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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让我能更

好地兼顾工作和家庭。”近日，刚调到

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能仁小学工作的

军属施亚幸，专程来到海门区人武部，

表达诚挚谢意。

施亚幸的丈夫是一名海军现役军

官，在浙江某部服役。施亚幸是南通

人，前些年随军安置到舟山一所小学任

教，如今，为能同时照顾孩子和老人，希

望回到海门工作。海门区人武部收到

协调军属工作调动函后，积极联系对

接，但在推进时他们发现，现役军人的

籍贯和驻地都不在海门区，在现行政策

下，申请工作调动回军属原籍，无据可

依，协调办理工作一度受阻。

“为军人军属解难，没有先例就要

开创先例。”为此，区人武部协调地方

组织、教育等有关部门召开军地协商

会，调整优化家属随军安置办法、军地

互办实事清单。经过军地共同努力，

施亚幸的“烦心事”得以圆满解决。

这是海门区聚力解决军人“三后”

难题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该区紧盯

军人“三后”难题，定期举办退役军人

及军属专场招聘会，通过对口安置、定

向招聘、货币安置等方式，帮助军属解

决就业难题。此外，他们还通过设置

“15 分钟”拥军服务圈、293 个遍布全区

基层社区的拥军服务岗，让拥军服务

更加精准高效。

“40 年前，全国第一个军人家庭服

务中心在海门诞生。进入新时代，我

们将赓续优良传统，继续用心用情用

力为军人军属办实事、解难题。”该区

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说。

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聚力解决军人“三后”难题—

“没有先例就要开创先例”
■李 俊 王 志

河北省沧州市，有一个抗战时期

文物展览馆，展陈空间不大，却在当地

小有名气。正值周末，笔者前去一探

究竟，果然参观者络绎不绝。

自 2021 年开放以来，参观者持续

增多。“有时忙不过来，不过大家喜欢

来，我特别高兴。”抗战时期文物展览

馆的创办人李俊波说。

年近花甲的李俊波，曾是沧州市

一家国有企业的员工。他和抗战时期

文 物 结 缘 ，源 于 1998 年 的 一 件 小 事 。

由于自幼喜欢“舞枪弄棒”，李俊波经

常 到 旧 货 市 场 淘 练 武 的 家 伙 什 。 一

次，一位懂文物的朋友告诉他，他淘到

的一把刀是日军 32 式军刀乙式，这种

军刀在侵华日军中使用较为普遍。按

说，淘到物件了，应该高兴才是，可他

拿起军刀，看着刀锋，别样的感受涌上

心头。原来，他的曾祖父就死在侵华

日军刀下。

日军侵华罪证带来的震撼，促使

李俊波走上了收藏之路。“我要收集更

多的实物，让那段历史昭示和警醒后

人。”此后，他在工作之余，常辗转于省

内外的文物市场，搜集与抗日战争有

关的文物。

李俊波的收藏范围广泛，从刺刀、

地雷壳到日本军服、日军作战地图；从

老报纸、当年侵华日军军歌集到日本

政府发行的票证，“凡是有历史警示作

用的抗战时期文物我都收藏，这些是

最好的历史教科书。”

随 着 对 这 些 文 物 的 了 解 逐 渐 深

入，李俊波不再是刚起步时的“眉毛胡

子一把抓”。只有初中文化的他花了

很大功夫学习抗战历史。他说，只有

这样才能让物证更好地述说历史。

在抗战时期文物展览馆内，有多

幅日军作战地图。李俊波介绍，图上

用红色炸弹图样标注的地方，经他查

阅资料证实，都曾遭到日军野蛮轰炸。

从小喜欢看电影《地雷战》的李俊

波，最喜欢收藏的抗战时期文物是地

雷壳。20 多年来，他收藏了 100 多个品

类、200 多个地雷壳，有铁质、陶瓷等不

同材质。

最近几年，李俊波又有了一个新

的 收 藏 专 题 ，是 抗 战 时 期 的 各 种 证

件。他收藏的证件有 300 多个。

随着收藏的文物越来越多，李俊

波 决 定 举 办 一 个 抗 战 时 期 文 物 展 览

馆，免费向市民开放。2021 年 6 月，李

俊波的新房刚装修完成，他就迫不及

待 地 从 2000 余 件 藏 品 中 精 心 挑 选 了

800 余件抗战时期文物进行展示。抗

战时期文物展览馆正式开放后，他主

动担任讲解员讲解，多次被省、市、区

评为优秀基层国防教育宣传员。

交谈中，笔者遇到了前来参观的沧

州市石化小学师生。该校副校长刘霞

说：“来参观的学生刚刚学完课文《冀中

的地道战》，带他们近距离接触抗战时期

文物，可以更好地认识历史，铭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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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好，长春好，汽车建厂第一

