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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有 200 余名年

轻干部、转业军人来到荒芜的荷塘垦殖

场劳动。他们战天斗地，将地陡土瘠的

穷 山 沟 建 设 成‘ 社 会 主 义 时 代 的 南 泥

湾’……”盛夏时节，江西省景德镇市昌

江区荷塘乡荷塘红色书院内，洪东亮指

着墙上的历史照片，向前来参观的景德

镇军分区官兵讲解老一辈农垦人艰苦

创业的红色故事。

洪东亮今年 55 岁，是昌江区红色文

化研究会会长，也是这座红色书院的创

建者。“书院里展出的实物和文献都是

我收集整理的。”洪东亮告诉笔者，荷塘

乡是赣东北革命老区，具有光荣的革命

传统。谈及扎根乡土、不断挖掘收集红

色史料的初衷，洪东亮满脸严肃：“是为

了一份承诺。”

故事要从 2011 年说起。那时，洪东

亮 担 任 景 德 镇 市 第 十 六 小 学 语 文 老

师。为了丰富教学内容，他常下乡收集

红色故事。一天，他接到已故荷塘垦殖

场党委书记朱长福遗孀陈菊环打来的

电话：“听村干部说你在整理红色史料，

我想把我丈夫的遗物捐赠给你。”

洪东亮放下电话，直奔老人家中。

在二层阁 楼 间 ，洪 东 亮 见 到 了 朱 长 福

的遗物，衣物、笔记本、书籍等物品被

整齐码放在箱中。翻开尘封已久的笔

记 本 ，里 面 详 细 记 录 了 朱 长 福 工 作 时

的 讲 话 提 纲 、会 议 内 容 等 。 陈 菊 环 老

人 满 眼 含 泪 ，如 数 家 珍 地 讲 起 当 年 垦

荒的创业故事，并一再叮嘱洪东亮，要

把物件保存好，把“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勇于开拓”的垦荒精神传承好。捧

着朱长福打满补丁的外衣，洪东亮郑重

地点了点头。

“之前，我收集红色故事多出于工

作需要，但那以后，这成了一份承诺，

一 份 责 任 。”怀 着 对 先 烈 与 前 辈 的 崇

敬 之 心 ，洪 东 亮 一 有 空 ，就 前 往 红 色

遗 址 遗 迹 参 观 研 究 。 没 几 年 ，他 就 跑

遍了荷塘乡及景德镇地区的所有遗址

旧 址 。 他 还 多 次 往 返 鄱 阳 、弋 阳 等

地 ，寻 访 先 烈 足 迹 ，挖 掘 出 许 多 鲜 为

人 知 的 英 烈 故 事 ，数 年 来 累 计 行 程 上

万公里。

“ 寻 访 遗 迹 的 过 程 给 了 我 很 多 启

发和思考，了解得越多，越觉得责任重

大。”洪东亮说，“时间走得太急，许多

遗落的记忆需要后人拾遗补缺。红色

历 史 是 我 们 的 传 家 宝 ，任 何 时 候 都 不

能丢。”

