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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
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

“向‘杨克明民兵连’授旗！”近日，重

庆市长寿区军地在杨克明故居举行“杨

克明民兵连”命名授旗仪式。嘹亮的军

歌声中，民兵连连长卓江洪从区委书记、

区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刘小强手中接过

“杨克明民兵连”连旗。

杨克明出生于 1905 年，曾任红三十

三 军 政 委 、红 五 军 政 治 部 主 任 等 职 务 。

1937 年，在高台战斗中，杨克明与董振堂

等率领红五军主力与超过自己数倍的敌

人顽强作战，坚守高台，终因寡不敌众，

壮烈牺牲，时年 31 岁。

“最好的缅怀是传承，最好的纪念是奋

斗。”刘小强告诉记者，以英雄名字命名连

队，并在英雄故居前隆重举行连队授旗仪

式，既是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也是传承

和践行英雄遗志的坚定承诺，旨在激励广

大民兵传承英烈精神，争当英雄传人。

中 华 儿 女 多 壮 志 ，巴 渝 大 地 出 英

雄。抗日战争时期，60 余万重庆籍将士

在抗日前线血染疆场；新中国成立后，7

万余名巴渝官兵参加抗美援朝战争，铜

梁籍战斗英雄邱少云用生命谱写“对党

忠诚、严守纪律、顾全大局、勇于担当”的

精神品质。为纪念英雄、学习英雄，近年

来，重庆市军地通过寻访功勋老兵、修缮

红色旧址、以革命烈士名字命名民兵分

队、英烈文化进校园等方式，让英雄情怀

融入城市血脉，崇尚英雄、尊崇英雄成为

一种文化自觉和价值共识。

“我们按照‘一区（县）一特色’的思

路，充分挖掘当地红色资源，以杨克明、

邱少云、王良、王朴等革命英烈名字先后

命名创建 8 支红色民兵分队，打造过硬民

兵品牌。”重庆警备区战备建设局领导介

绍 ，截 至 目 前 ，红 色 民 兵 分 队 已 经 吸 引

1000 余名符合条件的青年加入。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

才 能 英 雄 辈 出 。”武 隆 区 人 武 部 领 导 介

绍，该人武部前身是战斗英雄王克勤牺

牲前所在部队。王克勤 1945 年 10 月参

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6 年 9 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从 1946 年 6 月解放战争开始，

王克勤毙伤敌人 232 人，俘虏 14 人，缴获

步枪 8 支，9 次立功，被评为“一级杀敌英

雄”“模范共产党员”。1947 年 7 月，王克

勤在定陶战役中英勇牺牲。为赓续传承

英雄精神，2021 年，武隆区人武部将区民

兵应急连命名为“王克勤民兵应急连”。

成立以来，该连民兵持续加强理论武装，

强化军事训练，立足岗位当先锋，服务群

众作表率，连续 3 年被上级表彰为“先进

民兵连”。

武隆区桐梓镇退役军人王江川，曾

在部队服役 14 年。去年，得知“王克勤民

兵应急连”招录新民兵的消息，他第一时

间报名，却因手臂受伤没有按时参加体

能考核，未能入选。王江川没有气馁，伤

好后利用工作之余坚持训练。今年上半

年该区民兵整组时，他再次申请加入，凭

借过硬素质，最终得偿所愿。

“都当过十几年兵了，退役后又跑去

当民兵，图啥啊？”面对一些亲朋好友的

疑问，王江川坚定地说：“我从小听着王

克勤的故事长大，对这位战斗英雄充满

了崇敬。能成为‘王克勤民兵应急连’的

一员，沿着英雄足迹继续为国防建设作

贡献，我感到很有意义。”

“以英烈精神为引领，激发
精武热情”

“英雄的热土育我成长，烈火锻造钢

铁脊梁……”8月下旬，铜梁区人武部组织

“少云民兵应急连”开展实兵实装拉动训

练。队列行进中，民兵们齐唱《少云民兵

之歌》，提振锐意进取、担当作为精气神。

冠英雄之名，铸英雄之魂。铜梁区

是邱少云烈士故乡，“少云民兵应急连”

