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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豫南，薄雾四起。阵阵微风

吹过，校园里几棵木瓜树上的黄叶打

着旋儿翩然落下，仿佛在诉说着无尽

的思念。

在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龙塔街

道东街小学后操场三楼礼堂，学校

“先锋学院”成立仪式在此举行，卫国

戍边英雄、“一等功臣”王焯冉烈士的

母亲杨素香受聘担任荣誉院长。

“新修订的统编教材中，新加入

了讲述戍边英雄事迹的文章。”谈及

邀请“一等功臣”王焯冉烈士母亲杨

素香担任“先锋学院”荣誉院长的原

因，东街小学校长田春霞介绍，设立

“先锋学院”是为了增强少先队员报

效祖国的责任感、使命感，“焯冉曾在

这里就读，他的事迹对学生们来说是

最好的爱国主义教材。”

童声和鸣，队旗招展。仪式在少

先队员唱起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

歌》中拉开序幕。

“焯冉小时候最喜欢看像《小英

雄雨来》《鸡毛信》《小兵张嘎》等图

书、电视剧，小学一年级，他就告诉

我：‘妈，我长大了也要当兵’……”在

热烈的掌声中，杨素香缓步走上讲

台，讲述王焯冉参军报国的经历。“在

读中专三年级时，焯冉瞒着我们在学

校报了名，拗不过他心中执念，我和

他爸同意了，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在心

里留有遗憾。”

时间回拨，再次泪目。2020 年 6

月，王焯冉在边境执行任务时英勇牺

牲。王焯冉牺牲后，英雄母亲杨素香

应邀给基干民兵上课，为预定新兵讲

述儿子成长经历，到大中小学校开展

国防教育，被漯河军分区聘为“国防

教育讲师”。

看 着 孩 子 们 一 个 个 听 得 入 迷 ，

杨素香露出欣慰的笑容。“孩子们的

心灵犹如一片未开耕的沃土，播出

什么样的种子，就会开出什么花。”

捧着红彤彤的聘书，杨素香说：“聘

书虽小，却重千钧，我愿意扛起这份

责任，让更多人了解卫国戍边英雄

的事迹，让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王妈妈，您看我画的像不像焯

冉哥哥？”“王妈妈，这是我送您的礼

物。”仪式结束后，杨素香在学生们的

簇拥下来到王焯冉曾经上课的教室，

翻看学生们认真制作的手抄报。

“中中中，画的可好，你看这眼

睛、眉毛，简直一模一样……”杨素香

一边欣赏孩子们的作品，一边叮嘱他

们：“今天我们的幸福生活是无数英

烈拿生命换来的，长大后你们要像他

们那样，做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

把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

“浇树浇根，育人育心，爱国主义

教育从娃娃抓起，就好比给幼苗施足

底肥，助力他们茁壮成长。”田春霞告

诉笔者，下一步，学校将结合重要时

间节点，开展主题队日等活动，并邀

请杨素香为学生们常态化宣讲国防

教育内容，把红色“火种”播撒在一茬

又一茬学生心中。

上图：王焯冉母亲杨素香翻看学

生们制作的手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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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廖也报道：“您的脸肿是

腮腺炎引起的，我给您开几天药，回去

后要注意饮食清淡。”近日，重庆市渝北

区石船镇“老兵健康驿站”迎来几位就

诊的退役军人，驻站医生秦锡健熟练地

为老兵检查身体、完善健康档案，并提

供了常备药品。

走进石船镇“老兵健康驿站”，只见

血糖仪、血压计、身高体重测量仪等设

备一应俱全，墙上张贴着健康膳食、四

季养生等宣传图，书架上摆满慢性病预

防、心理疏导等书籍。退役军人在此可

以免费进行体脂、血压、血氧等健康检

测，了解养生知识。

石船镇退役军人服务站负责人介

绍，镇上退役军人数量多，60 岁以上的

退役老兵占 70%。建“老兵健康驿站”

的初衷，是为了让退役军人尤其是年老

退役军人就近就便享受基本的体检、诊

疗服务。服务站与镇卫生院签订合作

协议，组建了由医生、护士、服务站工作

人员等组成的退役军人“健康管家”团

队，每天有 1 名医生到“老兵健康驿站”

