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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列两年驰骋大洋犁波浪，跨越

山海舰城携手启新程。”春日的渭水河

畔柳丝轻拂，古渡遗址樱花如雪。在人

民海军成立 76 周年之际，陕西省咸阳

市首次迎来“探亲”的海军咸阳舰官兵。

“不管身处何方、航行多远，我们始

终牵挂着‘第二故乡’的亲人。”咸阳舰

领导告诉记者，入列以来，他们多次利

用编队出访、舰艇开放等时机，宣传推

介咸阳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成就，成

为宣传咸阳的流动“窗口”。

2023 年 4 月 21 日，人民海军成立

74 周年纪念日前夕，人民海军第 8 艘

055 型导弹驱逐舰咸阳舰公开亮相，舷

号“108”。两年后的今天，咸阳舰专门

选派官兵代表来咸阳市开展系列活动，

与“第二故乡”人民亲密互动，深化双方

的血脉联系。

那年，咸阳市委领导得知咸阳舰

要加强文化建设后，多次带领慰问组

赴咸阳舰，就相关工作进行对接，并特

邀咸阳籍书画名家，为咸阳舰创作极

具古都元素的主题书画作品。一幅装

裱精美的旬邑马栏秋景画，就长期挂

在咸阳舰会议室的显眼位置，让官兵

在远航中也能感受“第二故乡”的深情

厚谊。

“我打算带战友到几处名胜古迹和

革命场馆转转，让他们好好感受一下千

年古都的红色韵味。”咸阳籍战士南腾

飞兴奋地说，“作为咸阳人，能够以咸阳

舰舰员的身份回到家乡，并为战友导

游，我感到非常光荣。”

跟随南腾飞，记者与官兵一同走进

旬邑县马栏革命纪念馆。官兵整齐列

队，首先向革命纪念碑敬献花篮。随

后，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大家认真聆听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斗故事，观

看先辈留下的珍贵文物和历史资料，实

地感悟革命精神。

走出纪念馆，官兵们来到马栏齐心

九年制寄宿学校，与师生共上国防教育

课。官兵与孩子们热情互动，亲切交

流，为学校和师生送上纪念品，孩子们

也为海军叔叔精心绘制图画作品。

“见到海军叔叔特别激动，希望长

大后，我也能像他们一样驰骋大洋、逐

梦深蓝。”该校六年级学生张子义为咸

阳舰官兵系上鲜艳的红领巾后激动地

说。一颗梦想的种子在孩子们心里悄

然发芽。

据了解，自咸阳舰入列以来，咸阳

市本着“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作共

进、融合发展”的原则，与咸阳舰探索建

立长效机制，签署《咸阳市与海军咸阳

舰双拥共建协议书》。同时，咸阳舰主

动配合咸阳市创建双拥模范城，开展军

民共建活动，利用合适时机，邀请咸阳

市干部群众、青少年上舰参观……

“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持

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进一步整合军地

资源，联合咸阳舰策划开展更多形式丰

富、内容充实的国防教育活动。”市退役

军人事务局领导表示。

从渭水之畔到碧波南海，城舰共

建 的 纽 带 将 咸 阳 干 部 群 众 与 咸 阳 舰

官 兵 紧 紧 联 系 在 一 起 。 当 战 舰 文 化

墙 上 的 秦 砖 汉 瓦 图 案 与 咸 阳 湖 畔 的

“强军梦”主题雕塑遥相辉映，一座古

城 与 一 艘 现 代 化 战 舰 正 以 日 益 紧 密

的双向奔赴，谱写着新时代军民团结

的动人篇章。

城与舰同心，古都迎来“家乡兵”
—陕西省咸阳市与海军咸阳舰的双向奔赴

■曹思思 高 奔 本报记者 李浩然

暮春的阳光穿过纱帘，钻进安徽省

池州市一间普通民居里。76 岁的喻传

礼伸出布满皱纹的手，捧起一张画像，

颤巍巍地摩挲画中人，泪水无声掉落。

许久，喻传礼哽咽着道出一句：“爸，我

终于看清楚你的模样了。”

