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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

长征是播种机。中央红军长征故事从

这里讲起……”八一建军节前夕，一场

别开生面的红色宣讲活动，在江西省

广昌县甘竹镇罗家堡长征国家文化公

园举行。

为什么说别开生面？因为宣讲活

动将理论灌输与诗朗诵、情景剧、琵琶

弹唱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表现形式

相结合，更具感染力和吸引力。“这样的

宣讲活动一星期有好几场，表演者是咱

们县的‘红莲 1+1’宣讲队。”带着孩子

在公园游览的市民郑女士告诉笔者，逛

文化公园、听红色故事、看情景演出，观

众在潜移默化中了解了长征文化。

谈及“红莲 1+1”宣讲队的由来，宣

讲队成员卢响亮介绍：“广昌自古是莲

乡，革命战争年代又是中央苏区北大

门、第五次反‘围剿’主战场，红色底蕴

深厚。我们巧借红、莲二字，组建‘红莲

1+1’宣讲队，以‘宣讲+文艺’方式进行

体验式、沉浸式宣讲。”

以本地特色优势资源打造红色宣

讲队，是抚州市军地合力擦亮红色文化

品牌，让红色资源“活”起来、红色文化

“火”起来的创新举措。

宜黄县以学校为主阵地，组建“红

领巾”巡讲队；资溪县遴选先进模范、优

秀党员，成立“红书包”宣讲团；临川区

烈属和退役军人多，烈属宣讲团、退役

军人宣讲团应运而生……一支支更多

类型、更具特色的红色宣讲队伍，在赣

东大地先后涌现。他们走进军营、校

园、社区和红色景区，以更加鲜活、生

动、立体的方式，呈现和传播红色文化。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中共闽赣省

委、闽赣省革命委员会旧址，每一张老

照片、每一件革命文物，都记录着红军

的壮举……”在黎川县湖坊乡红色教

育基地，“黎河新声”青年宣讲团成员、

该基地讲解员聂丹霞正在为前来参观

的游客深情讲述。

“黎河新声”青年宣讲团，是该县军

地合力打造的一支由各行各业优秀青

年组成的宣讲队，以年轻人的视角、年

轻人的声音，讲述黎川红色故事、传播

红色文化。“‘黎河新声’青年宣讲团深

入挖掘革命故事，倾心打造《一张烈士

证书的故事》《扩红运动创造百万红七

军团》等 20余堂红色大课。”该县人武部

领导介绍，目前登记在册的宣讲员有 45

人，今年累计开展红色宣讲 200余场次，

是县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主力军。

“电影《闪闪的红星》，讲述的是土地

革命战争时期的一个故事……”近日，在

东乡区红星镇南辽村“一老一小”幸福

院，“闪闪红星”基层理论宣讲队宣讲员

在放映电影前进行宣讲。这是东乡区以

“理论+红色电影”形式组建的一支红色

宣讲队伍，以退役军人、“五老人员”、思

政课教师为主。他们携带放映机，活跃

在乡镇活动广场、妇女儿童之家、公园

等场所，通过播放影片、讲解红色电影

中蕴涵的革命精神、爱国情怀，让人们

记住历史、记住英雄。截至目前，“闪闪

红星”基层理论宣讲队已开展宣讲活动

100余场次，受众达 3300人次。

“下一步，市军地有关部门将进一

步统筹各类红色宣讲资源，发动更多群

体参与其中，让抚州的红色声音更加深

入人心。”该市市委宣传部理论科科长

黄星说。

江西省抚州市整合本地资源擦亮红色文化品牌—

红色宣讲队类型多样各具特色
■杨玉波 邱欣江 本报记者 郭冬明

本报讯 张瑞潇、刘佳报道：“暴雨

仍在持续，3 名群众落水，命你部民兵

分队前往救援……”盛夏广西，酷暑难

耐，一场民兵防汛救援训练在来宾市兴

宾区红水河畔展开。随着指挥员一声

令下，民兵防汛抢险突击队队员陆寨荣

与 队 友 驾 驶 冲 锋 舟 赶 往 险 情 水 域 救

援。“落水”群众刚一抵岸，民兵医疗分

队迅即展开急救。

陌生水域救援、临机设置险情、新

装备和新技能应用等课目，是此次训

练 的 主 要 内 容 。“ 比 往 年 难 度 明 显 增

加，大家全力以赴，考核成绩也比较理

想。”跳下冲锋舟，一脸轻松的陆寨荣

告诉笔者。

“近年来，人武部在民兵编、建、训

上下了不少功夫，但参加上级组织的训

练考核，还是有掉链子情况。”兴宾区人

武部领导介绍，人武部党委一班人深入

调研，查找出闭门搞训练、反复训基础；

