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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时分，甘肃省天水市民俗博

物 馆 内 仍 有 不 少 参 观 者 。 书 画 陈 列

区，两个年轻女孩被一幅雕漆画吸引，

驻足良久。雕漆画上，是 1935 年 8 月红

二十五军长征途经天水激战天水北关

的场景。

“将天水的红色故事融入非遗技

艺雕漆创造的作品中，不仅为非遗文

化注入新内涵，还增强了国防教育功

能 。”天 水 市 国 防 教 育 办 公 室 领 导 介

绍，全市现有非遗项目 700 余项，丰富

的非遗文化为创新开展国防教育提供

了更多载体。近年来，他们不断寻找

非遗文化和红色文化的契合点，鼓励

非遗传承人将长征精神、革命故事融

入作品创作，在传播推广非遗文化的

同时加强国防教育普及深化。

“雕刻时要注意底平整、线规矩、

锦纹均匀……”笔者走进天水市文化

馆，一场“雕刻红色岁月”雕漆手工体

验社教活动正在进行。学员们按照老

师的指导，选定革命历史场景或英雄

人物，根据设计制成胎型并反复涂上

漆层，再用刻刀精心雕琢，最后烘干打

磨。雕漆作品中，既有张辉、郭化如等

战斗牺牲在天水的英雄人物，也有红

军长征途经天水时强渡渭河、激战北

关等战斗场景，还有天水解放纪念碑、

天水大革命历史纪念馆等红色地标。

“自己动手雕刻出心目中的英雄形

象，我感到非常自豪，也很有成就感。”

学 员 王 洋 已 坚 持 学 习 雕 漆 技 艺 1 年

多。她说，在一次次制作雕漆作品中，

她感受到了非遗文化的魅力，也了解到

更多家乡的红色文化，更加珍惜今天来

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山川壮丽花儿艳，国防坚固心安然，

全体民兵心向党，国防教育永不忘……”

张家川花儿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在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无论

是田野上劳作的老翁、庭院里干家务

的 妇 女 ，还 是 读 书 的 少 年 、放 羊 的 孩

童，都会信口唱上几句花儿，不少民兵

更是传唱高手。人武部以此为契机，

在民兵队伍中遴选文化素质高、创作

能力强的民兵，编写红色曲词，以“教

唱+传唱”的方式开展国防教育，并唱

到校园、唱到社区，让更多的人在潜移

默化中接受国防教育。

非遗文化与国防教育“相遇”，不

仅让非遗文化焕发新生机，还拓展了

国防教育渠道。下一步，该市将继续

探 索 非 遗 文 化 与 红 色 文 化 结 合 的 更

多 可 能 性 ，把 非 遗 文 化 利 用 好 ，把 红

色文化弘扬好，进一步浓厚国防教育

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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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宋国春报道：“过去，组

织民兵进行轻武器实弹射击训练，需

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进行保障，

如今借助科技手段，不仅降低了安全

风险和训练成本，训练质效也得到有

效提升。”谈起民兵轻武器射击训练模

拟系统带来的新变化，吉林省洮南市

人武部领导感慨颇多。

过去，该人武部考虑到部分民兵没

有服役经历。为了安全起见，组织实弹

射击时，选派一批“保姆”上岗保障。

“小心谨慎防范风险非常必要，但

以牺牲战斗力为代价则万万不可。这

种做法，看似安全了，却直接损害了民

兵战斗力。”该人武部党委一班人深

刻认识到，消极保安全的训练方式必

须改变。经过充分调研论证，他们决

定引入轻武器射击训练模拟系统，让

科技手段助力民兵训练提质增效。

今年 6 月，轻武器射击训练模拟系

统投入使用。笔者走进模拟训练室看

到，民兵孙望正在进行自动步枪模拟

射击训练，他根据电子屏幕上的射击

效 果 提 示 ，调 整 射 击 姿 势 和 瞄 准 点

位 。“ 模 拟 训 练 系 统 的 枪 械 配 重 和 装

弹、瞄准、击发等操作流程与实装完全

一致，成为我们提高射击成绩的好帮

手。”孙望说。

“ 新 的 训 练 保 障 手 段 不 受 时 间 、

天 候 及 枪 支 弹 药 保 障 等 客 观 条 件 限

制，智能靶场为战斗力赋能。”该人武

部军事科参谋姜洪佳介绍，参训民兵

经过辅助训练后，射击课目及格率和

优秀率大幅提升。接下来，他们将继

续探索信息化智能化手段，通过模拟

训练、辅助训练器材进一步提升民兵

训练质效。

吉林省洮南市人武部借助科技手段为战斗力赋能

民兵训练有了智能靶场

参观军供厨房、观摩军事模型、品

尝军供食品……近日，广东省深圳军供

站组织公众开放日活动，吸引近百名市

民慕名前来。

“小小军供站如何保障千军万马？”