这是喻传礼第一次“看到”父亲喻

玉和。

喻玉和，1928 年生，1945 年参军，

曾任原第三野战军 85 师 203 团 2 营 5 连

连长，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

1952 年，喻玉和在一次战役中牺牲，遗

体安葬在福建东山烈士陵园。

70 余年过去了，喻传礼对父亲的

印象，仍然停留在母亲口中零碎的剪

影：“你爸个子高、鼻梁挺，笑起来右边

有个酒窝”“他说打完仗就回家，盖三间

瓦房，院里种棵枣树”……

前不久，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推出

异地祭扫服务，明确烈属前往异地祭

扫，可报销部分费用。喻传礼到池州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优待抚恤科填写异

地祭扫申请时，与科室负责人张智进行

了一番交谈。张智记得，喻传礼犹豫再

三，提出一个请求：“能给俺爹画张像

吗？”当时老人声音沙哑地说，“家里如

今连一张父亲的照片都没留下。”

安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红色青春

守护人”团队听说后，立即着手为烈士

画像。

“画像不能凭空想象，一定要尽最

大程度还原他们的样貌。”团队负责人

王伟说，他们翻阅史料，并借助科技手

段，追溯军装样式、完善人物细节。

深夜的画室里，大二学生李天乐

对着 3 张截然不同的面部模拟图犯了

难——根据喻家三代的长相特征以及

家人的描述等，她勾画了不同版本的

画像。

最后一版定稿前夜，喻传礼突然想

起了一个细节：“俺娘说过，父亲的耳垂

特别厚实。”李天乐立刻擦去画纸上的

线条，重新勾勒耳廓弧度。

“每一次为烈士画像，落笔都很紧

张，但更多的是敬畏。看到烈士家人满

意的表情，那种成就感和满足感难以言

说。”李天乐告诉记者，用画笔去还原英

雄容貌，不仅能够帮助烈属实现心愿，

对自己也是一种心灵洗礼。“我要用手

中 画 笔 ，去 帮 助 更 多 烈 士 与 家 人‘ 相

见’。”李天乐说。

“在池州，这样的‘相见’并不是个

例。”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介

绍，他们的档案柜里，躺着 236 份没有

照片的烈士档案，很多人牺牲时不到

20 岁 ，也 不 知 道 他 们 的 亲 人 在 哪 里 。

“我们下一步的工作是继续发动社会力

量，为这些烈士找到亲人。”这名工作人

员说。

清明节前夕，新近绘成的 3 幅烈士

画像陆续送到了烈士亲人手中。喻传

礼特意把从东山岛带回的沙土和父亲

的画像放在了一起。凝视画像，父亲的

模样在喻传礼心中渐渐清晰起来，老人

突然挺直佝偻的脊背，举起右手郑重敬

了个军礼。受父亲影响，青年时期的喻

传礼追寻父亲的足迹，参军入伍。目

前，家中三代有 4 人从军。

“战争年代，无数英雄浴血奋战、光

荣牺牲，作为后人不能忘记，也不应该

忘记。”池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表

示，下一步，他们将继续面向全社会，征

集“为烈士画像”需求，并联合安徽师范

大学美术学院“红色青春守护人”团队，

持续开展“为烈士绘制画像、送烈士画

像回家”活动，帮更多的烈士亲友圆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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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吴迪、记者向黎鸣报道：

