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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拥地标：以“八一”的名义

盛夏时节，记者一行从甘肃省会宁

县城出发，在蜿蜒曲折的山间公路驱车

行驶 70 多公里，才抵达位于郭城驿镇八

百户村的六百户小学。

校园虽小，设施齐备。校门口，“八

一爱民学校”的牌匾历经 18 载岁月，依

旧熠熠生辉。

这里山高路远，却一直被人民子弟

兵挂念。

1936 年 10 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

会宁胜利会师，标志着二万五千里长征

胜利结束。2006 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

利 70 周年，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沿长征路

集中援建了 112 所“八一爱民学校”。这

些学校主要分布在长征沿线和部分革命

老区 89 个县（市），选址多为长征途中重

要战役、重要会议和有重要纪念意义的

地方，如江西瑞金、贵州遵义、甘肃会宁、

陕西延安等。

“当年援建甘肃省‘八一希望小学’

的启动仪式就是在六百户小学举办的。”

校长石勇说。

18 年间，虽然部队历经调整改革，

但援建活动从未中断。

“现在，学校的软硬件设施今非昔

比。”石勇说，学校如今有了食堂，为学生

提供免费营养早餐；硬化后的操场，让学

生有了功能更全、条件更好的运动场所；

统一安装的电暖器，让师生冬季取暖更

加安全。

“改善的不仅是基础设施，还有软件

水平。现在每间教室都通了网络，电脑、

电 视 、投 影 仪 等 电 子 教 学 设 备 一 应 俱

全。”郭城驿镇教育管理中心主任王孝虎

介绍，具备这样条件的乡村小学，跟城市

里的学校比起来一点不差。

走在六百户小学的校园，道路两旁的

橱窗、展板富有军味。“我们定期邀请驻军

部队官兵走进校园开展国防教育，清明节

组织学生到附近的红堡子烈士陵园扫

墓。”教师赵琪说，老师们平时经常给学生

讲红军长征会师的历史、14岁小红军为救

群众的孩子牺牲等故事。“我们是部队援

建的‘八一爱民学校’，学生们在部队的关

怀下成长，应当了解发生在会宁这片土地

上的军民故事。”赵琪说。

近年来，在部队帮扶下，学校开设计

算机和信息科技相关课程，培养提升学

生综合素质。“上个月，我们还有两名学

生在会宁县中小学生科创实践活动竞赛

中获奖呢！”石勇说。

始建于长征沿线的“八一爱民学校”

项目，如今已走过 18 年，援建学校数目

从最初的 112 所增加到如今的 360 所。

一所所冠以“八一”之名的学校，见证着

人民军队爱人民的深情。

“部队援建这些年来，六百户小学有

50 多 名 学 生 考 上 大 学 本 科 。”石 勇 说 ，

“这些孩子走出了大山，因为教育改变了

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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稚嫩的声音唱响军歌，一群身着迷彩

的少年儿童整齐列队，参观社区军事体验

馆，在讲解员的带领下认识武器装备——

这样的场景，在湖北省宜昌市伍家

岗区伍家岗街道八一路社区已是常见。

“我们今天召开‘八一’座谈会，‘八

一’班也在今天举办活动。”社区党委

书记胡文凤介绍道。

7 月 23 日，八一路社区组织社区现

役军人及家属、退役军人、社区群众和拥

军企业代表，召开庆祝八一建军节座谈

会、观看军事技能展示、体验军事训练。

“这是我们的‘固定项目’。”胡文凤

说，“我们社区的名字因部队而命名，和

部队有割舍不断的联系。”

八一路社区是宜昌市唯一一个以

“八一”命名的社区。2014 年社区成立

之初，因社区内有 11 户军人家庭、105

户退役军人家庭，故被命名为八一路社

区。名为八一路的市政主干道，从社区

中央穿过。

八 一 路 社 区 ，不 仅 名 字 里 有“ 八

一”，在拥军优属、服务退役军人、营造

爱国拥军氛围等方面也走在前列。

在座谈会当天举办活动的“八一”

