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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你们知道红军长征时期

在安顺地区进行过哪些战斗吗？接下

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军史长廊，追寻先

辈 足 迹 ，了 解 人 民 军 队 的 历 史 ……”

8 月下旬，贵州省安顺军分区军史长廊

建 成 ，该 军 分 区 政 治 工 作 处 邀 请 5 所

“全国国防教育示范学校”的师生代表

走进军营，利用军史长廊为学生们上好

“开学第一课”。

以时间为轴系统宣讲，打造国防

教育精品课堂。走进军史长廊，军分

区 官 兵 为 学 生 们 详 细 讲 解 人 民 军 队

的成长历史、安顺籍革命先辈的生平

事迹等内容，并采取“军史问答、系统

解 答 ”的 方 式 ，引 导 学 生 们 深 入 了 解

人民军队辉煌历程，学习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大公无私、爱党爱国的崇

高品质。

以物证史、以物叙事，让历史“说

话 ”。 来 到 红 色 遗 物 展 柜 前 ，学 生 们

用 稚 嫩 的 眼 神 注 视 着 陈 列 的 红 军 时

期的枪械、衣服、草鞋等展品，好奇地

询问军分区官兵：“当年，红军就是在

这 样 艰 苦 的 条 件 下 完 成 二 万 五 千 里

长 征 的 吗 ？”“ 是 的 ，他 们 不 仅 缺 衣 少

粮，还要随时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围

追堵截，先辈们意志坚强、勇敢无畏，

在各族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完成

转 战 任 务 。”望 着 泛 黄 的 红 军 长 征 转

战 安 顺 行 军 图 和 人 民 解 放 军 解 放 贵

州 、安 顺 剿 匪 战 役 图 等 ，学 生 们 似 乎

穿越到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视频辅导、对比宣讲，直观人民军

队伟大成就。在视频展播厅，学生们目

不转睛盯着大屏幕，观看红军长征、抗

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诸多珍贵影像资

料。通过将一件件人民军队的新式武

器装备与革命战争年代的老旧装备做

成视频对比讲解，让学生们深刻感悟到

我国国防事业从无到有、从粗糙到精

细，从单一到全面、从弱小到强大，离不

开一代又一代“军工人”的辛勤付出，鼓

励大家努力学习，长大后争取为国防事

业作贡献。

参观见学中，安顺市第五小学的

老师表示，作为新时代的人民教师，他

们要自觉成为国防教育的“主力军”，

深入学习了解党史军史，为学生讲述

更多红色故事和国防知识，厚植青少

年爱党爱国爱军情怀，坚持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

讲解 95 式自动步枪、92 式手枪等

单兵武器的性能和操作要领，现场演

示枪 械 拆 装 ，指 导 学 生 们 进 行 据 枪

瞄 准 …… 为 进 一 步 激 发 学 生 们 崇 军

尚武热情，该军分区官兵还为学生们

安 排 了 枪 械 展 示 体 验 环 节 。 学 生 们

感到收获满满，纷纷拿出准备好的手

绘漫画、剪纸贴花等精美纪念品送给

官兵。

“‘ 开 学 第 一 课 ’即 为 国 防 教 育

课 ，‘ 沉 浸 式 ’体 验 红 色 文 化 魅 力 ，这

样 的 活 动 很 有 意 义 。”该 军 分 区 领 导

表 示 ，安 顺 有 着 深 厚 的 红 色 文 化 底

蕴，辖区内拥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 王 若 飞 故 居 纪 念 馆 、6 座 烈 士 纪 念

碑，建有彭德怀与陆瑞光“弄染结盟”

