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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周明、丁时伟报道：“当

前，地区安全热点问题此起彼伏……”

近日，湖南省醴陵市人武部领导围绕

周边安全形势，给市委党校科级进修

干部上了一堂精彩的国防教育专题辅

导。从 2021 年起，国防教育就成为该

市委党校干部培训班的必修课。

“领导干部是国防教育的‘关键少

数’，既是受众又是组织者，落实他们

的国防教育，就牵住了全民国防教育

的‘牛鼻子’”。醴陵市国教办领导说，

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平时分散在各行各

业、各个岗位，不容易集中组织开展国

防教育，利用党校培训契机开展国防

教 育 ，人 员 、时 间 、内 容 、质 量 都 有 保

证。为此，他们协调市委组织部、市人

武部等相关部门联合制定《关于把国

防教育纳入党校教学体系的意见》，明

确党校开授国防教育课的职责以及经

费保障、师资配备等相关问题。

“长期的和平环境，让我平时只专

注于抓经济建设，对肩负的武装工作

投入精力不够，今后一定认真履行国

防义务。”听完授课，国瓷街道党工委

副书记周伟祁表示。

在醴陵市委党校，笔者翻看今年

各类干部培训班教学计划发现，无论

是科干班还是中青班，都安排有国防

教育课。教学计划中明确提出，每个

班次学业结束时，所有学员都要参加

国防教育相关考试，成绩进入个人档

案，作为晋升使用的必要条件。

为了提升授课质量，醴陵市委党

校协调市人武部打造了一支由醴陵籍

军队离退休干部、国防科技大学和省

委党校专家教授等组成的国防教育讲

师团，为党校干部培训班授课。3 年多

来，该讲师团成员先后为 10 余个班次

的 2000 余名学员授课。

醴陵市委主要领导表示，下一步，

他们将加大经费、师资力量等方面的

支持，不断提升市委党校国防教育课

的质效。

湖南省醴陵市着力提高领导干部国防意识

国防教育成为培训必修课

3 月 10 日，一场特殊的捐赠仪式在

辽宁省沈阳市抗美援朝烈士纪念馆举

行。在庄重的乐曲声中，藏在抗美援

朝老兵韩文仕体内 70 余载的 17 块弹

片，被轻轻放入展柜。

去年 10 月 23 日，韩文仕走完人生

最后一程。在江苏省徐州市殡仪馆，

工作人员整理骨灰时，发现 17 块大小

不一的金属残片。接过弹片，韩文仕

长女韩艳萍哽咽说：“我们只知道父亲

头部和胸部各有一大块疤痕，谁知竟

有 这 么 多 弹 片 ，这 么 多 年 遭 了 多 少

罪。”

据子女们回忆，韩文仕晚年时常

因胸痛、头疼彻夜难眠，却坚持不去医

院检查。他说：“这都是老毛病，睡一

觉就好了。”面对 17 块弹片，他们才恍

然 大 悟 ：原 来 ，父 亲 多 年 身 体 疼 痛 的

“罪魁祸首”，竟然是这 17 块弹片！

1923 年 4 月，韩文仕出生于河北省

迁西县后韩庄村，15 岁参加八路军，18

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期间，

韩文仕先后任战士、连长，参加过著名

的百团大战；解放战争期间，参加过浑

源县城攻坚战、代县攻坚战、张家口追

击战等重大战役。1950 年，他随部队

入朝作战，参加过文登里战役和金城

反击战。

“父亲右胸有一个碗口大的疤痕，

他说那是‘胜利勋章’。”次女韩晓宁翻

开泛黄的立功证书，上面记载着韩文

仕 4 次负伤、3 次立功的传奇。但他们

从未想到，那些“勋章”背后深藏着 17

块弹片——直到火化炉的烈焰揭开这

个秘密。

1980 年 11 月，韩文仕从吉林省吉

林军分区副司令员岗位上离职休养。

离休后，他始终不忘一名老党员本色，

积极发挥余热，走进大中小学校，为学

生们讲述红色故事和革命传统，还被

多所高校聘为校外辅导员。“父亲总是

说，他不是英雄，真正的英雄都留在战

场上了。”韩艳萍回忆道。

与 17 块弹片一同捐赠的还有一枚

枚奖章、纪念章：华北解放纪念章、抗

美援朝纪念章、和平万岁纪念章、独立

功勋荣誉章……在烈士名录墙的见证

下，这些特殊“军功章”被永久珍藏。

“父亲一直念念不忘曾经浴血奋

战、出生入死的战友们。”韩艳萍在捐

赠仪式上说，“今天，他们终于在烈士

纪念馆团聚。”

