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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时节，追思怀远。清晨，福建

省武平县大禾镇上湖村 40 余名村民身

着素装，踏着当年红军的战斗路线，前

往大禾上湖红军烈士陵园祭扫英烈，随

后转赴各自家族宗祠祭拜先祖。在该

村，“先悼英烈 再祭家亲”的传统，已经

延续了近 90 载。

大禾上湖红军烈士陵园内，晨雾

未散。青松翠柏间，镌刻着万永诚、龙

腾云等 300 余名烈士姓名的英烈墙肃

穆矗立。陵园中央高耸的红军烈士纪

念碑前，村民们手持黄菊、抬着花篮，

挎着盛有三牲、米粿等祭品的竹篮，沿

青石台阶拾级而上。村民代表仔细擦

拭碑文，全体村民肃立默哀，向英烈三

鞠躬。

“1935 年 4 月，原中央苏区福建省

委书记兼福建军区政委万永诚、福建

军 区 司 令 员 龙 腾 云 率 部 在 此 浴 血 奋

战 ……”上湖村长者邓阿公诵读的祭

文 ，将 人 们 的 记 忆 拉 回 到 90 年 前 。

1935 年春，原中央苏区福建省委完成

掩护中央红军长征任务后，在上湖村陷

入敌军重围，干部战士奋勇杀敌，用生

命践行了“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的誓言。战斗结束后，上湖村村民冒死

收殓散落山间的红军烈士遗体，并在村

里修筑了两座无名冢。自此以后，每年

清明节，村民们在祭拜先祖前，先到烈

士坟前上一炷香。久而久之，祭奠烈士

的队伍逐渐壮大，“先悼英烈 再祭家

亲”逐渐成为上湖村的传统。

2012 年 以 来 ，武 平 县 筹 措 资 金 ，

依 托 两 座 无 名 冢 修 建 红 军 烈 士 陵

园。经不断完善，陵园现已建成红军

烈士纪念碑、烈士事迹陈列馆、英烈墙

等 主 体 建 筑 ，并 挂 牌 红 色 教 育 基 地 。

每逢清明节等重要节日，村民自备三

牲、香烛等，来到红军烈士纪念碑前，

祭奠长眠在这里的革命先辈。该村唯

一一所小学——上湖村小学也把该陵

园作为红色教育重要阵地，经常组织

学生为烈士献上自制花圈 ，现 地 接 受

红色教育。

曾作为红军临时指挥所的邓氏家

族宗祠，如今也成为红色教育的重要

场所。“这里放着我们邓家守护了 90 多

年的‘传家宝’。”邓氏后人、上湖村民

兵营长邓良胜小心翼翼拿出一个檀木

匣，取出用 3 层油纸包裹的苏维埃收据

凭证。泛黄的毛边纸上，“兹收到上湖

自然村缴来长条一个”的字迹已有些

褪色。“这凭证是从我太叔公邓维清手

上传下来的。”邓良胜介绍，太叔公原

是上湖区下湖乡苏维埃主席。20 世纪

