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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现场

深秋时节，重庆市南山的桂花开得

正好，空气里甜香弥漫。穿过山下的一

条小巷，一间三合院映入眼帘，院子里

不时传来欢声笑语。

“爷爷，再给我讲讲您和解放军叔

叔的故事噻！”叩开门扉，走进院门，记

者看到，在一间挂着“双拥陈列室”门牌

的房间里，一位耄耋老人正被几个孩子

围坐在中间。

老人名叫贾紫焰，在重庆经营一家

桂花酒厂，是当地远近闻名的拥军模

范。这间“双拥陈列室”便是他一手打

造的，包括爱国拥军工作展陈室、贾氏

桂花酒传统酿造技艺文化展陈室、关心

下一代工作展陈室、荣誉室 4个部分，展

出了拥军优属图片、拥军心得、慰问活

动条幅、双拥先进事迹图册等内容。

小小一间陈列室，装着贾紫焰大半

辈子的拥军故事。

20 世纪 80 年代，贾紫焰靠生猪养

殖 发 了 家 ，是 当 地 有 名 的 养 猪 大 户 。

1989 年春节，贾紫焰随拥军慰问团到

驻军部队慰问，了解到当时由于肉食供

应紧张，官兵们正为过节的伙食犯愁。

回到家里，他越想越不是滋味，就和妻

子商量给子弟兵送猪肉，得到家人大力

支持。贾紫焰租来了一辆货车，打着

“猪肉送到哪里去，送给亲人解放军”字

样的旗子，给驻军部队送去了两头大

猪。此后，每年的春节、八一建军节等

节日，贾紫焰都会给部队送去自家的猪

肉。即便市场遇冷，自家养猪场经营困

难，亲戚朋友劝他暂时把拥军的事缓一

缓，贾紫焰仍然不为所动，他说：“生意

可以亏本，但拥军不能停。”

有了些积蓄后，贾紫焰拾起了家里

祖传的酿酒技艺，开起了桂花酒厂。酿

酒生意越做越好，拥军事业步履不停。

1994 年以来，在南岸区民政局、区退役

军人事务局支持下，贾紫焰先后为南岸

籍立功受奖军人、驻军部队立功受奖军

人设立奖励基金；2008 年，联合 30 多家

个体户，成立了重庆首个个体劳动者拥

军慰问团；2022 年，又牵头成立南岸区

爱国拥军促进会……

在贾紫焰的“双拥陈列室”，记者看

到，墙上桌上摆满了各种锦旗、奖状，这

浓缩了贾紫焰多年拥军的足迹。2016

年 ，贾 紫 焰 被 评 为“ 全 国 爱 国 拥 军 模

范”，这给了他极大的鼓舞。

除了锦旗、奖状，在众多展品中，一

件 老 式 军 大 衣 格 外 引 人 注 目 。 这 是

1991 年 1 月，贾紫焰和妻子林华贤去慰

问某部时，官兵们送给林华贤的。“当时

天气很冷，一名解放军看我穿得单薄，

便将自己的军大衣脱下来送给了我。”

林华贤告诉记者，子弟兵送的大衣很暖

和，她一直都舍不得穿。

“要说拥军念头的起源，最早来自

一部电影。”贾紫焰回忆说，年轻的时

候，只要村里放电影，他们夫妻俩便搁

下农活一起去看，最喜欢看的就是战争

题材电影《英雄儿女》。“我们现在生活

得很好，离不开人民子弟兵的保护。”贾

紫焰说，自己这些年做生意赚了些钱，

饮水思源，不能忘记人民子弟兵。

4 年前，贾紫焰的一位朋友给他打

电话，说自己的孙女刘颖从小就崇拜军

人，想了解贾紫焰的拥军经历。见面

后，贾紫焰把自己珍藏多年的拥军纪念

照片及物件等一一展示给刘颖看，讲述

了拥军路上的苦与乐。没想到，从那以

后，刘颖也开始参与拥军活动。她用攒

下来的压岁钱买了板蓝根、藿香正气液

等生活物资，辗转送给驻军部队官兵。

在家人支持下，刘颖还加入了南岸区爱

国拥军促进会，在开展拥军活动期间与

困难官兵家庭结成对子，定期走访慰

问，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刘 颖 的 成 长 ，给 了 贾 紫 焰 启 发 。