纪 念 馆 、羊 场 红 色 文 化 公 园 、坝 草 红

军 长 征 渡 口 遗 址 等 红 色 场 馆 。 下 一

步，他们将把课堂陆续搬到更多红色

遗 址 ，充 分 利 用 好 红 色 资 源 ，深 挖 红

色 内 涵 ，军 地 联 合 开 展 形 式 多 样 、内

容 丰 富 、接 地 气 的 国 防 教 育 系 列 活

动，让“全国国防教育示范学校”走出

的 学 生 不 仅“ 思 想 红 ”，而 且 有 理 想 、

有本领、有担当。

贵州省安顺军分区依托军史长廊开展国防教育—

“第一堂课”开讲红色故事
■刘海波 周罗林

“没有祖国的界碑，哪有我们的牛

羊，我们要永远跟着共产党，守好边、护

好防……”8 月下旬，在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域内瓦

罕走廊，年过六旬的牧民龙吉克·卡德

尔在一块三人合抱、刻着一颗五角星的

石头前，教导自己的后辈。这块石头是

当地有名的“家训石”，见证了龙吉克·

卡德尔一家四代接力守边护边的感人

事迹。

刻下家训的人，是龙吉克的父亲卡

德尔·阿布都克力木，曾是一名边防军

人，也是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主人

公阿米尔的原型。

说起这块“家训石”的由来，还要从

龙吉克的爷爷阿布都克力木·阿尔比克

说起。龙吉克一家世代生活在瓦罕走

廊，这里平均海拔超过 4000 米，被称为

“云端上的县城”。早年间，这片土地常

有土匪袭扰，当地牧民大都过着东躲西

藏的生活，常常吃不饱、穿不暖。后来

解放军来了，赶走了土匪，带领大家过

上了好日子。为了报答党和军队的恩

情，阿布都克力木·阿尔比克主动申请

协同参与守边护边任务，成为一名“不

穿军装的边防兵”。

紧 跟 父 亲 的 脚 步 ，1951 年 ，卡 德

尔·阿布都克力木参军入伍，成为一名

边防军人。退役后，卡德尔·阿布都克

力木仍坚持同边防官兵一起执行巡逻

任务。他还专门在边境前沿寻找到一

块石头，结合父亲的教导刻下家训：“为

我中华之繁荣昌盛，四十余载我卫国戍

边。一辈子爱祖国跟党走，一代代子孙

定来接班。”

一则红色家训，延续七十余载，他

们与驻军官兵用忠诚与坚守，绘就了一

幅军民合力戍边、共筑边防安宁的壮丽

画卷。

“小时候听父亲讲，一次巡逻时，他

们在边境线上发现一伙不明身份的人

员试图越境。父亲凭借对地形的熟悉，

配合官兵成功将这群不法分子拦截在

国境线之外，维护了边境的安宁与稳

定。”龙吉克·卡德尔说。

一次次的军民联合行动，不仅彰显

了军民合力戍边的强大力量，也让龙吉

克一家与官兵们的情谊更加深厚。

龙吉克·卡德尔自小就听着祖辈们

讲述守边护边的英雄事迹长大，后经历

了 29年的军旅时光。退役后，他每年都

要带着家人，来到这块承载着家族荣誉

与责任的“家训石”前，进行庄严的宣誓

仪式。这不仅仅是一种形式，更是希望

传承好这份珍贵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感。

有一次巡逻时，上午还是艳阳高

照，中午爬点位时就遭遇大雾，能见度

极低，本就崎岖的山路变得异常难行。

哪里能避开落石，哪里不会踩到沼泽，

龙吉克·卡德尔凭借着对地形的熟悉，

带领官兵巧妙避开危险地带，成为官兵

心中最可靠的向导。

多年来，驻军官兵也没有忘记这份

特殊的情谊，常常利用休息时间，帮助

龙吉克家修缮房屋和羊圈，送去生活用

品和药品。随着时间的推移，龙吉克一

家与驻军官兵之间的情谊愈发深厚，巡

逻路上相互扶持，生活中互相关心。每

年重要节日，官兵都会邀请龙吉克一家

和牧民来到连队共同庆祝。

前不久，龙吉克·卡德尔带着家族

的第四代成员，来到“家训石”前，郑重

举行交接仪式，将守边护边的责任传承

给后辈们。

截至去年底，龙吉克一家四代人已

先后走出 50余名党员、20余名军人及警

察和 70 余名护边员。岁月悠悠，龙吉

克·卡德尔一家与驻军官兵的故事仍在

瓦罕走廊这片土地上传唱，成为帕米尔

高原上的戍边佳话。他们用自己的实际

行动诠释了“爱国守边，一辈子跟着党的

脚步走”的誓言，激励着后来者继续前

行，成为边境线上最亮丽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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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卞剑磊报道：“爸爸，告诉