60 年代，弥留之际的邓维清把这张凭

据 交 给 长 子 邓 端 景 保 管 ，并 叮 嘱 道 ：

“祭祖时，一定要记得祭红军。”如今，

这份嘱托经几代人传承，成了邓氏家

族的家训。

红色村规一脉相承，尚武氛围日

渐浓厚。近年来，上湖村参军入伍人数

持续增加。前不久，武平县上半年新兵

起运前，入伍新兵专程来到大禾上湖红

军烈士陵园祭奠烈士。“作为从老区走

出去的兵，我要接过先辈的枪，为强军

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该村入伍大学

生新兵钟荣鑫说。

“红军战士以血肉铸就今日山河，

我辈当以赤诚守护不朽忠魂。”上湖村

党支部书记钟福荣介绍，近年来，该村

致力于探索将红色教育与家风传承相

结合，通过“烈士陵园讲党史、宗祠学堂

传家风”等形式，以“国魂家脉”双重祭

祀体系，让年轻一代感悟家国同源的精

神内涵。

福建省武平县大禾镇上湖村“双祭”传统延续近90载岁月—

先悼英烈 再祭家亲
■林 坤 本报特约记者 徐文涛

“没想到，来这里赏花，顺便还能体

验模拟武器装备，聆听战斗故事，真是不

虚此行。”3 月 22 日，浙江省台州市黄岩

区市民陈先生携家人到东城街道王林洋

社区油菜花田游玩，正赶上该区人武部

开展“金黄花海映国防、热血青春筑长

城”国防教育主题活动。

“当前正值油菜花盛放期，让国防教

育与生态文旅相互融合，金色花海与迷

彩方阵相映成趣，便于构建全民国防教

育新场域。”黄岩区人武部领导介绍，王

林洋社区的百亩油菜花田是当地热门的

春日游玩打卡地，每年都能吸引众多市

民前来赏花、春游。今年，他们结合油菜

花季，现地设置国产武器仿真模型展览、

VR 模拟空战体验舱、国防知识闯关、老

兵故事会等区域，通过“实景展示＋科技

互动＋情感共鸣”三维模式，让参观者收

获“看得见、摸得着、能互动”的沉浸式国

防教育体验。

新式坦克、福建舰、歼-20 等 110 多

件国产武器装备模型整齐排列，形成移

动国防教育矩阵，许多家长和孩子围着

模型兴奋地讨论着它们的名称和功能；

1∶22 比例的高超音速导弹车模型搭载

AR 增强现实系统，市民扫码即可观看

实弹发射全息影像；福建舰航母模型电

磁弹射装置动态演示区，“军迷”们通过

触控屏实时模拟舰载机起降流程……

“我们致力于运用科技手段，将国防

知识进行具象化呈现。”该活动技术负责

人介绍，现场还设置了 VR 模拟空战体

验舱，单日体验人数超 300 人次。

“隐身涂层材料的主要成分是什么”

“ 电 磁 弹 射 相 比 蒸 汽 弹 射 的 优 势 有 哪

些”……在国防知识闯关区，200 道涵盖

国防科技、军事历史、安全形势的题目引

发答题热潮。活动还开设“未来指挥官”