经过数年的挖掘整理，荷塘红色历

史以及荷塘农垦红色文化脉络日渐清

晰。洪东亮收集整理红色文献近百万

字，主编和参与编辑《荷塘——社会主

义时代的南泥湾》《荷塘学堂》等多部红

色题材书籍，参与拍摄红色题材纪录片

2 部，走进机关、社区、学校开展红色文

化宣讲上百场次。

2019 年，为更好地传承红色文化，

洪东亮将自家位于荷塘乡殊源坞里的

房子腾出，并拿出多年积蓄，创建红色

文 化 展 馆 ，即 荷 塘 红 色 书 院 。 书 院 设

有展厅、藏书室、阅览室、讲堂等，现有

红 色 读 物 5000 余 册 、红 色 文 献 200 余

件、垦具等各类物件 100 余件（套），免

费 向 公 众 开 放 。 2021 年 ，在 昌 江 区 军

地 支 持 下 ，洪 东 亮 又 筹 办 中 共 景 德 镇

地 方 党 史 文 献 文 物 展 ，昌 江 区 在 这 里

挂 牌 党 史 教 育 基 地 ，每 年 接 待 参 观 学

习的党员群众达上万人次，“洪家大院

说 党 史 ”也 成 为 当 地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的

一个品牌。

“在践行诺言的过程中，我逐渐领

悟到保护与传承的意义。”为推动红色

文化研究与传承，洪东亮联系区域内的

红色文化爱好者，筹备成立昌江区红色

文化研究会，自筹资金对乐北游击队驻

扎旧址进行保护，参与筹建荷塘、徐坊、

官庄、三闾庙历史文化馆。2023 年，洪

东亮被江西省文明办授予“江西好人”

荣誉。

十几年来，无论洪东亮多忙，他每

年都会抽时间去看望陈菊环老人。“阿

姨是我的引路人，陪她聊聊家常，讲讲

自己挖掘到的红色故事，我便觉得浑身

充满力量。”洪东亮笑着说。

13 年间整理红色文献近百万字，作演讲上百场次。江西省景德镇市昌江区
荷塘红色书院创建者洪东亮—

“红色历史是我们的传家宝”
■陈 路 王青华

“李叔叔，我考上北京师范大学

了”“周叔叔，我被新疆大学录取了，感

谢你们的帮助”……连日来，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军事部官兵陆续接到帮扶学

生打来的报喜电话。据了解，该军事

部重点帮扶的第十四师昆玉第一中学

12 名 高 三 学 生 今 年 全 部 考 上 大 学 。

学生们接到录取通知书后，第一时间

向长期资助他们的军事部官兵报喜。

一声声质朴的道谢，背后藏着该

部官兵与帮扶学生间的一个个感人故

事。2021 年起，军事部与昆玉第一中

学结成帮扶对子，持续开展助学兴教

活动。该校有部分品学兼优的学生，

因家庭生活困难面临辍学困境。在与

学校对接沟通后，军事部决定对 12 名

学生进行重点帮扶，结合每名学生实

际，一对一制订帮扶举措，确保精准帮

扶不断线。

“孩子们很懂事，也很上进。”该部

助学兴教活动负责人、政治工作部干

事迪力亚尔·艾乃提自豪地向记者介

绍，“12个学生，9人考上本科院校，3人

被大专学校录取，个个都是好样的！”