班，由社区对国防和军事感兴趣的中小

学生组成，成员达 400 余人。平时，“八

一”班通过举办“军事体验营”“儿童军

营行”等活动，培养青少年爱国崇军意

识。“‘八一’班独具特色的活动，在暑期

尤其受欢迎。”“八一”班班长、退役军人

李相刚说。

社区还拥有一个“八一”电影队，电

影 队 的 队 长 是 48 岁 的 退 役 军 人 杨 开

军。“我们经常在社区组织播放革命战

争和军旅题材电影。每次只要电影一

开播，几乎都满场。”杨开军说，“有时候

驻军部队也组织官兵一起观看，这些红

色 题 材 的 影 片 很 能 引 起 军 民 间 的 共

鸣。”7 年来，他们在社区 5 个小区播放

电影近百场，观影人数达 2 万人次。

宜昌市唯一一条“八一”双拥示范

路，就在八一路社区内。道路两侧设置

武器装备模型和雕塑，是宜昌市爱国主

义教育研学基地。社区还建有集军事

技能展示、射击体验、国防阅读等多功

能为一体的军事体验馆，成为“八一”班

学生们的活动阵地。

成立 10 年来，爱国拥军，已成为八

一路社区最闪亮的名片。

李进松是社区一家便利店店主，自

去年加入社区惠军联盟，一直为军人和

退役军人购物提供优惠。“我们商家能

做的，就是惠军拥军，让当兵的、当过兵

的都感到光荣。”

去年 3 月，在李进松鼓励下，他的儿

子李兴杰参军入伍。目前，八一路社区

有 7 名适龄青年在部队服役。

搭好军地共建“连心桥”，立好榜样

带动“示范牌”。八一路社区持续开展

双拥活动，营造军地团结、军民共建的

和谐社区氛围。社区民兵连连续 3 年被

宜昌市、伍家岗区评为“先进民兵连”，

浓厚的爱军拥军氛围也助推社区被评

为“湖北省百佳社区”“宜昌市党建引领

基层治理先进集体”。

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伍家岗街道八一路社区

爱国拥军是最闪亮名片
■朱 勇 覃 攀

“那时冬天特别冷，夜里温度低至

零下 30 多摄氏度。我们住的是用木头

搭起来的马架子，顶棚盖上草、周围堵

上草、地上再铺上厚厚的一层草。虽然

防风，但晚上还是冻得睡不着觉。我们

就几个人挤在一起相互取暖……”

临近“八一”，辽宁省沈阳警备区邀

请 94 岁的抗联老战士杨振国来到沈阳

市八一公园。在东北抗联主题雕塑前，

杨振国追忆烽火岁月，为大家讲述战争

年代的故事。

“这公园有年头了。”辽宁“最美拥

军人物”、八一公园义务讲解员姚振锋

告诉记者。

1953 年 2 月，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

牲的邱少云、黄继光、孙占元 3 位烈士的

遗体运抵沈阳后，在这里举办了庄重的

公祭仪式。沈阳群众为纪念志愿军英

烈 的 牺 牲 ，将 这 里 和 附 近 的 园 林 称 作

“八一园”，后也称八一公园。2016 年，

沈阳警备区联合和平区双拥办对公园

进行升级改造，八一公园更名为沈阳市

国防教育主题公园。

公园内，矗立着展现战争年代军民

奋勇抗争、鱼水情深的雕塑，陈列着歼

击机、坦克、轰炸机等 20 余件退役武器

装备。

一座座雕塑，以“英雄赞歌”为名，记

录人民军队浴血奋战的光辉历史，也展

现沈阳人民爱军拥军的深情。据史料记

载，沈阳解放后，解放军挥师南下，沈阳

人民积极组织战勤司机、民工支前。抗

美援朝战争期间，沈阳是拥军支前的重

要基地，大批汽车司机、民工和医务工作

者负责执行运输、勤务和医疗任务，有力

配合前线作战。

“每当看到这些雕塑和装备，我都

能 想 起 那 段 在 全 国 人 民 的 支 持 下 ，英

勇 奋 战 抗 美 援 朝 战 场 的 岁 月 。” 抗 美

援 朝 老 兵 拓 凤 鸣 也 应 邀 来 到 八 一 公

园 ，他 在 陈 设 的 战 斗 机 前 讲 道 ，“1951

年 ，我 曾 驾 驶 战 斗 机 在 抗 美 援 朝 战 场

与敌人战斗……”

“改造以后公园里专门开辟了双拥

文化广场，设立双拥文化橱窗、双拥故

事讲堂。”姚振锋说，“这里还有社区双

拥文化大舞台，平时放映红色电影，还

举办过军地鹊桥联谊会。”

2022年 8月 1日，沈阳市退役军人八

一双拥志愿服务队在这里举行成立仪

式。成立以来，志愿服务队先后多次开

展拥军进军营、国防教育进社区等爱国

拥军活动，为军人军属提供志愿服务。

“沈阳市好几所中小学都在这里上

国防教育课，让学生认识武器装备、增

强国防意识、涵养双拥情怀。”沈阳警备

区政治工作处干事王飞说。

一路跟随老兵，听他们讲述雕塑和

展陈背后的故事，沈阳市望湖路小学学

生王艺萍又积累了一些“素材”。“老兵

爷爷们的战斗经历、这些雕塑背后的故

事，我想在班会上和同学们分享。”她回

过头，指向公园对面的高楼大厦，“现在

我们有这样的生活，是革命先辈出生入

死换来的，我们要把他们的故事继续讲

下去。”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八一公园

让“英雄赞歌”久久回荡
■荣俊运 本报记者 刘宝瑞

临近八一建军节，第 72集团军某旅

宣传科干事陈浩峰忙了起来。

“陈干事，咱们到底排什么节目？”

