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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

八仙桌，招待十六方……”当京剧《沙

家浜》的经典唱段再次响起，那段历久

弥新的军民鱼水情，又从岁月深处款

款走来。

“1937 年 ，在 上 海 复 旦 大 学 学 习

的 朱 凡 ，积 极 投 身 抗 日 救 亡 运 动 ，由

于表现突出，1939 年秋被组织派到横

泾地区（现沙家浜），发动群众与日伪

军展开‘反清乡’斗争，守护刚刚建立

起 来 的 沙 家 浜 革 命 根 据 地 。 她 化 身

‘春来茶馆’老板娘，为新四军传递情

报，输送药品……”5 月 19 日，江苏省

常 熟 市“ 沙 家 浜 女 子 民 兵 连 ”指 导 员

杭舟，组织新入队女民兵来到沙家浜

革 命 历 史 纪 念 馆 ，听 讲 解 员 讲 述“ 阿

庆嫂”原型朱凡智斗日伪军的传奇故

事 ，重 温 那 段 艰 苦 卓 绝 的 抗 战 历 史 ，

汲取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智慧

和力量。

“走进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聆

听‘芦荡火种’的故事、在纪念碑前组

织入队宣誓，是‘沙家浜女子民兵连’

每批新队员入队的‘必修课’。”常熟市

人武部领导介绍，2009 年 5 月，他们从

全市退役女兵和当地女青年中遴选人

员组建了“沙家浜女子民兵连”。建连

伊始，该民兵连预建党支部就通过组

织参观革命旧址、聆听新四军老战士

口述历史等系列教育活动，引导全体

人员赓续红色血脉，用实际行动传承

沙家浜精神，履行好肩负的使命职责。

“ 苏 常 太 三 角 地 区 ，湖 泊 星 罗 棋

布，河道纵横交错。日伪军的据点像

梅花桩般，占据各个交通要道。也就

在朱凡赴任的那年冬天，江南抗日义

勇军奉命西撤，刘飞、夏光等 36 名伤病

员留在沙家浜养伤。朱凡带领群众，

用 渔 船 作‘ 救 护 车 ’，以 芦 苇 为‘ 伪 装

网’，掩护伤病员养好了伤病，保存了

‘芦荡火种’，并协助这些伤病员在敌

人眼皮子底下，建立起巩固的抗日根

据地。这份军民生死情谊，是沙家浜

精神最生动的体现。”听了讲解员的讲

解，入队民兵朱晓婷感慨地说：“新时

代，我们要弘扬传承这种精神，在党和

人民需要的时候，毫不犹豫地冲在最

前面。”

对英雄血脉的传承，对历史荣誉

的捍卫，是“沙家浜女子民兵连”16 年

来 精 武 强 能 、服 务 人 民 的 动 力 源 泉 。

为提升应急保障能力，该民兵连立足

江 南 水 乡 特 点 ，创 新 组 训 模 式 ，开 展

“水陆两栖”训练。在搞好基础技能训

练的同时，重点开展医疗救护、应急通

信、后勤保障和新域新质课目训练。

笔者在该民兵连水上机动训练现

场看到，在芦苇密布的水道中，女民兵

们驾驶冲锋舟，展开水上侦察、渗透、

救援等课目训练。无人机操控手周艳

虹紧盯显示屏，操控无人机对目标区

域实施抵近侦察，将现场态势实时传

输给指挥中心；卫生员许秋怡在摇晃

的 冲 锋 舟 上 完 成 对“ 伤 员 ”的 止 血 包

扎 ……该民兵连第四任连长吴琼说：

“ 武 艺 练 不 精 ，愧 当 沙 家 浜 民 兵 连 的

兵。我们要不负荣光，在国防后备力

量建设中贡献力量。”

据 介 绍 ，近 年 来 ，在 上 级 组 织 的

军事比武中，该女子民兵连多次斩获

团体总分第一名，多个单项成绩名列

前茅。

平时砺硬功，急时拉得出。2024年

夏天，常熟遭遇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发

生严重内涝。“沙家浜女子民兵连”闻

令而动，迅速集结，第一时间奔赴抗洪

抢险一线。倾盆大雨中，女民兵们扛

沙袋、筑堤坝、转移群众，有的脚被水

中杂物划破，鲜血直流，简单包扎后又

继续投入战斗；有的连续奋战十几个

小时，累得瘫倒在地，稍作休息又爬起

来继续战斗。经过 3 天 3 夜的艰苦奋

战，成功转移群众 500 余人。

“当年朱凡带领地下党和群众为

新四军伤病员送饭送药，今天我们也

要 为 百 姓 排 忧 解 难 。”这 是 该 女 子 民

兵连始终坚守的信条。在沙家浜镇，

她 们 是 百 姓 心 中 的“ 贴 心 人 ”。 扶 危

济 困 、传 播 红 色 文 化 ，她 们 走 在 前 。

该民兵连与当地敬老院、困难家庭建

立 长 期 帮 扶 关 系 ，定 期 上 门 走 访 慰

问，让温暖与关怀在小镇的每个角落

传 递 。 她 们 把 京 剧《沙 家 浜》“智 斗 ”

