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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刘盛钢、特约通讯员刘娴

报道：“1922 年，在水口山这片红色热

土，毛泽东同志领导 3000 余名深受剥

削和压迫的水口山铅锌矿工人奋起反

抗……”9 月下旬，湖南省常宁市水口

山工人运动纪念馆宣讲员吴依萍正站

在多媒体大屏前，为前来参观的泉峰中

学初一年级 300 余名师生带来一堂生

动的国防教育课。

“我们通过‘科技+红色资源’的模

式，助力国防教育走深走实。”常宁市红

色文化宣讲队队长周瑜介绍，今年以

来，他们借助多媒体半景画数字技术和

虚拟现实技术，在全市多家红色场馆设

置多功能展厅，还原曾经的街市景观、

战斗场景等，为参观者带来更加生动、

直观、丰富的视听体验，在“身临其境”

中了解历史事件的细节。同时，依托大

数据系统，采取互动式的方法，收集分

析参观者的兴趣点和需求，不断优化国

防教育宣讲内容和形式。

“这是我们助力红色场馆创新宣

教 形 式 、丰 富 展 陈 内 容 、升 级 展 示 载

体，更好发挥红色资源教育作用的探

索 之 一 。”常 宁 市 人 武 部 领 导 告 诉 笔

者，他们还通过与地方相关单位、企业

联合，开设“音乐思政课”、共建教学实

践基地、摄制电影《八百矿工上井冈》

等，用好用活新技术新手段，讲好红色

故事。

下 一 步 ，常 宁 市 将 持 续 走 开“ 科

技+红色资源”的路子，充分发挥辖区

红色资源优势，不断创新红色故事的讲

述方式、呈现形式，使红色故事润物无

声 ，国 防 教 育 直 抵 人 心 ，让 红 色 历 史

“活”起来，让国防教育“火”起来。

湖南省常宁市

“科技+”助力国防教育

“每个烈士的名字都有自己的故

事，不能让烈士们的事迹，随着岁月的

流逝而被遗忘……”9 月底，第十一个

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江西省抚州市

烈士陵园广场内人流如织，市民们在

一 个 个 展 板 前 停 下 脚 步 ，认 真 观 看 。

这 是 临 川 区 军 地 相 关 部 门 联 合 举 办

“薪火永传——临川英烈家谱家训展”

活动的一幕。

笔者注意到，此次活动展出事迹

的 18 名 临 川 籍 烈 士 都 是 在 抗 美 援 朝

战争中牺牲的，牺牲时平均年龄仅 25

岁 。 展 板 上 记 录 着 烈 士 的 生 平 以 及

他 们 的 家 规 祖 训 。 一 篇 篇 蕴 含 治 学

修 身 、孝 悌 仁 爱 、勤 俭 廉 洁 、诚 信 守

规 、经 世 为 国 等 精 神 内 核 的 家 训 ，体

现着中华民族悠远丰厚的家风美德，

而 烈 士 的 英 勇 事 迹 更 是 对 家 风 美 德

的再次升华。

“ 开 展 此 次 活 动 ，源 于 一 次 家 谱

征 集 活 动 。”区 委 党 史 办 副 主 任 肖 玲

芬 告 诉 笔 者 ，此 前 ，为 充 实 临 川 方 志

馆家谱馆藏，他们面向社会广泛征集

临 川 名 人 族 谱 ，经 整 理 后 发 现 ，不 少

家谱中记载有革命烈士，有的甚至一

个家族里出现了好几位烈士。例如，

上 顿 渡 镇 傅 家 的《顿 溪 傅 氏 十 修 族

谱》中有傅烈、傅大庆、傅丰庆烈士的

记 载 ，秋 溪 镇 东 溪 村《东 洲 章 氏 十 修

族 谱》中 记 有 章 应 昌 、章 条 昌 烈 士 的

革命事迹。

然而，许多家谱中对烈士的记载

只 有 寥 寥 数 语 ，有 的 甚 至 只 标 注“ 烈

士”二字。“不能让烈士只留下一个冰

冷的名字，要追寻这些珍贵的红色记

忆。”肖玲芬感到肩上沉甸甸的责任。

8 月初，她联合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区

档案馆等部门，成立烈士信息征集工

作小组，专门收集整理烈士事迹。

抢救挖掘烈士事迹，是在与时间

赛跑。据了解，临川区登记在册的烈

士有 150 名，很多烈士的其他信息已经

很难追溯，对烈士相关事迹的补充只

能通过查档案资料和知情人口述。

为了争分夺秒收集整理烈士信息，

工作组分工合作，分成外出采编组、文

字编辑组和美术编辑组，并邀请当地家

谱编修工作专家参与相关工作，同步完

善烈士家谱。1 个多月来，工作人员走

访 了 辖 区 17 个 乡 镇 46 个 村 庄 ，行 程

1000 余公里，收集整理了 50 余名烈士

事迹。

“外出采编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

顺 。 有 的 烈 士 后 代 对 我 们 做 的 工 作

将信将疑，有的烈士后代早已举家搬

迁……”工作人员邓志光说，“但是，在

这一过程中，我们也收获很多。烈士

们的英勇事迹与家谱中记载的家规祖

训相辅相成，对我们来说也是一堂深

刻的国防教育课。”

