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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汞矿扩大规模，生

产 朱 砂 筹 款 支 援 抗 战 ，年 均 生 产 汞

59.66 吨，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年均

生产量的 9 倍……”9 月中旬，贵州省铜

仁市万山区朱砂古镇熙熙攘攘，游客在

观光游览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接受爱国

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

1936 年 1 月，红二、六军团北上长

征 ，贺 龙 率 部 转 战 铜 仁 ，沿 途 发 展 当

地 武 装 力 量 ，发 动 群 众 、号 召 百 姓 与

土 豪 劣 绅 、矿 霸 斗 争 ，点 燃 了 工 农 革

命星星之火，为当地留下了宝贵红色

精神财富。

“团结就是力量……”古镇路边广

播中传来的怀旧老歌，一下子把游客带

回激情燃烧的岁月。红色标语、国防教

育宣传海报等遍布大街小巷……行走

在朱砂古镇，一股浓厚的历史气息扑面

而来，这些承载着红色记忆的文化遗

产，令游客流连忘返。“在这里不仅能体

验流传千年、丹心不朽的朱砂文化，还

可以感受产业报国的家国情怀。”来自

湖南的一名游客说。

朱砂古镇素有“千年丹都”之称，因

朱 砂 矿 产 储 量 丰 富 ，被 誉 为“ 丹 砂 王

国”。20 世纪 80 年代，因汞矿资源枯

竭，实施政策性保护关闭。资源虽枯

竭，但承载的红色记忆不可磨灭，沉淀

的历史价值愈发醇厚。如何挖掘利用

好红色资源？万山区军地从红色文旅

转型发展破题，坚持旅游资源、红色资

源一体融合推进，对古镇汞矿遗址和文

物进行保护性整体连片开发利用，打造

“旅游+国防教育”模式，实现文化旅游

与国防教育双丰收。

开发利用过程中，该区党委政府积

极听取军事机关建议，把国防教育纳入

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在对汞矿遗址、老

旧建筑、朱砂开采等历史遗产保护升级

改造的同时，因地制宜增加国防元素，

设计红色标语和宣传版画，构建起丰富

多维的国防教育场景，营造关心国防、

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

氛围。

朱砂古镇有一条绵延纵横 970 公

里 长 的 地 下 矿 洞 ，开 采 历 史 悠 久 ，是

世 界 上 人 工 开 凿 最 长 采 矿 坑 道 。 为

充分挖掘蕴藏其中的爱国奉献、开拓

创 新 精 神 ，该 区 有 关 部 门 运 用 声 光

电 、幻 影 成 像 等 高 科 技 手 段 ，突 出 汞

矿的红色历史文化，打造一条贯穿历

史时空的观光隧道，生动呈现了汞矿

工 人 在 阴 冷 潮 湿 的 坑 道 里 ，接 续 奋

斗 、无 私 奉 献 的 感 人 场 景 ，让 游 客 在

沉浸式体验中“触摸”红色历史，感知

红色文化。

“当年，国家经济建设处于特殊困

难时期，近千名南下干部、转业军人、技

术人员和工人响应祖国号召，从全国

20 多个省市来到汞矿，成立党员生产

突击队，创造了连续 5 年产量世界第一

的奇迹，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重大贡

献，被周总理称赞为‘爱国汞’……”前

不久，铜仁军分区把“新时代奋斗观”大

讨论现场设在汞矿博物馆，组织所属官

兵、文职人员和民兵骨干学习汞矿干部

职工不畏艰难、团结奋进的感人事迹，

激励大家积极投身练兵实践，提高遂行

使命任务能力。

8 月中旬，正在备战群众性练兵比

武的该区女民兵杨毅，由于天气炎热、

训练强度大，感觉有些吃不消。“老一辈

艰苦奋斗、爱国奉献的精神让我深受感

动。”她在参加“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

时说，“要向汞矿民兵学习，遇到困难不

退缩，勇于挑战自我，以优异成绩回报

组织关爱。”

9 月初，铜仁市多所学校把“开学

第一课”搬到古镇，开展形式多样、内

容丰富的国防教育活动。笔者在汞矿

博物馆看到，铜仁职业技术学院的学

生主动担任解说员，为游客讲述红色

故 事 。 该 学 院 老 师 肖 祥 应 说 ：“ 近 两

年，我们都把‘开学第一课’课堂设在

这里，旨在教育引导学生们传承红色

文化，厚植家国情怀。”

