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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吧，新征程号角吹响，强军目标

召唤在前方……”日前，凯里军分区利用

民兵训练间隙组织“唱响主旋律、奋进强

军路”歌咏比赛，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旋律

响彻云霄。

“这个女民兵可真不一般，白天带领

群众发展生产，晚上带领民兵们巡逻护

寨……”从江县人武部文职人员吴家海，

将曾受到毛泽东同志亲切接见并授枪的

优秀民兵代表梁松美的先进事迹改编成

一 段 说 唱 ，激 励 大 家 知 责 尽 责 、勇 担 使

命，博得满堂彩。

该军分区领导介绍，近年来，他们将

国防动员文化延伸到演训一线、渗透到

应战应急任务一线，将国防教育内容搬

上舞台，结合不同岗位人员特点，深入开

展 岗 位 练 兵 活 动 ，叫 响“ 我 的 岗 位 我 负

责、岗位有我请放心”等口号，通过喜闻

乐见、丰富多彩的文艺形式，推动国防动

员文化进入思想、进入工作、进入实践，

强固“生命线”。

笔者翻阅《凯里军分区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手册》看到，该军分区将“精武强

能 、争 当 先 锋 ”意 识 培 养 融 入 到 课 堂 教

育，把“和平积弊”大起底大扫除搬到演

训场，让民兵闻着硝烟讲差距、紧跟任务

谈体悟、瞄准打赢话使命；针对遂行战时

支前、抢险救灾、应急处突等任务，因地

制宜抓典型、树先进、扬正气，大力营造

“比学赶帮超”的浓厚氛围；结合整组点

验、遂行任务、集训培训等时机，常态化

开展岗位小课堂、体会小交流、典型小评

比等活动，让国防动员文化更具鼓舞性

和战斗性。

去 年 6 月 ，镇 远 县 突 发 特 大 洪 涝 灾

害。针对泥石流、山体滑坡险情频出的

实际，该县人武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

制，及时与当地应急办、防汛等部门对接

协调，第一时间组织民兵应急救援分队

冲锋在前，积极做好转移被困群众、抢修

受损道路等工作。

女民兵姚亿密接到通知，第一时间

随队赶往受灾现场参与救援行动，在激

流中紧急填沙包扛沙袋、在洪水退去后

奋力清淤，连续 7 天奋战在抗洪抢险一

线，从未喊过一声苦一句累。

作为应急救援队伍中屈指可数的女

民兵，姚亿密曾在训练中轻伤不下火线、

在比武场咬牙拼搏……一次次用行动践

行“以当民兵为荣、以从军为乐”的好样

子。入队 5 年来，她先后获得“民兵军事

训练先进个人”“民兵应急力量基地化轮

训先进个人”等荣誉。“正是先辈的榜样

事迹引领、熏染了我崇军尚武的灵魂，身

为一名基干民兵，能为国防建设贡献力

量，我感到无上光荣。”姚亿密说。

“一切工作向战聚焦，才能更好地适

应打仗需要。”该军分区领导介绍，他们

坚持把战斗精神培育融入国防动员和后

备力量建设的全过程，把应急处突、抢险

救灾等急难险重任务，当作检验国防动

员文化建设的“试金石”。

前不久，凯里军分区组织群众性练

兵比武竞赛活动，市基干民兵打破了多

个项目纪录，取得 3 个比武项目第一的好

成绩。

激 发 履 行 使 命 热 情

家国旋律激荡在黔山秀水家国旋律激荡在黔山秀水
—贵州省凯里军分区加强国防动员文化建设纪实

■彭银华 王永介

几名民兵在舞台上演绎红军长征过侗乡的故事，观
众随着故事情节推进，纷纷跟着哼唱长征歌曲……近
日，在贵州省镇远县露天剧场，一场弘扬长征精神的红
色情景剧正在上演，让人们在欣赏艺术中感受国防动员
文化的魅力。