沈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陈

立波轻抚展柜玻璃说：“每块弹片都是

活的历史教材——告诉孩子们今天的

幸福生活是革命先辈用生命换来的。”

此刻，阳光穿透纪念馆穹顶，静静洒在

17 块弹片上，仿佛在诉说那一段段荡

气回肠的英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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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0日，

从韩文仕体内

取出的 17块弹

片 、军 功 章 和

立 功 证 书 ，在

辽宁省沈阳市

抗美援朝烈士

纪念馆展出。

汪子昱摄

清明节前夕，海军某部预备役人员整

齐列队，来到驻地烈士主题公园开展祭扫

活动，深切缅怀革命先烈。

右图：预备役官兵向革命烈士献花。

上图：预备役官兵脱帽默哀。

黄炫昌摄

大 海 边 ，沙 滩 上 ，风 吹 榕 树 沙 沙

响。早春的北部湾畔，人们在海边嬉

戏，女民兵们巡逻海港。看着眼前和

谐景象，广西北海市地角女民兵连首

任 连 长 龙 先 兰 情 不 自 禁 地 哼 唱 起 了

《渔家姑娘在海边》。

提起这首歌，人们首先会想到拍

摄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一部老电影《海

霞》。殊不知，老一辈的地角女民兵，

也是该电影讴歌的原型之一。

1963 年 10 月，地角女民兵连正式

组建，来自地角人民公社 4 个渔业大队

的 80 名渔家姑娘成为首批民兵。组建

之初，女民兵们的主要任务是守卫海

防、维护稳定。如今，这支光荣的民兵

连已经完成 12 轮新老交替。

弹指一挥间，60多载风风雨雨。栉

风沐雨中，地角女民兵连前行的步履铿

锵。在该连荣誉室，记者看到了一代代

地角女民兵接续奋斗的足迹——她们

自力更生，加强连队自身建设，被评为

“全国民兵预备役工作先进单位”；心

系驻地经济社会发展，积极参建援建，

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定期到

党政机关和企业院校宣讲红色故事，

阐释国防政策和法规，被评为“全民国

防教育先进单位”……

2024 年，该连被中共中央、国务院

表 彰 为“ 全 国 民 族 团 结 进 步 模 范 集

体”。同年 9 月，以该连为原型创作的

话剧《阿珍“红”了》火热公演。指着一

张拍摄于广西南宁的话剧演出照，年

事已高的龙先兰满是感慨。

“ 那 个 时 候 ，《海 霞》红 遍 大 江 南

北 ，人 们 牢 牢 记 住 了‘ 海 霞 ’这 个 称

呼 ，那 可 是 一 代 人 的 记 忆 啊 ！ 如 今 ，

《阿珍“红”了》又火了。我想，这不是

巧 合 ，也 不 是 潮 流 回 归 ，这 是‘ 海 霞 ’

精 神 强 大 生 命 力 的 见 证 ，是 一 代 代

‘ 海 霞 ’坚 定 信 念 、埋 头 苦 干 、永 葆 本

色的写照。”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到了 20 世

纪 80 年代，随着民兵工作方针调整，地

角女民兵连由基干民兵连改编为普通

民兵连。

该连第七任指导员杨国凤回忆：

“名称变了，任务变了，可是在地角女

民兵心目中，‘海霞’还是那个‘海霞’，

她们依然每日迎着朝阳早早出发、用

心守护着港口的角角落落。连队依然

按照平时能劳作、战时能打仗的要求，

把各方面建设不断向前推进。‘南海前

哨红色娘子军’的旗帜依然是北部湾

人们心目中值得骄傲的一抹亮色。”

