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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论苑

江苏省启东市

出台医疗优抚细则
本报讯 储建龙报道：9 月上旬，江

苏省启东市人武部、退役军人事务局等

部门联合印发《启东市军人军属、退役军

人 和 其 他 优 抚 对 象 医 疗 优 惠 细 则（试

行）》，对现役军人及家属、退役军人、烈

士遗属、年满 60 周岁烈士老年子女、因

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等优待

对象应享受的优惠项目进行明确。

吉林省和龙市

激发民兵训练热情
本报讯 赵保山报道：连日来，吉林

省和龙市人武部组织开展民兵比武竞赛

活动。来自各乡镇的民兵训练尖子围绕

战场救护、战术基础、实弹射击、野战通信

和网络攻防等课目展开角逐，有效激发

民兵训练热情。

山东省济南警备区

组织文职人员训练
本报讯 王军报道：连日来，山东省

济南警备区开展技能岗位文职人员培

训。他们围绕共同条令、武器操作、救护

防护、基础体能等课目，采取“目标牵引、

分类施训、阶段考核、全程评比”的办法

组织培训，着力提升文职人员军事素质

和业务能力。

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

坚定预定新兵信念
本报讯 王朝阳报道：9 月上旬，安

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征兵办结合“全民

国防教育月”活动，组织预定新兵前往淮

南市烈士陵园举行祭奠活动，通过向先

烈献花、讲述英雄故事、唱红色歌曲等方

式，引导大家坚定理想信念，扎实走好

“军旅第一步”，早日建功军营。

“国无防不立，善教者得民心。”

全民国防教育是党的宣传思想工作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增强全民国防观

念和忧患意识、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

人民军队的基础性工程。

前不久，中共中央宣传部等印发

《关于组织开展 2024 年“全民国防教

育月”活动的通知》，要求以“依法开

展国防教育，提升全民国防素养”为

主题，在 9 月份集中开展特色鲜明、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群众性国防教

育活动，增强全社会关心国防、热爱

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思想自

觉和行动自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

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

强大力量。

“所谓固国家不以山溪之险，威

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其道何在？精神

为也。”国防观念是一个国家和民族

屹立不倒的精神长城。任何一个国

家的繁荣强大，都与全民强烈的国防

观念息息相关。全民国防教育，就是

熔铸精神、渗透价值、注入忧患、明晰

责任。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一个国

家和民族，如果缺失国民意识、缺少

家国情怀、缺乏国防观念，即使疆域

再辽阔、人口再众多、物产再丰饶，也

难以抵御突如其来的战争，更无法从

根本上实现富国强兵、长治久安。

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

国防是全民国防。“全民国防教育月”

活动贵在全民参与、全民共享、全民

受教，重在走到人民身边、走进群众

心坎。“大厦不倾，匪一瓦之积；黎庶

之安，乃众贤之力。”只有军地协同、

相互配合，同频共振、同声共应，人人

心动、人人行动，才能画好全民国防

教育的最大“同心圆”。

“若无国防，则国难屡起，民将不

得安其业。”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

变革期，我国国家安全形势不稳定性

不确定性增大，大国博弈加剧，反分

裂斗争形势严峻复杂，维护国家政治

安全和社会稳定任务艰巨繁重。战

争可能千日不打，国防观念不可一日

松懈。千万不能等到枪炮响了，才想

起国防教育。越是形势复杂，越是任

务艰巨，越要拧紧全民头脑中的“安

全阀门”，擦亮国防意识的“精神利

剑”，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

利益。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是

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

一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

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全民国

防 教 育 工 作 使 命 光 荣 、任 务 艰 巨 。

我们要以“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为

契 机 ，强 化 思 想 引 领 、丰 富 教 育 内

涵，注重结合实际、突出时代特点，

创新方法形式、丰富手段载体，进一

步强化国防观念、砥砺民族精神、增

强国防实力，真正让国防教育无人

不知、让国防安全无人不晓、让国防

意识无人不有，切实筑牢坚不可摧

的精神长城，汇聚起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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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李佳泽、李浩文报道：仲