近年来，凯里军分区发挥“面向三军，协调军地”的

优势，结合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地域特色、民俗特点，
构建起以“营区为重点，辐射全社会”的国防动员文化格
局，助力形成全社会关心国防和支持国防的良好氛围。

日前，笔者走进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营区到
校园、从街道到广场……探寻国防动员文化建设的经验
做法。

双拥文化橱窗、红色主题雕像、武器

装备模型……行走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

治州凯里市街头，随处可见的国防元素

令人耳目一新。

与此同时，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正在举行的“国防有我”健康跑活动，更

是别开生面、热闹非凡。这场运动与国

防交融的盛会，吸引线上线下数十万人

参与。

“开展国防动员文化建设，就要坚持全

民国防理念。”该军分区领导介绍，他们以

深化军事斗争准备为牵引，以推进经济建

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平衡、兼容发展为依

托，以完善军民一体、平战一体、高效顺畅

的国防动员体系为基点，构建战时应战、平

时应急、有机衔接的国防动员文化环境。

立足自身建好窗口。他们结合国防

动员文化“来源于兵、服务于战”的特点，

按照“紧贴实际、注重创新、打造亮点”的

总体思路，将忠诚文化、胜战文化、安全

文化、廉洁文化、保密文化等融入军分区

营院建设整体规划，让所属人员在移步

换景、潜移默化中，浸润滋养“一朝国动

人、一生国动情”的归属感。

为达到“文铸军魂、蓄底气、攒后劲”

的目的，该军分区紧贴年度大项工作，统

筹抓好“强军风采”群众性文化活动，广

泛开展歌咏演唱、歌曲征集、军旅诗词创

作及“强军杯”篮球赛等文化活动；充分

运用“网络+”模式构建线上国防动员文

化阵地；加强线下平台建设力度，精心打

造“文化驿站”“文职之家”等活动场所。

与此同时，该军分区结合所属人武

部的特点，进行分类指导、有序推进、整

体升级。三穗县人武部院内，强军标语

横幅格外醒目，姓军为战的文化氛围日

益 浓 厚 ；施 秉 县 人 武 部 常 态 开 展“ 一 帮

一、对对红”结对教育帮扶活动，助力新

国动人找准定位、融入战位。

为更好地辐射社会，助力深化全民

国防教育，该军分区围绕“巩固军政军民

团结”“公民应当依法履行国防义务”“军

人应当受到全社会的尊崇”等方面内容，

指导当地相关部门依托中心街区、公园

广场、社区街道、城市主干道以及高速公

路广告牌，打造国防教育角，竖起醒目的

国防宣传标语，亮起多彩的国防教育电

子屏，建起红色主题浮雕等，不断浓厚国

防动员文化氛围。

去年，凯里市组织凯里第一中学、凯

里市第七小学、凯里市三棵树小学等学

校 ，进 行 国 防 教 育 示 范 学 校 授 牌 仪 式 。

在活动现场，凯里第一中学学生李淳安

激动地说：“长大后我也要当兵，到祖国

最需要的地方去。”