2023 年，一则消息突然传来，不仅

让整个地角民兵，甚者连整个广西民

兵都为之一振——经上级批准，地角

女民兵连由普通民兵连调整为基干民

兵连。新时代，为“海霞”吹响了新的

冲锋号。

随即，在上级指导下，该连确定了

海湾安全守护队、海岸应急救援队、海

防教育宣讲队、“海霞”解难服务队的

发展定位，确定了“应战应急尖兵、行

业领域先锋、国防教育阵地、人才培养

摇篮”的建设目标。

“现代化边海空防建设不仅需要

一腔爱国热情，更需要一身过硬的专

业 本 领 。”该 连 现 任 指 导 员 曾 德 尚 介

绍，在民兵连调整改革中，军地领导都

秉承一个认识，那就是今日“海霞”必

须向新求变：聚焦新域新质战斗力提

升，阔步迈开由传统民兵力量向新型

支援保障打赢民兵力量转型的创新发

展之路。

整组工作中，她们紧盯应战应急

所需，深挖动员潜力、广揽技术骨干人

才。在地角女民兵连新年度整组大会

上，直升机飞行员、快艇驾驶员、网络

工程师、安全工程师、专业潜水员、医

护工作者等技能人才整齐列队、接受

点验，往日清一色的“渔家姑娘”变成

了全市各行各业的“巾帼精英”。

集中训练，女民兵们全员、全时参

与。综合训练场上，刺杀操、匕首操等

基础训练课目，与无人机操作、海上巡

逻 、应 急 救 援 等 专 业 课 目 交 替 进 行 。

与驻军单位挂钩联训，她们叫响“战士

能吃的苦，我们也能行”的口号，主动

要求向军人训练标准看齐。合同训练

场上，她们摸爬滚打，不管是一身汗，

还是一身泥，无人叫苦、无人掉队。

女民兵林建聪的母亲曾是地角女

民兵连的一员，看着女儿强化训练后

愈加干练的样子，她欣慰地说：“从你

的身上，妈妈看到了当年我们训练的

样子。”

“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地角

女民兵不爱红装爱武装，用汗水淬炼

硬功，靠拼搏磨练斗志。

某重要目标防护演练，该连实装

参加，队员们高效协同、密切配合、科

学处置，一举通过检验；北海市海域发

生 4.2 级地震，该连闻令而动，紧急组织

疏散受灾群众；港口某区域突发火情，

巡逻女民兵发现情况后，靠过硬的专

业素养成功化解险情，确保港内渔船

安全。

该连现任连长曾璇说：“一代民兵

有一代民兵的使命，一代民兵有一代

民兵的担当。作为新时代的‘海霞’，

我们不仅有信心、有能力守护好前人

的荣耀，更有信心、有能力去创造属于

自己的荣光。”

“ 渔 家 姑 娘 在 海 边 哎 ，练 呀 练 刀

枪……”迎着朝阳，地角女民兵开始新

一天的练兵。海风吹拂下，那一面满

载功勋的连旗猎猎作响。

左上图左上图：：地角女民兵连举行升国地角女民兵连举行升国

旗仪式旗仪式。。 张晨莹摄

昔日海边练刀枪 今朝支援保障忙
—记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地角女民兵连

■肖先云 本报记者 贾二兵

新时代的民兵在哪里？
在希望的田野上，操作植保无人机，为农作物喷洒农药；在沿河

的大堤上，携带精密仪器，仔细探测水底管涌渗漏；在车间的工作台
前，编程、建模，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赋能生产……平时，他们是新
农人、技术专家、高级技工；战时，他们就是支前保障的后备先锋。

民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武装组织，是我
国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是人民解放军的助手和后备力量。进入新
时代，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焕然一新，民兵组织体制一新、结构
一新、格局一新、面貌一新。

看，部队演训场，基干民兵嵌入联合作战编组，为打胜仗提供支
援保障；新兴领域，民兵编组向新兴产业深化拓展，科技高地孵化出
新质力量；乡村振兴战场，民兵带领乡亲们发家致富，成为美丽乡村
建设的“领头雁”……

一个个传统民兵营连换羽新生，一支支后备新锐竞相涌现，一
批批民兵骨干淬火成钢。新时代，后备力量应战应急能力正在实现
跨越式发展，为打赢新时代人民战争奠定坚实基础。

本报自即日起开设“新时代中国民兵风采”栏目，展现新时代民
兵建设风貌和发展成果，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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