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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袁旖阳、李振华报道：新春

伊始，南疆军区某团派出官兵分赴新疆

和静县乃门莫敦镇的几个乡村，开展送

课进村活动，为乡亲们宣讲国家富民惠

民政策。

乃门莫敦，蒙古语意为八棵树，是一

个多民族聚居的郊区镇。近年来，南疆军

区某团与该镇结成共建帮扶对子，积极开

展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系列活

动，常态化开展送书、送医、送电影、送法

律、送科技“五下乡”以及兴教助学活动。

“我们积极拓展共建模式，改变以往

方 式 ，积 极 开 展 文 化 帮 扶 助 力 乡 村 振

兴。”该团领导介绍，去年以来，他们与乃

门莫敦镇签订文化帮扶共建协议，以机

关各党小组、连队党支部为单位，建立

“团帮镇”“营帮村”长期共建机制。在此

基础上，该团以兴教助学为重点，积极开

展结对帮扶、结对助学活动，资助困难家

庭学生，并利用节假日组织军营开放日，

邀请学生走进军营参观，在他们心田种

下爱党爱国爱军的种子。

在包儿布呼村，该团某营干部李晓

明向村党支部书记陈磊了解村里各户家

庭经济收入和受助学生学习情况，而后

挨家挨户看望困难家庭学子生活；在乃

门莫敦镇军民共建的图书馆和科技室

中，官兵与学生围坐在一起，阅读书籍，

分享读书体会……

该团还结合共建乡村建设实际，分批

次完善乡村基础设施。他们建立双拥文

化广场、帮助升级中小学硬件设施，并设

立专项奖学金和助学金，激发和调动学生

学习积极性。同时，该团积极参与农村基

础设施建设，联合驻地相关部门开展农副

产品产销对接工作，着力拓宽农产品的销

售渠道，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产业旺，文化兴，人心聚。细数部队

帮扶举措，镇党委书记王帅高兴地说：

“村民们能过上现在的好日子，离不开亲

人解放军的帮扶。在官兵的影响下，参

军报国、为国戍边成为村里越来越多年

轻人的目标和方向。”

“语文 100 分，数学 98 分……”正在

走访对点帮扶对象的某连主官刘广东看

到受助学生热依拉·玉山江的期末考试

成绩单时连连称赞：“孩子是祖国的花

朵，助力他们茁壮成长是我们义不容辞

的责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聚力兴教

助学，加大文化帮扶力度，持续关注受助

学生的学习生活情况，切实为他们解决

后顾之忧，为边疆乡村的振兴路积蓄更

多人才力量。”

南疆军区某团开展文化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兴教助学”情系边疆学子

本报讯 刘坚报道：“家乡开通

征兵体检‘直通车’，方便我们体检，

真是太给力了！”2 月上旬，返乡过年

的应征青年曹贵福来到江西省赣南

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南康院区的

常态化征兵体检站，经过一系列流

程，顺利完成征兵体检。

曹 贵 福 告 诉 笔 者 ，他 目 前 在 福

建泉州的一家企业实习，年前已在

网上报名登记，因工作原因未能赶

上集中体检。听说家乡设立了常态

化征兵体检站，可以为应征青年提

供 随 到 随 检 服 务 ，他 便 来 到 了 站

点。在工作人员指引下，他快速完

成各项检查。

“南康区适龄青年参军入伍热情

一直很高，但很多年轻人都在外地求

学、工作。”南康区人武部领导介绍，

经常有应征青年反映：完成报名后，

要从工作地返回老家参加体检、政治

考核，还可能对工作有影响。

针 对 这 一 情 况 ，南 康 区 征 兵 办

主动作为，依托辖区医院设立常态

化征兵体检站。据了解，该征兵体

检站占地面积约 6000 平方米，设有

视力、血压、心电图等 10 个体检功能

室，配置相应医用设备，器材齐全、

功能完备。体检站工作人员介绍，

征兵体检站常态化开放，应征青年

可以灵活安排时间，在远程线上申

报并通过兵役机关审核后，直接上

站参加体检。

“征兵体检站的所有科室均集中

设置在同一楼层、同一区域，各科室

摆放醒目标识牌、提示信息及相关合

格标准，让人一目了然、一站到底。

有了常态化征兵体检站，我们不用再

特地请假从外地往回赶，无论是工

作、学习还是生活，都更加从容了。”

应征青年朱上东为家乡这一新变化

点赞。

据介绍，该常态化征兵体检站每

日可承担 200 余人次的征兵体检任

务，自 1 月 20 日正式投入使用以来，

已有 400 余名应征青年参检，便捷高

效的服务受到应征青年和家长好评。

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

应征青年搭上体检“直通车”