空中，多款无人机穿梭在“战场”进行侦

察；地面，智能报靶系统实时播报轻武

器射击成绩……4 月上旬，浙江省德清

县人武部训练场上，一场应急分队选拔

暨比武考核拉开帷幕，来自各乡镇街道

的 100 余名民兵围绕多个课目展开激

烈角逐。

德清县人武部领导介绍，此次比武

考核除了 3 公里跑、手榴弹投掷等共同

基础训练课目外，还设置无人机操作、

轻武器射击等内容，旨在以比促训，着

力锤炼民兵打仗本领。

记者在无人机操作赛区看到，随着

考核员一声令下，民兵操作手精准操控

无人机高速机动、转向俯冲，在不同障

碍间灵活穿梭，最终精准命中打击目

标，完成侦察与模拟投弹任务，引来现

场一片掌声。

“比武竞赛是检验训练成效的‘试

金石’，更是向战为战的‘指挥棒’。”据

了解，该人武部注重通过科技赋能，提

升民兵队伍实战化训练水平，推动民兵

从“体能型”向“技能型”、从“传统型”向

“科技型”跨越，为提高遂行任务能力打

下坚实基础。

“嗒嗒嗒……”这边无人机操作如

火如荼，另一边智能靶场上轻武器射击

比试正酣。只见民兵们屏息凝神，手持

枪械进行快速射击。

在轻武器射击项目，该县引入智

能 报 靶 系 统 ，环 数 、弹 着 点 位 置 等 成

绩 信 息 在 射 手 身 边 的 电 子 显 示 屏 上

实 时 显 示 播 报 ，不 仅 为 射 手 提 供 全

面 、精 准 的 训 练 反 馈 ，还 能 帮 助 射 手

清晰了解自身优势与不足，有效辅助

提升射击技能。此外，他们还在战场

救护、防毒面具穿戴等项目中模拟真

实战场环境。

走下考核场，民兵们纷纷表示：“比

武过程既酣畅淋漓，又充满科技感和实

战味，能够帮助我们精准查找自身短板

弱项，为下一步开展针对性强化训练提

供了重要依据。”

浙江省德清县人武部组织民兵比武考核

科技感足 实战味浓

近日，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组织开展全民国家安全教育系列活动。图为

在互动咨询区前，区人武部文职人员为参观群众讲解国家安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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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黎宇、张继保报道：4 月 6

日凌晨，尚未破晓，湖南省岳阳市民兵身

着迷彩作训服、佩戴红袖章，走上长江与

洞庭湖交汇处的马拉松赛道沿线执行服

务保障任务。

当天，有 2 万余名参赛者来到“江湖

名城”，参加 2025 岳阳马拉松赛。赛场

外，一支由基干民兵组成的服务保障队

伍，全程参与安保值勤、赛道警戒、应急

处突、交通疏导等任务，给人留下深刻

印象。

“ 我 们 根 据 赛 事 路 线 ，采 取‘ 固 定

哨 +流 动 组 ’模 式 ，重 点 关 注 易 拥 堵 区

域，在关键节点设置 60 余个执勤点位。”

君山区人武部副部长文敏介绍，他们与

公安、交警、医疗等部门联动，实时共享

信息，确保遇有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

响应。笔者在洞庭湖大桥看到，民兵操

作无人机进行巡检，实现“地面+空中”

立体监控。

为确保任务顺利完成，岳阳军分区

在赛前针对赛道“环湖临江、弯道密集”

的特点，组织民兵开展 100 小时专项训

练，内容涵盖队列指挥、应急救援、防暴

处突等课目，并多次前往君山岛、洞庭湖

大堤现地围绕交通疏导、群众分流等内

容进行模拟训练。

在补给站，民兵协助发放饮用水、能

量胶；在医疗点，配合医护人员处置肌肉

拉伤、低血糖等突发状况……“我们为每

个民兵点位配备智能应急箱，内含 AED

除颤仪、急救包等物资，提升现场处置能

力。”赛事安保指挥中心负责人介绍。

“民兵既是战斗队，也是服务队，通

过参与马拉松安保，既检验了应急能力，

也密切了军民关系。”军分区领导介绍，

近年来，他们持续推进民兵队伍专业化

建设，在防汛抗旱、森林防火、疫情防控

等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一位参赛者表

示：“赛道旁的民兵身影，让我们跑得更

安心、更有力量！”

