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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之初，正赶上征兵工作关键

期 。 为 尽 快 熟 悉 工 作 ，我 和 自 己‘ 死

磕’。晚上，抱着征兵政策等资料一本

本‘啃’；白天，跑到征兵宣传点向‘老

武装’请教，一站就是一天……”

盛 夏 时 节 ，一 场 以“ 我 的 强 军 故

事 ”为 主 题 的“ 新 时 代 奋 斗 观 ”大 讨

论 活 动 ，在 山 西 省 大 同 军 分 区 会 议

室 举 行 。 第 一 个 上 台 的 是 该 军 分 区

动 员 处 干 部 李 玖 恒 。 2020 年 8 月 ，他

从陆军某部交流至军分区任职，在作

战 部 队 摸 爬 滚 打 20 余 年 的 老 兵 ，成

为 国 防 动 员 系 统 的“ 新 兵 ”。“ 我 也 迷

茫过，但肩上的使命容不得我踌躇不

前 。 从‘0’到‘1’的 突 破 ，注 定 是 一

场‘ 苦 旅 ’，但 我 们 军 人 流 血 牺 牲 都

不 怕 ，还 怕 吃 苦 ？”李 玖 恒 的 话 音 未

落，掌声便响起来。

“近年来，军分区基层武装建设、

优秀‘四会’教练员评定、民兵训练等

方面工作受到上级机关肯定，但进取

意识不强、工作标准不高、创先争优劲

头不足等问题仍不同程度存在。”该军

分区领导介绍，在“新时代奋斗观”大

讨论深入开展后，该军分区重点围绕

“奋斗拼搏怎么看、奋斗状态怎么样、

奋斗强军怎么干”，遴选优秀典型讲述

强军故事，引导所属人员在互学互鉴

中，校正奋斗靶标、凝聚奋进力量、激

发奋斗热情。

“榜样的奋斗故事非常精彩，激励

我努力工作、练强本领。”广灵县人武

部文职人员孙澍说，出于对军营的向

往，去年，他报考了军队文职人员。但

刚出校门就进营门的他，入职后并不

适应，一度产生畏难情绪，工作避难就

易，提不起精神。“‘新时代奋斗观’大

讨论开展后，对标典型，我查找出攻坚

克 难 劲 头 不 足 、进 取 意 识 不 强 等 问

题。上级交任务、压担子，是为我们搭

建成长进步的平台。接下来，我会积

极调整状态，迎头赶上，让青春不留遗

憾。”孙澍说。

“在我心里，奋斗其实很简单，就

是干一行爱一行，行行干出彩。”阳高

县人武部军官转改文职人员高培龙上

台分享了自己的强军故事。“脱下‘松

枝绿’的那一刻，心中难免失落，但我

没有因此失去努力方向。军装颜色变

了 、人 员 身 份 变 了 ，但 职 责 使 命 没 有

变、军人本色没有变。转改文职不是

人生的一次‘急转弯’，而是步入‘新赛

道’。我要把工作、军事训练中的优势

转化为‘加速度’，在‘新赛道’跑出属

于自己的精彩。”

“ 听 了 高 培 龙 的 故 事 ，我 受 益 匪

浅 。”浑 源 县 人 武 部 文 职 人 员 张 宏 伟

坦 言 ，从 地 方 企 业 进 入 人 武 部 工 作

后 ，他 一 度 感 到 舞 台 小 难 有 作 为 ，就

算 努 力 也 没 多 大 出 息 。“ 聆 听 典 型 分

享 故 事 后 ，我 明 白 了 一 个 道 理 ：无 论

身 处 哪 个 岗 位 ，都 有 发 光 发 热 的 机

会 ，只 有 全 力 以 赴 完 成 好 每 一 项 任

务 ，用 心 把 责 任 田 种 成 示 范 田 ，才 能

在 平 凡 岗 位 上 干 出 不 凡 业 绩 。 我 一

定 鼓 足 干 劲 ，在 本 职 岗 位 上 奋 勇 争

先。”张宏伟说。

身边榜样的奋斗故事，点燃了兴

武 建 功 热 情 ，激 发 了 练 兵 备 战 动 力 。

在该军分区日前组织的一场比武竞赛

中，参训人员个个精神饱满，见红旗就

扛、见第一就争，掀起训练热潮。

山西省大同军分区深入开展“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引导所属人员—

让榜样之光照亮前路
■李敬珍

“我的家乡井冈山，延绵五百里，是

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

荣的山。90多年前，毛泽东同志率秋收

起义不足 800 人的队伍上井冈山创建

第一块革命根据地，让星星之火燃遍全

国……”7月中旬，江西省吉安军分区组

织所属人员来到井冈山，走进井冈山革

命博物馆，举办“学传统·话使命·谈奋

斗”红色故事分享会。井冈山籍文职人

员杨涛生动讲述家乡的红色故事，赢得

在场人员阵阵掌声。

“ 井 冈 山 是 中 国 革 命 的 摇 篮 ，有

160 余处红色遗存、革命遗址。”吉安军

分区领导告诉记者，“新时代奋斗观”

