我既感光荣又觉得重任在肩。”

陈桂明表示，他的爷爷是抗美援朝老

兵，从小耳濡目染，让他心怀浓厚的军

旅情结。如今，又一次执笔为老兵画

像，用国画来传承和弘扬红色精神，这

也是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

经过仔细酝酿，并与组织者深入

讨论后，陈桂明决定运用现代写实水

墨人物技法进行创作，以线造型，立骨

传神，笔墨灵动，生动描绘出 31 位老兵

的军人本色。

撑起画板、铺开宣纸、准备笔墨……

每到一个老兵家里，陈桂明一落座就

开始创作，他一边仔细观看、捕捉老兵

的肖像特征，迅速在脑海构思；一边聆

听随行工作人员与老兵的交谈内容，

并在画像旁边记下老兵的相关信息。

“眼睛画得真好！当年打仗的战

士，眼睛都好得很，这幅画把眼神画出

来了，画得好，真的好！”看着自己的画

像，现年 90 岁的老兵涂仲文绘声绘色

地讲述战场上九死一生的经历，深深

感染在场的每一个人。

“这是一次真人写生创作，更是一

次受教育的过程。”陈桂明感慨道，“每

一次面对老兵，总能感受到一种经历

炮火硝烟的沧桑感、厚重感，在聆听他

们回忆过去的时候，那一次次惊心动

魄的战斗、一个个英勇无畏的身影都

浮现在眼前，我们有责任用手中的笔，

将英雄们的精神宣传好、弘扬好。”

岁月静好，不忘英雄容颜。历时 1

个月，辗转抚州市 11 个县（区），跨越上

千公里，31 幅肖像画作全部完成并装

裱。抚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抚州

军分区决定依托这些画像举办巡回画

展，将画展送进机关、学校、企业。画

展结束后，将画像赠送给这些老兵。

“不负韶华，奋勇向前。”参观完画

展，抚州军分区新入职文职人员范振宇

激动地说，“置身现场，我感受到的是无

数老英雄炽热的目光，每一幅画像，仿

佛都浓缩着这些老兵不平凡的一生。

如今，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这代人

手中，我们要不负重托，沿着革命前辈

的足迹，为强国兴军贡献力量！”

左上图：31位老兵肖像画合集。

王秋爽制图

江西省抚州市军地邀请青年画家为31位立功受奖老兵手绘肖像画—

水墨丹青赞英雄
■杨玉波 邱欣江 揭宾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