湖南省岳阳市组织民兵服务保障体育赛事

“江湖名城”涌动迷彩力量

城市是战舰的故乡，战舰是城市

的名片。人民海军成立 76 周年前夕，

河北省秦皇岛港码头鼓声阵阵，人潮

涌动，数百名来自秦皇岛市社会各界

代表齐聚于此，共同迎接海军秦皇岛

舰“回家”。

2015 年，人民海军新一代轻型导

弹护卫舰——秦皇岛舰入列。今年是

秦皇岛舰入列 10 周年，也是该舰第二

次回到“第二故乡”。

据了解，自秦皇岛舰入列以来，秦

皇岛市各界多次派出慰问团看望舰艇

官兵。每逢重要节日，秦皇岛舰官兵会

为秦皇岛市民录制祝福视频，并与市中

小学校联合开展国防教育活动，将舰艇

逐梦深蓝的强军故事讲述给孩子们，厚

植他们的家国情怀。

10 年来不间断的城舰交流活动，

既增强了舰艇官兵与家乡人民的距离，

也营造了城舰双向奔赴的浓厚氛围。

“秦皇岛舰来了！”随着人群中的一

声呼喊，大家齐刷刷朝海上望去，只见

一艘战舰穿过晨雾踏浪而来，威武的舰

体逐渐清晰。

“ 呜 ——”一 段 悠 扬 的 汽 笛 声 过

后，秦皇岛舰在两艘工程船的辅助下，

缓缓向码头靠泊。记者看到，战舰甲

板上，官兵身着水兵服整齐列队，向岸

边 的 人 群 挥 手 致 意 。 舰 舷 上 悬 挂 的

“ 秦 皇 岛 舰 官 兵 向 家 乡 亲 人 报 到 ”横

幅，格外醒目。

这艘战舰，是这座城市的亮丽名

片。“之前我搜集了很多关于秦皇岛舰

的资料，现在有机会近距离接触战舰，

非常激动。”

看着缓缓驶来的“家乡舰”，来自该

市海港区中小学校的学生代表们在码

头热烈讨论起了关于秦皇岛舰的“小百

科”：秦皇岛舰，舷号“656”（原“505”），

排水量 1300 余吨，主要担负反潜侦察、

巡逻警戒等任务。入列以来，先后多次

完成重大演习演训任务……

9 时 30 分许，秦皇岛舰平稳停靠在

码头。码头上掌声雷动，为全体官兵送

上家乡的问候。

人群中，有两家人格外引人注目。

“我儿子熊迪就在舰上服役！”家住昌黎

县葛条港乡的熊顺安告诉记者，今天他

和爱人特意来到现场，迎接熊迪和秦皇

岛舰一起回家。

当日清晨，夫妻俩起个大早，发动

亲友一起来包饺子。“熊迪最爱吃白菜

肉馅的饺子，这次多包一些，让他的战

友们也尝尝咱家的味道。”

和熊迪一样，二级上士刘鑫也是秦

皇岛人。刘志刚夫妇一大早就从抚宁

区大新寨镇赶到现场。随着参观的人

流，二人登上舰艇。看到许久未见的刘

鑫，夫妻俩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欢迎

回家！”同样难掩激动的刘鑫快步上前，

给了父母一个大大的拥抱：“爸妈，这就

是我工作和生活的舰艇，一会儿我带你

们好好参观一下。”

“这是一场军舰与城市的相逢，这

是一次军民心贴心的深情相拥。”秦皇

岛舰领导介绍，停泊期间，秦皇岛舰持

续开放，迎接市民参观。此外，他们还

将与秦皇岛市开展一系列双拥共建活

动，在展示军舰风采的同时，组织官兵

代表参观了解秦皇岛的历史文化和城

市建设发展成就，走进校园与师生们进

行交流互动。

舰与城重逢，港城驶来“家乡舰”
—海军秦皇岛舰入列10年再次靠泊秦皇岛

■本报记者 吴安宁 特约记者 王光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