唱段改编成国防教育 RAP，用全息投

影技术重现“春来茶馆”情报站场景，

让沙家浜的故事传遍五湖四海；开发

“芦荡火种”AR 体验项目，吸引超 10

万青少年参与，将沙家浜精神根植青

少年心田……

“芦荡火种”生生不息。“沙家浜女

子民兵连”练兵备战当尖兵，精神文明

作表率，为民服务当先锋，先后被上级

表彰为“军事训练先进单位”“基层建

设先进单位”“三八红旗集体”和“拥政

爱民先进单位”。

前辈回眸应笑慰，擎旗自有后来

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沙家浜女

子民兵连”将以沙家浜精神为指引，不

断提升应急保障能力，在新时代的伟

大征程中书写崭新篇章。

上图：5 月 19 日，“沙家浜女子民

兵连”在芦苇荡中进行射击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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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特约记者杨白冰、记者柯

穴报道：近日，云南省军区党委组织理

想信念专题学习，省军区主要领导围绕

“共产党人必须坚定理想信念”这一主

题作领学辅导，中心组成员人人查摆理

想信念方面存在的问题，建立政治整训

整改台账。通过深挖思想根源，以“关

键少数”的立行立改形成示范效应。

政治整训展开前，该省军区领导深

入一线调研发现，个别党员干部存在奋

斗精神弱化、工作干劲不足等问题。对

此，该省军区党委召开全面从严治党暨

下级党组织建设形势分析会，鲜明提出

“问题清单就是整训靶标”工作思路，组

织各级党委开展“政治体检”，建立涵盖

思想作风、备战打仗、基层治理等领域

的动态问题库。

“既亮‘红榜’树标杆，更晒‘黑榜’

敲 警钟。”该省军区领导介绍，他们推

出“担当作为红榜”与“为官不为负面

清 单 ”双 轨 并 行 激 励 约 束 机 制 ，通 过

量化评分、动态公示，将 9 名长期在边

防 工 作 、实 绩 突 出 的 同 志 交 流 到 省

城 ，把 3 名 躺 平 懈 怠 的 干 部 调 整 到 非

领 导 岗 位 ，立 起“ 能 者 上 、庸 者 下 ”鲜

明导向。

为破解整改一阵风难题，该省军区

紧扣实际，构建“发现—整改—验收—问

责”闭环体系，建立开展政治整训工作

执行清单和工作统筹图，明确“党委正

副书记领衔督办、常委分片包干整改、

机关部门限时销号”的责任链条，把战

斗力治虚打假、政治工作整肃、后勤行

业领域整肃治理等统起来联动改。记

者了解到，在该省军区，挂账的每个整

改项目都有时间表、路线图，且整改成

效要经过基层评议、机关验收、党委审

定 3 道关口才能通过。在某军分区展

示的整改台账上，记者看到，17 项问题

已有 15 项标注“已完成”。

“问题不查完不过关，整改不到位

不收兵。”该省军区领导表示，下一步他

们将把政治整训成效纳入党委班子考

核内容，建立整改成效回溯评估机制，

实施“回头看”。对整改不力单位作出

处罚，确保问题清零见底、整改常态长

效，破除顽瘴痼疾，推动政治整训往深

里走、往实里落。

云南省军区突出问题导向持续深化政治整训

构建闭环体系 破解整改难题

“班长，郭班长！我的郭班长又来

看我啦！”