带着这样的疑问，市民们走进了参观的

第一站：军供站的智慧厨房。炒菜机器

人、多功能切肉机……一个个智能化制

餐 分 餐 设 备 让 大 家 眼 前 一 亮 ，每 小 时

1000 份的制餐速度更是生动诠释了小

厨房的大能量。

“制餐速度快，味道如何？”无论是

饱含红色记忆的“红军餐”，还是色香味

形俱佳的军供餐，亦或是为野战环境设

计的单兵食品，大家品尝后纷纷点赞。

为让市民们更好地感受“军味”，军

供站不仅在军事模型与武器装备展示

区，安排工作人员耐心讲解武器装备的

性能与用途，还准备了模拟射击体验环

节，让大家参与互动体验。

在开放日活动现场，记者还看到不

少现役军人携家属前来，他们除了品尝

军供食品，还对干净整洁的军供宿舍、

器材完备的文体活动中心、安静雅致的

图书室颇感兴趣。“作为军属，最担心的

就 是 他 们 在 任 务 路 途 中 吃 不 好 、睡 不

好 ，看 到 军 供 站 这 么 好 的 硬 件 服 务 设

施，我们放心了。”一名军属说道。

记 者 看 到 ，军 供 站 宿 舍 房 间 整 洁

温馨，还有定制的儿童拖鞋、老人乳胶

枕 等 生 活 用 品 ，从 细 微 之 处 透 露 着 对

军 人 的 关 心 关 爱 。 该 军 供 站 负 责 人

说 ：“ 为 充 分 利 用 军 供 宿 舍 资 源 ，我 们

每天提供 15 间宿舍，为现役军人、军队

文职人员及其随行直系亲属提供免费

住宿服务，凭有效证件可免费入住 2 天

（1 年 2 次）。”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全面提高服

务 保 障 水 平 ，并 适 时 通 过 开 放 日 等 活

动，加深社会公众对军供工作的认识，

持续激发社会爱国拥军热情。”该军供

站负责人说。

广东省深圳军供站举办公众开放日活动—

军供新景观 暖胃又暖心
■肖 兵 本报记者 孙兴维

本报讯 连巍、魏范超报道：初冬

午后，黑龙江省龙江县杏山镇六九分

场，46 岁的军属李恒仁坐在自家新房

炕头上眯着眼晒太阳，十分惬意。水

泥墙、玻璃窗，新房干净又亮堂。

两年前，李恒仁一家还住在破旧

的砖瓦房里。生活稍有起色后，他打

算翻盖新房，不料刚动工，左腿不慎被

石块砸中，盖房一事被迫搁置。

不久后，在北部战区陆军某部服役

的儿子李佳琦荣立三等功。龙江县人武

部工作人员送立功喜报时，了解到李恒

仁的窘境。该人武部领导当即上报县

委，并按照县委指示，积极协调有关部

门、动员社会力量，帮助李恒仁家顺利建

成新房。

在齐齐哈尔市，像李恒仁家一样

从“送喜报·摸信号”活动中受益的功

臣家庭已有百余户。

“军人执戈卫和平，军属是他们心

底最深的牵挂。”齐齐哈尔军分区领导

介绍，以往的拥军举措多囿于常规性

的走访慰问和优待，难以对功臣家庭

面临的个性化难题进行精准帮扶。为

此，该市军地于 2021 年创新开展“送喜

报·摸信号”活动，借为功臣家庭送喜

报之机，全面摸排功臣家庭生活实况、

经济状况、实际诉求等，精心构建详实

完备的家庭信息档案，为后续精准帮

扶提供信息支撑。

“目前，我市荣立军功的官兵共有

1301 名，其中需要帮扶的功臣家庭 119

户，完成帮扶的 38 户，正在帮扶的 81

户。”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介绍，

建档立卡后，每名功臣的家庭地址、联

系电话、经济收入等情况一目了然，困

难和诉求也清晰明确，他们开展工作

更有方向。

生活在富拉尔基区的军属张明琴

患糖尿病 10 余年，干不了重活，儿子参

军入伍后，丈夫便外出务工，家里自留

地的耕种问题成了她的“心病”。借助

“送喜报·摸信号”活动，人武部工作人

员了解到她家的现实情况后，为她送

来 了 一 剂“ 良 药 ”—— 拥 军 农 技 服 务

队。“从耕地、播种到打药、收割，服务

队的小伙子们不仅把农活全包了，干

完活还把家里收拾得利利索索才走。”

