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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新闻

“步兵”占领山坡高地，“通信兵”

利用对讲机呼叫联络，“医疗兵”抬着

担架转送“伤员”，“炊事兵”忙着备菜、

烹饪……临近“六一”，湖南省军区幼

儿园里，一场“大手牵小手”军事主题活

动点燃了军娃的热情。在幼儿园老师

和省军区直属队官兵的引导下，孩子们

圆满完成一项项“军事任务”。

近年来，该省军区幼儿园坚持与家

庭、小学、部队密切联络、协同合作，充

分利用部队资源常态化开展军事主题

活动，建立以家庭为焦点、园所为支点、

学校为重点、部队为定点的常态化互动

模式，逐步构建起特色鲜明、效能显著

的“家、园、校、军”四位一体的联教联育

模式。

“稍息，立正！军体拳准备！”这天

上午，阳光正好，孩子们和往常一样齐

聚操场，在省军区直属队战士的带领

下进行站军姿和自编军体拳锻炼，一

招一式，有模有样。幼儿园体育教师

莫文琦告诉记者，这是军娃们每天上

午的必修课。

得益于省军区丰富的教育资源，

近年来，该省军区幼儿园注重通过特

色游戏活动、集体教学活动涵养军娃

的爱国情怀：每周升旗仪式，战士和孩

子们共同见证庄严时刻；每月园所开

放日，战士们入园教军娃整理内务、讲

红色故事。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要跟大

家分享的是小英雄雨来的故事……”午

餐前，幼儿园的广播里传来熟悉的红色

故事。该省军区幼儿园老师蒲阳告诉

记者，孩子们喜欢听王二小、小兵张嘎

等抗日小英雄故事，课间常看到孩子们

模仿故事中的情节。为此，幼儿园特意

开展了演绎红色经典故事等主题教学

活动。

草坪上，隆起的土堆和隐蔽的壕沟

成为几名男娃的“阵地”；操场上，几个

扎着羊角辫的女娃骑着扭扭车在规定

路线内来回运送“物资”……“希望孩子

们在感知与体验、挑战与快乐中，感悟

什么是英雄精神，什么是家国情怀，让

迷彩底色更鲜亮。”副园长余海燕告诉

记者，将军队文化深度融入教学日常，

已成为园所的一张特色名片，多地幼教

单位纷纷来园观摩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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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要成，找延安。”但凡遇上麻烦

事，新疆布尔津县窝依莫克村村民总得

来上这么一句。短短 6 个字，满是对兵

支书张延安的信任与赞许。

初夏清晨，记者来到位于阿勒泰地

区的窝依莫克村，天刚蒙蒙亮，村里已

是一派忙碌景象。在村绿化带，张延安

和村“两委”成员正忙着除草。见记者

过来，张延安打了个招呼，嗓音洪亮，举

手投足间仍透着军人气质。

1995 年 ，18 岁 的 张 延 安 成 为 一 名

武警战士。服役期间，他光荣入党。退

役后，张延安干过餐饮，进过企业，但总

觉得“差点意思”。2011 年，张延安回到

家乡，积极参与村里事务，凭借过硬素

质，2018 年高票当选村党支部书记。

窝 依 莫 克 村 农 业 基 础 好 ，光 照 充

足，但村民长期种植单一作物，收入不

高。“创收要在产业升级上下功夫。”上

任之初，张延安下决心要为村民打开致

富路。

经调研考察，张延安与村“两委”决

定发展沙棘种植产业。他们联合当地

企业，将村集体土地打造成沙棘种植试

验区。

那段时间，张延安格外关注沙棘种

植情况，从种苗挑选到种植间距规划，

他都亲力亲为。次年，试验区迎来丰

收，村集体增收 10 万余元，吸纳 40 余名

村民从事平茬剪枝、熟果采摘等配套

工作。

眼 见 沙 棘 种 植 挣 了 钱 ，不 少 村 民

也想加入，但又担心种不好。为此，张

延安邀请农业技术专家，围绕种苗选

育、病虫害防治、根部追肥等技术授课

辅导，并组织村民前往其他县市参观

学习，让大家直观了解种植技术和管

理模式。

“张书记真‘劳道’（方言：厉害），跟

着他种沙棘，有专家，有销路，啥也不用

愁。”村民郭友顶告诉记者，目前，该村

沙棘种植面积达 1100 亩，人均年收入

增加近 5000 元。

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脑袋。在乡村

精神文明建设上，张延安组织村党支部

委员、退役军人和文化水平较高的村民

成立“理论宣讲服务队”，围绕党的惠民

政策、培育文明新风等内容，用通俗易

懂的讲解和生动有趣的案例，常态化开

展群众性宣讲活动。

最近，张延安又有新的发展规划——

他不仅准备试种中草药，还计划在沙棘

林里养殖禽类。村民们听了，跃跃欲

试：“跟着张书记干，准错不了！”