为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拥军，他在自

家小院里开辟出这间“双拥陈列室”，

希望通过自己的故事感染带动更多人

崇军拥军。

亭亭岩下桂，岁晚独芬芳。桂花

馥 郁 经 年 如 昨 ，桂 花 美 酒 醇 香 依 旧 。

南山脚下，贾紫焰和他的拥军故事还

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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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清晨，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

淮北市第一实验小学三年级六中队师

生带着扫帚、抹布等工具，来到位于学

校附近山坡上的张奎云烈士墓，擦拭碑

体、清扫周边卫生。

烈士墓旁，一块写着“‘皖美尊崇’

守护英烈志愿服务岗”的牌子格外显

眼。当周值班员、淮北市第一实验小

学教师李葛格介绍，按照淮北市“一校

就近设一岗、守护散葬烈士墓”工作计

划安排，该校师生承担了张奎云烈士

墓守护任务。

淮北市是淮海战役的主战场之一，

无数英烈埋骨于此。2022 年，该市设

立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针对散葬

烈士墓分布范围广、管护难度大等实

际，该中心按照“劝迁时既讲政策又谈

感情、迁移时既有仪式又有崇敬、迁移

后既有祭扫又有服务”的工作标准，分

24 个批次，完成 700 余座散葬烈士墓迁

葬工作。

“目前，仍有 110 座散葬烈士墓，这

些烈士墓大多位于景区、学校附近，存

在管护风险，可尝试发动学校师生参

与保护。”市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领

导介绍，今年初一次务虚会上，这一想

法得到与会人员认可。此后，在安徽省

退役军人事务厅、淮北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联合推动下，该市开展“一校就近设

一岗、守护散葬烈士墓”精准助力烈士

纪念设施保护工作，结合学校周边散葬

烈士墓分布情况，让每所学校就近与一

座或者多座散葬烈士墓结成对子，设立

“皖美尊崇”守护英烈志愿服务岗。2

月，淮北市第一实验小学、淮北市凤凰

城学校等 6 所学校作为第一批设岗学

校，与张奎云烈士墓、闫敬云烈士墓等

部分散葬烈士墓达成“守护协议”。

笔者注意到，每座散葬烈士墓附近

的烈士纪念设施标示牌左下角，均张贴

有一个二维码。市烈士纪念设施保护

中心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前期对散葬烈

士墓逐一实地核对，建立电子档案库，

将实物图片、环境图片、地理定位和管

护单位准确对应后，为每座烈士墓制作

了“专属身份码”。打开手机扫一扫，即

可了解烈士生平事迹、遗属、管理责任

单位、所属镇村退役军人服务站联系

人、联系电话、定位导航等信息。

“守护英烈志愿服务岗的设立，是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良好契机。”淮北

市第一实验小学党总支领导介绍，以前

学校组织的烈士墓祭扫活动大多在清

明节等节日开展，设岗后转入常态。学

校结合实际，区分年级制订年度“护岗

值班计划表”，配发守护英烈志愿服务

岗活动记录本，落实“每周一个班”制

度，由党员教师带队，少先队员广泛参

与。“英雄烈士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换

来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能为他们做一

些力所能及的事，我们感到很自豪。”李

葛格说。

“张奎云烈士生前所在的部队，就

是我曾服役部队的前身。刚入伍时，

我 学 习 过 他 的 事 迹 。 他 是 我 的 老 班

长，谢谢你们帮忙照看他的安息之地。”