坐诊，为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提供

基本诊疗服务，常态化宣传、推广健康

养生知识。

“小驿站发挥大作用。”渝北区退役

军人事务局主要负责人表示，目前，全区

立足服务对象人员结构、医疗资源分布

等实际，分片区建设 10个设施完善、人员

齐备的“老兵健康驿站”，为退役军人和

其他优抚对象提供每人完善一份健康档

案、每人建立一个转诊通道、每人签约一

名家庭医生、每月至少一次健康宣教、每

季度至少一次上门义诊、每年至少一次

健康体检的“六个一”服务。

同时，“老兵健康驿站”依托镇（街

道）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区人

民医院、区中医院、重医附三院等医院

建立双向转诊协作机制，退役军人和其

他优抚对象可享受到院挂号、就诊、缴

费、取药、住院“五优先”服务。

“退役军人服务站落实服务保障，

‘老兵健康驿站’关心我们的身体，相关

部门想得周到、办得实在。”去年 2 月，

木耳镇金刚村退役军人段科明身体不

适，在驻站医生的建议和帮助下，及时

转诊至区人民医院。痊愈回家后，“老

兵健康驿站”的“健康管家”还定期上门

为其检查身体，关心段科明的身体状

况，让他倍感温暖。

据介绍，下一步，渝北区将进一步

发挥好“老兵健康驿站”平台作用，整合

各方资源，探索开展远程会诊等智慧医

疗服务，让更多老兵在家门口就能享受

到更优质、便捷的健康服务，切实增强

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的荣誉感、获

得感和幸福感。

重庆市渝北区建立“老兵健康驿站”

老兵有了家门口的“健康管家”

深秋时节，一部反映辽宁省调兵山

地 区 支 前 战 斗 的 舞 台 剧《调 兵 山 的

1947》在 该 市 民 兵 分 队 野 外 驻 训 场 上

演。剧中，遭受敌人严刑拷打也不泄露

我军秘密的村民张秀森、冒着枪林弹雨

赶着自家马车去前线抢救伤员的村民

张秀权、把两个儿子送上战场自己乞讨

为生的村民张云峰……一个个鲜活的

人物、一幕幕扣人心弦的场景，让大家

如同置身当年的历史中。

“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优良传统、

鲜明特色和突出政治优势，是一切工作

的生命线。如何因势而谋、应势而动，

让 思 想 政 治 工 作 生 命 线 永 葆 生 机 活

力？”今年初，针对民兵常年处于动态分

散状态，开展教育人员难集中、时间难

同步、效果难保障的现实，调兵山市人

武部党委定下“创新方法手段，提升民

兵思想教育质效”的工作目标。这场由

民兵参演的舞台剧是该人武部探索创

新民兵政治教育的一个缩影。

听 参 战 老 兵 口 述 、到 政 府 部 门 查

阅、与社区干部交流……今年以来，该

人武部发动专武干部和民兵骨干抢救

性挖掘红色人物和红色故事，几个月时

间，足迹覆盖 30 多个村屯、社区。奔袭

调兵山、激战娘娘庙、恶战沙后所等一

个个发生在调兵山的战斗故事，邓万

昌、朱太昌、闫兴歧、苑青山等一个个调

兵山籍的英雄人物被发掘、记录，汇编

成《鏖战调兵山》《调兵山籍英雄人物略

传》等电子书。

“民兵政治教育需要与时俱进，增

强时代性和感召力。”调兵山市人武部

领导表示，青年民兵接触网络多，“指

尖上的生活”成为常态。要让教育内

容进入民兵的“朋友圈”，推动教育入

脑入心，需要因时而变、因势利导、因

地制宜。

为 此 ，调 兵 山 市 人 武 部 重 视 整 合

优质网络教育资源，丰富教育资源库，

录制《传承红色基因 践行初心使命》

等微党课，将遵义会议纪念馆、古田会

议旧址、西柏坡纪念馆等展馆的数字

展厅充实到民兵政治教育在线平台，

打造民兵随时随地接受学习教育的网

络课堂。

“没想到我的家乡就有这么多英雄

人物。”通过手机阅读人武部汇编的电

子书后，调兵山街道民兵应急排一班班

长张志对自己的民兵身份愈加自豪，他

表示，“先辈们为了人民群众幸福生活

英勇战斗，党和人民有需要时，我也会

像他们一样勇往直前！”

辽宁省调兵山市人武部探索创新民兵政治教育方式——

变“固定讲台”为“流动课堂”
■闻 锐

陕西省咸阳市杨陵区人武部

组织开展红色教育
本报讯 任建卫报道：近日，陕西省

咸阳市杨陵区人武部组织干部职工、文

职人员来到当地烈士陵园开展红色教

育。他们通过在烈士墓前学习烈士事

迹、重温入党誓词、敬献鲜花等形式，引

导大家在回顾革命历程中，感受革命先

烈不怕牺牲勇于奉献的精神，进一步坚

定理想信念。

甘肃省庆城县征兵办

回访落选应征青年
本报讯 张克杰报道：连日来，甘肃

省庆城县征兵办公室梳理“报名未体检、

体检未合格、合格未定兵”应征落选人员

名单，采取乡镇基层武装部包干形式，逐

人电话联系指导，讲清落选原因，提出合

理建议，鼓励其补齐短板弱项，为明年应

征入伍做好准备。同时，对确实因身体

原因无法入伍的，进行心理辅导。

10月中旬，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人武部、退役军人事务局、南黎街道、学校学生代表等一行人来到志愿军老战士朱兆永家中，听老人讲述当年英勇作战的经历。图

