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脆甜的苹果，又送到了部队。

连续几年的苹果收获季，新疆巴

里坤县蒋业禄夫妻都骑着摩托车，给

某部官兵送去几大筐。

边疆河水清又甜。26 年来，蒋业

禄夫妻就像涓涓溪流，用朴实无华的

拥军行动滋润着边防官兵的心。

蒋业禄夫妻和解放军结缘，要从

一次感动说起。

1998 年夏天，我国多地发生洪涝

灾害。坐在电视机前，看到人民子弟

兵在抗洪一线舍生忘死堵决口的画

面，蒋业禄十分感动，心里想着为亲人

解放军做点什么。

可是，内地太远，那时候快递业

也不发达。蒋业禄把想法说给了妻

子吴艳梅。吴艳梅说：“既然是拥军，

心意最重要。咱就把这份心意献给

下马崖边防连的官兵吧！”

就这样，夫妻俩开始缝制鞋垫。

没 多 久 ，他 们 制 作 了 400 多 双 鞋 垫 。

一天，他们把沉甸甸的鞋垫装进尼龙

袋，再背上两个刚出炉的蒸饼，骑着摩

托车，朝下马崖边防连驶去。

天气阴沉，冷风飕飕。蒋业禄夫

妻光在路上花了近五个小时。到达

连队，他们已冻得瑟瑟发抖。官兵们

见状，深受感动，都觉得这份心意太

重了。

一 双 双 鞋 垫 不 仅 拉 近 了 军 民 的

心，也拓宽了蒋业禄夫妻的拥军路。

2009 年正月，蒋业禄到老爷庙边

防连慰问。交流中，他听官兵说，“连

队发电机出现故障，一些执勤战士没

看成春晚”。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蒋业禄想：

村里能人多，何不把乡亲们组织起来

组建一支文艺队，为官兵送演出呢？

回村后，蒋业禄就把这个想法说

给了村干部。大家一听是为解放军表

演节目，都很积极。

不到一个星期，声音浑厚的蒙古

族村民托尔根来了，能歌善舞的哈萨

克族小伙赛买提也来了……就这样，

一支“草根”文艺演出队建立起来。

虽不是科班出身，但演出队队员

技艺不俗，板胡、唢呐、冬不拉，样样

都 会 。 排 练 地 点 设 在 蒋 业 禄 的 家

中。从此，乐器的弹奏声常从他家小

院传出。

演出队队员多以轻便灵活的摩托

车为日常交通工具。目前，演出队已

骑行拥军上万公里，演出近百场。蒋

业禄家中一面墙上挂满“千里骑行边

防行”“拥军模范情系官兵”等锦旗。

这些年，蒋业禄夫妻主要靠务农

或干手工活来维持生计。尽管条件

有限，但不管部队有啥事，他们都全

力以赴。

一年冬天下大雪，蒋业禄接到某

部官兵电话，“老乡，能用下你家的电

焊机吗？连队的水管子破了。”

挂掉电话，蒋业禄搬起电焊机放

在摩托车上，就往部队赶。

那天，风雪很大，摩托车在路上哧

溜打滑。骑了两个多小时，蒋业禄才

赶到部队。看着破裂的水管，他顾不

得休息，拿起电焊机就和官兵一起作

业。等焊接完，蒋业禄的衣服早被水

花打湿，大衣的一角已被冻得僵硬。

不停歇的摩托车，沉甸甸的拥军

情。在蒋业禄和演出队队员的带动

下，更多群众加入拥军行列。

今年“八一”，社区工作人员和驻

地群众代表走进部队，送慰问品，跳

民族舞，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官兵的

感情。

鱼水情深，双向奔赴。如今，边防

建设越来越好，官兵也常常邀请蒋业

禄夫妻到连队做客，还帮助他们春播

秋收。

“不管官兵能帮我们做什么，我们

都很开心。”吴艳梅说，每当看到可爱

的边防官兵，她心里就很踏实，会油然

而生一种暖暖的感觉。她想，那是拥

军带来的幸福感。

新疆巴里坤县蒋业禄夫妻——

骑上摩托去拥军
■赵 斐 王梦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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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与国防

