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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

市一个不大的居民小区里，有一栋黄

色墙面的两层办公楼，门口处“老兵之

家”4 个红色大字格外醒目。走进这栋

楼，左边墙面展板上写了这样一段话：

“寻访健在老兵 600 余人，收集整理革

命故事 4000 余份，深入学校、部队、社

区开展宣讲 900 余场……”

没见到“老兵之家”服务中心党支

部书记徐淑子之前，记者很难想象这

样庞大的工作量，竟是由这位退休职

工、古稀老人发起并长期坚持的。

2002 年，徐淑子退休后赴北京照

顾年迈的母亲。闲不住的她除了看护

母亲，一有空就读书看报。2005 年，正

值 纪 念 中 国 人 民 抗 日 战 争 胜 利 60 周

年，徐淑子在报纸上看到许多自己从

未听闻的革命先烈事迹。素有剪报习

惯的她，在整理报纸上刊发的新闻报

道 时 ，萌 生 了 一 个 想 法 ：收 集 英 烈 事

迹，让更多人了解并记住那些英雄。

此后，徐淑子为了搜集资料，四处

寻找旧报纸和旧照片，经常到旧货交

易市场“淘宝”，还多方打听寻找健在

的参战老兵。

2012年，徐淑子回到延边。一次偶

然机会，她结识参战老兵金英实，了解

其战斗经历后深受感动。延边曾是抗

日战争时期东满特委的根据地、抗美援

朝的前沿阵地。革命战争年代，当地优

秀儿女抛头颅、洒热血，为人民解放事

业立下不朽功勋，素有“山山金达莱，村

村烈士碑”之称。在延边，像金英实一

样的参战老兵还有很多，他们身上可歌

可泣的动人故事值得挖掘。于是，她决

定重点整理这些参战老兵的事迹。

起初，由于不会上网，徐淑子用最

笨的办法——走街串巷挨个社区打听

寻访参战老兵。每找到一位老兵，她

记录下老兵事迹，并把老兵的照片贴

在 A4 纸上，让老兵在纸上签字，留下双

手掌印，同时附上老兵的军功章照片，

做成一份老兵专属档案。

这些年，随着整理的老兵故事越来

越多，徐淑子把资料分别以“永远的丰

碑”“抗美援朝老兵集锦”“我与老兵合

影专辑”等命名，分类存放。

寻访过程中，不少老兵提出：希望

有一个交流的平台，加强战友间的沟

通联系。2017 年 7 月，徐淑子在当地相

关部门支持下，在延吉市进学街道文

庆社区成立延吉市首个“老兵之家”服

务中心，为参战老兵、复转军人、伤残

军人、困难军人家庭提供困难帮扶、生

活照料等服务。

在这个“家”，老兵郑今顺和战友金

星 实 ，时 隔 70 多 年 得 以 相 见 ；在 这 个

“家”，烈士之女李金顺，知道了她年幼时

出征后没能回家的父亲安葬在何处……

老兵和烈属们也积极回馈社会，先后受

邀走进 70 余个社区和中小学校开展红

色宣讲，服务群众达 5000余人次。

走出“老兵之家”，记者又看到那

块墙面上的展板。展板上的数字还在

不断更新，已奔波近 20 年的徐淑子同

样未曾停下追寻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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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蔬果种植收益 180 万元，

发展特色种植产业大有可为”“葡萄供

不应求，我们可以扩大种植规模，提高

产量”……立春过后，春寒料峭，江苏省

扬中市新坝镇新安村村委会会议室内

一派热烈的讨论氛围。退役军人、村党

委书记陶杰和 30 余位村民代表围坐在

一起，为村里 2025 年发展出谋划策。

别看现在村里产业发展得有声有

色，几年前，村民还因种植分散、规模

小，缺乏统一流通和管理渠道，收入不

高而发愁。

当兵 5 年退役后，陶杰返回家乡。

2020 年，经上级党委政府安排，陶杰担

任新安村党委书记。

“要发挥特色产业优势，让小农户抱

团集群发展。”彼时，正值扬中市面向全

市优秀退役军人开展“村官培养”工程，

刚刚走马上任的陶杰立刻报了名。培训

期间，导师不仅为他安排乡村振兴、产业

发展、基层治理等课程，还组织技术人员

走进田间地头手把手指导帮带。

学成归来，陶杰尝试建立“龙头企

业+农民合作社+专业户+特色农产品”