新疆布尔津县窝依莫克村兵支书张延安带领村民种植沙棘——

酸 豆 豆 变 金 果 果
■张辰欣 本报记者 贾广宇

江苏省军区无锡第一离休所

强化消防安全意识
本报讯 宋志江报道：近日，江苏省

军区无锡第一离职干部休养所开展消防

安全培训。他们组织全体工作人员学习消

防安全知识、观看安全教育警示片，并邀请

消防救援人员对消防器材使用等进行现

场教学，强化所属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与应

急处置能力，筑牢安全“防火墙”。

广东省蕉岭县

民法典宣传进军营
本报讯 蔡明轩报道：5 月下旬，广

东省蕉岭县人武部联合县司法局、县退

役军人事务局等部门开展民法典宣传进

军营活动。活动通过专题讲座、法律咨

询和案例解析等形式，重点讲解军人权

益保障等法律常识，提升官兵法治意识

和依法维权能力。

“人们在整理彭雪枫将军遗物时，

发 现 了 他 特 别 珍 藏 的 一 套《拂 晓 报》

合 订 本 ，封 面 有 他 手 写 的‘ 心 血 的 结

晶 ’5 个 大 字 ……”初 夏 时 节 ，记 者 跟

随安徽省宿州市第一小学学生走进彭

雪枫纪念馆。《拂晓报》展区前，讲解员

郭子玉指着一张泛黄斑驳的报纸，动

情地讲述彭雪枫以报为号、开展抗日

斗争的动人故事。

“中共今天只有一个目标：团结一

切抗日党派和人民，打倒日本帝国主

义，建立三民主义的新中国……”纪念

馆里，学生们盯着一张张《拂晓报》仔细

辨认字迹，轻声诵读。

1938 年 9 月 ，彭 雪 枫 奉 命 组 建 新

四 军 游 击 支 队 ，任 司 令 员 兼 政 委 ，领

导 开 辟 豫 皖 苏 边 区 抗 日 根 据 地 。 为

鼓 舞 士 气 ，彭 雪 枫 创 办《拂 晓 报》，并

撰写发刊词：“‘拂晓’代表着朝气、希

望 、革 命、勇敢、进取、迈进有为，胜利

就来到的意思……拂晓催我们斗争，拂

晓引来了光明。”

这份在战火中诞生的报纸，从刻蜡

油印到铅字印刷，发行量与日俱增，在

敌人的围追堵截中，以“星火燎原”之势

走出边区，走向延安、重庆、西安等地，

成为鼓舞军民斗志的拂晓之光。

“ 快 看 ，这 儿 有 把 刀 ——‘ 雪 枫

刀’。”左侧展柜内，一把刀身长 92厘米、

刀背轻薄带护手圈的细长刀具吸引了

记者的注意。1941 年 8 月，为开展平原

游击战，彭雪枫组建了新四军骑兵团，

并集思广益设计研制出刀身颀长、刀背

轻薄的新式军刀。

“战士们称它‘雪枫刀’，这刀厉害

着呢！”郭子玉继续介绍，“1942年夏天，

300余名日伪军到根据地百姓家中抢粮，

骑兵团第 3大队迂回切断敌人退路，第 1

大队直扑村里，将敌人逼进开阔地。战

士们挥舞‘雪枫刀’催马飞驰，日伪军大

多被消灭，剩下的纷纷举手投降。”