10 月 22 日当天，军休干部丁亚隆应邀

来到现场参与祭扫活动。在张奎云烈

士墓前，丁亚隆向师生讲述了其所在部

队的战斗经历，带来一场生动的国防

教育课。

相似的一幕，在闫敬云烈士墓前上

演 。“1939 年 5 月 ，在 萧 县 的 一 次 战 斗

中，闫敬云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不幸

牺牲……”10 月 22 日，淮北市凤凰城学

校 60 多名师生到位于学校附近的闫敬

云烈士墓前祭扫，“红领巾”讲解员向大

家讲述闫敬云烈士的英勇事迹。

“每一位烈士都应该得到全社会的

崇敬，每一座烈士墓都值得大家共同守

护。”淮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表示，

他们将继续发动街道、社区等社会力

量，通过开展诵读英烈家书、宣讲英烈

故事等系列活动，激励党员、学生等群

体带头讲好英雄故事，带动更多人加入

守护英烈忠魂、关心关爱烈属队伍，进

一步充实红色守护力量。

左上图：淮北市凤凰城学校少先队

员为闫敬云烈士碑文描金。

李 宝摄

安徽省淮北市开展“一校就近设一岗、守护散葬烈士墓”精准助力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工作—

“皖美尊崇”守护英烈忠魂
■李 宝

本报讯 贺才雄、柴军报道：近日，

受台风“潭美”影响，海南大部普降暴

雨，琼海市受灾较为严重。海南省军区

第一时间组织官兵和民兵赴琼海市抢

险救灾。

10 月 30 日，受持续暴雨影响，琼海

市石壁镇石壁村、下朗村，博鳌镇莫村

约 1400 余名群众受困，琼海市人武部

组织应急民兵紧急转移受困群众。

当日，琼海市 480 余名民兵在属地

参与抢险救灾行动，省军区出动直属队

官兵和海口、文昌、定安等地基干民兵

400 余名支援。

10 月 31 日，琼海市大部分乡镇主

干道恢复通行，部分地势低洼的支线道

路仍有积水。救援力量转入人员搜救、

物资投送等任务。

“家里停水停电，做不了吃的，还有

两位老人要照顾，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幸好有你们来了！”收到省军区警卫勤

务队官兵送来的救灾物资，嘉积镇大坡

村某小区居民闵阿姨不住道谢。

“我们来到小区时，发现水深已过

腰部，老人、小孩和孕妇没法下楼。”琼

海市嘉积镇政府领导说。31 日上午，省

军区警卫勤务队官兵携橡皮艇、冲锋舟

等救援装备迅速赶往该小区，转移受困

群众，并为居民们送去了方便面、矿泉

水、面包等物资，还发放了单兵自热食

品，解了小区居民燃眉之急。据了解，

10 月 30 日至 31 日，省军区警卫勤务队

官兵共转移大坡村群众 200 余人。

目前，琼海市各河流水位已降至警

戒线以下。连日来，该市基干民兵仍奋

战在一线，开展重点区域清淤清障等

工作，帮助群众复工复产。

本报讯 记者宋芳龙报道：受台风

“康妮”影响，浙江省温州市部分地区发

生道路积水、城乡内涝等险情。温州军

分区紧急启动应急预案，组织民兵全力

抗击台风。

台风“康妮”对泰顺县筱村镇两座

国宝级古廊桥——文兴桥、文重桥造成

严重威胁。10 月 31 日 20 时许，筱村镇

武装部部长王亦辉带领 15 名民兵连夜

对文兴桥、文重桥进行紧急加固。

10 月 31 日 23 时，地势较低的平阳

县 昆 阳 镇 坡 南 街 ，部 分 村 居 发 生 内

涝。昆阳镇武装部紧急出动民兵冒着

大雨、蹚着齐腰深的洪水，挨家挨户转

移群众。

11 月 1 日一大早，洞头区先锋女子

民兵连组织民兵开展区域内重要点位

安全隐患排查。北岙街道大王殿村古

建筑群是洞头区文化遗产之一，民兵到

达后，紧急清理因风力影响而倒塌的树

