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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5 日，湖南省怀化市举办第二届国防动员知识竞赛。图为竞赛现

场。 杨丽红摄

江西省泰和县军地

联合开展防汛训练
本报讯 刘文明报道：近日，江西省

泰和县人武部与县应急管理局联合开展

防汛训练，围绕险情探测、转移群众、修

筑堤坝、封堵缺口、舟艇自救互救和营救

落水人员等课目从严施训。复盘环节，

参训人员对组织流程、协同配合、实操能

力等进行讲评交流，进一步提升防汛救

灾和应急处突能力。

安徽省铜陵军分区

组织参观红色展览
本报讯 何凯报道：仲夏时节，安徽

省铜陵军分区组织干部职工代表走进铜

陵市档案馆，参观“江南解放第一城档案

文献展”。该展览展出 200 余份红色档

案，全景式呈现渡江战役和解放铜陵的

战斗历史。活动结束后，他们组织党员

重温入党誓词，围绕展览内容展开讨论

交流，感悟初心使命。

湖北省宜都市

出台民兵优待政策
本报讯 陈彬烈报道：近日，湖北省

宜都市出台《基干民兵优待和权益保障

暂行办法》，推动形成政府主导、军地协

调、社会参与、分级落实的民兵优待机

制。该市推出 20 项优待清单，涵盖汽车

加油补贴、景区门票减免等民生领域福

利，进一步浓厚“当民兵光荣，享社会优

待”的社会氛围。

新疆巴音郭楞军分区

抓好基层武装建设
本报讯 高子淇报 道 ：6 月 底 ，新

疆巴音郭楞军分区召开基层武装部正

规化建设现场会。他们组织参会人员

观摩试点单位焉耆县某乡镇武装部利

用 智 能 仓 储 管 理 系 统 调 取 防 汛 物 资 、

开 展 救 援 处 突 训 练 等 ，围 绕 如 何 抓 好

基 层 武 装 部 正 规 化 建 设 展 开 座 谈 讨

论，分享经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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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时节，贵州省晴隆县人武部工作人员来到该县“八一爱民学校”光明

小学，开展国防教育进校园活动。图为民兵为学生科普装备知识。

谯金菊摄

本报讯 王涛报道：“孩子如愿去

了心仪的学校，感谢地方党委政府的关

心照顾，感谢区人武部的尽心协调！”连

日来，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人武部接到

多名驻军部队官兵打来的感谢电话。

“子女教育问题牵扯官兵精力，为切

实做好属地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工作，我

们与区教体局、辖区驻军建立密切的沟

通联络机制。”区人武部政治工作科干事

刘春弟介绍，市南区是青岛的驻军大区，

也是教育资源相对集中的中心城区。为

让符合在家门口入园入学条件的官兵子

女都能进入心仪的学校，他们积极发挥

桥梁纽带作用，通过召开军地联席会、政

策解读、座谈交流、问卷调查等方式，深

入了解驻军官兵心理预期。今年 3 月，

他们以辖区驻军建制单位为单元，指定

专人负责军人子女教育优待事宜，在认

真做好相关信息登记统计和证明资料收

集工作的同时，与区教育主管部门以及

相关学校协调联动，打造军人子女入园

入学“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让驻军官

兵在孩子入学问题上少跑腿、多省心。

自 2022 年以来，在区人武部积极

协调下，多名符合条件的驻军官兵子女

享受优待。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

军人子女教育享优待

本报讯 李根、张昕怡报道：“我们

全家都很感谢贵部培养的好战士……”