你一个好消息，我收到城中小学的入学

通知书啦！”近日，江苏省南通市崇川籍

现役军人张伟接到儿子张艺打来的报

喜电话。

张伟服役于海军某部，前一段时间

一直为孩子上学的事发愁。眼看开学

在 即 ，张 伟 拨 通 崇 川 区 人 武 部“15 分

钟”拥军服务圈联络人的电话寻求帮

助。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协同区双拥

办和教体局，解决了张伟的“挠头事”。

“ 军 属 牵 动 军 心 ，我 们 要 用 心 用

情 为 官 兵 办 实 事 、解 难 题 ，助 力 军 人

后顾无忧、轻装前行。”区人武部领导

介绍，近年来，崇川区委、区政府持续

发力推动双拥共建，全力支持国防和

军 队 建 设 。 军 地 联 合 打 造 拥 军 服 务

网络，建成 3 个区级、16 个街道级“15

分 钟 ”拥 军 服 务 圈 ，定 期 发 布 优 待 项

目清单，优惠涵盖军人生活所需的方

方面面。

今年以来，崇川区依托“15 分钟”

拥军服务圈，聚焦“后路、后院、后代”，

积 极 为 军 人 子 女 进 入 优 质 学 校 开 辟

“绿色通道”，为 100 余名军人子女解决

入学入托问题，并为军人子女提供课

后延时辅导。此外，他们还打造军人

家庭服务社，为军人家庭提供家政服

务、法律咨询援助、就业和助老生活帮

扶服务等。

军人退役期盼的是与社会更好衔

接。下一步，崇川区将继续以退役军

人 需 求 为 导 向 ，创 新 服 务 模 式 ，完 善

“15 分钟”拥军服务圈机制，通过吸纳

培训机构，提供专业培训，建立完善退

役军人学历提升、创业帮扶等多样化

优待服务体系，让退役军人更好更快

融入社会。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着力提升为兵服务质效

打造“15分钟”拥军服务圈

近日，西藏阿里军分区某边防团达巴边防连温室大棚种植的瓜果蔬菜喜

获丰收。图为官兵采摘蔬菜。 包亚强摄

本报讯 邱欣江、熊睿报道：“感谢

党和政府倾心为我们提供了创业就业服

务和政策扶持。”近日，江西省南城县退

役军人白帆在县校具产业园为公司举行

剪彩仪式，他第一时间把好消息分享给

县退役军人创业孵化基地。

2021 年，南城县退役军人孵化基地

在抚州天城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挂牌成

立。基地借助学校丰富的教学、场地等资

源，为入驻的退役军人创业者提供政策咨

询、电商培训、经验交流、项目评估、融资

引荐等优质创业孵化指导和服务。

“退役军人在创业时往往面临信息

获取渠道少、可利用资源不足、办事流程

不了解等问题。”县双拥办负责人介绍，

为此，他们依托县退役军人创业孵化基

地，举办“退役士兵适应性培训活动”，组

建退役军人创业导师团队，开设电商营

销、特色养殖等课程，开展线上线下培

训，进行职业规划、创业项目指导，帮助

退役军人赢在创业“起跑线”。

退役大学生士兵陈远南告诉笔者，

他退役返乡后想开一家汽运公司，但是

场地和资金一度让他犯了愁。陈远南向

孵化基地寻求帮助，工作人员根据相关

政策，指导他在网上提交创业申请，为他

提供了厂房租赁、贷款业务和技术培训

等方面的帮助。同时，陈远南还享受水

电费减免等多项扶持退役军人创业的优

惠政策。如今，陈远南的汽运公司已经

实现稳定盈利，业务开始向省外拓展，每

年还拿出 30 余个工作岗位面向退役军

人进行专项招聘。

为进一步提升退役军人创业服务质

量，南城县军地从退役军人事务局、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单位抽调人员，成立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小组，着力打造“一