在此基础上，该军分区还结合当地少

数民族文化特色，利用民族活动庆典时

机，助力开展“推荐官小讲堂”“我为家乡

代言”等活动；指导青少年学生讲好战争

年代苗族侗族同胞，为子弟兵送粮送水及

和平时期积极协助部队建设的感人故事。

从“有形覆盖”到“有效浸润”，构建

了国防动员文化大环境。目前，黔东南

苗族侗族自治州已授牌近 10 所国防教育

示范学校，打造省级、州级爱国主义教育

和国防教育基地 49 处，设立永久性双拥

标志 332 处，打造双拥公园、双拥广场、双

拥路 48 个（条）；近 3 年来，开展国防教育

主题相关活动近 500 场次，覆盖受众 50

万余人次。

营 造 浓 厚 国 防 氛 围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历史底蕴深

厚，红色文化丰富，中央红军长征足迹遍

及凯里、黎平、榕江等 10 多个县（市），在

黔山秀水间留下许多红色印记。

为更好地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

厚植国防动员文化根基，该军分区联合

当地有关部门，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

一”的原则，聚力盘活红色资源。他们先

后出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黔东南段）

建设保护规划》等措施，系统推进红色遗

址遗迹的挖掘保护和整合利用，用实际

行动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国防动员文

化发展好。

系统性整合、抢救性挖掘、保护性开

发……笔者了解到，该军分区始终坚持

自主抓建与军地协作相结合方式，进行

统一部署、合力推进。

他们以“红色+”为主题，突出“重温

红色经典”“缅怀红色历史”“寻迹名人故

居、追忆峥嵘岁月”等特色，将辖区内红

军长征沿线、红六军征战沿线、解放黔东

南沿线的红色资源串珠成链、连线成片，

打造苗侗边界革命发生地、毛主席送寒

衣故事发生地等特色鲜明的红色地标，

串联起“黎平—从江—榕江”的“桥头堡”

红色之旅，“锦屏—三穗—台江—镇远—

施秉—黄平”的“红色山河”之旅等红色

研学精品线路。

此外，该军分区还动员部署所属人

武部大力挖掘保护红色遗址遗迹。锦屏

县已修缮保护红色遗址 16 个，收录红色

故事 45 个，实施保护抢救项目 7 个。黎

平县精心修缮 4 处零散烈士墓，出台《黎

平烈士陵园场所管理制度》等文件，建立

起长效管理保护机制，确保烈士纪念设

施得到妥善管护。施秉县先后修复了施

秉红军黑冲战斗（临时）指挥部、战斗纪

念广场、纪念园、战壕遗址等多处红色遗

址遗迹，建设陈列馆、红军书屋、红色驿

站等配套设施。雷山县人武部积极联合

地 方 有 关 部 门 修 缮 保 护 胡 仲 毓 烈 士 故

居，组织人员走访胡仲毓烈士后代、邀请

党史专家研讨核实史实，整理出版一系

列以雷山革命为题材的红色书籍。

“一次红色场馆见学，就是一次精神

洗礼。”该军分区领导告诉笔者，依托红

色地标、红色场馆和红色旅游线路，充分

发挥红色资源的铸魂育人功能，利用过

军事日、入党入团入队仪式以及重要节

庆日、纪念日等时机组织人员参观见学，

让大家在身临其境中升华家国情怀。

去年 9 月，黎平县人武部组织预定新

兵在黎平会议纪念馆开展“学传统、践初

心、担使命”活动。该县预定新兵吴治吉

深有感触地说：“我一定以革命前辈为榜

样 ，当 好 红 色 传 人 ，早 日 为 家 乡 人 民 争

光。”

“将革命遗址旧址保护列入经济社

会发展规划，进行保护修缮和改造提升，

不仅让红色资源焕发了新的光彩，还为

全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

和全民国防教育提供了重要阵地。”该军

分区领导介绍，下一步，他们将以实现革

命遗址旧址长效管护为牵引，协调统筹

好各地方各部门的政策、信息、技术、人

力、财力、物力等资源，继续深入挖掘英

烈事迹，进一步丰富烈士纪念设施和英

烈故事的红色内涵，讲好党的故事、英烈

的故事，把烈士精神传承下去，助力形成

全社会关心和支持国防的良好氛围。

聚 力 盘 活 红 色 资 源

凯里军分区组织民兵利

用训练间隙进行文艺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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榕江县民兵进行穿越榕江县民兵进行穿越

““染毒地带染毒地带””训练训练。。

施秉县人武部组织文职人员、基

干民兵参加县里组织的双拥文化汇演。

凯里军分区组织国防

教育进校园活动。

剑河县民兵进行

野外训练。

凯里军分区组织民兵“重走长征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