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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1926 年，楚图南在哈尔滨、长春、

吉林等地以中学教师为职业掩护，从事

党的工作……”10 月 20 日，云南省文山

市人武部组织民兵骨干集训。期间，民

兵骨干来到楚图南故居参观见学，当地

战史专家为民兵上了一堂生动的思想

教育课。

文山地处西南边陲，边情地情较为

复杂。文山军分区领导介绍，民兵居住

分散，民兵思想政治教育存在掌握活思

想难、落实教育制度难、集中组织授课

难等问题。

为此，今年以来，文山军分区结合省

军区赋予的新时代民兵思想政治教育试

点任务，重点围绕组教、抓教、施教等环

节，在民兵整组、集中轮训、遂行任务间

隙，通过打造冒热气、接地气的教育微

课，因势组教、因时抓教、因地施教，促进

民兵思想政治教育提质增效。他们探索

形成的抓建经验，在全省推广。

“以往，上级统一下发了教育计划

和提纲，但落实到基层时往往走了样，

效果打了折扣。”文山军分区领导告诉

笔者，针对这一问题，着眼保证教育效

果，他们组建由军分区主官、政治工作

处负责人等组成的民兵思想政治教育

指导小组，指导基层武装部抓实民兵思

想政治教育。

与此同时，文山军分区多次走访，

听取编兵单位和民兵意见，在制订教育

计划上区分层次、统筹安排，并指导各

人武部建立包含教员、教案、配套活动

等内容在内的教育资源库，确保需要时

拿来就能用。

盛夏酷暑，文山市人武部举办民兵

大比武。战术课目比武现场，民兵何永

红不慎受伤，但仍忍痛坚持。休息间

隙，民兵连长“趁热打铁”，以此为例，给

民兵上了一堂生动的微教育课。

何永红面对困难不退缩的精神打

动了在场民兵。新入队民兵王建祥深

有感触地说：“身边的故事最真实，真实

的故事最动人。先进和榜样就在我们

中间，他们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当代民兵从小接触网络，对于思想

政治教育授课方式是挑战，也是契机。

针对这一实际，文山军分区探索运用微

博、微信等平台，以微课堂、微视频等形

式，打造民兵随时随地接受学习教育的

“掌上云讲堂”“掌上微课堂”。此外，他

们还利用民兵整组和点验时机，组织微

视频拍摄和制作培训，让民兵骨干通过

大家喜闻乐见的形式，说身边人身边

事，达到自我教育的目的。

将课堂对接战场是推动教育走深

走实的重要途径。今年 9 月，超强台风

“摩羯”先后在海南文昌市、广东徐闻县

登陆，造成严重灾害。随后，水利部在

广东、海南、广西、云南协助指导暴雨洪

水防御工作。文山军分区组织民兵参

与其中，多支民兵应急力量连续多日进

行巡查排险。由于天气炎热、持续时间

长，有的民兵出现思想波动。该军分区

及时组织老兵宣讲队、老兵文艺队来到

现场，为大家讲述英雄故事、表演文艺

节目，激励民兵发扬优良作风，坚决完

成上级赋予的各项任务。

以“一级战斗英雄”史光柱和“排雷

英雄战士”杜富国事迹为原型的小品，

再现英雄壮举，赢得民兵阵阵喝彩声。

民兵在听宣讲、学身边典型中受触动、

受鼓舞。军分区领导发现，主动报名留

守大堤值班、跟随河长夜巡的民兵多

了，遇到扛麻袋等苦活累活时，大家争

着抢着干，谁都不愿落在后面。

丰富多样的思想政治工作，有效激

发民兵饱满的政治热情、高昂的战斗意

志。今年以来，在联演联训、应急抢险

等多项任务中，民兵队员召之即来、来

之能战，快速集结，表现出色。

云南省文山军分区因势组教因时抓教因地施教—

“掌上微课堂”冒热气接地气
■杨 玺

一束光伴着激昂的旋律照射在舞台

中央，一位手拄拐杖、白发苍苍的老者走

上舞台，用真挚的倾诉，让观众重温了那

一段烽火往事：诞生不久的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还面临着国民党军队重重“围

剿”，杨靖宇、赵一曼等共产党人就已被

派往东北组织抗日斗争……

10 月中旬，吉林省通化军分区组

织专武干部、民兵骨干走进通化市歌舞

剧院，观看红色话剧《抗联印迹——血

沃兴林》。“沉浸式的表演，让大家身临

其境。这场话剧让人印象深刻，收获很

大！”走出剧场，民兵们意犹未尽。

吉林省是东北抗日联军创建地、四

保临江主战场、抗美援朝大后方，曾涌

现出杨靖宇、童长荣、魏拯民等革命英

烈，白山松水间，遍布着无数抗战遗址、