嘴上喊得响、实训不到位；装备升了级、

能力跟不上等问题。

找 到 症 结 所 在 ，开 出 治 病 良 方 。

该 人 武 部 进 一 步 修 订 完 善 民 兵 基 地

化 轮 训 备 勤 方 案 ，更 加 突 出 实 战 运

用 ；根 据 当 地 降 雨 多 、水 流 急 等 实 际

情况，邀请地方应急管理部门专业人

员组成教官团队，以防汛救援任务为

牵 引 ，科 学 制 订 教 学 计 划 ，精 心 设 置

训 练 内 容 ；组 织 重 点 民 兵 专 业 分 队

“ 走 出 去 ”，嵌 入 部 队 联 合 训 练 ，与 官

兵并肩作业，提升专业技能和装备操

作熟练度。

扎实有效的训练，进一步强化了

民兵分队应战应急能力。6 月初，该区

石陵镇突降暴雨，民兵防汛抢险突击

队连夜出动、持续奋战，疏散转移群众

100 余人、疏通堵点 21 处，圆满完成救

援任务。

“当前正值主汛期，形势严峻。接

下来，我们将持续开展专业强训，进一

步提升民兵应急本领，守护好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该人武部领导说。

广西来宾市兴宾区人武部

多管齐下提升民兵应急本领

八月塞上，骄阳如火。

这几天，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金家

巷社区云顶小区网格员丁翠珍正在忙

着走村入户宣传征兵。在金凤区，像

她一样忙碌在征兵宣传一线的社区网

格员共有 200 余名。这是金凤区人武

部有力凝聚多方力量，加强基层治理

体系，破解全面建设难题取得的一项

成果。

金凤区人武部领导介绍，区内没

有高校，适龄青年多在外地求学或就

业 。 对 此 ，他 们 利 用 寒 暑 假 、小 长 假

等时机，对符合征集条件的大学生上

门“ 一 对 一 ”发 动 ，但 由 于 人 手 少 ，效

果一般。

近期，区委书记、区人武部党委第

一书记郝春明到人武部现场办公，了

解情况后，要求各级“将征兵宣传纳入

社 区 网 格 员 工 作 范 畴 ”，督 导 各 个 街

道、村镇层层签下“军令状”，200 余名

社 区 网 格 员 由 此 走 上 了 征 兵 宣 传 一

线，有效解决征兵宣传入户难题。

记 者 了 解 到 ，年 初 以 来 ，该 人 武

部 结 合 民 兵 整 组 训 练 、兵 役 征 集 、双

拥 共 建 等 工 作 ，现 地 走 访 地 方 组 织 、

人 社 、宣 传 等 部 门 和 辖 区 驻 军 单 位 ，

围绕国防动员潜力调查、营区安全管

理以及双拥共建、乡村振兴等工作深

入 调 研 ，梳 理 近 20 个 问 题 和 矛 盾 事

项。他们逐个单位、逐个问题剖析原

因 ，结 合 年 度 各 项 工 作 ，制 定 末 端 落

实问题清单。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须借助地方

资源优势，军地合力，打通基层治理难

点、堵点。”该人武部党委一班人研究分

析形势、筹划落实方案。他们充分利用

党委议军会、党政军座谈会等制度，积

极发挥“武常委”作用，争取地方党委政

府大力支持。

今年 5 月，在上级组织的一次应急

训练中，该人武部因战备器材库室模块

化程度低，影响了民兵应急分队出动速

度，被点名批评。

不久，区委区政府下拨专项资金，

并协调有关部门，协助人武部按照宁

夏军区提出的规范化、模块化、智能化

要求，对营区战备器材库室进行升级

改造，改进物资器材仓储模式，拓宽车

辆进出道路。升级改造完成后，民兵

应急分队出动时间大幅缩短。

最近一段时间，某部军士杨文特

笑容满面，他一直担心的孩子上学问

题这么快就有眉目了。“我把有关资料

提交到区人武部后，很快就收到人武

部 的 反 馈 信 息 ，教 育 部 门 已 对 接 办

理。”杨文特说。

金凤区处在银川市中心城区，军

人子女入学矛盾较为突出，地方教育

部门压力较大。“加强基层治理，重在

厘清职责清单、规范权责运行。”该人

武领导介绍，人武部地处军地结合部，

敏感事项易发多发。人武部要充分发

挥桥梁纽带作用，凝聚军地合力，有效

化解风险、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解

决官兵急难愁盼问题。为此，他们加

强军地协商力度，厘清军地职责，进一

步规范审核程序，封住人情关口、堵牢