“ 父 亲 于 1950 年 入 伍 ，随 志 愿 军

203 师 607 团 奔 赴 抗 美 援 朝 战 场 ，在

1952 年 10 月的一次战斗中牺牲。”孔庆

龙烈士的儿子孔凡平告诉笔者，他是由

奶奶抚养长大的，父亲是家中独子，却

依然坚持参军。上战场前，父亲曾经跟

奶奶说：是共产党让我们过上了好日

子，要懂得感恩。现在正是国家需要我

们 的 时 候 ，不 能 只 顾“ 小 家 ”忘 了“ 大

家”。孔凡平曾前往朝鲜寻找父亲的遗

骸，但一无所获。“以这种方式将父亲的

事迹记录下来，也算是对他的一种告

慰。”孔凡平说。

“烈士事迹中蕴藏着巨大的正能

量，抢救挖掘出这些故事，不仅能够传

承红色基因，也能浓厚崇尚英烈、关爱

烈属的氛围。”临川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领导介绍，接下来，他们计划对烈士家

族的起源、发展、变迁信息进行梳理，深

入挖掘烈士家族成员践行家训的典型

事迹。同时，烈士信息的收集整理工作

也会一直进行，只要发现线索，他们就

会追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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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赵泰清、记 者李浩然报

道：“妹妹，我已经到军营了，这里一切

都好。”“恭喜哥哥，欢迎正式加入部队

大家庭。”9 月下旬，今年下半年顺利入

伍的山西省大同籍新兵薄向栋拨通了

双胞胎妹妹薄向红的电话，与她分享

喜悦。

“携 手 参 军 是 我 们 俩 的 约 定 ！”薄

向栋欣喜地告诉记者，他们兄妹俩从

小 到 大 感 情 都 很 好 ，2020 年 9 月 ，二

人 一 同 考 入 山 西 大 同 大 学 。 大 学 期

间，医护专业的妹妹薄向红被军医白

衣 执 甲 、逆 行 出 征 的 故 事 感 动 ，决 心

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人，并动员薄向栋

也参军报国。

2021 年 初 ，征 兵 工 作 人 员 走 进 山

西大同大学开展征兵宣传，薄向红毅

然报名参军，成为西部战区陆军某防

空旅的一名女兵。

虽然没能如愿从事医护专业，但薄

向红严格要求自己、刻苦训练。在新训

期间，薄向红取得武装越野女子第一

名，并获得新兵结业创破纪录比武荣誉

证书。下连后，薄向红主动加压、挑战

自我，在旅组织的各类军事比武中夺得

多个第一，入伍第二年获得“四有”优秀

士兵，2023 年 3 月，以全旅第一名的成

绩晋升为下士。

妹妹在部队的优异表现激励着薄

向栋。“平时通电话，妹妹总会和我讲

她 在 部 队 里 的 学 习 训 练 、工 作 生 活 ，

也 会 和 我 分 享 成 长 感 悟 。 看 到 她 越

来越优秀、越来越成熟，我深受触动，

参 军 入 伍 的 想 法 越 发 强 烈 。”薄 向 栋

说。

今年 6 月，薄向栋大学毕业。今年

下半年征兵工作启动后，他第一时间在

全国征兵网上报了名。经过体检、政考

等层层筛选，薄向栋如愿入伍到武警某

部，完成了与妹妹的约定。

听闻哥哥的好消息，薄向红非常高

兴。她休假回家给哥哥送行，鼓励他尽

快实现从地方青年向合格军人的转变，

争取早日建功军营。

“ 参 军 报 国 是 他 们 兄 妹 俩 的 志

向 ，作 为 父 母 ，我 们 全 力 支 持 。”谈 起

兄妹俩接力参军，二人 的 父 母 自 豪 地

说。

双胞胎兄妹俩接力参军报国

9 月 25 日，辽宁省沈阳市双拥志愿服务队组织退役军人、少先队员与抗

美援朝老兵一起，走进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祭奠烈士。 姚振峰摄

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

扎实开展国防教育
本报讯 王新宇报道：9 月 29 日，第

十一个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江苏省扬

州市江都区人武部工作人员受邀走进

党政机关进行授课辅导。此次授课以

“ 认 清 安 全 形 势 增 强 国 防 观 念 ”为 主

题，着力引导大家传承红色基因、强化

忧患意识。

黑龙江省望奎县人武部

深入普及国防知识
本报讯 白永军报道：连日来，黑龙

江省望奎县人武部组织干部职工、文职

人员和基干民兵，深入县中小学校、各乡