刚被喀什职业技术学院录取的庞

文雅，曾是一名性格内向、不爱说话的

女孩。她父亲常年患病，家中靠母亲

打零工维持生计。受家庭环境影响，

庞文雅的学习成绩一度波动很大。军

事部官兵们与她结成帮扶对子后，不

仅为她提供物质帮助，还定期与她聊

天谈心，鼓励她重燃生活热情、重拾学

习信心。该部参谋贾伟康的妻子是一

名高中数学老师，得知此事后，主动担

任庞文雅的课外辅导老师。渐渐地，

庞文雅的话变多了，笑容多了，学习成

绩也稳步提升。

对学生阿卜杜巴斯提·买买提阿

卜都拉而言，是官兵用心用情的帮扶

照亮了他前行的道路。买买提阿卜都

拉是一名孤儿。官兵们与他结成长期

帮扶对子后，时常与他畅谈人生理想，

为他讲述军旅故事，并指定专人了解

其学习情况，帮他解决各种困难，定期

送去助学金、复习资料和生活用品。7

月下旬，买买提阿卜都拉不负众望，被

新疆科技学院录取。“感谢亲人解放军

的帮助，我一定好好学习，将来用所学

知识回报社会、报效国家。”电话一端，

买买提阿卜都拉喜极而泣。

玛依热·巴柯被新疆大学录取、侯

小龙被陇南师范学院录取……喜讯的

背后，是官兵们默默的牵挂付出和孩

子们孜孜不倦的努力。学校教导主任

屈胜利告诉记者，官兵们常去学校了

解帮扶学生情况，定期开展国防教育

活动，在潜移默化中，学生们也不自觉

地学着解放军叔叔的样子，走路昂首

挺胸，做事雷厉风行。如今，大家时常

将当兵、戍边挂在嘴边，许多学生在街

上遇到巡逻执勤的官兵，也会主动停

下脚步，敬礼问好。

“孩子是祖国的花朵，是民族的希

望，帮助他们茁壮成长是我们义不容

辞的责任。”军事部领导表示，下一步，

他们将结合学校发展建设需要，围绕

基础设施、校园环境、教学设备等方面

靶向用力，加大帮扶力度，并持续关注

资助学生的学习生活情况，为他们解

决后顾之忧，助力成长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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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吴双喜、滕金霞报道：“边

