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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新闻

本报讯 王伟、特约通讯员张佳豪

报道：“冠县是一片红色热土，从抗日战

争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留下了刘伯承、

邓小平、陈赓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的战斗足迹……”初冬时节，在中共冠县

第一支部纪念馆内的《我们共产党人》雕

塑旁，红色讲解员、该县烟庄街道民兵营

教导员王运龙正在为前来参观的党员群

众讲红色故事。

近年来，该县人武部联合地方相关

部门，通过摸底调研，先后对中共鲁西

北地委旧址、中共冠县第一支部旧址、

赵健民旧居等 8 处党性教育教学点进行

改造提升。以中共冠县第一支部旧址

为例。2020 年，该县投入资金对其进行

修缮，并依托该旧址建设中共冠县第一

支部纪念馆。新建的纪念馆分为“长夜

觉醒”“星火燎原”“中流砥柱”等 6 个部

分，展现冠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的奋斗

历程。以该纪念馆为起点，8 处党性教

育教学点串联成线，形成“10 公里红色

教育圈”。

“这几年，慕名而来旅游‘打卡’的人

越来越多。”该县人武部领导介绍，为了

进一步扩大红色文化影响力，他们牵头

组建“红马甲”宣讲服务队、“梨乡巾帼

美”宣讲服务队、“西北葫芦”宣讲团等，

以“红色冠县，青春少年”为主题，举办了

百场红色经典故事会、百次红色研学活

动、百场红色家教家风报告会等“七个

百”系列红色教育活动；完成了“百场红

色地方党史流动课堂”“百场红色戏曲巡

演”“百场红色歌曲大合唱”等“五个百”

系列基层宣讲，惠及近 3 万名党员干部

群众。

该 县 还 把 红 色 资 源 与 郎 庄 面 塑 、

艺术剪纸等冠县非遗及特色文化相融

合，以红色资源为创意点，开发蕴含本

土 红 色 记 忆 的 文 创 产 品 ；策 划 推 出 大

型 红 色 舞 台 剧《金 字 匾》、红 色 沙 画 剧

《烈 火 中 永 生》等 文 艺 作 品 ，创 作 山 东

快 书《铁 骨 铮 铮 英 雄 汉》、蛤 蟆 嗡 小 戏

《红 月 亮》《血 井 红 霞》等 红 色 剧 目 ，营

造“ 处 处 是 课 堂 ，时 时 受 教 育 ”的 浓 厚

氛围。

山东省冠县军地整合当地红色资源开展国防教育

处处是课堂 时时受教育

“没想到家乡领导和父老乡亲不远

千里来看望我，请大家放心，我一定会

扎根军营、苦练本领，以优异成绩回报

家乡人民的厚爱！”不久前，山东济南某

部新训基地内，北京市昌平区阳坊镇籍

入伍新兵毛梓迅见到来自家乡的“亲友

团”，激动不已。

回访新兵是阳坊镇坚持多年的一

个传统。近年来，他们秉承“办实事、

解难题”的工作理念，常态化开展国防

教育，系统化组织解难帮困。今年以

来，在区人武部的指导下，该镇与多家

驻军部队单位开展拥军优属、拥政爱

民共建活动，通过举办双拥广场舞大

赛、建设双拥公交车站等举措，浓厚双

拥氛围。

不久前，昌平区委宣传部、区人武

部 举 办 2024 年 全 民 国 防 知 识 技 能 竞

赛，阳坊镇脱颖而出，荣获一等奖。“镇

里经常邀请部队官兵来社区宣讲，还组

织党员干部、青少年参观驻军部队，我

们 在 潜 移 默 化 中 了 解 了 很 多 国 防 知

识。”参赛选手杨昊手捧一等奖证书兴

奋地说。近年来，阳坊镇结合普法工作

组织开展国防法规进机关、进社区、进

村组、进学校、进企业活动，定期邀请驻

军部队官兵宣讲国防军事法规，通过军

民共学，提高国防知识全民知晓率、社

会普及率。

“生育报备、医院建档、产后登记、补

助申领，事事有回音、件件帮解难……”

