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 合2 责任编辑 / 宋 坤 刘廷英2024年 10月 18日 星期五 Tel：010-66720974

微新闻

秋风起，青山低吟。清晨，江西省

宜春市袁州区水江镇集福村村民彭金

友像往常一样走在熟悉的山路上。山

路尽头是彭家祖坟，那里埋葬着他的祖

辈和一位特殊的亲人。

年幼时，彭金友常跟着父亲彭开宪

来这里祭奠。在他的爷爷彭赵元的墓

旁，有一座坟墓，没有立碑，仅有一块墓

石，仔细辨认才能看清石头上刻着“张

堂墓”3 个字。“父亲时常对着墓石喃喃

自语。那时我便想，长眠在此的人对父

亲一定很重要。”彭金友说。

时光飞逝，彭金友渐渐长大成人，

也从父亲断断续续的讲述中得知了爷

爷和张堂烈士的故事。

1929 年初夏，驻扎在萍乡市上栗

县的国民党保安团欺压百姓，抢抓壮

丁 。 在 附 近 执 行 任 务 的 张 堂 等 10 余

名 红 军 战 士 得 知 消 息 ，立 即 赶 来 营

救。战斗中，冲在最前面的张堂不慎

左 腿 负 伤 ，一 名 战 士 立 马 上 前 背 起

他 。 躲 在 附 近 的 彭 赵 元 连 忙 大 喊 ：

“背到我家去！”

在彭赵元夫妇悉心照料下，张堂慢

慢康复。聊天中，他们得知张堂来自四

川，也是贫苦农民出身。“听父亲讲，张

堂伤势刚有好转就主动挑水砍柴、打扫

院子，还救过父亲的命。”彭金友说，“那

时父亲年幼，有一天突然发热晕厥，口

吐白沫，情况危急。张堂当即上前掐住

人中，并用祖传的中医知识为父亲医

治。”渐渐地，一家人与张堂结下深厚情

谊。伤好之后，张堂返回了队伍。不

久，彭赵元也加入当地赤卫队。

1932 年 9 月，国民党特务探知彭赵

元曾将红军藏在家中养伤，便来抓捕，

彭赵元在抵抗中遇难。“爷爷临终前仍

记挂着张堂的安危，嘱咐家人不能忘了

红军的恩情……”彭金友告诉记者，“同

年，父亲从亲戚口中得知，张堂一年前

已牺牲在水江乡（今水江镇）上洞村的

一场战斗中，忍不住掩面痛哭。”