遗迹，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展民

兵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动教材。

基于这一实际，吉林省军区大力

挖掘社会教育资源，利用全民国防教

育日、民兵集训之机，组织民兵开展现

地教育：到东北抗联寒葱岭密营遗址、

东北抗联第二军纪念馆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赴杨靖宇烈士陵园、童长荣烈士

纪念馆感悟英雄情怀；结合出入队仪

式、授旗仪式等，提升民兵获得感、荣

誉感……“行走的课堂”有效增强了教

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舒兰市人武部原政委周昆训烈士

出生在河南确山，和杨靖宇将军是同

乡，从小听抗联故事长大。2023 年，舒

兰市遭受严重洪涝灾害，周昆训为保

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献出宝贵的

生命。

英雄逝世一周年之际，舒兰市人

武 部 开 展“ 周 昆 训 民 兵 连 ”授 旗 仪

式 。 舒 兰 市 民 兵 精 神 抖 擞 、整 装 待

发 ，共 同 迎 接 光 荣 时 刻 。 授 旗 仪 式

上，“周昆训民兵连”连长左庆学代表

全 连 民 兵 郑 重 立 下 誓 言 ：“ 接 过 这 面

旗帜也是接过一份责任，我们一定珍

惜这份荣誉，传承和发扬好周昆训烈

士的革命精神！”

除了“行走的课堂”，吉林省军区还

主动借势，结合城市建设发展规划，以

及红色资源保护、红色场馆提质等实践

活动，按照“一片区一特色”的理念，建

起多种红色地标，为民兵打造“搬不走”

的教育课堂。

“只有把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现实

问题结合起来，民兵思想政治教育才有

生命力。”吉林省军区领导介绍，他们坚

持把功夫下在平时，用心用情解决民兵

的急难愁盼问题，着力把思想政治工作

做得更有深度、更有力度、更有温度，不

断增强民兵的获得感、幸福感。

前不久，大安市人武部根据年度计

划组织训练。民兵教练员陈霖的孩子

年幼需要人看护，而他作为组训骨干天

天铆在训练场上，照顾孩子分身乏术。

该市人武部领导了解情况后，积极协调

地方提供灵活托管服务，确保陈霖全身

心投入训练。

心中有“魂”，脚下有“根”。今年汛

期，受台风“格美”和季节性降雨影响，吉

林省松花江、鸭绿江流域发生洪涝灾害，

多地汛情严重，全省广大民兵闻汛而动，

投身抢险救灾一线，有力守护了人民群

众财产安全。眼下，吉林省军区民兵工

作年度考核即将展开，民兵们劲头十足，

训练热情高涨。

吉林省军区按照“一片区一特色”思路打造教育阵地—

“行走的课堂”激发兴武热情
■段 锐 本报特约记者 宋济舟

“好战友，不要怪我，我老了，讲不动

了，今天把你交给他们，让他们把你的故

事讲给更多人听……”10月15日，安徽省

凤台县 96岁抗美援朝老兵常国治，将珍

藏多年的一枚纪念邮票捐赠给安徽革命

军事馆。

这款邮票是 1996 年，为纪念抗美

援朝特级英雄黄继光，由朝鲜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发行的。常国治手中的这

一枚，是好友作家魏巍赠送的。每年

10 月 20 日，黄继光烈士牺牲纪念日，常

国治都要将邮票拿出来看一看，对着邮

票上的黄继光画像说说话。这枚邮票

寄托了常国治对战友黄继光无尽的思

念，是他最珍贵的宝贝。

随着邮票的捐赠，老兵常国治几十

年如一日，致力于宣讲英雄事迹的故事

也逐渐被大众知晓。

常国治，1928 年出生于安徽省凤

台县幸福村。1951 年参军，同年参加

抗 美 援 朝 战 争 ，与 黄 继 光 成 为 战 友 。

1952 年 10 月 20 日，常国治在阵地前沿

的观察哨内，亲眼目睹了黄继光舍身堵

枪眼的全过程。

“黄继光扶着暗堡，慢慢站起来，回

过头看了看上甘岭的主峰。随后，他手

扶暗堡，转直身体，像一个铁塔似的，一

下子扑在敌人的枪口上……”常国治说，

那段时间，只要闭上眼，耳边就响起枪炮

声，脑海里便浮现那一幕英雄壮举，而每

一次回忆，都让他心痛万分。无数次从

梦中惊醒，常国治暗暗向战友承诺：“我

要让更多人记住你的故事！”