“汞矿广大干部职工和民兵艰苦

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是开展思想政

治 教 育 的 活 教 材 。”该 军 分 区 领 导 介

绍，朱砂古镇升级改造以来，军地双方

注重发挥红色资源优势，打造国防教

育“大课堂”，组织地方党政领导、部队

官兵、文职人员、专武干部和民兵开展

参观见学和主题实践活动，推动全民

国防教育走深走实。

“火了红色旅游，热了国防教育。”

如今，一度沉寂的古镇汞矿遗址成为红

色旅游热门打卡地，越来越多的游客到

这里接受红色教育。今年暑期，古镇汞

矿遗址先后接待部队官兵、党政机关和

企事业单位人员、中小学校师生及社会

各类团体 6 万余人次，成为党员干部、

青少年学生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

教育的重要阵地。

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军地借助文化遗产打造特色品牌—

火了红色旅游 热了国防教育
■毛育东 魏峰岚 本报特约通讯员 祝光强

关 注“ 全 民 国 防 教 育 月 ”

本报讯 陈万金报道：“一家化工

厂发生有毒气体泄漏，请民兵专业分队

快速处置。”接到命令，重庆市渝北区民

兵专业分队火速赶赴事发地点，协助消

防 人 员 搜 救“ 中 毒 ”伤 员 、封 堵 泄 漏 罐

体、实施洗消……9 月上旬，重庆市渝北

区 民 兵 训 练 基 地 一 派 火 热 练 兵 景 象 。

笔者在该人武部组织的专业技能考核

现场看到，民兵各司其职、配合默契，快

速处置突发险情。

近年来，随着民兵队伍职能使命拓

展，民兵综合素质不强、专业技术不精

等短板弱项日益凸显。为提升民兵遂

行使命任务能力，该区人武部制订针对

性训练计划，紧贴民兵职能使命和任务

需求，采取理论教学与实际操作、室内

辅导与室外训练、军事技能与业务知识

相结合的方式，夯实民兵专业技能。他

们还设置逼真训练环境，重点围绕单兵

战术、轻武器射击等难点课目，展开针

对性训练，提高民兵分队应对复杂情况

的能力。

“砰砰砰……”一阵密集的枪声响

起 ，该 区 民 兵 实 弹 射 击 场 硝 烟 弥 漫 。

在 轻 武 器 实 弹 射 击 考 核 现 场 ，参 考 民

兵个个全神贯注。“靶区注意，按 3 号方

案 显 示 。”笔 者 发 现 ，随 着 指 挥 员 一 声

令 下 ，靶 标 类 型 、靶 标 位 置 、射 击 距 离

随 机 发 生 变 化 ，射 击 难 度 增 加 不 少 。

“ 上 了 战 场 ，目 标 不 会 固 定 在 某 一 个

点 ，等 着 你 去 打 。”该 人 武 部 军 事 科 李

参 谋 说 ，“ 射 击 训 练 采 用 移 动 靶 标 ，就

是 要 让 大 家 在 有 限 的 时 间 内 ，对不同

距离、不同类型的目标进行射击，缩短

训练和实战的距离。”