1931年初，敌人对上洞村的红军进

行“围剿”，接到情报的张堂随即赶往支

援，不幸中弹牺牲。为了不让战友遗体

落入敌人手中，几名红军战士将张堂遗

体藏入一处废弃的木炭窑内，简单掩埋

后继续战斗……此后，长达 10年的时间

里，彭开宪和弟弟彭开松一直在寻找张

堂遗骸。功夫不负有心人。1941 年 5

月，彭家人终于找到张堂埋葬的确切地

点。当夜，他们摸黑赶往上洞村，将张

堂遗骸取回，葬在彭赵元墓旁。

“当时不敢立碑，只在石头上刻下

‘张堂墓’3 个字作为记号，村里人都不

知道这里安葬着一位红军。”岁月更迭，

每逢清明节、春节等重要节日，彭开宪

都会带着家人前去祭奠。

20 世纪 50 年代，国家开展烈士名

录普查工作，彭开宪为张堂申报了烈

士，并作为亲人登记，但拒绝享受烈属

补助待遇。“父亲虽然没说，但我们知

道，他是把红军烈士当成亲人。”彭金友

告诉记者，多年来，在父亲的影响和带

动下，他们在守护烈士墓的同时，也整

理收集红军故事以及红色老物件，让英

烈 事 迹 从“ 口 口 相 传 ”变 得“ 有 据 可

查”。2002 年，彭金友五兄弟对张堂烈

士墓重新修缮，并立起镌刻“烈士”字样

的墓碑。如今，张堂烈士墓已成为当地

开展国防教育活动的重要载体。

“家乡有红军战斗的足迹，有烈士

舍生赴死、埋骨他乡的革命故事，这些

都是我奋力拼搏、保家卫国的精神动

力。”烈士纪念日前夕，袁州区人武部组

织官兵来到张堂烈士墓前缅怀英烈，文

职参谋姜小亚感触颇深。

一代坚守，代代相传。“希望有生

之 年 能 帮 张 堂 爷 爷 找 到 亲 人 。”跟 随

祖 辈 、父 辈 的 脚 步 ，彭 金 友 的 儿 子 彭

守冲接过守护英烈的接力棒，还和家

人 开 始 了 一 项 新 工 作 —— 为 烈 士 寻

亲 。 因 年 代 久 远 ，掌 握 烈 士 信 息 太

少，这项工作进展缓慢。“英雄应该被

永久铭记。无论多难，我们都会继续

寻 找 ，让 英 魂 叶 落 归 根 ，让 烈 属 心 有

慰藉。”彭守冲说。

“没有千千万万先辈的牺牲奉献，

就没有如今美好的生活。我会牢记英

烈事迹，接力守好烈士墓。”对于彭金

友的孙女彭欢棋而言，守护红军烈士

墓就是她家的日常。如今就读于水江

中学的她，是学校学生宣讲队一员，经

常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类国防教育

活动。

记者离开水江镇之际，正是午后时

分，秋日暖阳下，红军曾经战斗的地方，

如今稻谷飘香，岁月静好。英烈精神融

入一代又一代的血脉基因，恰如火炬、

灿若星辰，一直照亮着前方的路。

左上图：10 月上旬，江西省宜春市

袁州区水江镇武装部组织民兵和青少年

学生来到张堂烈士墓前开展祭奠活动。

易宜生摄

江西省宜春市集福村彭金友一家四代接力守护红军烈士墓83载—

“英雄应该被永久铭记”
■邹海斌 本报特约记者 尧欣颖

金秋十月，坐落在上海市杨浦区的

国歌纪念广场上红旗飘飘，人头攒动。

广场中央，一座以五星红旗和军号为主

体的青铜雕塑分外醒目。

日前，杨浦区人武部组织区民兵应

急分队走进国歌纪念广场和国歌展示

馆参观见学，并邀请国歌词作者田汉后

人、军事专家欧阳维为民兵授课，重温

国歌诞生之路，汲取砥砺奋进力量。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

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上午

10时，在国歌展示馆序厅，民兵们齐声高

唱国歌。嘹亮的歌声、铿锵的旋律回荡

在展馆中，让人仿佛回到那战火纷飞的

年代。

跟随讲解员的步伐，民兵队员沿着

展陈路线有序参观。国歌展示馆面积

2000 平方米，由序厅、国歌诞生厅、国

歌纪念厅、国歌震撼厅、我和国歌厅等

5 个部分组成，通过 18 处多媒体互动场

景全面展示《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背

景、过程、传唱和影响等。

“这是首版《义勇军进行曲》黑胶唱

片，《义勇军进行曲》最初是电影《风云

儿女》的主题曲，于 1935 年 5 月 24 日在

上海首发，随后风靡全国。这首歌唱出

了当时人民群众救亡图存的热情勇气

和无畏前进的坚韧意志。”馆长陈晨耐

心地为民兵讲解。

可移动的浮雕英雄墙、可触摸的音

符时间线、可聆听的国歌故事厅……场

馆内，多种先进多媒体互动手段十分吸

睛，让参观民兵目不暇接。民兵应急分

队指挥员曹斌有感而发：“在这里，一个

音符、一张唱片、一座雕塑，都能唤醒一

段红色记忆，让人心潮澎湃。”

参观结束后，民兵应急分队来到杨

浦区民兵训练基地会议室，观看国歌词

作者田汉后人、军事专家欧阳维主讲

的《国防公开课》。欧阳维号召大家要

继承和发扬国歌中所蕴涵的不屈不挠、

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再唱一次胜利

的凯歌！再掷一颗强烈的炮弹！希望

我们新时代杨浦民兵能够继承国歌精

神，练就过硬本领，保持严格作风，为遂

行多样化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和支援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有力支撑。”

铿锵有力的话语激发了大家干事创业

的热情。

杨浦区人武部政委于奇告诉记者，

此次人武部以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为契

机，充分利用辖区红色资源丰富、历史底

蕴深厚的禀赋优势，邀请专家学者为民兵

授课，组织民兵走进红色场馆感悟信仰力

量，将线上线下课堂有机结合，收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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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秋时节，走进安徽省当涂县石桥

镇团林村，食用菌种植基地的菌菇大棚

焕发出勃勃生机，兵支书徐孝文正在棚

里忙碌着。

“入夏以来，空气湿度大、温度高，

蘑菇长得特别快，今年又是好收成！”

徐 孝 文 笑 着 介 绍 。 笔 者 环 顾 大 棚 看

到，一排排菌菇包上长满了大小不一

的蘑菇。徐孝文一边与村民一起采摘

蘑菇，一边指导大家整齐码放，注意储

存技巧。

42 岁的徐孝文是一名退役军人，曾

在 部 队 服 役 5 年 ，多 次 被 评 为 优 秀 士

兵。退役后，他返乡创业，2021 年当选

团林村党支部书记。他总说：“当兵的

时候，家里没少受乡亲们的照顾；退役

了，就想回乡帮大伙做点事。”