沙盘推演课程，由退役军人担任教官，指

导前来体验游玩的青少年学生开展红蓝

对抗模拟训练。

“这张照片里藏着 32 处弹孔，每个

弹孔都是忠诚的勋章……”老兵故事会

现场，参战老兵王天道讲述了他的两位

战友——黄仲虎和杨启良的英雄事迹。

在“时空对话”环节，工作人员运用全息

投影技术再现了“孤胆英雄”杨启良和

“一级战斗英雄”黄仲虎的战斗场景，配

合现场爆破特效，让游客身临其境感受

战场环境。

“从静态展示到动态交互，从单向灌

输到双向奔赴，多样的全民国防教育载

体，提升了全民参与的热情。”黄岩区人

武部领导介绍，下一步，他们将持续探索

打造春季“花海筑长城”、夏季“军营开放

日”、秋季“国防科技节”、冬季“老兵故事

会”的“四季国防教育生态链”，形成全年

度国防教育链条。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探索全民国防教育新模式——

国防展台设在金黄花海
■张雨兴 王 颖

本报讯 李强、温超报道：“别看这

座小楼不起眼，70 多年前在这里召开的

会议，影响着解放战争的走向！”3 月下

旬，在中共中央东北局梅河口会议会址

前，吉林省梅河口市人武部职工潘勇绘声

绘色地为基干民兵讲述这座小楼的历史。

近期，该市人武部致力于挖掘当地

红色资源，采取现地游览参观、VR 线

上体验、拍摄红色微视频、邀请老兵讲

故事、推出红色精品课程等多种形式，

通过通俗化讲解、情景化展现、立体化

传播，开展红色主题教育。

“围绕这次参观经历，我拍摄了一

组视频素材。后期，我会通过剪辑做成

系列红色微视频，扩大传播范围。”市人

武部文职人员杜佳晟对摄影、剪辑都很

在行，一直想通过镜头展现家乡红色文

化，这次得以大展身手。

吉林省梅河口市人武部

现地教育形式活

“我叫车永杰，是居住在铁诺社区

的一名居民。此刻，我怀着感激的心

情，介绍一位默默奉献的退役军人——

薛强同志热心助人的事迹……”近日，

陕西省铜川军分区、铜川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同时收到了一封表扬信。与以往

不同的是，这封表扬信是由盲人居民车

永杰的口述整理而来。平实质朴的文

字，讲述了退役老兵薛强 10 余载坚持

为他提供帮助的暖心故事。

2011 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在铜川

市一家公交公司上班的退役军人薛强，

结识了因病视力受损却坚持打工自力

更生的车永杰。被车永杰坚强乐观的

性格所感染，薛强开始照应他的生活，

经常上门帮助打扫卫生、修理家电。一

来二去，二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薛强

这个人做事利落又细致，一看就是当过

兵的人。”车永杰说。

然而，随着病情恶化，车永杰视力下

降，基本生活难以自理。薛强郑重向他

承诺：“好兄弟，你不要担心，我会帮你。”

在之后的日子里，他成了车永杰的腿和

眼睛。下班闲余时间及周末节假日，薛

强主动为其代购药品、办理相关手续、照

料起居。这一帮，便是 10多年。

2020 年冬日的一天，车永杰突发

疾病，全身浮肿、高烧不退，薛强得知后

立即找车带他去医院。“那天他用轮椅

推着我，楼上楼下跑了好几个科室，陪

我做检查、输液、取药。整整一天下来，

没有一句怨言，临去上班前还反复帮我

核对用药说明。”回忆过往的点点滴滴，

车永杰语气中满是感激。

此后，车永杰因病情加剧彻底丧失

行动能力，薛强跑前跑后为他申请慢性

病补贴、安装专用轮椅。“他严格按照医

嘱将每顿要吃的药按剂量分装成小包，

还贴了盲文标签，我一摸就知道该吃哪

种。”无微不至的照顾，让车永杰感动不

已。说起这些事，薛强只是摆摆手：“他

以前多爱干净多坚强的一个人，我不能

让他过得将就。”

1990年 3月入伍的薛强，服役期间，

多次受到嘉奖。当过兵的人，骨子里刻

着责任。10余载光阴匆匆而过，薛强不

间断照顾车永杰，很少因私事推脱。正

如车永杰在信中所写：“他的坚持和奉献

让我深深感动，也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真

正的军人品格。他让我相信，有种情谊

比亲兄弟更亲。”一直想做些什么感谢薛

强的车永杰，有天听一则见义勇为的新闻

广播时，突然想到可以给薛强“写”一封表

扬信寄给相关部门。为此，他特意瞒着薛

强，托社区朋友帮忙记录口述内容，并打

印寄出。于是，便有了开头的一幕。

“你这样做图啥？”每当有人问起

这个问题，薛强总是回答得很朴实：“看

到有困难的人，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如

今，他依然每天下班后先去车永杰家打

扫、备餐。窗台上整整齐齐的药包，衣

柜里按季节分类的衣物，无声记录着这

段超越血缘的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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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意融融，在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

三道堰镇马街社区水稻种植区，来自成

都市农业农村局、四川农业大学的农技

专家在区人武部工作人员陪同下，深入

田间地头开展调研。他们不时俯身察看

秧苗长势，围绕农药喷施注意事项、农田

管护等方面一对一为农户答疑解惑，并

提出可行性建议。

“这可是人武部给我们请来的‘帮扶

导师’，有他们助力，我们心里很踏实。”