秋时节，北大荒集团总医院训练场热火

朝天。该医院医疗救护民兵分队，在医

疗专家手把手指导下，对刚从战场转运

回的“伤员”进行手术。这是农垦哈尔

滨管理局人武部组织医疗救护民兵分

队开展在岗训练的一个镜头。

针对医疗救护民兵分队训练缺少

配套教学器材、组训方法不科学、师资

力量匮乏等问题，该人武部依托北大

荒 农 垦 总 医 院 ，按 照“ 军 地 联 合 共 同

训”的思路，采取“配合协同训、活动牵

引训、考评激励训”的方法，组织在岗

训练。

他们与北大荒集团总医院专业医

师联合成立教练员队伍，共同研究制订

训练方案，编写基础救护技能、特定伤

害处理等 4 类 14 项训练教案，确保训练

内容科学实用。

活 动 跟 着 任 务 走 ，训 练 跟 着 实 战

走。笔者在训练场看到，该人武部结合

在岗训练情况，见缝插针组织开展“战

场转运”“止血包扎”“简便器材制作”等

小比武竞赛活动，有效激发了参训民兵

训练热情。

据悉，该人武部按计划组织医疗救

护民兵分队，已完成在岗训练相关内容，

训练考核优秀率比往年提高 5 个百分

点。下一步，他们将继续总结经验，在所

属民兵分队全面展开在岗训练。

农垦哈尔滨管理局人武部加强民兵队伍建设

对接战场需求 强化专业技能

本报讯 钱伟、谭博宇报道：“物资

器材库装备种类齐全”“民兵整组退役

军人比例达到要求”……前不久，辽宁

省义县军地联合检查组对前段时间检

查发现的问题进行“回头看”，结果令人

满意。

为提高基层武装工作质效，该县人

武部按照“事前部署、事中督导、事后考

评”的步骤，把需要乡镇（街道）党（工）

委和基层武装部完成的兵役征集、民兵

整组和军事训练等内容，纳入县委、县

政府绩效考评体系，采取“清单式”抓落

实的方法，把每项工作的内容标准、落

实进展、存在问题和完成时限拉单列

表、挂账销号。

今 年 初 ，县 委 、县 政 府 将 乡 镇（街

道）基层武装部规范化建设列入“清单

式”抓武装工作项目，并检查出 5 类 32

个问题。随后，该人武部联合地方相

关 部 门 ，采 取“ 周 通 报 、月 讲 评 ”的 办

法，对基层单位存在问题进行督导，确

保所有乡镇（街道）如期完成规范化建

设任务。

目前，该县党管武装各项工作走在

全市前列。县征兵“五率”和民兵建设

考评工作位列全市第一，做法得到上级

肯定。

辽宁省义县推动基层武装工作落地生根

列出落实清单 军地联合督导

秋风送爽，瓜果飘香。这几天，新疆

吉木萨尔县二工镇大泉湖东村党支部书

记杨建涛，望着村头一排排硕果盈枝的

苹果树，乐得合不拢嘴：“今年栽树成活

率达 80%，村民收入有望又创新高。”

2002 年，18 岁的杨建涛怀揣报国

志到某部服役。在部队期间，他因工作

成绩突出，先后被评为优秀士兵、优秀

共产党员，荣立个人三等功。2018 年

退役后，一心想改变家乡落后面貌的杨

建涛，放弃在乌鲁木齐工作的机会，回

到大泉湖东村。

大泉湖东村地处古尔班通古特沙

漠边缘。以前，村民饱受风沙之苦。风

沙袭来时，遮天蔽日，大片的良田成了

“沙海”，一些低矮的牲口圈有时会被流

动的沙丘掩埋。后来，镇里连续几年开

展防沙治沙工程，风沙侵蚀的现象有所

改善，但部分草场和耕地依然存在沙化

隐患。

“一定要保护好村里几万亩的草场

和耕地。”2019 年，杨建涛当选大泉湖

东村党支部书记。上任伊始，他决心建

设防沙生态林，向戈壁荒滩进军。

杨建涛积极奔走，大泉湖东村生态

林建设项目得到上级有关部门批准。

项目启动后，他第一个扛起铁锹带领村

民去栽树。

“在沙丘种树是瞎子点灯——白费

蜡。”起初，村民辛辛苦苦栽种的树苗，

成 活 率 还 不 到 10%，一 些 村 民 打 起 了

“退堂鼓”，说起了“风凉话”。

杨建涛没有气馁。他多次前往兰

州、乌鲁木齐等地，向专家请教种植技

术。为改良土壤，他带领村民从 10 多

公里外运来细土，逐步改善土壤肥力和

保水能力，栽树的成活率越来越高。

如今，大泉湖东村已种植红柳 4000

余亩、榆树 300 余亩、果树 1000 余棵，一

些绝迹多年的鸟兽，又出现在林间。

“真情实意办实事，群众满意好支

书。”谈起杨建涛，村民马寿华连连称

赞，“随着生态林逐渐形成规模，村里也

陆续开起了农家乐，我们村还成了远近

闻名的网红打卡村，村民的日子越来越

红火啦！”

