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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块精美的‘精忠报国’御窑作

品，是专门为今年应征入伍的新兵准备

的纪念品……”寒假前夕，江苏省苏州

市相城区征兵办工作人员走进辖区高

校开展征兵宣传，一块刻有“精忠报国”

金色大字的御窑作品，吸引众多大学生

的目光。

“ 明 清 时 期 ，苏 州 陆 慕 地 区 专 为

宫 廷 烧 制 建 筑 用 砖 ，因 颗 粒 细 腻 ，质

地密实，敲之作金石之声，被称为‘御

窑金砖’。”相城区征兵办领导告诉笔

者，以金砖坯为材料制成特色征兵文

创产品，让古老非遗承载参军报国的

时代召唤，使这份入伍纪念品有了独

特寓意。

“当下，‘00 后’已成为兵员征集主

体，如何增强征兵宣传的针对性、吸引

力和感召力，是各级兵役机关必须直

面和解决的现实课题。”苏州市征兵办

公室主任介绍，2024 年下半年，他们提

前谋划，组织各县（市、区）兵役机关集

思广益，结合区域特色，推出一批广大

适龄青年喜闻乐见的征兵文创产品。

昆山市融合军旅元素、昆山特色，以动

漫的形式推出征兵宣传 IP——“强军

之鹿”卡通形象，并制作与之相关的征

兵宣传手册、宣传帆布袋和钥匙扣等

文创产品，采取摆摊设点、上门宣讲等

方式，发放到适龄青年和家长手中；虎

丘区利用镇湖绣娘资源，制作一批年

轻人喜欢使用和收集的书签、小挂件

等，其图案设计别出心裁，用可爱的女

兵配以灵动的蝴蝶、帅气的男兵手拿

小柿子等，寓意美满幸福、事事如意，

让征兵宣传温馨又接地气；吴江区制

作了契合年轻人审美特点的卡通士兵

手办等……这批各具特色的征兵文创

产品，一经推出便得到适龄青年和家

长喜爱、追捧。

“这个军味文创卡通太可爱了，一

看到它，我就感觉和军营更近了。”笔者

在张家港市沙洲职业工学院征兵宣传

台前看到，一群大学生拿着征兵文创产

品，爱不释手。

“请问，我不是这所学校的，可以在

这 里 报 名 并 领 取‘ 强 军 之 鹿 ’小 公 仔

吗？”在昆山市登云科技职业学院操场

一角，一名外校大学生拿着征兵文创产

品急切地等着征兵工作人员的回答。

当天活动现场，像这位同学一样的外校

大学生来了不少，他们了解征兵政策、

现场报名并领取相关文创产品。

“不忘初心写忠诚，豪情满怀颂强

军”“为国防添彩、让青春出彩、展男儿

风采”……看着文创产品上的宣传口

号，应届大学毕业生李聪说：“这些话直

戳心窝，我一定报名应征，不给青春留

遗憾！”

