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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苏奇伟、张志强报道：“有

了这个文件，我退休时就有了政策依据

了。”6 月中旬，武警某部文职人员潘卫

国得知天津市出台新的文职人员跨军

地政策，欣喜不已。

笔者了解到，此次天津市军地联合

推出的《关于天津市落实军队文职人员

跨军地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了驻

津部队退休文职人员可以参照安置地机

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政策退休，享受国

家规定的有关津贴补贴，并将文职人员

退休类别分为管理类、专业技术类、专业

技能类，解决了文职人员“后顾之忧”。

据悉，该文件围绕人才引进、人员

培训、医疗待遇、子女教育、退休保障等

9 个方面内容，推出文职人员跨军地政

策的执行标准和落实办法，将方向性规

定变为落实性指标，进一步提高文职人

员群体的荣誉感、获得感、使命感，激发

他们为部队建设贡献聪明才智的热情。

在大家普遍关注的住房、医疗和职

业发展等方面，也有了新突破。得益于

新政策，天津警备区河西第三离职干部

休养所护士佟金伟，最近被选送到天津

医 科 大 学 第 二 附 属 医 院 培 训 3 个 月 。

以往，文职人员培训依托军队内部进

行。此次文件明确，驻津部队可以选送

担任或拟担任处级副职（相当岗位等

级）以上的管理类文职人员和相关岗位

专业技术类文职人员到市委党校进修，

也可以选送具有专业技术技能文职人

员参加院校、医院等组织的专业培训，

并给予相应经历认定。此举为文职人

员队伍提升履职能力拓宽了渠道。

天津市军地联合出台文职人员跨军地政策

打通服务保障“最后一公里”

“我们都知道，七七事变后，卢沟

桥地区便沦为日伪占领区。事实上，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一直战斗

在卢沟桥畔，白乙化率领的队伍就是

其中一支。白乙化是我们辽阳人，参加

过一二·九运动。七七事变后，他组建

以东北、平津地区大学生为主的抗日民

族先锋队，成为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

的知识分子代表。”6 月底，辽宁省辽阳

市宏伟区“白乙化民兵排”民兵走进沈

阳工业大学工程学院开展征兵宣传活

动。当学生问起白乙化事迹时，民兵

李橙为大家详细介绍，激发众多学子

的家国情怀。

“最初，我对白乙化知之不多。民

兵排命名后，我们多方搜集资料，采访

他的后人，了解这位家乡的英雄。”李

橙告诉记者，民兵排由辽阳石化公司

芳烃部民兵班发展而来，2021 年被辽

阳军分区命名为“白乙化民兵排”。目

前全排 20 人，全部为退役军人，其中党

员 18 人。命名以来，每年建军节，他们

都会走进位于宏伟区曙光镇石场峪村

的白乙化故居，重温英雄事迹，感悟英

雄精神。

“1939 年，白乙化所部改编为八路

军冀热察挺进军平北军分区第十团，白

乙化任团长。斋堂一役激战 3 昼夜，击

溃日军；沿城河战斗重创日军，击毙中

队 长 奥 村 ；青 白 口 一 带 阻 击 日 伪 军

4000 余人，击落日机 1 架……”

看到展板上那些血与火的故事，李

橙感慨：“白乙化在战场上指挥若定、舍

生 忘 死 ；在 思 想 上 信 念 坚 定 、矢 志 不

渝。我深深为之折服，并决心在训练场

上践行他的精神，在宣讲中传播他的事

迹，努力成为新时代白乙化传人。”李橙

曾在海军某部服役，退役返乡后主动加

入了民兵队伍。

每次参观白乙化故居，该民兵排排

长吴迪都会在出口附近驻足良久。那

里张贴着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发表的

《告全军同志书》，赞扬壮烈牺牲的白乙

化是“优秀的指挥员、民族英雄、无产阶

级的先锋”。

1941 年 2 月 4 日，伪满道田讨伐队

170余人进犯根据地，白乙化率部在密云

县马营西山与敌人激战，毙、俘敌117人，

保卫了根据地。战斗即将结束时，在前

沿阵地指挥作战的白乙化被一颗子弹

击中头部壮烈牺牲，时年 30岁。

“英雄血沃幽燕，烈士名垂千古。

我们既然以英雄命名，就不能只挂个名

号。”吴迪说。

训练场上，民兵排将白乙化的故事

制作成展板，用英雄故事鼓舞士气；操

场上，他们为太子河实验小学学生教授

军体拳，讲述白乙化的战斗故事，播撒

红色种子。

“我愿做一把火，点燃更多人的心；

我愿做一颗星，照亮黑夜前行的人。”这

是白乙化写下的誓言，也激励着民兵们

继续走英雄的路。

“ 您 照 亮 黑 夜 ，我 们 守 护 安 宁 。”