大讨论开展以来，为进一步提振所属

人员奋斗精气神，他们充分发挥红色

资源优势，组织官兵、文职人员和民兵

代表走进红色场所开展讨论活动，触

摸红色历史，汲取奋进力量。

“井冈山斗争时期，在敌我力量悬

殊、弹药缺乏的情况下，我的太爷爷张

根元和红军指战员一起，用改装的土

炮和滚木雷石打击敌人，最终以不足 1

个营的兵力，击退敌军 4 个团的进攻，

取得黄洋界保卫战胜利。”在黄洋界保

卫战旧址前，大家席地而坐，井冈山市

新入队民兵张四海上前发言，“站在太

爷爷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我感到骄傲

也更觉重任在肩，唯有争做有责任敢

担当的新时代民兵，才能不辜负革命

先辈的期待。”

张四海的发言引起文职人员何虎

的共鸣。“刚到人武部工作时，面对民

兵整组、兵员征集和军事训练等不熟

悉的工作，我心存畏难情绪，抱着等待

观望的态度，能拖则拖。”何虎说，参观

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时，触摸纪念碑

上一个个革命先烈的名字，他的心久

久不能平静。“他们中，有人本可以锦

衣玉食、高官厚禄，却甘愿风餐露宿、

出生入死；有人本可以谋求高位、出人

头地，却毅然投笔从戎、九死一生。”何

虎说，感悟革命先辈的奋斗精神，让他

感觉羞愧，“我要像当年的红军一样，

吃苦不言苦、知难不畏难，无论顺境逆

境都始终保持冲锋姿态。”

在红军挑粮小道上，官兵、文职人

员和民兵像当年的红军一样，挑着稻

谷行进在陡峭的山路上，感受红军当

年艰苦的斗争。

“挑粮小道上挥汗如雨，胜过课堂

上千言万语。”从驻沿海部队交流到吉

安军分区的 80 后干部张卿华说，来之

前觉得老区经济欠发达，但重温革命

先辈艰苦奋斗的历史，顿时感到重任

在肩，“从特区到老区，作为革命军人，

更应该深入到条件艰苦的基层单位奋

斗拼搏。”