张明琴说，儿子探亲回家，她千叮咛万

嘱咐：市里这么照顾家里，一定要安安

心心干好工作。

“拥军农技服务队只是全市社会

化拥军力量中的一支。”该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领导介绍，“送喜报·摸信号”活

动开展以来，市双拥办积极发动 2100

余名党员干部，以及来自农业、医疗、

法律等领域的 120 余名志愿者，成立了

19 支拥军服务队，服务功臣家庭。

截至目前，拥军服务队已累计开展

拥军服务达 7300 余人次。“下一步，针

对体弱多病、腿脚不便、不会使用智能

手机的帮扶对象，我们将进行定期走访

和常态化联系，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

务。”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说。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开展“送喜报·摸信号”活动

精准帮扶情系功臣家庭

1111 月月 99 日日，，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望湖街道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望湖街道““心桥军嫂工作室心桥军嫂工作室””挂牌成立挂牌成立。。

工作室以辖区内各行各业的军嫂为主要成员工作室以辖区内各行各业的军嫂为主要成员，，旨在为全区军人军属及退役军旨在为全区军人军属及退役军

人解难帮困人解难帮困。。图为军嫂们为工作室挂牌图为军嫂们为工作室挂牌。。 纵纵 强强摄摄

本报讯 陈可欣、特约记者龙礼彬

报道：11月 6日 9时许，江西省吉安县油

田镇罗家村老兵罗瑞仁收到手机短信提

醒，发现银行卡上多了 2390 元，不禁会

心一笑，随即向“老兵代办员”周品瑞打

去感谢电话：“周站长，我的老年生活补

助到账了，你们的代办服务效率真高。”

罗瑞仁是一名农村籍老兵，今年

10 月年满 60 周岁，按照国家规定，符合

农村籍退役士兵老年生活补助标准。

彼时，油田镇“老兵代办员”周品瑞从

“帮带办”电子档案管理系统发现这一

情 况 ，但 迟 迟 未 收 到 罗 瑞 仁 的 申 请 。

上门询问后得知，那段时间罗瑞仁因

身体有恙没能出门。随即，周品瑞协

助他整理材料、填写登记表，并代他到

村、镇、县三级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

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有了‘帮带办’电子档案管理系

统，不仅老兵的满意度提高了，我们的

工作效率也大幅提升！”吉安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局长曾亮告诉记者，2022 年

起，全市推行“老兵代办员”服务机制，

为老兵解决急难愁盼，但在推行过程

中，逐渐暴露出诸如信息掌握不及时、

沟通不顺畅等问题。为此，他们升级

完善服务机制，建立“帮带办”电子档

案管理系统，重点关注全市 60 周岁以

上的退役军人、孤寡退役军人和行动

不便的伤残军人群体。

记者来到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打 开“ 帮 带 办 ”电 子 档 案 管 理 系 统 看

到，全市人口数量大或退役军人比较

集中的村（社区）均配备 2 名以上“老兵

代办员”。“偏远和退役军人较少的乡

村（社区），我们采取就近就便原则，指

定临近村或镇的‘老兵代办员’联系对

接。此外，每项交办事项上都标有负

责人、完成时限、完成情况、未完成原

因等信息。”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曾亮介绍，各级“老兵代办员”将

老 兵 需 要 代 办 的 帮 办 服 务 分 为 急 难

事、跑路事、烦心事，代办员受理后，本

级能够办结的事项即收即办，当面反

馈。如果遇到暂时无法解决的问题，

代办员会记录下来，及时反馈给相关

负责人，后续再跟老兵沟通。

10 月下旬，吉安县敦厚镇罗家村

的水稻进入收割期，望着一片金黄，家

里缺少劳动力的 65 岁伤残军人陈秋苟

却高兴不起来。就在他一筹莫展时，

村里的“老兵代办员”陈全根主动上门

问需，不仅为他协调了收割机，还组织

志愿者帮忙收割，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据 了 解 ，自 该 市 启 动“ 老 兵 代 办

员”服务机制以来，已先后为老兵代帮

办补助金申请、医疗咨询、法律援助等

事项 5000 余件。曾亮说，下一步，他们

将不断完善服务机制，持续将温暖尊

崇送抵老兵心坎。

江西省吉安市升级完善“老兵代办员”服务机制

温暖尊崇送抵老兵心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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