今年“八一”，该旅计划与其他驻军

部队联合举办“军旗飘扬”八一双拥文

艺汇演。尽管主题早已明确，但到底排

演什么节目，大家却迟迟没能敲定。这

天，陈浩峰召集全旅文艺骨干，为汇演

出谋划策。

“咱们旅出的节目，既要精彩，又要

接地气，更重要的是，要对这几年驻地人

民对咱们的支持表示感谢。”陈浩峰说。

几年前，该旅移防到新驻地，在驻

地党委政府支持下，不仅建起训练场，

还解决了公交出行、军娃入学等一系列

问题。今年初，在当地政府协调下，该

旅 5名随军家属全部顺利得到安置。

“是该表达一下感谢！”马上有战友

接过话茬，“咱们之前建设野外训练场

时，还有群众主动过来帮忙。”

“群众在那次地方支前演练中跟我

们配合很默契。”

“ 今 年 春 运 期 间 ，我 去 执 行 援 助

任务，群众给我们准备了热腾腾的饭

菜……”

“那咱们就唱一首《感恩》，表达咱们

对驻地人民的感谢，怎么样？”陈浩峰说。

“好！”这个提议立即获得大家的赞同。

“我也有建议！”中士李伟强说，“上

半年，我们帮扶队去对口帮扶村慰问时，

村党支部书记的一段话我印象深刻。”

该旅的对口帮扶村是大桥村。帮

扶队去的那天，村党支部书记余华庆早

早就带着村民在村口迎接。见到子弟

兵到来，他的热情溢于言表：“你们来

啦，我带你们到家里看看！”

党员书屋、活动广场、新兴产业……

每到一处，余华庆都能回忆起这些年村

民在部队帮扶下努力奔向富裕的点点

滴滴。慰问结束时，余华庆说：“咱们老

区人民早就盼着有部队驻防，现在终于

盼来了！如果有机会，我想带村里的年

轻人去部队看看，听听军歌，感受军队

建设的成果！”

“那我们就唱首军歌，让乡亲们感

受一下新时代革命军人的风貌！”又敲

定了一个节目，在场文艺骨干们打开思

路，纷纷提出建议。

其间，下士余占坛的声音很响亮：

“陈干事，我也和‘雷锋日’活动中认识

的学生有约定！”

上半年，余占坛跟随连队到驻地八

一小学开展“雷锋日”活动。在一间教

室绘制板报时，几名正在排练舞蹈的学

生问他：“叔叔，你们是解放军吗？”

“是的。”说着，余占坛用简笔绘出

学生们跳舞时的场景，引来她们阵阵掌

声，“叔叔，这次我们跳舞，下次我们能

不能看到你们跳舞？”

“当然可以！”陈浩峰说，“那咱们就排

一个以‘军民鱼水情’为主题的舞蹈节目！”

你一言我一语，文艺骨干们一边回

忆着军民间的故事，一边确定了文艺汇

演的节目。夜幕徐徐落下，军营里的灯

光还一直亮着，文艺骨干们已投入紧张

的排练中。

“双拥汇演”演什么
■张子庚 祝太超 本报特约通讯员 张 毛

近日，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乌兰牧骑来到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为

官兵送去慰问演出。 云东霞摄

双拥故事 双拥影像

“八一”是一个起点，是人民军队的诞生日；“八一”也是一个符号，与闪亮的红星一同组成人民军队的军徽。在八一军旗升起的地方——江

西省南昌市，八一大道、八一广场、八一大桥……以“八一”命名的地标，将对人民军队的热爱镌刻在这片红色的热土。

从南昌走来，历经 97年征程，人民军队一路发展壮大，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高歌猛进。如今，大江南北，常能见到“八一”的名字，带着双

拥的温度，融入人们的生活。我们走进几处以“八一”命名的学校、公园、社区，感受新时代的鱼水深情。 ——编 者

甘肃省会宁县郭城驿镇六百户小学学生观看国防教育展板。 马继东摄

辽宁省沈阳市学生参观沈阳市国防教育主题公园（八一公园），

聆听抗联将士故事。 荣俊运摄

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伍家岗街道八一路社区“八一”班参观

社区军事体验馆。 聂华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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