2 月 1 日，广西阳朔县军地领导前往受表彰的陆军某部一级军士长廖国

金家中走访慰问。 李源俊摄

寒假期间，安徽省合肥市黄山路小

学礼堂，学生们集中观看红色电影《闪

亮的军号》。这是该市蜀山区“戎耀蜀

山”红色电影放映队进校园放映红色电

影、宣扬红色精神的一个场景。

2024 年 8 月，蜀山区人武部与退役

军人事务局、地方影业公司党支部联合

成立红色电影放映队，队员由退役军人

和双拥工作志愿者组成。

谈 及 成 立 红 色 电 影 放 映 队 的 初

衷，队长夏冬冬说：“我曾服役于武警

安徽总队某支队，支队荣誉室里收藏

着 一 根 被 压 弯 的 扁 担 。 记 得 刚 到 部

队时，新兵班长为我们讲述了这根扁

担背后的故事。”20 世纪 70 年代，该支

队前身部队的电影组放映员，用一根

扁担挑起放映机和电影胶片，行走在

坑 洼 不 平 、泥 泞 不 堪 的 土 路 上 ，为 驻

守 在 偏 远 山 区 的 官 兵 和 地 方 群 众 播

放红色影片，“扁担电影组”的美称传

遍巢湖之滨。该电影组 7 次被武警安

徽 总 队 评 为 先 进 单 位 ，连 续 6 年 荣 立

集 体 三 等 功 ，2000 年 荣 立 集 体 二 等

功。在部队服役期间，夏冬冬接过这

根弯扁担，成为“扁担电影组”第 10 任

组长。

时代在变，岗位在变，服务群众的

初心没有变。退役后，夏冬冬在一次社

区组织的观影活动中听一些老人说，他

们年轻时，村里经常放映露天电影。那

时，大家围坐在一起，讨论电影剧情、分

享英雄故事，好不热闹。如今，因为行

动不便以及场所受限，很难定期观看一

场红色电影，十分遗憾。听到老人们的

话，夏冬冬萌生了建立一支流动电影放

映队的想法。

在一次军地座谈会上，夏冬冬正

式提出建立红色电影放映队的建议。

没想到，有人提出异议：“现在网络这

么普及，还有必要专门建电影放映队

吗”“红色电影大多是老片子，观众还

爱不爱看”……“红色经典永远不会过

时。作为曾经‘扁担电影组’的一员，

我希望能用自己的技能，为红色影片

的传播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会上，夏

冬冬的一番话，得到大家的认同。

接下来，军地相关部门密切协作，

各显其能：蜀山区人武部充分发动民兵

踊跃报名，建强放映员队伍；蜀山区退

役军人事务局对接乡镇街道和辖区中

小学校，为放映搭设舞台，并联系专业

影业公司，为放映队提供放映设备和影

视资源……

“好多年没看过露天电影了，又有

了小时候的味道”“在家门口就能看到

最新的电影，真好”“小伙子，下次什么

时候来放啊”……每次放映电影时听

到这些感慨和赞美声，都让放映队员

们感到欣慰。

自“戎耀蜀山”红色电影放映队成

立以来，队员们陆续走进蜀山区各镇街

（社区）、驻军部队、辖区学校、企事业单

位放映，服务现役官兵、退役军人及其

他优抚对象、居民群众近万人，推动红

色经典辐射更多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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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梅河口市人武部

精准动员适龄青年
本报讯 陈德余报道：连日来，吉林

省梅河口市人武部抓住大学生返乡“黄

金期”，积极开展征兵宣传工作。他们通

过在年货大集设立征兵咨询台、组织立

功受奖退役军人深入适龄青年家中精准

宣传、邀请抗美援朝老兵与应征青年分

享军旅经历等方式，进一步激发适龄青

年参军报国热情。

辽宁省岫岩县人武部

开展安全知识培训
本报讯 吴振东报道：日前，辽宁省

岫岩县人武部扎实开展安全教育工作，

通过召开专题安全形势分析会，对新年

度安全工作进行了部署安排。同时，他

们开展一对一谈心谈话，切实掌握人员

的思想底数，并对相关设备、载体进行全

面细致检查，明确相关责任人，做到不留

隐患、不留死角。

山东省淄博军分区

拉动民兵应急分队
本报讯 魏延敏报道：近日，山东省

淄博军分区组织民兵应急分队拉动，从

指挥筹划、任务部署、行动展开及情况处

置等方面查找不足。此外，他们要求各

区（县）根据此次拉动情况，建立工作台

账、明确整改期限，引导所属人员严格按

纲施训，着力锤炼民兵应急分队快速反

应能力。

江苏省海安市

喜报送进“光荣之家”
本报讯 张志荣报道：春 节 期 间 ，

江苏省海安市人武部联合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组建送喜报小分队，陆续为 20 多