“井冈山被载入中国革命史册，也为

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

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井冈山

精神”“井冈山之行，我不仅看到了革

命初期的艰辛，更感受到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敢于担当、永不言败的开

拓精神”……大家纷纷围绕“学传统·

话使命·谈奋斗”讲想法谈体会，在思

想碰撞中凝聚奋斗共识。

一次次触摸历史的现地教学，一

堂堂活泼生动的红色课堂，点燃参与

者内心的奋斗之火。在革命先辈精神

的感召激励下，该军分区官兵、民兵持

续掀起练兵备战热潮。不久前，该军

分 区 组 织 民 兵 分 队 实 兵 实 装 拉 动 考

核，大家奋勇争先，训练成绩较往年明

显提升。

江西省吉安军分区深入开展“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激励所属人员—

做红军传人接续奋斗
■庞 婷 本报特约记者 龙礼彬

本报讯 李芳菂报道：为增强全

民国防意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在中

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全民国防教育

局）和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政治工作

局指导下，即日起至9月中旬，“学习强

国”学习平台联合地方学习平台，以“爱

我国防”为主题，面向全社会开展 2024

年“爱我国防”主题作品征集活动。

本次活动征集作品包括图文和

视频两类。征集活动结束后，平台

将组织专家对上线作品进行评审，

优秀作品将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主站及地方学习平台刊发。

据悉，“爱我国防”主题作品征

集活动旨在通过讲述情系国防、投

身国防的感人故事，强化全民爱党

爱国爱军的情感、居安思危的意识

和强国强军的担当，在全社会凝聚

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

卫国防的思想共识和行动自觉。

“爱我国防”主题作品

征集活动启动

手机响了，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库

伦旗退役军人韩军收到一条短信。

“参观库伦旗红色记忆展览馆后，

我收获很大。感谢您多年来为收集革

命文物付出的努力！”发短信的是几天

前的一名参观者。两年多来，韩军收到

过很多这样的短信。

今年 55 岁的韩军，是红色记忆展

览馆的负责人，于 2021 年建成展览馆，

将 30 多 年 来 收 集 的 革 命 文 物 悉 数 展

出。令人欣喜的是，这个坐落在库伦旗

库伦镇银沙湾、位置偏僻的展览馆，很

快因展出珍贵的历史资料图片和实物，

成为当地热门的“红色打卡地”。

“ 与 红 色 文 物 结 缘 ，是 受 父 亲 影

响。”韩军说，父亲是老党员，从小耳濡

目染，让他对党史军史、革命文物背后

的故事十分感兴趣。

1989 年，20 岁的韩军参军入伍，服

役于武警某部。由于政治素养高、文字

功底好，韩军被安排担任文书，因工作

需要，逐渐养成收集整理党史军史图片

和文献资料的习惯。

1991 年 ，韩 军 退 役 返 乡 ，在 库 伦

旗粮食局办公室担任文秘。期间，他

阅 读 了 大 量 党 史 军 史 书 籍 。“ 越 深 入

了 解 党 的 历 史 ，越 能 感 悟 党 的 伟 大 ，

越 希 望 收 集 更 多 承 载 历 史 的 革 命 文

物。”韩军说。

多年来，只要听说哪里有革命文

物 ，韩 军 就 立 刻 打 起 十 二 分 精 神 ，匆

匆赶去“淘宝”。他常年奔波于东北、

华 北 、华 中 等 地 的 旧 书 摊 和 旧 货 市

场，寻访有参战老兵的人家，行程上万

公 里 ，共 收 集 20 世 纪 50 至 80 年 代 期

间的老照片、老报纸等资料和老物件

7000 余件。

“收藏不是目的，关键是让藏品发

挥作用。”2019 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博

物院、内蒙古民族大学等单位和库伦旗

军地有关部门支持下，韩军筹划创建库

伦旗红色记忆展览馆。

布设展陈时韩军发现，一件记录左

权将军移灵河北省邯郸市晋冀鲁豫烈

士陵园的印刷品上，一名烈士的名字

“查茂德”被写成了“孟鸿德”。“这是大

事，容不得模棱两可。”第二天一大早，

韩军驱车 100 余公里赶到通辽市，当面

向市委党校专家请教，最终，核准了烈

士姓名和事迹。

2021 年，展览馆建成开放，吸引不

少周边省市的游客前来参观。韩军不

仅担任义务讲解员讲述革命历史故事，

还自学视频拍摄剪辑技术，制作革命文

物短视频进行发布，吸引大量粉丝。大

家纷纷留言：“讲得通俗易懂，点赞”“记

住了历史，也记住了你的付出”……

据统计，2023 年，展览馆接待参观

者达 2 万余人次。收集革命文物、讲述

文物背后的故事，已成为韩军生活的重

要组成部分。谈起今后的打算，韩军

说：“我将继续收集更多的革命文物，扩

大展陈规模，让更多人了解我党我军的

光辉历史，决不让红色印记在我们这代

人手中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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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李彬、孙伟哲报道：纪念

馆里学军史、英雄像前话使命……近

日，吉林省通化军分区组织官兵、文职

人员陆续走进红色场馆参观见学，感悟

革命先辈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大无畏

精神，激发奋勇投身强军实践的动力。

“通化是一片红色热土，抗日战争

时期，涌现出众多英雄儿女。如今，硝

烟远去，当年留下的革命文物和战争遗

迹，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富矿’。”通

化军分区政治工作处领导介绍，军分区

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学习抗联精神有机

融合，组织所属人员走进东北抗日联军

纪念馆、杨靖宇烈士陵园等红色场馆，

在沉浸式体验中学习抗联精神，传承红

色基因。

“走进马鹿沟抗联密营遗址群，通

过了解抗联艰苦卓绝的生存斗争环境，

我明白正是无数英勇无畏的抗联将士

以身许国、视死如归，方才铸就了‘勇赴

国难、自觉担当、顽强苦斗、舍生取义、

团结御侮’的东北抗联精神。今后，我

要用实际行动续写先辈荣光。”该军分

区一名新入职文职人员说道。

盛夏时节，通化市杨靖宇烈士陵园

草木葳蕤。军分区组织新入队民兵走

进陵园，在杨靖宇将军铜像前举行入队

仪式，铿锵有力的誓言在陵园上空回

响：“能成为一名民兵，我们倍感光荣，

我们一定珍惜这份荣誉，传承和发扬好

英烈精神……”

该军分区还广泛征集红色故事、史

料、文物等，整理出版《东北抗联故事

集》等书籍，发放给官兵、文职人员和民

兵阅读，并定期以“线上+线下”方式，

围绕“对标英雄，我的差距在哪里”等主

题组织交流讨论活动，引导大家查找不

足、汲取动力。

红色记忆涤荡心灵、抗联精神融入

血脉。日前，该军分区组织的岗位练兵

比武竞赛活动如火如荼，参训人员比学

赶超氛围浓厚。

吉林省通化军分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质效

重温革命故事 续写先辈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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