因此得名。多年来，区人武部一直致力

营造传承邱少云精神良好氛围，激发民

兵训练热情。

记者走进“少云民兵应急连”连部，处

处可见邱少云“身影”：办公楼走廊设有邱

少云故事角，会议室有一面邱少云荣誉墙，

民兵活动室悬挂邱少云英模画像，营院随

处可见向邱少云学习的标语口号……

铜梁区人武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

们充分挖掘邱少云精神时代价值，结合基

层武装部正规化建设，以“少云民兵应急

连”连部为试点，将邱少云精神元素融入到

基层武装部文化环境建设中去。除此之

外，该人武部还组织人员创作《少云民兵之

歌》、总结“少云民兵应急连”连训等，在潜

移默化中增强民兵的责任感、归属感。

“革命英烈不畏牺牲、勇于奉献的事

迹和精神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以

英烈精神为引领，强化民兵责任意识、使

命意识。”重庆警备区政治工作局领导介

绍，他们通过定期邀请军地专家、革命英

烈生前战友为红色民兵分队辅导授课，

组织民兵前往英烈纪念馆、故居等红色

场馆开展现地教学、主题党日等活动，让

民兵在体悟革命精神中自觉赓续红色血

脉，激发精武热情。

“1928 年，担任红三十一团一营一连

连长的王良，率队参加保卫井冈山革命

根据地的龙源口、黄洋界等战斗。其中

保卫黄洋界一战，创造了红军以少胜多

的典型战例……”前不久，綦江区“王良

民兵应急连”60 名民兵来到王良同志纪

念馆开展主题党日活动。跟随解说员的

脚步，穿过历史的硝烟，王良同志为民族

命运和国家前途而战的光辉一生生动地

呈现在民兵眼前。

“对于我们来说，王良军长不仅是课

本上的英雄，更是家乡的骄傲。”该民兵

连连长袁厚谊说，“王良民兵应急连”连

部就建在王良同志纪念馆旁，民兵们训

练之余，经常到纪念馆参观，听一听先烈

的英雄事迹，想一想当年的艰苦环境，这

里是民兵连的精神寄托。

英雄精神激励人心，红色血脉催人

奋进。8 月底，渝北区人武部组织“王朴

民兵连”开展基地化轮训备勤。训练中，

人武部领导结合“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

组织参训民兵展开专题座谈交流，引导

大家对标对表革命先烈，重点围绕存在

的大局意识不强、奉献意识淡化、进取意

识退化等问题谈感受、找差距。“同先烈

相比，我们过多关注个人得失，缺少吃苦

耐劳精神和耐压抗压勇气，必须坚决改

正。”该连民兵陈天喜说，“我们要以革

命先烈为榜样，立足岗位，艰苦奋斗，练

精专业技能，不断提升遂行任务能力。”

“常抓不懈，确保关键时刻
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

“接区人武部值班室紧急通知，巴岳

山玉龙段突发森林火灾，命令‘赤英民兵

应急连’迅速前往处置。”

“命令‘红岩民兵连’于 10 时前集结，

执行保交护路任务。”