据介绍，在用特色文创产品赋能征

兵宣传的同时，常熟市征兵办为有参军

意向的适龄青年赠送军旅书籍，让他们

了解部队、了解军人，坚定从军报国信

心；吴中区征兵办工作人员走进苏州城

市学院，把征兵宣传融入趣味抢答，让

同学们在欢声笑语中了解征兵政策，增

长国防知识。

“征兵宣传有温度，应征报名有热

度。”苏州市征兵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告

诉 笔 者 ，一 块 御 窑 作 品 、一 个 军 味 卡

通、一个士兵手办，都是传递苏州温度

的“征兵宣传员”，有效激发适龄青年

从军报国热情。

江苏省苏州市特色文创赋能征兵宣传—

宣传有温度 报名有热度
■张立安 杨海生 曹金轶

“有为青年立志从军固国防，热血

男儿精忠报国筑长城”“绥化青年志气

高，投身军旅献青春”……春节期间的

黑龙江省绥化市，大街小巷弥漫着浓浓

的年味。除了大红的灯笼、喜庆的春

联，随处可见的征兵宣传横幅和标语格

外醒目。

“虽然利用新媒体开展征兵宣传时

尚快捷，但传统手段也不过时。”绥化市

征兵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介绍，绥化是

农业大市，农村人口多，对于适龄青年

家长尤其是农村中老年人来说，他们关

注更多的还是报纸杂志、广播电视、标

语口号和宣传册页等传统宣传形式。

全市各级兵役机关在实践中感到，征兵

宣传既要与时俱进，用好年轻人喜闻乐

见的新媒体新方式，也要考虑农业大市

的实际，用好传统手段。这样，两者互

为补充，相得益彰，实现征兵宣传的多

渠道、多手段、全覆盖。

漫步该市北林区兴和朝鲜族乡兴和

村，朝汉双语征兵宣传横幅和标语随处

可见，村委会公告栏内张贴着朝汉双语

征兵政策解读，村广播喇叭里滚动播放

着区领导写给返乡大学生的一封信……

市征兵办领导告诉记者，在农村用

横幅、标语和广播喇叭宣传征兵最直接

明了。此外，《绥化日报》开设有《国防

视点》专版，市、县两级广播电视台开办

有《国防视线》和《国防星空》专栏，再加

上城市中心、车站、商超等人流聚集地

的电子大屏以及手机短信，让国防教育

和征兵宣传无处不在。

“老佟家的孩子真出息，在部队立

功啦！”这天上午，望奎县海丰镇宽头村

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县委、县政府和人

武部领导带领秧歌队，来到该村现役军

人佟志远家中，送上立功喜报和奖励

金，并悬挂“三等功臣之家”光荣匾。记

者在现场看到，送喜报队伍中还有县融

媒体中心的记者，他们不仅全程直播，

还让佟志远的家人与他所在部队进行

了视频连线。

“‘云直播’送喜报活动，在全市各县

（市、区）已成常态。”军分区领导告诉记

者，新年春节期间，尽管当地气温已低

至-30℃，但“云直播”送喜报活动热火

朝天。各地都把这一活动，当作最好的

征兵宣传，党政军领导齐上阵不说，还通

过新媒体广泛造势，营造“一人当兵全家

光荣、一人立功全村光荣”浓厚氛围。绥

化学院应届毕业生李宝瑞线上全程观看

佟志远的喜报送达仪式后，兴奋地对父

母说：“如果我今年能当上兵，将来一定

也要让你们享受一下这待遇。”

据介绍，在“云直播”送喜报的同

时，该市政府网站、政务微信公众号等

新媒体持续发布二等功以上绥化籍现

役军人先进事迹。一个个投身强军实

践的绥化籍优秀军人形象，通过网络走

进千家万户，走进百姓心中，成为征兵

宣传代言人。

“传统手段与新兴方法结合互补，

走新又走心，实现征兵宣传的全覆盖和

最佳传播效果。”市领导介绍，近 3 年，

绥化市兵员征集任务数和贡献率始终

位列全省前三，军分区动员处 2023 年

被评为全国征兵工作先进单位。

黑龙江省绥化市多措并举推进征兵宣传—

覆盖全方位 走新又走心
■孙朝慧 谷建新 本报特约记者 乔振友

近日，安徽省淮北市征兵办统一在全市出租车车顶灯箱循环播放征兵宣

传标语，成为一道流动的风景。 张景波摄

日前，辽宁省康平县征兵办工作人员在冰雪马拉松现场发放征兵宣传材

料、讲解征兵政策。 于跃洋摄

“李师长，我带儿子来给您扫墓

啦。托您的福，自从我们一家跟着您

从大山里迁出来后，政府在烈士纪念

园给我安排了工作，日子一天比一天

好……”前不久，广东省乐昌市梅花

镇红七军革命烈士纪念园，廖聪济带

着儿子廖汪洋清除掉杂草、清洁完墓

碑后，坐在红七军二十师师长李谦烈

士墓前说起了自己的近况。

1931年 2月的一天，2名红军战士

抬着一名重伤员敲开了廖家大门。他

们是从梅花墟突围出来的红七军官

兵，希望能在廖家暂住疗伤。得知来

意，廖聪济的祖父廖文成毫不犹豫将 3

人安顿在家中。由于大山里缺医少

药，那名受重伤的红军不到半个月就

牺牲了。陪护的两名红军离开廖家前

告诉廖文成，牺牲的人叫李谦，是红七

军二十师师长，只有23岁，并写下一张

字条，简要记述李谦在此疗伤的经过，

恳请廖文成看护好李谦的遗骨，待革

命胜利后再来找他。廖文成欣然答

应：“请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守护的！”

