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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

治县双龙镇凉山社区朝阳组，是一个仅

有 40 余户人家的小山村。自 1982 年以

来，该村先后有 21 人参军入伍，15 人次

立功，88 人次受到各类表彰和嘉奖，被

誉为“功臣村”（详见本报 8 月 21 日第一

版）。从该村走出去的西藏军区某部军

官赵海永，入伍 14 年来先后 4 次参加国

际军事比武，荣立一等功 1 次、二等功 2
次、三等功 1次，荣获西藏自治区青年五

四奖章，被评为西藏军区“十大杰出士官

标兵”和“全军爱军精武标兵”，并破格提

干。前不久，赵海永回村探亲，笔者跟随

他，用相机记录了几个瞬间。

图①：赵海永是“功臣村”的骄傲。

听说他回家探亲，乡亲们携家带口过

来，都想听他说说军中故事。

图②：在双龙镇小学，孩子们围着

赵海永，抚摸他胸前的奖章，像追星般

兴奋。

图③：赵海永刚满一周岁的儿子对

父亲有些怯生，但对他胸前的奖章充满

好奇。

吴 蔚摄影报道

本报讯 牛世锋、于洪博报道：“在

县人武部帮扶下，我们倾力打造‘红色

刘堂’文化品牌，以新建节振国纪念馆

为抓手，以点带面，多点突破，军地携手

描绘出了一幅‘红色老区、绿色发展、金

色未来’的美丽乡村新景象，今年村集

体收入有望突破 100 万元。”日前，刚被

评为河北省“千名好支书”的故城县郑

口镇刘堂村党支部书记、民兵连指导员

刘玉福自豪地说。

刘堂村是抗日英雄节振国的故乡。

当年，他领导中国第一支产业工人抗日

武装巧端新城子碉堡、攻克都山、血战凤

山，威名远扬。新中国成立后，他的事迹

被改编成文艺作品，广为传颂。革命烈

士史任公、节文兴、李振香等也都是该村

人。该村被河北省军区确定为“一地一

乡”帮扶示范村后，故城县人武部调研论

证，决定以打造红色文化品牌为牵引，助

推乡村振兴。在这一思路引领下，军地

以节振国生平事迹为主，辅以其他抗日

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刘堂籍英雄人

物，通过图文并茂、实物展出等形式，建

起节振国纪念馆，系统介绍刘堂村英雄

儿女，激发村民爱国爱家乡热情。同时，

新建“红色刘堂·英雄儿女”群体雕塑、节

振国主题文化广场、红色文化主题街。

打造红色名片过程中，县人武部和村委

会联合向刘堂村在外乡贤发出倡议和邀

约，凝聚乡村振兴力量，节振国的儿子节

风生带头捐款并捐赠节振国烈士遗物。

截至目前，建成开放的节振国纪念馆已

接待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学校师生和各

类访客数万名，成为当地大运河文化旅

游带的一个亮点。

笔者在节振国纪念馆看到，刘玉福

把节振国刀劈日本宪兵的英雄事迹与

“必须坚持斗争精神”等重要论述结合

起来讲解，给游客留下深刻印象；在节

振国主题文化广场，大屏幕上循环播放

的红色电影《节振国》，营造浓厚的尊崇

英雄、学习英雄、争当英雄氛围，让置身

广场的游客身心受到洗礼。

河北省故城县

小村庄打造红色文化品牌

“没想到修复得这么好，真是太

感谢了！”深秋的一天，一场特殊的交

接仪式在安徽省肥西县桃花镇翡翠

社区居民杜世和家中举行。从社区

党总支书记张勇手中接过修复好的

杜金明烈士的光荣纪念证，杜世和眼

里泛起泪花。

这 是 一 张 由 毛 泽 东 主 席 签 署 、

1949 年颁发、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之印”的革命牺牲军人

家属烈士光荣纪念证，上方是 8 面五

星红旗簇拥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

中间“永垂不朽”四个金黄大字衬底。

“我叔叔杜金明是 1948年在淮海

战役中壮烈牺牲的，时年 27 岁……”