从怀孕到生产，军属杨语芳逢人就夸社

区拥军政策好。杨语芳是阳坊镇“拥军

清单”的受益者之一。2023 年 7 月，该

镇为解决部队官兵及家属生活服务难

题，专门成立爱民社区居委会。挂牌以

来，社区在镇政府指导下扎实开展辖区

内军人军属信息核查，针对军人家庭就

业、子女入学、患病诊疗等现实问题，建

立登记台账，设立“拥军清单”，协调开

展解难帮困。

“您好，这里是爱民社区，请问有什

么可以帮您？”最近一段时间，这句询问

成为阳坊镇情暖官兵的款语温言。2

个月前，某部军官董向远的妻子和女儿

从外省随军到阳坊镇，家属落户、孩子

入学等问题成了他的“挠头事”。无奈

之下，他拨通了爱民社区的服务电话。

了解情况后，社区协调阳坊镇双拥办公

室和阳坊镇派出所第一时间对接相关

工作，很快办好了迁户口、转学籍等手

续。近年来，阳坊镇接收安置退役军人

4 人，家属随调落编 3 人、社会化岗位安

置 10 人，协调办理军人子女入学 35 人，

投入资金先后解决 17 栋军属房屋漏雨

问题，得到官兵好评。

近期，该镇正在筹划设立军人驿

站、打造惠军门店、建立社区拥军联系

点，依托社会力量扩大拥军优属“朋友

圈”，推动构建起军民同心、商户接力、

全民参与的双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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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刘军巧、罗伟力报道：“以

前看病只能去 100 公里外的体系医院，

平时小病不愿去、急病来不及，这项政

策解决了大问题。”日前，在四川省高县

人民医院，前来就诊的武警高县中队战

士胡澳然说。

去年初，县人武部、县退役军人事

务局、县财政局、县卫生健康局联合印

发《关于建立驻军部队现役官兵门诊和

急诊医疗保障机制的通知》，按照就近、

便捷、高效的原则，确定 2家县级医院和

2 家镇中心卫生院为定点医疗服务机

构，免费为驻军部队官兵提供门诊与急

诊服务，诊疗费用由县财政全额承担。

该医疗保障机制建立以来，累计为驻军

部队官兵提供医疗服务 400余人次。

笔者在医院大厅看到，胡澳然持就

诊单、军人证件前来导诊台咨询。经医

护人员核实身份、了解症状后，医院专

门为其开通军人优先绿色通道，提供优

先挂号、取药、检查、治疗等服务，并指

定一名医护人员全程协助办理，流程高

效便捷。

去年夏天，武警高县中队战士冯萧

在执勤时突感身体不适，该中队战士马

上将他送到县人民医院急诊。“幸亏送

得及时，否则不堪设想。”该中队队长李

佛林说。暖心政策解兵忧，大家表示，

要刻苦训练，以实际行动回报军地部门

的支持与厚爱。

四川省高县军地完善驻军官兵医疗保障机制

就近就医兵心暖

山西省朔州市平鲁区

深入开展普法活动
本报讯 李志龙报道：12月4日，山

西省朔州市平鲁区人武部联合区法院、检

察院、李林英雄民兵班等单位，进校园、进

军营开展普法教育。在街头巷尾设置法

治文化展板和咨询摊位，区法院、检察院

派出工作人员现场为群众答疑解惑。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

征兵宣传走进校园
本报讯 李钦存报道：近日，陕西

省宝鸡市陈仓区人武部深入辖区高校

开展“征兵宣传进校园”活动，通过设立

征兵政策咨询台、发放参军入伍明白卡

和征兵政策宣传单等，引导高校学子携

笔从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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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 是 中 央 红 军 长 征 出 发 90 周