对一指导，针对性培训，园地式孵化”的创

业模式，为退役军人创业铺路搭桥。

“退役军人创业服务体系的日益完

善，让退役军人在创业的道路上更加敢

闯敢试。”县人武部领导介绍，目前该县

已有 1200 余名退役军人成功创业，“军

字号”小微企业、军创产品在南城县街头

巷尾已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江西省南城县助力退役军人高质量创业

创业孵化 铺路搭桥

山东省冠县人武部

加强民兵思想教育
本报讯 张维星报道：山东省冠县

人武部通过深挖当地特色红色故事、邀请

革命先烈后代讲述革命事迹等，着力加强

民兵思想教育工作。近日，该人武部组织

所属民兵参加鲁西北第一支抗日武装诞

生地纪念馆开馆仪式。通过参观，民兵们

加深了对冠县红色历史的了解。

黑龙江省海伦市人武部

开展练兵比武活动
本报讯 王昊报道：近日，黑龙江省

海伦市人武部在市民兵训练基地开展群

众性练兵比武活动。他们采取小比武、

小竞赛等方式，评选“军事训练标兵”“岗

位技能尖兵”，为获奖者戴红花、披绶带，

加大军地联合表彰民兵军事训练典型力

度，激发广大民兵训练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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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脚下这片热土，曾经涌现出

董振堂、郭企之、杨春增等大批英模人

物。新中国建设时期，一代代创业者又

创造了以太行新愚公、公仆楷模等为底

色的‘邢襄精神’……”开学季来临，沉寂

一段时间的河北省邢台市第一实验小学

校园再度热闹起来，信都区人武部副部

长王荣伟走进学校，为师生们带来一堂

生动的国防教育课。

“我们通过广泛开展‘军事机关送

课下基层’活动，为国防教育注入生机

与活力。”军分区领导介绍，年初以来，

邢台军分区、市委宣传部、退役军人事

务局等军地相关部门着眼新时代全民

国防教育现实需要，组织军事机关主

官、优秀驻军部队官兵和退役军人组成

联合宣讲团，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

进部队开展国防教育，受到军地单位欢

迎和好评。

学校是国防教育的重要阵地。新学

期开课前，该市军地组织宣讲团成员走进

校园，以国防教育作为“开学第一课”，着

力把红色的种子播撒在学生心底。

“在邢台市，有一位令人敬佩的老

兵，他把军功章藏在箱底，深藏功名，带

领子女艰苦创业……”8 月 29 日，参战

老兵陈瑞明走进“全国国防教育示范学

校”育红小学，为师生讲述百岁老兵陈

训杨的故事。

“退役军人大多身在基层、熟悉基

层，在开展国防教育活动时有其独特的

优势。”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

人告诉笔者，他们从全市 2.5 万余名退

役军人中遴选出 35 名政治素质过硬、

热心公益事业、表达能力强的老兵加入

宣讲团。老兵们聚焦群众需求，打破传

统的“一人台上讲，众人台下听”模式，

采取群众点单、老兵接单、群众评单的

方式，确定宣讲主题，与听众围坐在一

起，用大白话、家乡话解读政策法规，用

聊天、谈心的方式讲述国防故事。

“作为一名老兵，参与国防教育、

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对我来

说也是军旅生涯的一种延续。”民兵宣

讲团成员于云峰介绍，“走进国防元素

满满的校园，无论是户外的英模塑像、

国防教育宣传栏，还是教学楼内的红

色精神长廊，处处可以感受到浓郁的

红色教育氛围，同样能够激发起他们

的国防情怀。”

据了解，邢台市军地还积极帮助

中小学校打造并完善国防知识宣传教

育长廊、红色影院等国防教育阵地和

平 台 ，重 点 建 设“ 红 色 铸 魂 ”“ 读 书 润

德 ”“ 崇 军 尚 武 ”“ 忆 史 筑 梦 ”等 板 块 。

同时，常态化组织学生唱红色歌曲、观

红色影片、讲红色故事、读红色书籍、

做红色传人。

下一步，该市军地将通过广泛吸纳

延揽军地优秀人才，进一步建强师资队

伍；积极创新国防教育载体形式，在特

色活动中加入国防元素，打造国防教育

移动宣传新阵地等方式，推动全民国防

教育走深走实。

河北省邢台市军地联合开展“军事机关送课下基层”活动—

“迷彩讲师”深入学校社区
■张汉铎 刘立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