杜世和告诉笔者，叔叔牺牲后留给全

家 唯 一 的 念 想 就 是 这 张 光 荣 纪 念

证。几十年来，爷爷奶奶想儿子时拿

出来看看，父亲想哥哥时拿出来瞧

瞧，从他记事起，父亲就拿着它给他

们讲叔叔的英雄事迹。时间一久，被

磨得破损不堪。这几年，全家人都不

敢打开看，生怕一不小心损坏了，连

个念想也没了。今年八一建军节前

夕，翡翠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张柱梁入

户走访慰问军烈属时，杜世和说出了

全家人的想法：能不能帮忙修复叔叔

杜金明的这张光荣纪念证。

“请放心，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

收到这份沉甸甸的委托后，翡翠社区

党总支高度重视，指定专人负责，第一

时间联系专业人员咨询修复之事。然

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几乎跑遍合肥

市的文物字画修复单位，得到的答复

都是：“纪念证年代久远，字迹模糊，且

有多处残损，没有把握修复好。”

“既然答应了烈属，我们就不能放

弃！”面对修复工作遇到的困难，张勇态

度坚决。经过多方努力，他们找到了安

徽省博物院。得知这张纪念证的来龙

去脉后，博物院当即组织专业人员，前

后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全手工完成修复

工作。为了便于原件的长久保存，省博

物院还对这份珍贵的证书进行了高精

度仿真复制。

“我 想 将 它 捐 赠 给 县 烈 士 纪 念

馆，让叔叔的英雄事迹让更多人知

道，让后人记住先烈，记住今天幸福

生活的来之不易。”根据杜世和的想

法，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很快联系上

肥西县烈士纪念馆。

“保护好烈士的红色档案，是我们

的责任和义务。”捐赠交接仪式上，肥

西县烈士纪念馆负责人表示，纪念馆

将妥善保管这份文物并通过公开展

览等方式，让更多的人铭记革命先烈

的丰功伟绩，以此告慰烈士的英魂。

图①：纪念证修复前后。

图②：捐赠交接仪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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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李福军、特约通讯员曹修

武报道：“一边欣赏北疆风光，打卡网红

景点；一边瞻仰革命遗迹，了解红色历

史。这趟大兴安岭之旅的收获远超预

期。”国庆长假期间，到黑龙江省大兴安

岭地区游玩的游客络绎不绝，来自江苏

省扬州市的吴女士谈及北疆之旅的感

受，用了“远超预期”4 个字。大兴安岭

地委主要领导告诉笔者，近年来，借助

大兴安岭旅游业蓬勃发展势头，军地创

造性地将红色游融入边境游、冰雪游、

森林游，全力打造最北国防教育景观

线，让网红打卡点变身国防教育课堂，

实现全民国防教育和全域旅游的有机

融合。

“大兴安岭地处祖国最北端，红色

资源丰富。”大兴安岭军分区领导介绍，

这里有红色革命遗址及纪念场馆 20 余

处，其中被列入国家级、省级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的有 6 处。为扎实做好全民

国防教育和全域旅游的融合结合工作，

地委宣传部、党史研究室、文化广电旅

游局、林业集团和军分区等部门，深入

实施红色资源挖掘工程，先后完成抗联

三支队库楚河战役遗址、铁道兵纪念

碑、呼玛博物馆等纪念场馆、革命遗址

的修缮、改造和提升，利用“神州北极”