1955 年，常国治因伤复员，回到老

家。当地政府计划将其安置在县公安

局工作，被他婉言谢绝。他早已打定主

意——当一名乡村教师，把黄继光的故

事讲给青少年听，像蒲公英一样，等他

们成人成才了，再讲给更多人听。

常国治时常忘记，自己也是一名伤

员。在战场上，他腰椎受伤、臀部中弹、牙

齿掉了 5颗，一块弹片扎进左眼眶，至今

未能完全取出。家人担心他的身体，劝他

不要总回忆过去。常国治却说：“只要我

们都记得黄继光的故事，黄继光就一直活

着。只有让更多人了解黄继光、记住黄继

光，我自己活着也才有意义。”

“黄继光负伤爬到暗堡旁边，那时候

他已经筋疲力尽了，哪有力气去夺机枪，

我想了很多种可能，唯一没想到的是，他

没有丝毫犹豫扑到机枪口上……”听过

常国治课的学生，对于这段讲述，都记忆

深刻。

1982 年，退休以后，常国治主动要

求继续任教，直到身体因病无法坚持工

作，才离开教学岗位。43 年执教生涯，

常国治桃李满天下，学生都将黄继光视

为榜样，很多都选择从军报国或为人师

表，沿着英雄足迹、传承英雄精神。

常国治的学生徐小娟回忆说，《黄

继光》这篇课文，常老师讲得比原文还

精彩，那“冰雹一样射向黄继光的子弹”

不仅从常国治眼前穿过，也常常出现在

他们这些学生的梦里。1996 年，大学

毕业后，徐小娟选择成为一名人民教

师。近 30 年来，徐小娟也像常国治一

样，坚守三尺讲台，致力于讲好黄继光

的故事。

这几年，常国治身体大不如前，老

人最挂心的是纪念邮票该如何处置。

得 知 安 徽 革 命 军 事 馆 征 集 革 命 文 物

后 ，他 委 托 子 女 联 系 ，将 邮 票 无 偿 捐

赠 。 在 现 场 ，他 郑 重 嘱 托 工 作 人 员 ：

“你们一定要将黄继光的故事世世代

代讲下去！”

上图：常国治抚摸纪念邮票回忆战

斗经历。 刘 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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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杨超、记者贾启龙报道：

区分政治理论、政策法规、国防动员业

务知识、军分区人武部建设特点规律等

多个专题，邀请军委国防动员部领导、

省军区领导、部机关业务骨干、军地专

家授课；赴地方高新技术企业参观，观

看“新时代最美国动人”先进事迹和铁

纪肃贪警示录像片；分班讨论、相互交

流，培训结束前参加考核检验……近

日，军委国防动员部贯彻全链路抓建理

念，集中组织近百名新晋升为大校的军

官开展岗前适应性培训。

“参加此次培训的新晋升为大校的

军官绝大多数是军分区的主官，他们在

省 军 区 系 统 处 于 承 上 启 下 的 关 键 位

置。这次培训，聚焦转岗适岗需要，旨

在打造一个高质量的转岗班、高强度的

训练班、高标准的示范班。”军委国防动

员部政工局领导说。

据悉，岗前适应性培训突出针对性、

操作性、实践性，内容坚持以备战打仗为

牵引，坚持把厚实理论根基与强化警示警

醒结合起来，把讲政策教方法与讲任务强

担当结合起来，在讲解阐释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精神、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新

时代党管武装意见的同时，设置了涵盖国

防动员、民兵建设、兵役征集、学生军训等

20余项国防动员主责主业的政策和业务

讲解传授。培训通过场景化、模拟式、案

例式教学手段，帮助参训人员熟悉掌握国

防动员及相关工作组织开展方式和要

求。通过培训，让交流军官上岗就能用、

拿来就能使、照着就能办。

“这次培训帮助大家学习掌握基本

理论、基本政策、基本业务，讲的都是想

学的，教的都是管用的。”参训的某军分

区政委说。

近年来，军委国防动员部党委高度

重视交流干部岗前培训。建部伊始，他

们就依托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组织新

交流干部任职培训，并积极整合培训资

源、统一培训模式、提升培训质效，指导

各省军区（警备区）组织多轮岗前自训，

形成新交流干部适应性培训与院校培训

相衔接、相补充、相促进的培训格局。

据悉，下一步，军委国防动员部还

将继续组织新接收的人武部领导进行

岗前集中培训。

军委国防动员部组织新晋升为大校的军官岗前适应性培训

适应换岗需要 提升履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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