名海安籍立功受奖官兵家庭送上喜报

和“光荣之家”牌匾。据了解，该市把送

喜报、送温暖活动作为一项制度长效落

实，确保让军属感到暖心、让军人安心

服役。

元宵节前夕，甘肃省军区兰州第五离职干部休养所工作人员与老干部一起携手做花灯、闹元宵，共迎佳节到来。 许伟锋摄

立春时节，甘肃省武山县刘坪村处

处张灯结彩，远近鞭炮声声。穿过村口

小路，走到巷道尽头，是一处古色古香、

干净整洁的农家小院。小院门口，“中共

武山刘坪支部旧址”牌匾格外醒目。小

院里，刘坪村流动党员党课正在开讲。

“1935年 9月，中央红军陕甘支队进

入漳县，中共武山刘坪支部得知消息后

立即带领人员钳制陇西、漳县敌人，接

应中央红军跨过龙川河进入武山……”

年近古稀的义务宣讲员刘茂子一边结

合实物、图片，一边为大家讲述发生在

这里的红色故事。生动的讲解让党员

们深受教育，加深了对党史的了解。

1933 年春，受中共甘宁青特委派

遣，天水籍共产党员柴宗孔来到武山开

展地下工作，先后介绍刘茂子的三伯刘

尚恭和父亲刘尚谦等人入党，并在这座

院子的南屋建立了天水地区第一个党

支部——中共武山刘坪支部。自此，武

山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游

击战、掩护红军转移，进行了一系列艰

苦卓绝的斗争。

对刘茂子而言，这个小院不仅是刘

坪支部旧址，更是他的祖屋。刘茂子从

小在这里长大，他时常坐在屋檐下听长

辈讲支部发展斗争的故事，每每听到父

辈为掩护红军展开各种游击斗争时便

心潮澎湃。

“2015 年，我退休回到刘坪村，开

始搜集刘坪支部的红色资料，历时一年

整 理 编 辑 了《中 共 武 山 刘 坪 支 部》一

书。”刘茂子告诉笔者，2016 年 6 月，他

家祖屋被确定为中共武山刘坪支部旧

址，一年半后，武山县为刘坪支部旧址

举行隆重揭牌仪式。

“揭牌当天，我十分激动，毛遂自荐

当上了义务宣讲员。”揭牌仪式后，刘茂

子主动承担起义务宣讲的工作，为一批

批前来参观学习的人们讲述刘坪支部

的红色革命故事。

为讲好红色故事，刘茂子主动向其

他红色场馆讲解员、党史研究室专业人

员请教，学习普通话发音，反复研读讲

解稿，串联相关历史知识，不断对红色

故事深入挖掘、提炼，让人听懂那段历

史的“来龙去脉”。

“前来参观的人群年龄跨度大，上

至七八十岁老人，下至活泼好动的小学

生，要针对不同对象因人施讲，才能取

得好的宣讲效果。”每次讲解完毕，刘茂

子都要详细记录宣讲的收获感悟，反复

思考如何提升宣讲效果。为此，他着眼

不同受众精心准备多个讲解版本，比如

面对文博爱好者深入讲解党史知识，面

对中小学生则突出故事细节，增设提问

互动环节等。

寒来暑往，年复一年。随着红色旅

游热度持续上升，前来参观的人也日益

增多。有时忙起来，刘茂子连口水都顾

不上喝，但他乐此不疲，每次讲解都饱

含激情。他常说：“作为革命后代，当好

讲解员，传承好红色基因是我的职责所

在，每次看见观众能认真听完我的讲

解，我就感到这件事很有意义。”

截 至 目 前 ，刘 茂 子 已 累 计 讲 解

1600 多场次，受众近 10 万人次。“聆听

刘老讲述，就像读了一本厚重的历史

书”“讲得真好，又生动又感人，谢谢您

把这段历史讲给我们听”……刘茂子的

敬业和执着赢得了许多参观者肯定，也

坚定了他讲好红色故事的决心和信心。

院子里，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和

一面鲜红的党旗分插廊柱两边，在春

风中高高飘扬。党课结束后，党员们

意犹未尽，互相交流心得和感悟。刘

茂子站在屋檐下，欣慰地说：“红色历史

是我们的传家宝，任何时候都不能丢。

我会一直讲下去，把红色故事讲给更

多人听。”

甘肃省武山县革命后代、“中共武山刘坪支部旧址”义务宣讲员刘茂子—

“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刘 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