防很远，国防很近。希望你们珍惜时光，

好好学习，报效祖国。”7 月 31 日，江苏省

涟水县“红日映照奋进路 初心如炬庆

‘八一’”国防教育专题汇演暨青少年军

事夏令营开营仪式上，军民小学“少年国

防班”学生现场连线戍边官兵。高原上

的戍边故事，官兵讲得真切，学生听得动

容，一颗颗爱国报国、保家卫国的种子在

少年心中种下。

这是涟水县推动国防教育融入学校

课程体系的一个缩影。今年初，该县军

地联合召开中小学国防教育推进会，明

确着力构建国防理论课、军事训练课、社

会实践课“三位一体”国防教育模式，推

动国防教育融入学校课程体系，聚力打

造国防教育“涟水品牌”。

实践中，他们结合中小学生特点，组

织专班精心打磨精品国防教育讲稿 10

余篇，邀请抗美援朝老兵、优秀军人代表

开展国防教育网络直播课，受教群体涵

盖全县近 6 万名中小学生；选派民兵骨

干担任校外辅导员，在国防教育示范学

校军民小学率先推开军事体育课，组织

学生进行队列动作、军体拳等训练，并协

助学校建设“军事障碍训练场”，为学生

沉浸式体验军事课目提供场地。同时，

他们还积极拓展社会实践课，通过参观

革命纪念馆、举办军营开放日、军事夏令

营等活动，进一步加深学生对军营、军人

的了解，强化国防意识，培养爱国情怀。

“各学校还结合自身特点，利用全民

国防教育日、八一建军节等时机，组织学

生开展国防教育主题纸浆画、手工创作、

演讲比赛等活动，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举措

拓展了国防教育载体，学校国防教育取

得显著成效。”该县人武部政工科科长刘

洪涛告诉笔者，下一步，他们将持续深化

“三位一体”国防教育模式，以创建“国防

教育示范学校”为契机，加强军地密切协

作，切实打造富有时代特色、涟水特点的

国防教育品牌。

江苏省涟水县

推动国防教育融入课程体系

本报讯 杨晓燕、郭大伟报 道 ：

“ 大 学 期 间 当 兵 可 保 留 学 籍 、减 免 学

费，退役后可继续上学。”8 月初，山东

省临清市先锋路街道桃园社区网格员

白朝阳来到适龄青年陈子强家中，向

他宣讲征兵政策，解答问题。

连日来，为配合做好下半年征兵

工作，临清市网格员纷纷走村入户，开

展征兵宣传活动，通过无死角、全覆盖

式讲解征兵政策、答疑释惑，进一步提

升 该 市 适 龄 青 年 对 征 兵 工 作 的 知 晓

率，鼓励和动员广大有志青年参军入

伍、献身国防事业。

据了解，临清市辖区无高校，大学

毕业生、在外就读大学生是该市征集

的重点。为此，该市着眼提高征兵宣

传 质 效 ，不 断 探 索 宣 传 新 方 法 、新 路

径。今年下半年征兵工作展开后，他

们聚焦精细、精准、精确的工作思路，

结合学生返乡“黄金期”，广泛发动辖

区网格员参与征兵宣传。网格员充分

发挥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对辖

区适龄青年进行精准摸排，确保征兵

信息精准传达。

为 让 网 格 员 成 为 征 兵 工 作 明 白

人，前期，临清市征兵办抽调征兵工作

骨 干 ，采 取 分 片 包 干 的 办 法 ，组 织 镇

（街道）武装部长、专武干事深入各村

（社区），集中对辖区网格员进行征兵

工作业务培训，帮助他们熟悉掌握兵

员征集条件、流程以及入伍政策等相

关内容。

“广大优秀青年，下半年征兵报名

于 8 月 10 日截止，有参军意愿的可在

全国征兵网上报名应征。”日前，家住

戴湾镇陈官营中村的大学毕业生屈成

业收到该村网格员，在征兵微信群里

发送的相关信息。为使征兵宣传家喻

户晓，除了面对面宣讲，网格员还通过

转发征兵宣传资料到微信群、朋友圈

等方式，扩大征兵宣传覆盖面，营造浓

厚征兵氛围。

“紫金华庭小区，顾兆宇，22 岁，今

年下半年大学毕业。得知他毕业回家

后，我上门为他宣讲征兵政策，他现已

经决定报名应征……”7 月下旬，在先

锋路街道银河社区，笔者翻开该社区

网格员洪万里的走访日记，记录着这

样一段话。洪万里告诉笔者，每次入

户走访，他都要详细了解各家孩子情

况 ，对 符 合 应 征 条 件 的 ，将 他 们 的 姓

名、年龄、学籍、详细住址、身体状况、

现实表现等记录在日记本上，逐个建

档立卡，精准对接，全程跟踪。目前，

他已动员 4 名适龄青年报名应征。

以网格力量助力征兵宣传，既推

动了精准高效征兵，又激发了广大适

龄青年参军报国的积极性。临清市人

武 部 领 导 介 绍 ，截 至 目 前 ，该 市 已 有

360 余名大学生参与应征，其中大学毕

业生占比 2/3。

山东省临清市广泛发动网格员参与征兵宣传

巧借网格力量 点燃参军热情

连日来，安徽省太湖县双拥办、人武部和退役军人事

务局联合开办军人子女暑期托管班，为驻军部队及太湖籍

现役军人家庭解决子女看护难题。该托管班根据“军娃”

不同年龄段的需求开设大班、中班和幼小班，同时将国防

教育、安全自护、心理关怀等内容纳入课程，助力孩子在学

习中健康成长。

上图：在太湖县革命历史纪念馆，讲解员为“军娃”们

讲述红色历史。

左图：“军娃”们用彩纸等制作航天模型。

韩 强、董笑然摄影报道

河南省焦作军分区

开展法纪知识赛

本报讯 特约记者辛振乾报道：8

月上旬，河南省焦作军分区组织开展法

纪知识竞赛，来自机关和所属人武部的

12 个代表队 72 名官兵同台竞技。此次

竞赛旨在以赛促学、以学促行，围绕《中

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等内容，设置必答题、抢答题等环节，

全面检验官兵综合知识储备和临场应变

能力，提升依规依纪依法办事水平。

福州第一离职干部休养所

举办集体生日会

本报讯 柳思羽报道：“八一”前夕，

福建省军区福州第一离职干部休养所以

“守初心，葆本色暨庆‘八一’”为主题，为

全所老干部、老阿姨举办集体生日会活

动。大家欢聚一堂、同台献艺，通过一个

个精彩的节目，不仅让老干部老阿姨心

情舒畅，也进一步增强工作人员做好老

干部服务保障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

微新闻

征 兵 工 作 进 行 时
7 月底，黑龙江省双鸭山军分区领导前往上半年入伍新兵刘千铭家中走访

慰问。 朱金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