2024 年，“白乙化民兵排”民兵参加辽

宁省首届“爱我国防”全民演讲比赛。

他们讲述了执行任务的一段经历，让全

场观众红了眼眶。

那年春天，宏伟区突发山火，火势

迅猛，形势危急。接到救援命令后，“白

乙化民兵排”迅速集结，奔赴火场。这

是一支应急救援的突击队，民兵韩建曾

服役于原武警森林部队，多次参与扑灭

火任务，面对烈焰，他毅然冲在最前面；

民兵魏宁也是冲锋在前的“尖刀”，直到

火灭后坐下来休整，大家才发现他的头

发烧焦了，眉毛烤没了……一段真实的

故事，一群勇敢的民兵，打动了现场观

众和评委，最终他们荣获二等奖。

“我们是‘白乙化民兵排’，就要对

得起名字背后沉甸甸的责任。只有平

时多流汗，战时才打得赢。”吴迪说。一

次次训练、一项项任务，锻造了他们的

硬实力。去年，他们在辽阳石化公司消

防技能大赛中脱颖而出，一举夺得团体

第一名，并斩获多个单项荣誉。

命名以来，“白乙化民兵排”先后参

加比武活动 10 余次，执行扑火救灾、抗

洪抢险任务 20 余次，获得军事训练先

进团体、个人表彰 30 余次。80 多年前，

白乙化以一腔热血投身抗日救亡；今

天，这支赓续红色血脉的民兵队伍，正

续写传承英雄精神的新篇章。

左上图：“白乙化民兵排”民兵根据

预案分配任务，确定作业地域。

王嵩博摄

辽宁省辽阳市宏伟区“白乙化民兵排”传薪火担使命—

“您照亮黑夜，我们守护安宁”
■本报记者 范奇飞 特约通讯员 杨 刚

近日，河南省西峡县人武部结合南阳职业学院毕业生就业双选会时机，

组织工作人员宣讲征兵政策，发放宣传手册。 马春歌摄

本报讯 陈翰报道：6 月 27 日，在妙

峰山脚下的北京市昌平区狼儿峪红色教

育基地，昌平区隆重举行特色民兵应急

分队授旗仪式。仪式上，军地领导为流

村镇狼儿峪民兵应急排、十三陵镇“九兰

组”民兵应急班、崔村镇周德纯民兵应急

排授旗。

光荣的旗帜，见证昌平民兵的光辉

历史。狼儿峪村是平（北平）西地区的

红色堡垒。1941 年 12 月，狼儿峪村民兵

对敌交通通讯进行总破袭，取得重大战

果。1945 年 7 月，在平绥铁路关沟段，

民兵配合县、区游击队炸毁日伪军用列

车 1 列 ；1958 年，在修建十三陵水库的

工地上，有 9 个姓名带“兰”字的女民兵

组成“九兰组”，她们勇挑重担出色完成

高强度打夯任务，成为新中国建设时期

的杰出代表；周德纯是东崔村人，曾任

昌（平）延（庆）联合县三区民兵中队长，

他在大辛峰突围中只身夺取敌人重机

枪，与敌人激战九里山，在常峪口战斗

中壮烈牺牲。

传承红色基因，续写奋进新篇。基

干民兵代表于雷表示，他们将珍惜荣誉，

发扬先辈的光荣传统，不断提高政治素

养和军事技能，提升应急处突、支援保障

能力，为英雄旗帜增光添彩。

仪式结束后，300 余名基干民兵参

观了狼儿峪红色教育基地，了解平西地

区革命斗争历史，传承革命精神。

北京市昌平区为三支特色民兵应急分队授旗

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光荣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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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 日，在山东省军区青岛第九

离职干部休养所荣誉室，一场特殊的主

题党日活动正在举行。干休所邀请该

所已故离休干部王忠的遗孀、98 岁的

八路军老战士周直为大家讲述自己的

抗战故事。提起抗日战争，她首先讲起

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

“那年我上小学三年级。7 月 7 日

夜里，日军进攻卢沟桥。第二天凌晨，

轰隆隆的炮声响个不停，把我从睡梦中

惊醒……”周直穿着一件格子衬衣，一

头银发梳得整整齐齐，说话带着明显的

京腔。

周直原名何乐雅，祖籍广东香山

（今中山市），从小在北京长大。她的父

亲何擎一是梁启超的学生，哥哥何士通

是我党优秀的地下工作者。

“日本鬼子打进来了，中国人就成

了亡国奴了！”周直反复念叨这句话，至

今忘不了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

难，“我家住在宣武门附近，时常看到护

城河里有被日寇杀害的人。”

日 伪 统治时期，周直家成了党组

织的秘密活动据点。有时开会，何士通

等人以打麻将为掩护，周直则在门口

放 哨 ，看 到 有 人 来 便 赶 紧 回 屋 报 信 。

就这样，小小年纪的她见证了党的地下

斗争。

“当时北平已经沦陷了，您是怎么

加入八路军的？”干休所文职人员刘晓

庆问道。

“那时老百姓都说，国民党的兵好

多都是抓壮丁来的，和日本人没怎么打

就跑了，八路军才是真正打鬼子的！所

以我一直想参加八路军。”1945 年 7 月，

正读高二的周直在哥哥的介绍下，从学

校偷偷跑到晋察冀边区参军，被编入冀

中军区一分区战线剧社，同年入党。

“离家前，我给家人留下一封信。

信里有句话我现在还记得：‘我要到有

希望的地方去。’我觉得共产党领导下

的八路军才是抗日的希望。”说到这里，

周直眼里泛着异样的神采。

“剧社里有好些个能编词编曲的，

他们编好了就交给我们唱，战士们可爱

听了。”讲到这里，周直开心地笑起来。

打仗时，周直在前线卫生所照护伤员，

进行信息登记；部队休整时，她就给战

士们唱歌鼓气。

“您能给我们唱唱当年的歌曲吗？”

干休所二级上士任世盟提出请求。

周直停顿了几秒，随后婉转的歌声

回荡在荣誉室内：“八路好，八路强，八

路军打仗为哪桩？八路军，八路军打仗

为老乡……”

八路军指战员的英勇无畏深深感

染着周直。“我们的战士很坚强啊，没有

麻药，就忍着剧痛让医生直接取子弹。

这也让我们更加努力工作，为他们多做

点事。”周直说。

和平来之不易，幸福来之不易。新

中国成立后，周直转业投身学前教育事

业，成为青岛幼儿师范学校第一任校

长。离休后，她也一直心系国防，每年

都会向部队官兵、学校师生讲述抗战故

事，让大家铭记历史，珍惜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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