独特地域资源，开发红色旅游精品线

路，打造了一批集教育、旅游功能于一

体的网红景点和城市地标。一件件历

史文物、一处处革命遗址、一个个网红

打卡点，成为开展全民国防教育的生动

课堂，让游人在看、听、行、思、悟中，感

悟东北抗联精神、大兴安岭精神。

“百余人的队伍拼到最后只剩 11

人，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库楚河河水。抗

联三支队的将士们一个个倒下了，但他

们的精神永远屹立不倒……”在加格达

奇区国防教育主题公园，义务解说员、

党员李成强声情并茂的解说，让不少游

客泪湿眼眶。在漠河市北极村，神州北

极广场“身在最北方 心向党中央”巨型

标语牌下，游客不停打卡；不远处的“最

北党员驿站”内，身穿红马甲的党员志

愿者正在向游客介绍当地红色历史。

“全民国防教育和全域旅游的有机

融合，助推了大兴安岭地区旅游经济的

快速发展。”地委宣传部领导告诉笔者，

今年初，“最北哨位”相关视频火爆全

网，“我要打卡最北哨位”成为许多网友

的心声，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冰雪

游急速升温。眼下，军地相关部门正在

“中国最北点”“最北哨位”“北极哨所”

等地，设计建设新的国防教育元素，今

冬冰雪游前即可与游客见面。届时，红

色旅游产品内容将更加丰富多彩。

大兴安岭网红打卡点变身国防教育课堂

红色资源扮靓“神州北极”

本报讯 孔海峰、张名坤报道：“刘

胡兰的英勇事迹，让我们深刻感受到她

在生死抉择面前的勇气与担当，这种精

神将如薪火般在我们心中传递，成为成

长道路上永不熄灭的灯塔。”近日，山东

省高唐县第二实验小学“刘胡兰中队”

组织“强国复兴有我·缅怀革命先烈”主

题中队会，少先队员孙明佳的主题发

言，将全场氛围推向高潮。

“一堂成功的爱国主义和国防教

育课，光靠老师、辅导员唱‘独角戏’远

远不够。在校园创建英雄中队，开展

爱 国 主 义 和 国 防 教 育 ，有 了 具 体 载

体。”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杨峰告诉笔

者，自从学校成立“英雄中队”，班级就

有 了 灵 魂 。“ 夏 明 翰 中 队 ”“ 刘 胡 兰 中

队”“袁隆平中队”……一个个英雄和

杰出人物的名字，印在每个中队的队

旗上，引领同学们从小学英雄事迹、走

英雄之路、做英雄传人。他们还通过

定期组织红色主题活动、红色主题中

队会等，使国防教育有教有学、教学相

融，让孩子们从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

的“被动接收者”变成了“主动参与者”

“积极践行者”。去年初，该校被教育

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认定为“全国

国防教育示范学校”。

“我们探索全方位教学育人模式，

通过建立‘英雄中队’，将国防教育与

课堂教学融为一体，增强学生国防观

念，进一步树牢他们爱党爱国爱军意

识 。”高 唐 县 教 育 和 体 育 局 负 责 人 介

绍，为创新开展中小学国防教育，提升

青少年国防观念，自 2021 年起，县人武

部联合县委宣传部、教育和体育局等

相关部门，指导高唐县第二实验小学

探索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暨“创英雄中

队 做优秀队员”活动。4 年来，全县中

小 学 学 习 借 鉴 第 二 实 验 小 学 成 功 经

验，先后建立以革命先烈、英雄模范以

及为国家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杰出人

才名字命名的中队 98 个，形成“英雄中

队”矩阵，有力推动学校国防教育的深

入开展。

“一锤接着一锤敲，一环扣着一环

拧。”高唐县人武部领导告诉笔者，在

创建“英雄中队”深入推进校园国防教

育的同时，县委宣传部还会同县人武

部对全县新招录的公务员、事业编人

员，进行国防教育初任培训和岗前培

训，每年分期分批组织 40 岁以下的中

青年干部到民兵训练基地，参加不少

于 3 天时间的军事训练。通过抓好中

小学生和中青年干部的国防教育，有

效带动和促进了全民国防教育的落地

落实。

山东省高唐县创新校园国防教育载体

“英雄中队”点燃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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