31 万、24.1 万、22 万……谈起近期

民兵微课播放量，湖南省韶山女子民

兵 宣 讲 队 副 队 长 毛 婉 瑶 最 大 的 感 受

是 ，“这 波 幸 福 来 得 突 然 而 又 猛 烈 ”。

月余之内，仅由该队制作的教育短视

频，已有 7 期阅读量超过“10 万+”。

10 月 以 来 ，湘 潭 军 分 区 、湘 潭 市

委宣传部联合拍摄制作红色景点、红

色人物、红色故事、红色文物、红色传

承“五红”系列民兵微课，引发较强反

响。

民 兵 政 治 教 育 是 民 兵 工 作 的 重

点。在网络和大数据技术加持下，不

少单位在教育形式上探索创新，推出

网络公开课、移动课堂、实景模拟体验

课等教育微课。可是，如何吸引民兵

“看过来”，并不容易。

湘潭的民兵微课缘何这么火？记

者前去探寻背后的奥秘。

善借“产学研”优势

“湘潭红色文化底蕴深厚，给民兵

微课‘破圈’奠定基础。”该市军地领导

对当地红色资源优势有着清晰认识。

“湘中灵秀千秋水，天下英雄一郡

多”。湘潭热土孕育了一代伟人毛泽

东，涌现出彭德怀、陈赓、谭政等开国

将 帅 ，以 及 罗 亦 农 、黄 公 略 等 革 命 先

烈。文旅部门统计，该市红色资源达

336 处，辖区内平均每 15 平方公里就有

1 处红色旧址。

守着如此“红色富矿”，军地部门

并没有止步不前。3 年前，该市对做好

红色教育进行顶层设计，印发《湘潭市

红色教育培训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

案（2022—2024 年）》，在全省率先成立

红 色 教 育 发 展 领 导 小 组 并 设 立 办 公

室，推动教育机制创新和配套建设，着

力打造特质更鲜明、品牌更响亮的红

色教育培训新高地。

这 3 年，该市军地提质修缮红色资

源点 32 处，与长沙、赣州等 16 个城市、

45 家红色教育管理单位和机构签约，

推动湘潭红色教育综合服务基地、韶

山学校思政基地等一批红培（研学）基

地投入使用，持续挖掘英模人物、红色

经典故事，打造“韶山红课堂”等教育

品牌。

大河涨水小河满。仅过去一年，

湘潭市民兵宣讲队、国防教育讲师团

累计宣讲 110 余场次，《您还记得吗》

《你的样子，就是今天中国的样子》等

微课在全省红色文化宣讲比武、“爱我

国防”主题演讲比赛中获得名次。

“‘ 五 红 ’微 课 取 材 广 泛 、制 作 精

良，获益于红色教育发展成果。”湘潭

市国防教育办公室负责人齐勇说，该

市红色文化“产学研”深度融合，人才、

技术、素材等资源富集，民兵微课制作

团队借梯上楼、事半功倍。

倾听“需求侧”心声

为什么是“五红”，而不是其他？

“民兵调整改革后，队伍类型明显

增多，人员组成更加多元，有青年科技

人 才 、科 研 院 所 教 授 、生 产 一 线 骨 干

等 ，学 历 、阅 历 、个 人 喜 好 不 尽 相 同 。

想要教育引起共鸣，须在关注点上取

好‘最大公约数’。”军分区领导说，湘

潭民兵有个特点，对当地红色文化格

外珍视，并引以为豪，这就是抓好政治

教育的锚点。

“五红”微课后期运维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后台留言中，类似“熟悉的场

景，熟悉的乡音”“还是咱们家乡红”等

回帖比比皆是，能明显看出湘潭民兵

对家乡红色文化的热爱，以及对传播

正能量、弘扬主旋律的认同。

“之前，我们曾走过弯路，开展教

育 时 习 惯 从‘ 供 给 侧 ’施 教 者 的 角 度

出发，而忽视了‘需求侧’受教育者的

感 受 。 特 别 是 网 络 微 课 ，开 放 性 、共

享 性 强 ，全 面 接 受 群 众 评 价 ，传 播 效

果 好 不 好 ，从 流 量 、留 言 上 一 眼 便

知。所以，民兵微课要注重体现群众

性，满足受教育者的共性需求。”齐勇

表示。

“有一次，一名民兵反映：民兵亦

兵亦民，既要精武装还要懂生产，能不

能讲一讲红色金融的历史，加深大家

对党的创业历程的了解。那一期，我

们就从党的第一个股份制经济实体入

手，讲述那段峥嵘岁月。目前，该视频

已收获 17.4 万的播放量。”一位参与制

作微课的民兵骨干说。

据悉，录制“五红”微课中，制作团

队广泛向老英模、基干民兵、退役军人

等群体征集意见，确定具体授课内容。

营造“兵教兵”氛围

“微课效果如何，关键看主讲人。”