木，避免对古建筑造成损害。同时，她

们还仔细巡查国际放生台的低洼易涝

点，防止暴雨引发积水。

抗击台风又见迷彩身影
○海南省军区组织官兵和民兵奔赴救援一线
○浙江省温州军分区组织民兵参与抢险救灾

深秋时节，笔者走进甘肃省天水市

麦积区花牛镇杨家河村，放眼望去，漫

山金黄恍若置身画中。山地果林之间，

不时见到果农忙碌的身影。

“最近的主要工作是防病保叶、早

施基肥，争取明年也有个好收成。”村民

王全胜乐呵呵地说，“今年苹果产量高，

销量也不错，明年更有信心了。”

2017 年，麦积区人武部和杨家河

村结成帮扶对子。区人武部根据杨家

河村山地资源丰富、气候温暖湿润、光

照充足等地理优势，决定帮助该村发

展山地果业。人武部发动党员干部带

领村民开发山地，种植以苹果树为主

的经济果林；协调资金建设产业路，升

级改造果林灌溉设施，改善种植条件；

帮助该村成立农业种植合作社，提高

产业效益。

“三分种，七分管。雨季过后根系坏

死、高温后焦叶……这些都是在种植过

程中走过的‘弯路’，让我们意识到提高

种植技术的重要性。”麦积区人武部领导

介绍，他们多次组织村民代表到外地学

习，邀请农业技术专家来村指导，并引进

新优品种，示范推广果园覆膜、高光效树

形改造、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先进技术，使

苹果产量和品质明显提升。在此基础

上，麦积区人武部还投入资金建设恒温

储存仓库，发展苹果深加工延伸产业链

条，组织村民开展电商实操培训，让山地

果业成为助农增收的重要产业。

“在人武部帮扶下，我们的苹果不

愁卖，不仅在国内多个城市打开销路，

还搭上跨境电商的便车，卖到了国外。”

杨家河驻村党支部书记胡立高兴地说，

“‘花牛苹果’的招牌，如今响当当打了

出去。”

一 颗 颗 红 苹 果 ，成 了 村 民“ 致 富

果”。麦积区人武部领导介绍，下一步，

他们着眼“产业+文化+旅游”融合发

展，做好区域品牌建设，不断为乡村振

兴注入源头活水。

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人武部助力山村发展山地果业——

山地里种出“致富果”
■刘 凯 张军映

黑龙江省明水县人武部

帮建基层举措实
本报讯 米继贤报道：10月下旬，黑

龙江省明水县人武部开展基层武装帮建

活动。他们组织召开全县基层武装部建

设现场会，邀请乡镇党委书记和专武干部

代表分享交流基层建设经验；协调地方党

委政府出台《关于明水县基层专武干部管

理办法》，明确专武干部提拔使用规范。

山东省德州军分区

廉洁文化氛围浓
本报讯 于斌报道：11月初，山东省

德州军分区区分廉洁法规、廉洁故事、廉

洁楷模等方面，打造图文并茂的廉洁文化

长廊，营造廉洁文化氛围。同时，他们通

过组织官兵参观长廊、开展座谈交流等方

式，引导大家吸取典型案例经验教训，进

一步推动党纪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山西省广灵县人武部

开展义诊受欢迎
本报讯 孙澍报道：近日，山西省广

灵县人武部协调地方医院，组织医疗队

深入定点帮扶村恩庄村开展义诊。医护

人员为村民进行身体检查，耐心解答村

民提出的健康问题，并给出专业医疗建

议；掌握易致贫家庭情况，进行精准帮

扶，防止因重病慢病返贫。

10 月底，辽宁省营口军分区组织民兵岗位练兵比武。图为战场勤务保

障课目现场。 聂 刚摄

10月 27日，由江西省委宣传部、共青团江西省委、江西省军区政治工作局等单位联合组织的 2024年江西省少年军校

国防素养展示活动，在南昌国际体育中心举行。图为赣州代表队和吉安代表队学生谢幕敬礼。 刘 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