早……”这是郭沫若曾在《长春行》中

写下的诗句。1956 年 7 月，第一辆解放

牌汽车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下线，结

束了新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自

此，吉林省长春市有了“汽车城”的美誉。

时光荏苒，这座有着“新中国汽车

工业摇篮”之称的工业城市，将目光投

向苍穹之上，将产业板块延伸至“星辰

大海”，加速布局航空航天产业，打造出

一张全新的名片——“航空城”。

“我国最先进的战斗机是什么型

号？”深秋时节，长春市春阳小学五年级

一班教室里热闹非凡，学生们围着一名

身穿旧式军装的老人争先恐后地提问。

这位老人名叫闫鹏飞，曾是空军航

空大学的特级飞行员。退休后，他积极

发挥余热宣传空天知识，为推动空天安

全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长春警备区政治工作处领导介绍，

空军航空大学是春城人的骄傲，其前身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所航空学校——

成立于 1946 年的东北老航校，被誉为

“人民空军的摇篮”。空军航空大学继

承东北老航校的优良传统，数十年来，

先后培养 14 万余名军事航空人才，一

批批英模人物从长春起飞，忠诚守护祖

国的万里长空。

“我们充分发挥像闫老这样军休干

部的优势，通过他们去带动更多人了解

祖国的空天。”长春警备区领导表示，去

年，他们邀请曾就读于东北老航校的军

休干部，组建空天安全教育宣讲团，定

期深入中小学普及空天知识、讲述航空

故事，培养学生国防意识、空天意识和

爱国情怀。

每年新学员入学入伍，空军航空大

学会以飞行表演等方式欢迎他们加入

蓝天方阵，这也成为空军航空大学“雏

鹰”入校后的特殊“开学典礼”。2011

年 9 月，空军航空大学开学典礼暨长春

首届航空开放日在长春某机场举行。

“自 2011 年开始，空军航空开放活动走

进公众视野，成为展示人民空军建设发

展成就、展现飞行员风采的一张亮丽名

片。”空军航空大学领导说，长春市军地

开始聚力打造集“产业投资”“文创 IP”

“科普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为一体

的航空展平台。

2023 年 7 月，“空军航空开放活动·

长 春 航 空 展 ”上 ，人 民 空 军“ 三 剑

客”——运油-20、歼-20 和歼-16 首次

同框亮相，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在换装

后进行了国内首演。“八一”“红鹰”“天

之翼”飞行表演队飞行员、空降兵空中

突击分队队员以及空军军乐团成员与

观众击掌互动，让在场观众大呼过瘾，

赞叹声不绝于耳。

空中的飞行表演精彩震撼，各类主

题展馆同样备受瞩目。航空展执行团

队工作人员介绍，近年来的航空展中，

长春市在室内展馆和室外展区设置了

航空模拟、航空科幻、航空科普、真机飞

行等沉浸式、互动式体验项目，体验场

地面积合计数万平方米，为广大观众特

别是航空航天爱好者和青少年学生提

供了多样的体验选择。

长春航空展的意义不仅于此。如

今，在国内看航空展，“南珠海，北长春”

这句口号愈发响亮，长春航空展成为知

名航空会展品牌，这也为长春的航空产

业带来了勃勃生机。近年来，长春市规

划建设了航天信息产业园、智能光谷产

业园、无人机产业园等航空航天产业项

目，培育了一批优质龙头企业和 200 余

家上下游配套企业，吸引了一批航空航

天领域的高科技企业和人才，航空航天

产业集群正在逐步形成。

步入模拟舱，佩戴上 VR 眼镜，沉

浸式体验一次完整的太空之旅；置身于

“三维滚环”，切身感受宇航员训练的艰

难与挑战……在长春市一家航天科教

文旅研学基地，航空航天模拟器等装备

吸引大批参观者前来体验。

“我们按比例复原了中国航天的明

星‘天和’核心舱，通过沉浸式互动体验，

让参观者直接接触并感受航天器的科技

魅力。”该场馆的负责人介绍，他们还在

场馆内展示航空航天科技的基本原理、

发展历程等，让更多人学习了解航空航

天知识，激发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怀。

据介绍，为了丰富教育阵地，长春

市军地结合城市建设资源优势，依托空

军航空大学航空馆、航空知识科普馆、

军事双拥主题文化馆等场馆开展空天

教育科普活动，让大家在亲身体验中感

受航空航天的魅力。

“最牛飞行学员班！一个班超半数

被录取为空军飞行员！……”今年夏

天，社交平台热传的一则消息冲上热

搜，让吉林省实验中学空军青少年航空

学校进入人们视线。

空军招飞局沈阳选拔中心领导介

绍，他们秉持“军地协同、共育英才、多

元支撑”的原则，在学校实施严格选拔、

超前教育，长春市教育局、科技局及市

科协还共同设立“长春市空天英才早期

培育计划”，军地共同创新探索军事飞

行人才的早期培育路径。自 2015 年以

来，该校已成功为人民空军输送 140 余

名飞行学员。

“‘航空城’已经成为长春市的城市

新名片。”长春警备区领导表示，多年来，

长春市军地围绕传承航空精神、弘扬航

空文化、发展航空产业、建设航空名城等

共同发力，推动航空航天产业高质量发

展，初步形成空地协同、上下游配套联动

的航空航天产业生态，空天航天领域逐

渐成为青少年追求梦想、实现自我价值

的平台，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在空天安全

教育的浸润中，树立了献身航空航天事

业的宏伟理想。

图①：长春市二道区人武部组织中

小学生参观航天科教文旅馆。

王 昱摄

图②：在 2023 年“空军航空开放活

动·长春航空展”，观众观看飞行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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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汽车城”到“航空城”——

北国春城又添新名片
■宋济舟 曲欣晗 本报记者 潘 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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