军分区领导说，以往，民兵微课多由党

政干部、现役军人出镜。从教育实践

和传播效果看，以民兵为主讲的“兵教

兵”授课模式更有亲和力。

浏览该市推出的“五红”微课，记

者 发 现 ，这 些 微 课 主 讲 人 不 仅“ 专 业

化 ”，还“年 轻 态 ”。 主 讲 人 全 部 为 民

兵，来自全市各县区宣传部门、文旅行

业，平均年龄 25 岁。

据 了 解 ，为 储 备 教 学 力 量 、推 动

“兵教兵”模式落地，湘潭军分区先后

在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彭德怀纪念馆

等景点组建 5 支民兵宣讲队伍，并将其

纳入民兵思政骨干库。这些民兵宣讲

员到学校、机构接受专业培训，日常工

作在景区作讲解或宣传推介。

“ 民 兵 登 台 当 主 角 ，讲 身 边 发 生

的、说自己看到的，教育效果必然有保

证。但要把‘肚子里的东西道出来’，

需要能力支撑。”军分区政治工作处干

部介绍，业务培训仅能强化授课基本

功，主讲人要想“风景这边独好”，离不

开任务锤炼和经验积累。

“ 给 人 一 碗 水 ，自 己 要 有 一 桶

水 。”韶 山 女 子 民 兵 宣 讲 队 队 员 毛 冰

玉 说 ，在 讲 解 毛 主 席 睡 衣 的 故 事 时 ，

她并没有满足于现成的脚本，而是查

阅大量资料，提前做足功课。那期微

课，她收获很多点赞。

“ 我 是 民 兵 ，更 知 道 大 家 想 听 什

么。授课绝不是专业技巧的‘秀场’，

最好的方式恰是接地气。”毛婉瑶说，

她习惯在宣讲或讲课时，插入一些“湘

潭话”，让大家对故事留下深刻印象的

同时，更感到亲切自然、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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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曹基、胡永庆报道：近日，

安徽省天长市军地联合发布公告：自

2024 年 11 月起，全面取消该市军人卡

及拥军卡的窗口年度审验工作。

自 2019 年 1 月起，天长市实施现役

军人持军人卡（当地政府为驻地现役军

人办理的优待卡）、军属持拥军卡免费

乘坐城市公交政策，受到社会各界好

评。可是，每年 11 月，军人军属须持军

官证、士兵证、军属证等有效证件，到公

交公司窗口进行年审，这给持卡人带来

不便。

近年来，数字信息技术普及运用，

让社会服务保障更加便捷高效，有效改

善了市民出行办事的体验。天长市人

武部会同市交通、双拥等部门决定依托

政务数字化建设成果，采用线上大数据

交互比对的方式，对军人卡和拥军卡信

息进行验证更新，让数据多跑路，群众

少跑腿。

“ 小 小 优 待 卡 ，牵 动 万 千 心 。 要

想 把 好 事 办 好 ，不 能 粗 枝 大 叶 ，须 做

到 既 精 且 细 。”天 长 市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局负责人表示，取消“窗口年审”不仅

可以提高军人军属的满意度，还能减

少核验人员的工作量，更好地优化资

源配置。

据了解，为确保新政策顺利实施，

该市军地有关部门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采集退役军人信息、升级技术平台、组

织人员培训，还开发军人军属免费乘车

电子拥军码，推出更多快且准的验证

方式。

此外，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还设立咨

询电话，为军人军属提供指导帮助，确

保每一位军人军属都能享受新政策带

来的便利。

上图：军属王国芳展示军属证和拥

军卡。 曹 基摄

安徽省天长市军人军属服务保障工作更加便捷高效

“线上验”代替“窗口审”

本报讯 武鹏、叶正会报道：“小张

的思想、训练状态越来越好，新兵连干

部对他的表现很认可。”近日，江苏省沛

县人武部与某部联系，了解新兵张礼智

在部队的训练、生活情况。

张礼智家住沛县龙固镇，父亲患有

慢性病，母亲在家务农、打零工。到了

部队后，张礼智一直牵挂父母的身体状

况。上个月，他因担心父母农忙时忙不

过来，背上“思想包袱”。发现苗头后，

军地靠上前去做工作，帮他化解了心

事。

下半年入伍新兵下连后，沛县人武

部、退役军人事务局和镇、街道工作人员

组成 17支回访小分队，开展为新兵家庭

“登门送温暖”活动。得知张礼智家中情

况后，回访人员及时上报。紧接着，人武

部协调军地部门成立帮扶小组，定期派

人到他家探望，还通过县人力资源平台

帮他的母亲找到适合的兼职。

回访小分队也为其他新兵家庭解

难纾困，有的是提供法律援助、有的是

给予经济帮助。

“新兵是沛县的好儿郎。‘特别的爱

给特别的你’。他们有困难，我们就得

有行动。”人武部领导说，回访不仅要

“跑腿”，更要“走心”。他们每到一家都

了解新兵父母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对有

实际困难的家庭做好登记、建立联系

卡，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帮扶、落实优待。

回访中，工作人员还为新兵家庭悬

挂“光荣之家”匾牌、送去慰问品。

“家乡父老的关爱让我真正体会到

了‘当兵光荣’。”张礼智的一番话道出

许多沛县新兵的心声。

新兵刘元杰从父母打来的电话中

了解到家乡政府的拥军行动，备受鼓

舞。他说：“我一定刻苦训练，争取早日

立功，回报家乡父老的关爱。”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江苏省沛县开展为新兵家庭“登门送温暖”活动

近日，重庆市组织国防动员联训联考联评。图为民兵水上分队考核现场。

高效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