镇村屯、街道社区普及国防知识。他们

通过发放宣传单、上门走访等形式，让全

民国防教育更见实效。

荣立 3 次特等功、2 次大功、2 次三

等功，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前

不久，云南省昆明市昆明学院 96 岁离

休干部郝珍富逝世，家人整理老人生

前遗物，无意间从一个旧衣柜的最底

层，找到十余枚从未见过的勋章、奖章

和纪念章。

为了探寻这些军功章背后的故事，

仲秋时节，记者来到昆明学院昆师路校

区家属院的一幢普通单元楼，走进郝珍

富的家。“我们相识时，只知道他当过

兵、上过战场，根本不知道他还干过这

么多‘大事’。”见到记者，郝珍富的遗

孀、85 岁的张雨薇老人打开了回忆的

闸门，“老郝从来不提这些，常说牺牲的

战友才是真正的英雄。”

郝珍富 1928 年出生于山西长治，4

岁丧母，6 岁丧父，自幼寄身地主家干

苦力，从小饱受剥削压迫和战争磨难。

1946 年，郝珍富毅然投身革命，成为一

名解放军战士，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

之后的 32 年戎马生涯，郝珍富跟

随部队转战大江南北，先后参加淮海战

役、渡江战役，以及解放华南、西南等战

斗。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在驻云南边

防部队服役。

翻开郝珍富从军时期的档案，上面

记录着：洛阳战役，班长郝珍富带领战

士，冒着枪林弹雨冲到城墙下，完成爆

破任务；淮海战役，郝珍富率领一个班

阻击敌人，在耳朵、左肩、左腹等 5 处被

击中的情况下，坚持不下火线，死死顶

住敌人的进攻，直到战斗胜利……

《星 火 燎 原》一 书 中 记 载 了 郝 珍

富 和 战 友 奇 袭 活 捉 国 民 党 陆 军 副 司

令 兼 第 八 兵 团 司 令 汤 尧 的 光 荣 时

刻——

1950 年初，汤尧在围攻昆明起义

部队的阴谋失败后，带着残部仓皇逃至

元江县二塘山一带，龟缩在一个叫石缸

庙的地方负隅顽抗。时任 13 军 37 师

110 团 1 连 1 排排长的郝珍富带领一个

班绕到敌侧翼，趁敌不备冲入敌阵，端

掉敌指挥部，俘虏汤尧，荣立特等功。

硝烟散去，英雄解甲。1978 年 11

月，郝珍富脱下军装，转业到地方。他

把军功章压在箱底，服从组织安排，到

昆明市第九中学从事教育管理工作。

当时这所学校地处偏远郊区，交通不

便、条件简陋，郝珍富带着妻子和 3 个

孩 子 ，借 住 在 一 座 庙 里 ，一 住 就 是 3

年。郝珍富从无怨言，还时常安慰家

人：什么条件不是住？不要给组织添

麻烦。

回到地方工作的郝珍富，绝口不提

自己立下的赫赫战功，一心投入教育事

业，从不以功臣自居摆资格。1987 年 6

月郝珍富离休后，依旧关心学校发展，

从自己的退休金中拿出一部分钱用于

资助贫困学生。

“郝老工作认真负责，为人谦虚随

和，根本看不出他当年立过那么多功，

是个大英雄。”与郝珍富共事多年的原

昆明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副校长黄启后

说，离休后学校经常邀请郝珍富给师

生作报告，他都是有请必到，对自己立

的功却只字不提。

二儿子郝昆回忆，上高中时有位同

学，拿着一本名为《红旗飘飘》的回忆录

说，里面有他父亲郝珍富的战斗事迹。

郝昆放学后兴奋地拿着这本书回家向

父亲求证，没想到一向随和的父亲板起

脸严肃地说：“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

事，没什么好显摆的，这件事你以后也

不要提！”

“在郝老心里，总是先想着党、想着

国家、想着别人。每次学院去看望郝

老，他从不讲困难、提要求。”经常前往

郝珍富家探望慰问的昆明学院离退休

工作处处长张恒云说，郝老常挂在嘴边

的话是：“我能活着回来就不错了，战场

上死了多少战友，死去的人什么都没有

享受着，我还要什么享受？”

朴实的话语，道出了这名深藏功名

的老英雄的内心，也道出了一名共产党

员纯粹的信念。

图①：年轻时的郝珍富与妻子张雨

薇。

图②：郝珍富获得的部分勋章、奖

章和纪念章。

受访者供图

云南省昆明市离休干部郝珍富去世后，家人在整理老人遗物时发现—

这些军功章，他“封存”了46年
■本报特约记者 张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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