此前，村里的通组路坑坑洼洼，一

到雨天泥泞难行。徐孝文多方协调筹

措资金，动员村民出工出力。几经周

折，村里道路终于完成翻修改造。“路修

好了，儿子过年回家再也不愁车子开不

进来了！”看着焕然一新的道路，村民周

建国满心欢喜。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关键。要想

让大伙钱袋子鼓起来，必须发展适合

本村的特色产业。”为填补村集体经济

经 营 性 项 目 空 白 ，经 过 前 期 调 研 ，村

“两委”研究决定，种植适应性强、栽培

技术易、生产周期短、经济效益好的平

菇，通过“合作社+基地+群众”的产业

模式，由村里流转 土 地 搭 建 蘑 菇 种 植

大 棚 ，并 装 配 保 鲜 库 ，带 动 村 民 增 收

致富。

“当 初 ，我 们 试 种 了 一 个 大 棚 ，首

批采购的 2000 个菌棒喜获丰收，大家

加班加点采摘、运送、售卖，忙得不亦

乐乎。如今我们的品牌打响了，销路

也越来越畅通！”徐孝文告诉笔者，目

前，村里已逐步建成集种植、销售、物

流配送服务为一体的蘑菇产业综合示

范基地，现有 3 个大棚满负荷生产，经

济效益可观。

金秋十月，团林村蓝龙养殖基地迎

来龙虾水稻双丰收。去年 6 月，徐孝文

瞅准商机，带领村民与周边谢公村、团

月村联合成立多村合资的集体经济组

织，共同创建 10 亩淡水龙虾养殖及粮

油种植轮作特色种养示范基地，并请来

专家考察指导，结合当地实际，制订“虾

稻共生、稻油轮作”种植模式。按照预

期，每亩小龙虾可实现净收入 8000 元

左右，加上种植水稻、油菜等作物，每亩

净收入可超万元。对于小龙虾的养殖

前景，养殖户邢磊信心满满：“村里建成

淡水龙虾标苗养殖基地，不仅能降低运

输成本，还能提供全方位技术指导和后

续保障。”

多元化的产业发展，使团林村许多

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虽然脱下军

装，换了‘战场’，但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不能忘，要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徐孝

文说。

安徽省当涂县石桥镇团林村兵支书徐孝文助力乡村振兴——

“要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胡 庆 徐 伟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人武部

组织装备换季保养

本报讯 刘宝玉报道：近日，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第一师人武部根据年度工作

计划，组织秋季装备换季保养。他们按

照“数量准确、随装齐全、归位规范、维护

到位”的要求，组织专人明确分工、职责

和范围，科学合理提高装备换季保养质

效，确保武器装备保持良好状态，为后续

训练工作开展奠定坚实基础。

辽宁省盖州市

抓好廉洁征兵工作

本报讯 卢延国报道：连日来，辽宁

省盖州市军地组织 33 名廉洁征兵监督

员走进下半年入伍新兵家中回访。据了

解，该市廉洁征兵监督员除在体检、政治

考核、家庭走访等环节全时跟进监督外，

还积极与新兵家长进行面对面回访。近

4 年来，该市未发生廉洁征兵违法违纪

和责任退兵问题。

本报讯 任宙、董牮报道：“没有

一支强大的军队，就不可能有强大的

祖 国 ……”近 日 ，一 堂 独 具 特 色 的 国

防 教 育 课 在 长 沙 学 院 精 彩 开 讲 。 担

任主讲的思政课老师吴启刚以“精忠

报 国 ”为 题 ，从 繁 体 与 简 体“ 国 ”字 含

义入手，通过我国近代历史回顾与当

今世界局势对比，向学生们生动诠释

了“国安才能家宁”的道理，引导大家

发奋图强。

9 月 21 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防教育法》正式施行。长沙学院

武装部在前期调研中发现，大学生多喜

欢军事、战史、英雄人物等故事性讲述，

对 枯 燥 的 填 鸭 式 说 教 易 产 生 抵 触 心

理。对此，学院武装部召开教学准备座

谈会，组织老师集体攻关、博采众长，精

心打造“有故事、有血性、有温度、有内

涵”的国防教育课。

紧扣时政热点、分析国际形势、观

看红色电影、邀请退役士兵讲述军营故

事……课堂上，老师们精心设计多个开

放性问题，深入浅出、层层递进引导学

生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努力打造互

动式、沉浸式课堂，激发学生学习积极

性，提升学习效果。

长沙学院副校长何利华介绍，近年

来，学院充分利用多个重要时间节点，

组织学生参加公祭仪式、开展“爱我国

防”演讲、“强军有我”征文等多种形式

的国防教育活动，强化学生国防观念和

忧患意识，该院学生报名参军热情不断

高涨，崇尚英雄、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

建设的氛围愈加浓厚。

长沙学院打造特色国防教育课

让红色种子深植心田

重阳节前夕，安徽省军区巢湖离职干部休养所开展“情暖夕阳红”系列活

动，弘扬中华民族爱老敬老传统美德。 吴海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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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河北省正定县人武部组织专业民兵分队开展集中轮训，提高遂行

任务能力。图为教练员讲解设备操作要领。 张利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