制度漏洞，推动军人子女入学优待政

策依法依规落实。

7 月底，该人武部组织召开党委扩

大会，与会代表每人手持一份对分管

工作的问题剖析和对策建议。他们聚

焦思想政治教育、战备训练、安全保密

等工作，人人讲问题、个个谈对策。党

委扩大会列出的问题整改清单，也成

为单位下半年建设的责任清单和抓建

靶标。

刚刚在宁夏军区组织的新任职基

层专武干部集训比武竞赛中，取得优异

成绩的长城中路街道武装部长范潇潇

深有感触地说：“制约基层全面建设的

矛盾问题少了，大家干事创业的精力更

多、动力更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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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暑期，甘肃省白银市红军西征

纪念馆游人如织。

“1936 年 10 月 25 日 ，会 师 后 的 红

军在董家湾召开庆祝大会，现场搭起了

舞台，扎起了彩门，还点燃了汽灯……”

纪念馆一隅，国防教育宣讲员叶小瑞正

在向游客讲述红军打拉池会师的故事，

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聆听。

“此前，市里开展国防教育，多以大

型活动为主，时间安排也基本固定在重

要节日和纪念日。场面很大，但效果一

般。”在白银军分区领导看来，国防教育

要常态化、经常性，才能提升感召力、扩

大覆盖面。

白银是一片红色热土，拥有红军会

宁会师旧址、虎豹口、红山寺等多处红

色遗存、革命旧址，每年吸引省内外大

量游客。“这些红色资源为常态化、经常

性开展国防教育提供了阵地。而且，市

里不少街道、社区都设有国防教育园

地，也应多加利用，发挥其作用。”该市

军地有关部门领导经过研究讨论，决定

以打造高水平国防教育宣讲队伍为牵

引，带动红色景区、街道社区国防教育

阵地建设，推动国防教育走深走实。

今年 4 月，军分区联合地方有关部

门，从专武干部、基干民兵、退役军人等队

伍中遴选政治过硬、表达能力强的优秀人

员，将他们纳入国防教育宣讲员人才库。

“我们举办国防教育授课比武竞赛，优中

选优。”该军分区政治工作处领导介绍。

参考人员积极备赛，纷纷拿出看家

本领，以本地红色文化、革命故事为素

材，撰写各具特色、内容丰富的教案。

经过初赛、复赛、决赛，最终有 26 人脱

颖而出，成为该市首批国防教育宣讲

员。持证上岗后，他们纷纷走进社区、

学校、景点展开宣讲。

着眼进一步提升宣讲质效，该市军

地下大力培养宣讲员队伍“能写、能讲”

综合素质能力。他们邀请专家上门授

课，组织宣讲员到有关机构培训。军地

有关部门联合制定出台《基层国防教育

宣讲员队伍管理实施办法》，完善宣讲

员队伍组织架构，强化培养、使用、管理

机制。“我们以‘优胜劣汰、争先进位’为

原则，对宣讲员进行星级评定，形成‘能

上能下、你追我赶、相互补位’的良性竞

争环境，增强宣讲员的荣誉感，激发工

作动能。”该军分区领导说。

宣讲员张柏奎是一名刚刚退役的

“90 后”，也是白银区水川镇蒋家湾村

民兵营营长，他的父亲也是一名退役军

人。成为国防教育宣讲员后，张柏奎十

分激动：“脱下军装，还能为国防事业尽

一分力，是值得骄傲的事，我一定干好、

干出彩。”为了让自己的宣讲更加鲜活

生动、更具感染力，他经常利用休息时

间跑红色场馆、进图书阅览室，广泛收

集资料素材，制成短视频、做成动漫，在

宣讲时播放。此外，他还将父亲和自己

的军旅故事融入宣讲内容，以两代军人

的视角，诠释什么是牺牲奉献、什么是

军人本色。“我一直在思考，什么样的宣

讲内容才能打动听众的心。简单地讲

故事、说教式讲道理肯定不行，我就结

合我与父亲的经历和自身感悟，用心用

情宣讲。”张柏奎的话笃定质朴。前不

久，他因表现出色、听众好评度高，获评

“五星”宣讲员。

春去夏来，该市国防教育宣讲员已

累计宣讲 40 余场，听众近万人。“下一

步，我们将发挥好‘五星’宣讲员示范引

领和传帮带作用，激励更多宣讲员学业

务、涨知识、练技巧，把国防教育宣讲员

队伍培养好、使用好。”该军分区领导说。

甘肃省白银市开展常态化、经常性国防教育—

星级宣讲员走进景区播火传薪
■马 强 本报特约通讯员 杨 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