年 ，也 是 湘 江 战 役 90 周 年 。 11 月 29

日，广西桂林市兴安县界首渡江遗址公

园，暖阳高照，碧水无波。一场庄严的

“英魂归根 信念传承”采土仪式正在这

里举行。

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

壮烈的一战，也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

存亡的关键一战。1934 年 11 月 27 日

至 12 月 1 日，连续突破三道封锁线的

中央红军转战广西桂林灌阳、全州和

兴安境内时，遭到国民党军队重兵围

追堵截。为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

主力渡过湘江，粉碎敌人围歼红军于

湘江以东的企图，上万名红军将士血

染湘江两岸。

默哀、鞠躬、读《告先烈文》……仪

式现场，礼炮鸣响后，19 名赣南籍失散

红军后代捧着用竹藤编织的篮子，到湘

江战役旧址采土。今天，他们将在这里

撷取浸染过湘江战役烈士鲜血的“英魂

土”，带回红军先辈们的家乡，实现红军

先辈英魂回归故土的夙愿。

记者在现场看到，失散红军陆献兑

的女儿陆翠英双膝跪地，泪眼婆娑，她

把竹篮放在一张铺开的红纸上，用手中

的小铲子，轻轻地挖取一铲泥土放进竹

篮里的布袋中。

在前往赣州的专车上，陆翠英把竹

篮紧紧抱在怀中。她的父亲陆献兑是

红五军团三十四师的一名班长，湘江战

役受伤后留在桂林。那时候交通不便、

信息不通，父亲直到去世，都没有回过

家乡于都。“带上这袋‘英魂土’，我就当

带着父亲和战友一起回老家了。替他

们看看家乡的亲人，看看家乡的变化。”

陆翠英念叨着。

桂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拥军优抚

和褒扬纪念科科长唐建能告诉记者，湘

江战役中牺牲了 2 万余名赣南籍红军

烈士，还有 40 余名红军因为受伤留在

桂林，并一直在当地生活，很多人再也

没有回过家乡。在湘江战役 90 周年之

际，桂林和赣州两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联合开展“红色根脉·故土情深”红军后

代回故乡活动，让红军先辈以这种方式

“回家”。“这是对烈士的深切缅怀，也是

对红色精神的传承。”唐建能说。

11 月 30 日，失散红军钟志福的儿

子钟良发起了个大早，这是他第一次来

赣州。有晨练习惯的他从住处出发，沿

街走了好几公里路，一边走，一边拍摄

沿途的景色。“这是父亲的故乡，我要把

这里的景色分享给我的家人。”钟良发

告诉记者，父亲钟志福是于都县罗坳镇

岩背村人，14 岁就跟随部队参加长征，

在湘江战役中身负重伤留在桂林，再也

没有回来过。

当天上午，“英魂归根 信念传承”

培土仪式在群山环抱的赣州市革命烈

士纪念馆举行。

记者在现场看到，参加过边境作

战、多次立下战功的老兵陈宏雄也来到

现场，他郑重地从钟良发手中接过“英

魂土”，缓缓洒在一个挖好的树坑里。

“赣南的红军先辈，欢迎回家！”说完，陈

宏雄举起右手，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活动现场，赣州市委宣传部、赣州

军分区政治工作处、赣州籍退役军人

代表，先后从 19 名赣南籍失散红军后

代手中接过从兴安界首渡口采集的浸

染红军先烈热血的“英魂土”，洒在赣

南红土地上，共同种下传承革命理想、

赓续红色血脉的“信念树”。数十名戴

着鲜艳红领巾的少先队员，捧着装满

江水的玻璃瓶，浇洒在刚刚种下的“信

念树”旁。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红军后代们先

后走进赣州市革命纪念馆、瑞金市“一

苏大”旧址、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地纪念

园等场所参观，了解赣州市革命历史，

追溯中央红军长征起源。他们按照父

辈祖籍分组，由当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带领前往祖籍地寻根问祖，与亲人团

圆。临走之前，他们不约而同取一抔家

乡土带回桂林，以告慰长眠他乡的先辈

在天之灵。

“这一路，我们回顾了父辈当年艰

辛的革命历程，更加深刻感悟到他们大

无畏的革命精神。”活动结束，红军后代

盘恩祥感触颇多，“虽然我年纪大了，但

作为红军后代，我有责任把这些红色历

史和精神好好传承下去……”

记者从桂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了

解到，近年来，该市对散落在桂北五县

（含灵川）各地的湘江战役失散红军后

代进行了广泛搜寻、摸排和走访，共核

实并确认湘江战役红军遗属 218 名，并

专门制订了《湘江战役红军遗属帮扶实

施方案》，明确规定由市政府在春节和

“八一”等节日定期走访慰问湘江战役

红军遗属。同时，联合爱心企业和志愿

服务团队常态化开展关爱红军后代活

动，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传递关怀

和温暖，引导全社会树立尊崇英雄、学

习英雄的风尚。

图①：“英魂归根 信念传承”采土

仪式现场。

图②：少先队员将玻璃瓶中的江水

浇洒在“信念树”旁。

唐云宽摄

广西桂林组织湘江战役失散红军后代回赣南寻亲—

“英魂土”滋养“信念树”
■本报记者 刘德安

①① ②②

日前，安徽省砀山县人武部开展民兵应急分队训练。图为民兵穿越“染

毒”地带。 李金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