发展模式，聚力发展蔬果产业、特色文

旅项目，让新安村村集体收入稳步增

加，2024 年达到 270 万元。

如今，像陶杰一样活跃在扬中市各

个村（社区）的“兵支书”共有 35 名。“退

役军人经过部队多年培养，不但思想政

治素质过硬，而且吃苦耐劳、甘于奉献、

敢试敢闯，正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宝

贵资源。”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赵斌

介绍，2019 年以来，扬中市结合村委换

届，将一批有能力、懂技术、会管理的退

役军人吸纳进“两委”班子，并通过“村

官培养”工程，引导“兵支书”成为带领

群众致富奔小康的“领头雁”。

“村官培养”工程围绕基层治理、乡

村振兴、“三农”问题等内容进行专题授

课；组织观摩乡村治理典型、乡村振兴

示范点、农业特色产业项目等；安排讨

论交流，共同探讨农村边角地利用、“空

心村”孤寡老人照护和留守儿童教育等

共性问题；搭建“兵支书之家”、乡村致

富夜校、军民集结号等远程教育平台，

让“兵支书”学有参照、做有方向。

“2019 年我刚上任时，不少村民反

映，一直以来种植的银杏苗木价格一路

走低，市场前景堪忧。”退役军人、立新

村党委书记肖胜说，“报名参加了‘村官

培养’工程乡村振兴课程后，我的知识

储备提升了，视野开阔了。培训结束，

我结合市场导向和村里的自然资源优

势，引导村民尝试种植牡丹、白芍等中

草 药 ，当 年 中 草 药 亩 产 就 达 到 260 公

斤，每亩纯收入 1.2 万余元。”