随着主考官一声令下，挖洞口、埋

杆子、搭线路、通话音……在专业技能

考核现场，民兵应急通信保障分队快速

展开作业，个个动作娴熟。紧接着，民

兵无人机分队、工程抢修分队围绕侦察

侦测、道路抢修等课目展开实操训练，

全流程、全方位展示专攻精练水平。

“突发山洪泥石流，两名‘驴友’失

联，民兵无人机分队参与搜救行动。”前

不久，该区民兵无人机分队参加抢险救

援训练。接到命令后，3 名民兵快速赶

赴事发地域，操控两架无人机展开低空

侦察。很快，他们发现失联“驴友”，并

将有关影像数据回传指挥所。连日来，

针对当地自然灾害多发的实际，该人武

部还把参加集中轮训的民兵分队拉到

野外，采取情景式、案例式教学和模拟

化训练，提高应急救援能力。

江城秋日点兵忙
重庆市渝北区人武部着力提升民兵训练质效

本报讯 张志荣、何冬明报道：近

日，江苏省海安市举行“万里爱心路、十

年军邮情”特色邮路创建 10 周年纪念

活动，退役军人代表储杭裔分享了“军

邮一家人”志愿服务队倾力为军属和退

役老兵排忧解难的感人事迹。

2022 年，在陆军某部服役的储杭

裔接到父母电话，得知家里种植的蔬菜

销不出去。一筹莫展之际，“军邮一家

人”志愿服务队队员杭建带人赶到储杭

裔家中，通过助农直播平台，帮助储杭

裔父母销售蔬菜，解了燃眉之急。

近年来，该市加大拥军优属力度，

倡导社会组织和团体发挥各自优势，踊

跃加入拥军志愿服务活动。2014年，该

市人武部联合市邮政分公司、双拥办，

发挥邮政公司网点和邮路遍布城乡的

优势，创建“军邮一家人”特色邮路，成

立由 100名党员干部和退役军人参加的

志愿服务队，结对关爱现役军人家属和

家庭困难退役老兵。他们在定期走访、

集中慰问的同时，建立走亲访友制度，

采取上门服务的方式，帮助年龄较大、

身体患病的军属和退役老兵解决生活

难题。每年新兵入伍、老兵退役，他们

及时上门对接，建立结对互助联系机

制，确保遇到突发情况能够及时提供相

应帮助。

笔者获悉，10 年来，“军邮一家人”

志愿服务队通过政策宣讲、助农直播、

邮 政 权 益 共 享 等 多 种 方 式 ，先 后 为

1200 余户军属和退役老兵提供生活服

务、解决家庭难题。该市除了“军邮一

家人”志愿服务队外，还有“退役军人关

爱基金”“长城缘志愿者小分队”“飞鹤

流动征兵驿站”等多支拥军志愿者队

伍，分别发挥自身优势，积极为军人军

属送温暖、解难题，营造全社会尊崇军

人的浓厚氛围。

江苏省海安市“军邮一家人”志愿服务队

倾力为军属解决后顾之忧

本报讯 刘凯、牛仁龙报道：满山

遍野的花椒树上，挂满了颗粒饱满的小

红果，空气中弥漫着花椒独有的麻香。

9 月，甘肃省甘谷县魏家峡村的百余亩

花椒迎来收获季。举目望去，村民们忙

碌的身影穿梭在沟谷间、坝坎上、田野

里，不时传来欢声笑语。

“这是县人武部帮建的大红袍花

椒 园 ，种 植 面 积 80 多 亩 ，亩 产 300 多

斤……”跟随驻村工作队队员、县人武

部职工张彦真，笔者走进魏家峡村花

椒园。“这两年，我们帮助村里发展壮

大集体经济，完善基础设施、优化居住

环境，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民的精气

神更足了。”张彦真说，“花椒成为村民

增收致富的‘摇钱树’，一颗颗小红果

就像一粒粒小金果，让村民的收入有

了保障。”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与魏家峡村

结对帮扶之初，该县人武部组织人员走

访调研发现，当地气候温和、光照充足、

昼夜温差大，适合种植花椒。于是，他

们采取“资金帮扶+技术扶持+销路拓

展”的模式，动员村民大力发展花椒种

植，并在椒果深加工上下功夫。他们组

织村民前往花椒种植技术成熟的地区

学习取经，并结合当地气候、海拔等特

点，引进优质花椒品种——大红袍。“大

红袍皮厚肉丰、色泽鲜艳、香味浓郁、产

量 较 高 ，引 进 后 ，村 里 花 椒 亩 产 量 从

100 斤提高到 300 斤。”村民魏福胜说。

“三分种植，七分管理。我们联合

县农业农村局制定花椒示范管理标准，

指导村民测土配方施肥，加强病虫害防

治。”张彦真说，他们协调县里的农技专

家深入田间地头，指导村民科学种植，

并推广“矮化密植、科学施肥”等技术，

实行标准化管护，花椒挂果率明显提

升，产量逐年提高。

“我们村种植的花椒颗粒饱满、色

泽鲜亮，很受市场欢迎。”在县人武部援

建的“军民同心”便民活动广场，村民魏

三 喜 正 在 晾 晒 刚 刚 采 摘 的 大 红 袍 花

椒。“从种植花椒开始，我家的经济条件

慢慢好起来。”魏三喜说，去年，他用种

植花椒积攒的钱盖起了新房，今年准备

再添置一两件家电。

为拓展销路，该人武部积极与相关

部门沟通协调，采取“村企合作”的方式，

帮助村里与相关企业签订包销协议，每

年按市场价收购。笔者了解到，由于今

年天水麻辣烫火爆出圈，魏家峡村的花

椒还在树上的时候，就被订购一空。

“扶上马，再送一程。”该人武部领

导表示，他们将发挥区域资源优势，持

续推进花椒产业，不断延伸产业链，推

动花椒良种化、品牌化、标准化发展，让

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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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2日，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人武部组织即将奔赴军营的新兵聆听强

军故事，坚定从军报国信念。 周长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