晋南，初夏，雨后。山西省运城

市绛县县城，一条深深的小巷内，坐

在轮椅上的 93 岁抗美援朝老兵周容

光，在门口焦急地等待着一个人。当

巷口尽头那个朝思暮想的身影蹒跚

而来时，她撑着轮椅扶手激动地站了

起来……

巷子尽头走来的是 95 岁的抗美

援朝老兵郭淑英。

一个在运城市绛县，一个在临汾

市曲沃县，虽然相距不到 30 公里，两

人却有一段失联 53 年的经历。

1951 年 3 月，班长郭淑英带着周

容光和另外 12 名女医务兵随中国人

民志愿军第 60 军 181 师医院入朝作

战，先后参加第五次战役、东线反击战

和金城反击战，共同度过那段难忘的

峥 嵘 岁 月 ，结 下 深 厚 的 战 斗 友 谊 。

1953 年，部队回国后，周容光和郭淑

英相继退役。郭淑英被分配到海南

岛，投身农垦建设，退休后随儿子定居

在曲沃县。周容光则辗转多地，最终

随爱人工作调动来到绛县安了家。在

那个通信不发达的年代，两位生死与

共的老战友失去了联系，但她们始终

牵挂彼此。

一转眼，就是 53 年。

2006 年，周容光的二儿媳翟彩琴

到曲沃县生活。机缘巧合，租住到了

郭淑英家的对门。见郭淑英上下楼不

太方便，翟彩琴就经常帮她倒倒垃圾，

一来二去便熟络起来。有一天，郭淑

英邀请翟彩琴到家里做客。一进客

厅，她就惊讶地发现郭淑英家中挂着

一张和自家一模一样的抗美援朝战场

上的合影照片。

“我公公婆婆也参加过抗美援朝，

这个就是我婆婆！”听到翟彩琴指着照

片说出的这句话，郭淑英先是“啊”了

一声，然后未语泪先流。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

夫！那夜，两位古稀之年的老兵都失

眠了。第二天一早，在各自子女陪同

下，失散 53 年的老战友重逢了。看到

她们热泪涌流、紧紧拥抱的情景，子女

们的眼眶也湿润了。

“我母亲和郭阿姨失联半个多世

纪，最终还是联系上了，但她们还有

很多战友至今也没找到。这是她们

内心挥之不去的遗憾。”周容光的二

儿子王江宁告诉记者，这些年，他一

直都在想方设法帮母亲寻找当年的

老战友，“希望在母亲和郭阿姨有生

之年，能帮她们多找到几位老战友。”

王江宁说。

上图：2007 年 3 月 17 日，在绛县

周容光家里，失联后第二次见面的两

位老战友（右为郭淑英）。

王江宁摄

95岁的班长看望93岁的兵
■吕建斌 冯婷婷 本报记者 苗 鹏

本报讯 陈彬烈、游杰报道：“真没

想到，刚退役就能在家门口找到专业对

口的工作，太感谢‘娘家人’了。我一定

好好干！”近日，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

退役军人韩淅手捧某健康医疗企业入职

通知书，再次走进区“军人退役一件事”

窗口，向工作人员分享入职的喜悦。

“将‘一站式’报到服务向就业扶持

领域延伸，是我们为保障退役军人高质

量就业采取的重要举措。”该区退役军

人事务局工作人员刘思雨介绍，在办理

返乡报到手续时，通过“老兵政策解读+

AI 辅 助 职 业 规 划 + 点 单 式 培 训 ”等 服

务 ，精 准 对 接 老 兵 就 业 求 职 需 求 。 同

时，构建多部门数据共享机制，建立“退

役军人人才库”和“企业用工需求库”，

以“大数据+服务”模式，根据退役军人

学历层次、专业技能、就业意向等精准

推送岗位，形成从报到到上岗的全链条

服务闭环。

“完善信息仅一周，就收到某国资

企业跟岗培训的通知。”大学生士兵范

双今年 3 月退役，正当家人为他能否从

“ 沙 场 ”顺 利 转 向“ 职 场 ”担 心 时 ，区 里

一家国资企业伸来了“橄榄枝”。在跟

岗培训结业“理论+实操”考核中，范双

取得“双优”，体检合格后被该企业正式

录用。

前不久，笔者在该区举办的“春风行

动——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上看到，根

据大数据供需对接结果设立的“点对点”

“面对面”服务专区内，110 余名入库退

役军人，通过精准推荐与心仪企业达成

初步就业意向。宜昌某生物科技企业招

聘负责人李芳艳告诉笔者：“退役军人能

吃苦，执行力强，综合素质高，企业很需

要。这次招聘，我们先对接‘退役军人人

才库’锁定需要的人才后，第一时间与他

们建立联系，今天又进行了面对面洽谈，

双方感觉都很好。”

“‘退役军人人才库’和‘企业用工需

求数据库’的构建，让全区退役军人实现

从‘好就业’到‘就好业’的转变，就业质

量大幅度提升。”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

如是说。

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延伸服务链路助力退役军人高质量就业

变“好就业”为“就好业”

近日，安徽省桐城市人武部组织民兵来到双港镇龙山村，帮助村民采摘桑葚。 谢婷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