一句承诺，一生守护。廖文成将

李谦的遗体埋在自家屋旁，也不敢刻

碑文，一直默默守护着。“答应红军的

事一定要做到！”临终前，他将守墓的

任务交给了儿子廖更新。

那时，住在大山里的廖聪济一家

日子过得并不宽裕，一年到头，也只有

过年时才能吃上一顿肉。“当年，尽管

家里经常野菜当饭，但像清明、中秋、

春节这些节日，李谦烈士墓前的红烛、

高香都没断过。”廖聪济回忆说，“在我

记忆中，李谦烈士就是我们的亲人。”

“父亲慢慢变老，身体越来越差，

我要接过守护的接力棒。”2005 年，

在外打工的廖聪济回到老家照顾年

迈的父母，也接过了守护李谦烈士墓

的担子。

2009 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

文物部门在对红七军梅花镇战役临

时指挥部旧址莲花祠的普查过程中，

确认了李谦烈士墓。至此，廖家三代

孤守红军烈士墓数十载的故事才为

世人知晓。2010年 12月，李谦的遗骸

被迁入乐昌市在梅花镇新建的红七

军革命烈士纪念园，与他当年曾经血

洒粤北大地的 500多名战友重聚。

“不能让默默奉献的人吃亏！”乐

昌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介绍，李谦

遗骸迁入纪念园一个月后，廖聪济被

聘为纪念园管理人员，一家人也随之

被安排迁出深山。2020年，该纪念园

划归新成立的乐昌市烈士陵园服务中

心管理后，廖聪济被转为乐昌市退役

军人事务局工勤人员。

青山深处埋忠骨，九十余载守诺

言。随着廖聪济一家三代守护红军

烈士墓事迹的广泛宣扬，2019 年，廖

聪济入选“中国好人榜”。此后，他又

先后获得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

奖、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个人

等多项荣誉。

说完话，廖聪济起身拿起毛笔蘸

上朱砂，在墓碑上仔细描红。很快，

上面的五角星就鲜亮起来……

上图：廖聪济带着儿子廖汪洋擦

拭清洁李谦烈士墓碑，并为墓碑描

红。 黄晓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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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郑冬平、黎帅报道：“正在

比对你的人脸信息，请正对摄像头。识

别成功……”近日，在四川省阿坝军分

区民兵战备器材库（室）智能化建设成

果观摩活动现场，集人脸识别、密码识

别等技术于一体的智能门禁系统和库

（室）智能管理系统，在汶川县民兵仓库

管理员的介绍演示下，让与会人员眼前

一亮。

“人工管理物资器材，每类物资的盘

点、补充、更换至少需要 2 至 3 小时。”军

分区领导告诉笔者，民兵战备器材库

（室）点多面广、管理多头，不仅技术标准

难统一，也增加了管理成本。党委一班

人决定利用推进基层武装部正规化建设

契机，以打造集基础数据、出入库登记、

调拨管理和数质分析于一体的智能化管

理系统试点为抓手，统一技术标准，提高

智能化建设水平，降低管理成本。

笔者在现场看到，随着集红外探

测、温湿度监控、智能巡更、震动报警、

指纹人脸门禁、视频监控等功能于一体

的智能化管理系统的“入驻”，民兵战备

器材库（室）“脱胎换骨”。

“智能化系统的引入，为各级民兵

仓库管理员准确、及时、安全管理战备

物资器材提供了有力支撑。”该军分区

领导表示，下一步，他们将充分运用试

点建设成果，全力推进民兵战备器材库

（室）智能化建设，切实提高管理效能和

安全系数。

四川省阿坝军分区打造民兵战备器材库（室）智能化建设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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