……

夏末秋初，一场场军地联合应急应

战训练在巴渝大地展开。训练场上，红

色民兵分队当先锋、打头阵，圆满完成各

项任务，赢得军地领导一致称赞。

“只有常抓不懈，练就过硬本领，关

键时刻才能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重

庆警备区战备建设局工作人员介绍，近

年来，他们着眼“平时服务、急时应急、战

时应战”要求，持续增强红色民兵分队履

行新时代使命任务能力。

为锻造一支过硬队伍，在广大民兵中

发挥示范作用，铜梁区、渝北区、武隆区等

人武部联合地方党委政府，为红色民兵分

队制订专项训练措施，采取集中轮训、挂

钩联训、实战演训等方式，夯实民兵军事

素质基础，锤炼敢打敢拼的血性胆气。同

时，他们围绕重点时节、特殊时期可能出

现的突发情况，组织民兵分队进行针对性

训练，并与地方应急、公安、消防等部门和

专业救援力量实施联演联训，在实战实训

中摔打磨练，提升遂行应急应战任务能

力。近年来，在军地共同努力下，该市红

色民兵分队建设成效显著，在执行各项急

难险重任务中发挥了主力军作用。

前不久，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綦江

区古剑山丹崖林夜间突发森林火灾，因

天气炎热干燥，火势蔓延很快。险情就

是命令，“王良民兵应急连”迅速集结，携

带装备器材快速奔赴火灾一线。面对熊

熊大火，民兵与地方消防部门分工协作、

相互配合，侦察火情、扑灭明火、抢挖隔

离带……有的民兵脸上被荆棘划伤，有

的不慎崴到脚，但他们坚持轻伤不下火

线。经过近两个小时的奋力扑救，山火

被扑灭。

以英雄之名，守一方平安。重庆是

热门旅游城市，暑期以来，渣滓洞、白公

馆等红色景区迎来人流高峰，众多游客

纷纷前来参观，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为

维护景区秩序，“红岩民兵连”主动参与

巡逻执勤，提供各种咨询、景区指引等服

务，为游客安全出行保驾护航。

“虽然身处陌生城市，但看到这一抹

迷彩绿，就觉得很安心。”在热闹的磁器

口景区，来自云南昆明的游客吴佳欣看

着正在道路两旁巡逻的民兵感慨道。

图①：重庆市沙坪坝区军地领导为

“红岩民兵连”授旗。 高效文摄

图②：“王朴民兵连”民兵余洋担任

学生军训教官。图为他纠正学生队列动

作。 谭 波摄

图③：“红岩民兵连”组织森林灭火

课目训练。 高效文摄

图④：“王良民兵应急连”参观王良

同志纪念馆。 田茂材摄

图⑤：在杨克明故居前，“杨克明民

兵连”民兵集体宣誓。 欧 磊摄

图⑥：“赤英民兵应急连”进行水上

救援课目训练。 赵珩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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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

英 雄 者 ，国 之 干 。 近 代 以 来 有 约

2000 万名烈士为国捐躯，他们在硝烟弥

漫的战场、祖国建设的热土、保家卫国的

一线冲锋陷阵、抛洒热血，他们为了谋求

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

福而英勇牺牲。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

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习主席

强调：“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

才能英雄辈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从设

立烈士纪念日到出台英雄烈士保护法，

从建立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到加强红色资

源保护利用，一系列强有力的举措，推动

“崇尚英烈、缅怀英烈、学习英烈、捍卫英

烈、关爱烈属”的氛围不断浓厚。

近年来，每逢清明节、烈士纪念日、

国家公祭日等时间节点，小到每个家庭，

大到国家社会，都会通过扫墓、祭拜等形

式，缅怀先烈、追思英雄。军地还以英烈

名字命名了一大批公园、学校、群体等，

让英烈精神融入城市血脉。

英雄烈士是民族的脊梁、时代的先

锋，英烈事迹和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共同

历史记忆和宝贵精神财富，是激励全党

全 国 各 族 人 民 不 懈 奋 斗 的 力 量 源 泉 。

英 雄 已 逝 ，精 神 永 存 。 如 今 ，我 们 纪 念

英烈、保护英烈，不仅是为了缅怀祭奠，

更是为了传递精神的火炬，学习英烈精

神、凝聚奋进力量。

“ 真 心 为 中 国 的 人 ，不 要 说 一 句 推

诿的话，今天，此时，便即刻把自己的担

子 挑 了 起 来 。”革 命 烈 士 的 肺 腑 之 言 发

人深省。对英烈最好的告慰，就是接续

奋勇前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加需要

大 力 弘 扬 英 雄 文 化 ，传 承 英 烈 精 神 ，不

断跨越新征程上的“雪山”“草地”，征服

奋进路上的“娄山关”“腊子口”。我们

要像英烈那样坚定理想信念，把对马克

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信念作为毕生追求，永远信党爱党跟党

走 ；要 牢 记 为 民 宗 旨 ，始 终 坚 持 人 民 至

上，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坚持

不 懈 为 群 众 办 实 事 做 好 事 ；要 不 畏 艰

险 、勇于攻坚，知重负重 、苦干实干，永

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

风；要甘于奉献，把职业当事业、把岗位

当战位，争当爱岗敬业的“螺丝钉”、履

行使命的“急先锋”、建设发展的“顶梁

柱”，努力创造无愧于党 、无愧于人民 、

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传承英烈精神 凝聚奋进力量
■顾 伟

以英雄之名续写新荣光
—重庆市军地创建红色民兵分队纪事

■本报记者 赵晓菡

秋意渐浓，暑气未消。9月 2日，在重庆市大学城第一
中学校操场上，军训教官蒙帮照顶着烈日、趴在地上给学
生们讲解示范战术动作。据抢、瞄准、击发……干净利落
的动作一气呵成，赢得学生们阵阵掌声。

蒙帮照曾在部队服役 16年，现为沙坪坝区“红岩民兵
连”成员。今年以来，该市军地从红色民兵分队中选拔
400余名民兵担任学生军训教官。这些民兵教官有着过
硬的素质和严谨的态度，为有效提升学生军训质效打下
坚实基础。

“红色民兵分队以革命烈士的名字命名，所属成员个
个以民兵身份为荣，人人在急难任务中争先，展现了新时
代民兵的良好风貌。”重庆警备区领导介绍，近年来，该市
军地充分挖掘当地红色资源，先后命名创建 8支红色民兵
分队。自成立以来，红色民兵分队以英雄的名义赓续红色
血脉，矢志精武强能，先后在抗洪抢险、支援保障、红色文
化宣讲、学生军训等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受到军地赞誉。

初秋时节，记者走进这座英雄之城，探寻该市军地编
实建强红色民兵分队的坚实足迹。

有感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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