为人武部工作人员和学生分别向朱兆永敬军礼、少先队礼。 张景波摄

10 月 13 日上午，位于山东省沂南

县马牧池乡常山庄村的红嫂家乡旅游

区人头攒动，沉浸式红色演艺节目《跟

着团长打县城》精彩上演。

“同志们，冲啊！”

随着“团长”一声令下，演员和参与

演出体验的游客们迅速冲出掩体，手持

大刀、红缨枪等道具向“县城”发起了冲

锋……

国庆假期以来，沂南县红色演艺节

目《跟着团长打县城》火爆出圈，频频登

上各社交平台热搜榜单，景区搜索量、

咨询量暴增，游客入园人数直线上升。

沂南县文旅局工作人员介绍，红色演艺

节目爆火的背后，是近年来沂南县大力

发展红色旅游、打造沉浸式红色演艺演

出链的不懈探索。

沂南是红嫂家乡，红色遗址众多，

红色文化深厚。近年来，沂南县文旅局

等部门推出各类政策支持红色旅游项

目，设立旅游团队奖励资金，对文创产

品、文艺演出等文旅产品消费进行补贴

等，激发旅游产业活力。在沂南县军地

的共同努力下，沂南县红色旅游项目入

选全省红色旅游融合发展典型案例，沂

蒙红色影视基地景区入选山东省青少

年红色研学基地重点推介名单，创演的

《沂蒙四季——红嫂》成为国内首部实

景沉浸文献史诗剧，《跟着共产党走》

《战地医院》等多个红嫂故事沉浸式情

景小院剧的经验入选全国基层公共文

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

“《跟着团长打县城》《重走支前路》

《苟队长娶亲》红色演艺三部曲是我们

景区在县里指导下创新推出的沉浸式

演艺节目，通过邀请游客亲身参与演出

等形式，弘扬‘沂蒙精神’，为红色旅游

注入新理念、新内涵、新玩法。”景区负

责人介绍，演艺节目的故事情节均取材

于发生在当地的真实故事，3 个节目每

天错时演出，游客可以在不同时段欣赏

和参与演艺节目。

公开资料显示，红嫂家乡旅游区暨

沂蒙红色影视基地由古县城、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红色旅游基地、影视拍摄基

地、红色研学基地、红色写生基地等组

成，2008 年建成以来已在这里拍摄了

《沂蒙》《斗牛》《红高粱》《铁道飞虎》等

400 多 部 影 视 剧 ，被 誉 为“ 山 村 好 莱

坞”，被评为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全

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创作这些红色演艺节目时，我们

充分运用了常山庄村红色资源和景区

影视资源优势，在节目中植入了众多

影视元素，让演出变得有趣好玩。”景

区负责人表示，到景区游玩的游客均

可以参加演出，演出用的步枪、大刀、

红缨枪等道具由景区提供，游客在体

验之余还可以在中国红嫂革命纪念馆

等红色展馆参观学习，充分满足游客

的文化需求。

来自临沂市罗庄区的游客李星宝，

在《重走支前路》中体验扮演了护卫队

队长的角色。“可以互动的演出体验感

很好，很有意义。以前我对这段红色历

史了解比较少，这次参加演出，亲身重

走了一遍支前路，对当年烽火岁月中的

军民鱼水情和老区群众无私奉献的精

神感触更深。”李星宝说。

“全国各地游客对景区这些演艺项

目的关注度非常高，让我们觉得十分自

豪。”沂蒙四季艺术团副团长燕兵告诉

笔者，这也提醒着创作团队，要持续创

新发展红色旅游项目，吸引更多游客前

来了解一段段红色历史。

据介绍，系列节目火爆出圈后，为

了给游客提供更优质的体验，把流量变

“留量”，沂南县还成立了由县委宣传

部、县文旅局、县融媒体中心、马牧池乡

政府等单位和部门工作人员组成的工

作专班，他们从节目打磨提升、宣传推

介、话题设置、安全保障等多方面靠前

工作，给予帮助，确保节目质量和演出

效果。

图①：游客参与演出沉浸式红色演

艺节目《跟着团长打县城》。

图②：在沂南县红嫂家乡旅游区，

一位游客老奶奶与扮演八路军的演员

合影留念。

图③：游客含泪观看沉浸式小院剧

《永远的新娘》。

杜怡霏摄

近段时间，山东省沂南县红色旅游热度居高不下。请看—

红嫂家乡的“破圈”密码
■郑树平 徐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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