扬中市军地还对优秀退役军人实

施动态帮扶培养和考察，及时将考核合

格、热爱农村、勇于奉献的优秀苗子纳

入“兵支书”后备人才库，随时可供选

拔。目前，扬中市储备“兵支书”后备人

才 282 人。此外，他们还实施“学历升

级”工程，帮助“兵支书”改善知识结构，

锻造过硬本领。

军地联合共育，让想建功立业的

“兵支书”找到新战场。该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领导介绍，下一步，他们将继续

统筹好资金、平台等资源，在基层退役

军人村干部精准化培养、专业化管理、

多重化激励等方面重点发力，培塑好扎

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兵支书”队伍。

江苏省扬中市军地联合共育“兵支书”—

“村官培养”推进乡村振兴
■李成蹊 储 楠

“1945 年春，渤海区掀起大参军运

动 ，仅 广 北 县 5 个 区 3 天 就 有 3145 名

青壮年报名参军……”在山东省东营

市东营区革命军事馆，退役军人李宏

宇 深 情 讲 述 1945 年 渤 海 区 大 参 军 运

动往事。

“关键时刻，爆破队长侯登山用胸

膛将炸药包紧压在墙上，把围墙炸开 3

米多宽的豁口……”在东营市三里庄

红色教育基地，退役军人李鹏辉带领

参观者回顾三里庄战役。

“面对失去理智的犯罪分子，我一

边安排警力与他谈判，一边带领特战队

员悄悄接近目标……”在东营市广饶县

实验小学国防讲堂上，退役军人薄歆宁

分享从歹徒刀下解救人质的故事。

立春时节，3位不同年龄、不同工作

岗位、不同人生经历的老兵，用红色宣

讲传递同一个心愿：深化全民国防教

育，点亮黄河尾闾之地爱我国防的簇簇

星火。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东

营市“爱我国防”主题宣讲队成员。

“退役军人政治素质高、专业技能

强、作风纪律好。”该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领导介绍，近年来，他们充分发挥退

役军人优势，按照自愿、择优、公益原

则，遴选出 100 余名优秀退役军人组成

“爱我国防”主题宣讲队，除常态化对

接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大中小学等

组织团体需求开展“点单式”宣讲外，

还结合学生军训、“开学第一课”、重要

纪念日等时间节点送课上门。

“爱我国防”主题宣讲队依据退役

军人服役经历、专业特长等优势共划

分为 4 个宣讲团：以参战老兵为主体的

“老兵故事宣讲团”，以军事素质过硬

的优秀退役军人为主体的“军事拓展

教练团”，以有安全员、卫生员、消防员

经历的退役军人为主体的“安全技能

培训团”和以模范退役军人、最美退役

军人、红色教育场馆讲解员为主体的

“英模事迹宣讲团”。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保存下来的旧

军装、军功章和弹片……春节期间，在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城街道文兴社

区举办的“军魂荣光”军事主题展上，

120 余件承载红色记忆、流淌红色血脉

的战场物品，吸引市民的目光。

现场，“英模事迹宣讲团”成员张

吉旺给大家讲述革命先烈英勇奋战的

故事，先烈们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精

神让市民深受感动。“军人的奖章勋章

最吸引我，因为那是他们用牺牲和奉

献换来的。我要向他们学习，遇到困

难 不 逃 避 ，遇 到 难 题 不 放 弃 ，努 力 学

习，长大后争取为国防事业作贡献。”

一名参观学生说道。

此外，为进一步拓展宣讲阵地，该

市还深挖当地革命历史文化资源，面

向 社 会 征 集 红 色 物 件 、红 色 档 案 等

2300 余份，打造牛庄镇、西李村等 6 家

红色退役军人服务站，作为开展红色

宣讲的重要场所。

截至目前，“爱我国防”主题宣讲

队累计开展红色宣讲 3000 余场次，宣

讲时长超 15000 小时，受众人数达 7.5

万 人 。 该 市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局 领 导 介

绍，下一步，他们将结合八一建军节、

学校开学季、烈士纪念日等重要时间

节点，深入开展“同心共筑强军梦”“大

手拉小手”等红色宣讲活动，持续推进

国防教育走深走实。

山东省东营市发动退役军人开展国防教育—

“爱我国防”点亮簇簇星火
■王志辉 韩仁杰 刘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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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一号’是我国制造的第一

枚导弹……”近日，在江西省吉安市吉

州区庐境园社区北门街道国防科技科

普驿站，该街道专武干部欧阳武一边

指导孩子们拼装导弹模型，一边为他

们讲述国防知识。

“这样的活动既能锻炼孩子的动

手动脑能力，又能激发他们学习国防

知识的热情，既有趣味又有意义！”陪

同孩子前来的家长郭华强说。

“吉州区国防教育基地众多，但多

以展板、实物陈列等传统方式为主，与

群众的互动性不强，感染力不够。”吉

州区人武部领导介绍，为此，他们联合

区委宣传部、区科协等单位，充分利用

社区驿站的可拓展空间，将体验感丰

富的“国防课堂”设在群众身边。

“北门街道国防科技科普驿站前

身为区科协科普站，有科普和休闲的

双重功能，成为‘国防课堂’试点的首

选地。”北门街道书记杨丽介绍，“国防

课堂”每周开设一次，邀请人武部官兵

及宣讲能力强、热爱国防事业的退役

军人前来授课，深受家长和孩子喜爱。

白塘街道利用社区“青年民兵之

家”邀请参战老兵、立功受奖退役军人

定期开展国防教育宣讲；马铺前社区成

立“吴季良家庭红色博物馆”，展示 9 旬

爱国老人吴季良数十年抢救上万件红

色文物的故事……北门街道试点成功

后，各街道社区纷纷发挥自身优势，打

造形式多样的“国防课堂”。

“下一步，我们计划创新国防教育

方式方法，持续把国防知识送到群众

身边。”该区人武部领导说。

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

“国防课堂”设在群众身边
■刘 思 本报记者 郭冬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