听到这里，学生们不由自主地凑近

展柜仔细端详：刀身上深浅不一的锈

迹，刀柄依稀可见的握痕，让大家仿佛

回到抗日将士奋勇杀敌的热血战场。

将心爱战马送给骑兵团，指导骑兵

团刻苦训练……在一张张老照片、一件

件文物史料前，学生们驻足凝望，真切

感受着彭雪枫崇高的革命精神和浓厚

的家国情怀。当听到彭雪枫牺牲时年

仅 37 岁，不少学生红了眼眶。

“ 彭 将 军 牺 牲 了 ，那《拂 晓 报》怎

么 样 了 ？”学 生 郑 皓 轩 的 一 句 话 激 起

大 家 的 好 奇 。 郭 子 玉 紧 步 上 前 解 答

了大家的疑惑：新中国成立后，《拂晓

报》几 经 调 整 ，最 终 作 为 安 徽 省 宿 州

市市委机关报继续发行，目前已发展

成为集报、网、端、微于一体的新媒体

矩阵。

“ 八 十 余 年 薪 火 传 ，《拂 晓 报》承

载 的 红 色 记 忆 和 革 命 精 神 将 永 远 激

励 我 们 ……”西 侧 展 厅 ，在 工 作 人 员

孟伟杰的引导下，报纸制作体验活动

有序进行。

大家三五人一组，利用铁笔、蜡纸、

钢板、油印机等传统工具动手制作《红

领巾拂晓报》。梳理内容，规划版面，刻

写文字，增添战鼓、冲锋号等配图……

随着学生周宇航缓缓推动墨轮，一张散

发着墨香的崭新报纸清晰呈现，大家忍

不住欢呼起来。

看着孩子们脸上露出自豪的神情，

场馆负责人表示：“我们希望通过这种

互动式深度体验，让红色历史和‘拂晓’

精神走出展柜，‘活’在报纸版面上，闪

耀在历史长河里。”

字里行间见峥嵘，铅字墨香传薪

火。耳畔，油印小报的翻阅声还在沙沙

作响；远处，高大的彭雪枫将军塑像巍

然矗立。曾经，无数像彭雪枫这样的革

命先辈点燃希望之火，将民族复兴的种

子撒向神州大地；如今，一批批青少年

在研学与实践中感悟红色文化，将先辈

精神薪火相传。

左上图：学生们瞻仰彭雪枫雕像。

王明辉摄

安徽省宿州市彭雪枫纪念馆组织参观学生印制《红领巾拂晓报》—

铅字墨香传薪火
■本报特约记者 段艳梅

临近端午佳节，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武部组织工作人员走进社区，与军属和社区群众共庆传统

节日。

上图：工作人员与社区群众拍打手鼓。

右图：工作人员与军属、社区群众一起包粽子。 黄劲丰摄

本报讯 兰善喜报道：“新入队人

员均通过相应专业技术考核”“退役军

人比例达到要求”……近日，江西省信

丰县人武部工作组对该县民兵整组情

况进行“回头看”，结果令人满意。

年初，在民兵整组准备阶段，人武

部工作人员发现，部分民兵专业分队

超 龄 民 兵 未 调 整 出 队 、装 备 没 有 到

位。原来，部分基层单位对民兵整组

工作重视不够，导致民兵分队编建基

础不牢。

“只有编实建强，关键时刻才能拉

得出、顶得上。”该人武部领导形成共

识，对存在“欠账”的单位进行“挂账清

零”，并采取“回头看”形式，逐一对民兵

专业分队进行检查验收。

该人武部下发整改清单，按照“部

领导包片、科长（负责人）包乡镇（高新

区、城市社区）、个人包分队”的思路开

展帮带，组织编兵单位主要领导签订民

兵整组责任状，将任务细化到个人，确

保问题清单及时清零见底。

笔者在验收现场看到，工作组严格

对照编组花名册，逐人核验身份信息，

现场抽考官兵相识、党团员比例等情

况，并对携行物资配备、预征预储装备

管理等环节进行针对性抽查。

检查验收实打实，问题整改硬碰

硬。通过民兵整组“回头看”，有效倒

逼民兵编组质效提升。目前，问题均

整改到位，基干民兵分队全部按要求

编建。

江西省信丰县人武部

开展民兵整组“回头看”

5月下旬，江苏省邳州市人武部开展 2025 年度下半年征兵宣传工作。图

为基干民兵走进社区为应征青年讲解征兵政策。 郑耀耀摄

5 月下旬，黑龙江省哈尔滨警备区组织民兵应急分队进行战术课目训

练。 展雪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