在一旁记录病虫害防治要点的村民杨

林，道出了现场不少农户的心声。

2019 年，郫都区人武部对马街社区

开展对口帮扶。从那时起，社区一有大

事小情，总会出现“迷彩绿”身影。

马街社区地处水乡，一方面有着地

势平坦、土壤肥沃、水源充足的农业资源

优势，同时也受限于土地规模小、分布零

散等不利条件。为此，该区人武部通过

土地流转的方式，集成 600 亩耕地，引入

新型农机设备，致力于打造以水稻为主

要粮食作物的现代化粮食产区。针对社

区内多条沟渠长期被淤泥堵塞，且数量

不足以灌溉全部土地的实际，人武部邀

请农技专家现地考察，投入帮扶资金完

善土地配套设施建设。如今，一条 3.5 米

宽的硬化路穿田而过，长达 4 公里的灌

溉沟渠四季水声潺潺，滋养着粮田，也浸

润着村民的心田。

“水稻产量同比大幅增长，大家的信

心和干劲更足了。”去年，在马街社区举

办的“稻谷丰收节”上，社区党委书记邓

薇薇说。

郫都区人武部还将民兵嵌入社区网

格治理体系，吸纳村（社区）干部、优秀网

格员加入民兵队伍，对应网格选派 5 至 8

位民兵组建“民兵基层社会治理班”，既

能充分发挥民兵“人熟、地熟、情况熟”优

势，又能及时掌握辖区社情民意，适时开

展政策宣讲、治安巡逻、卫生整治、民生

帮扶等活动。“农户张临军的收割机损

坏，需人手帮忙收割。”一次，民兵班长甘

波收到社区农户求助信息，第一时间集

合民兵队员和社区工作人员赶赴菜地进

行抢收作业，避免经济损失。

一年之计在于春。正值春耕时节，

考虑到该社区外出务工人口较多，粮田

耕种压力大，该人武部成立“民兵助农小

分队”，将社区汇总的土地分摊为每日任

务，由乡镇专武干部带队深入田间地头

帮助翻耕、起垄、育秧等，为 100 余户困

难家庭和缺少劳动力家庭解决春耕难

题。“我们多干一点，村民就轻松一些。”

民兵李小平乐呵呵地说。

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人武部多措并举助力乡村振兴——

田间地头涌现迷彩身影
■刘锐峰 本报特约记者 冯 超

本报讯 乔晶晶、周晓星报道：近

日，78 岁的烈士遗属赵子杰在家人陪

同下，为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杏花村街

道退役军人服务站送来一面锦旗。提

及服务站工作人员几次上门帮助解决

困难的事，赵子杰由衷说道：“他们像家

人一样亲！”

“烈士是为祖国和人民牺牲的，照顾

好他们的家人，我们责无旁贷。”庐阳区

人武部领导告诉笔者，辖区内部分烈士

遗属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子女外出务工

等原因，平时面临很多困难。为做好烈

士遗属服务保障工作，自 2019 年起，该

区建立“烈属关爱档案”，定期梳理摸排

烈士遗属现实生活情况，为他们提供力

所能及的服务和帮助。

该区人武部联合退役军人事务局

出台相关措施，对因长期失业、罹患重

大疾病、遭遇突发事故等原因导致家

庭困难的烈士遗属及时发放临时困难

救助金，并指定专人建档立卡，做好后

续帮扶；按照“社区周探望、街镇月走

访、县区季联络”思路建立常态化联络

服务机制，重点关注高龄、失独、失能

烈属，定期开展卫生清扫、上门巡诊、

精神慰藉等活动，帮烈士遗属解难题、

办实事。

庐阳区人武部领导介绍，年初以

来，他们结合上半年征兵宣传工作，组

织部分烈属进校门、登讲台开展红色宣

讲，有效激发适龄青年参军报国热情。

他们还积极邀请烈士遗属参加“八一”

军地座谈会、大型文艺汇演、表彰仪式，

组织辖区中小学、企事业单位、老兵联

合会等团体和遗属一道开展烈士祭扫

活动，营造缅怀先烈、铭记英雄、尊重烈

属的良好风尚，不断提升烈属尊崇感、

获得感、幸福感。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

建立“烈属关爱档案”

正值春茶采摘黄金期，贵州省兴仁市两万亩茶园面临用工紧张。市人武

部组织民兵成立助农服务队，助力春茶采摘。 黄秀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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