新疆吉木萨尔县兵支书杨建涛——

向戈壁荒滩进军
■陈 良 本报特约记者 肖承槟

连日来，甘肃省军区组织新招录文职人员培训。图为新招录文职人员进

行训练。 徐朝伟摄

微新闻

9 月上旬，武警浙江总队杭州

支队组织驻地小学生通过参观荣誉

室、观摩武器装备等形式感受军营

生活。图为该支队战士教小学生如

何整理内务。

谢炳兴摄

晨曦微露，金色的阳光唤醒了校

园。百岁抗美援朝老兵王志新身着心

爱的军装，走上安徽省萧县实验小学升

旗台，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将

一面五星红旗缓缓升起。

今年 102 岁的王志新，是该县杜楼

镇纵袁庄村村民。在抗美援朝战争中，

王志新先后参加大小战斗近百次，荣立

二等功 1 次、三等功 4 次。1956 年 12 月

复员返乡后，他把军功章压进箱底，以

普通农民的身份积极投身农业大生产，

多次被评为“生产标兵”“先进个人”。

半生戎马半生田。王志新心里有

个遗憾，那就是这辈子虽然参加过不少

次升旗仪式，却从未亲手升过一次国

旗。得知他的心愿，萧县实验小学计划

在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前夕，举行一次

特殊的升旗仪式，邀请他担任升旗手，

和学生们一起升起国旗，并向师生讲述

他和五星红旗的故事。

站在升旗台，仰望高高飘扬的五星

红 旗 ，王 志 新 的 思 绪 回 到 70 多 年 前 。

1950 年 10 月，参军不到一年的王志新，

随部移防至北京大兴。一天，连队指导

员给他们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动

员：“一年前，天安门广场上升起第一面

五星红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

国人民终于过上和平安宁的生活，但

是，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联合国军’又

把战火烧到我们的家门口……”

当天晚上，王志新咬破手指写了

一份请战书。随后，他被编入志愿军

第 60 军 179 师 537 团 ，奔 赴 抗 美 援 朝

战场。

“当时，我们驻守在北汉江以东至

文 登 里 一 线 ，担 任 正 面 战 场 防 御 任

务。”王志新接着讲到，一次，连队受命

攻打无名高地。任突击班班长的王志

新 端 起 冲 锋 枪 ，带 领 全 班 发 起 进 攻 。

子弹从耳边飞过，炮弹在身旁炸响，身

旁的战友接连倒下。“我那时脑子里一

片空白，猛烈地扣动扳机，将复仇的子

弹射向敌人……”

战场远比想象的艰苦，有时在雪地

里潜伏几天几夜，有时在坑道里坚守大

半个月。每次感到疲惫、难以支撑时，

王志新就用树枝、小石头作笔，在地上

一遍遍地画五星红旗。“因为，指导员告

诉我们：五星红旗是先烈们的鲜血染红

的，我们要用生命来捍卫它……”

从战场归来，王志新全身心投入社

会主义建设中。一年冬天，王志新随生

产队社员到几十公里外的新汴河、沱河

一带清淤挖河。工地泥泞湿滑、行动艰

难，他为社员们鼓劲加油，带头拉几百

斤重的泥车。那些天，王志新棉袄的肩

头被磨破了，露出棉絮，肩膀留下道道

勒痕。他没有叫苦叫累：“一想到五星

红旗，浑身上下总有用不完的劲。”

“孩子们，你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

旗下，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和保卫者。”

说到这儿，王志新声音有些哽咽，“希望

你们传承好红色基因，扛起时代的使命

责任，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王

志新的讲述，令许多同学热泪盈眶。五

年级三班学生孙之硕说：“先辈们流血

牺牲，换来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一定

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让五星红旗更

加鲜艳。”

活动结束后，许多学生来到升旗

台前，为王志新敬献鲜花，并一起唱响

歌 曲《五 星 红 旗》。“ 你 和 太 阳 一 同 升

起，映红中国每寸土地，你和共和国血

脉相依……”深情的歌声响彻校园。

左上图：王志新升起五星红旗。

段艳梅摄

抗美援朝老兵王志新给青少年学生带来生动一课—

百岁老兵升起五星红旗
■本报特约记者 段艳梅

国 旗 下 的 寄 语

开 栏开 栏

的 话的 话

75年峥嵘岁月，75载风雨兼程。再过几天，就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 75周年华诞。普天同庆的日子，从塞北大
漠到烟雨江南，从白山黑水到雪域高原，神州大地处处
洋溢着欢乐的气氛，各地军民以不同形式表达对伟大祖

国的热爱与祝福。
从今日起，本报推出《国旗下的寄语》专栏，邀请参

战老兵、荣誉功勋人物、民兵预备役先进典型回顾激情
燃烧的岁月、凝聚砥砺奋进的力量。敬请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