近日，广东省汕尾市群众李先坤几经辗

转，将一封感谢信和一面锦旗送到火箭

军某部，感谢该部战士孙平海在其晕倒

时施以援手。

“有人晕倒了！”前不久，深圳北站候

车大厅，准备出差的李先坤突然瘫倒在

地。在单位担任卫生员的孙平海正在候

车，立刻循声上前。只见李先坤意识模

糊、呼吸微弱，伴随身体抽搐。孙平海先

为李先坤清理了口鼻堵塞的分泌物，保

持其呼吸畅通，然后就地放平其身体，进

行突发抽搐应急处置。

“同志，你感觉怎么样？日常服用

的 药 物 有 哪 些 ……”见 李 先 坤 意 识 逐

渐恢复、呼吸稍有好转，孙平海从随身

医疗包中找出相关药物为其送服。此

时，车站急救人员也赶到现场，孙平海

一 边 向 急 救 人 员 简 要 介 绍 李 先 坤 情

况 ，一 边 配 合 急 救 人 员 将 李 先 坤 抬

上 担 架 转 运 至 车 站 休 息室，协助进行

治疗。

考虑到李先坤独自出行、身边没人

陪同，孙平海用李先坤的手机联系上了

他的家属，告知情况并安抚道：“我是军

人，您家人在我身边，请放心。”在孙平海

和急救人员共同努力下，李先坤很快转

危为安。不久，医院救护车赶到，李先坤

在家属陪伴下前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

此时，孙平海计划乘坐的列车早已驶离

站台。

在深圳北站工作人员帮助下，孙平

海改签了自己的车票。返回部队后，孙

平海对自己的救人行为只字未提。直至

李先坤不远千里送来锦旗与感谢信，战

友们才知晓他的救人义举。

“作为卫生员，孙平海始终牢记职

责，认真学习医疗知识，在单位组织的卫

勤比武中摘金夺银。这一次，他用实际

行 动 ，践 行 了 人 民 子 弟 兵 为 人 民 的 誓

言。”该部领导介绍，接下来，他们准备将

孙平海的事迹搬上讲台，号召全体官兵

向他学习。

路遇晕倒旅客，火箭军某部战士孙平海施以援手

“您家人在我身边，请放心”

本报讯 杨刚、记 者范奇飞报

道：“报告兆麟将军，我来自‘李兆麟

民兵分队’，我们的帽徽闪耀在白山

黑水的每一寸土地；报告兆麟将军，

我来自‘白乙化民兵分队’，我们用臂

膀守护着辽河两岸的万家灯火……”

前不久，辽宁省第二届“爱我国防”全

民演讲比赛总决赛，在沈阳理工大学

落下帷幕。现场，辽阳军分区民兵代

表队以情景表演的形式，深情演绎

《向兆麟将军报告》，赢得现场观众和

评委好评，获得一等奖。

本届比赛由省委宣传部、省教育

厅等部门联合举办，围绕“身边的国

防故事”主题展开。自今年 3 月启动

以来，各地各部门积极响应，经层层

选拔推荐，并由专家评审，45 个优秀

作品脱颖而出，进入总决赛。

辽沈战役纪念馆讲解员梁丹丹

通过讲述其爷爷、“特等功臣”梁士英

在解放锦州战役中英勇战斗的事迹，

带观众重温那段烽火岁月；抗美援朝

纪念馆讲解员郎晓彤讲述了丹东市

融媒体中心《铭记》工作部 6 年来辗

转全国多地，采访 800 余位抗美援朝

老兵，抢救性挖掘整理抗美援朝口述

历史的曲折经历；盘锦职业技术学院

教师的作品《白发丹心守国防》，讲述

了沙岭战役烈士陵园主任王宝骞退

休后仍坚守岗位，致力于修缮革命遗

址、义务讲解英烈事迹、为烈士寻亲

等工作的动人故事，彰显了他守护红

色记忆的执着与热忱。

经过角逐，《为了铭记》等 10 个

节目获一等奖，《红装淬火铸国防，

素手擎炬护山河》等 15 个节目获二

等奖，《铭记历史，筑梦国防》等 20 个

节目获三等奖。

“爱我国防”演讲比赛已在当地

连续举办多年，最初主要面向学校和

青少年群体。自去年起，针对以往比

赛中存在的“老故事多，新故事少；历

史题材丰富，现实题材不足”等问题，

该省将参赛范围扩大至整个社会，发

动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士广泛参与。

学生以青春视角讲述校园国防

教育的生动实践，展现新时代青年的

使命担当；退役军人深情回顾军旅生

涯，诠释保家卫国的赤子之心；测绘

工作者以山河为画卷，讲述以脚步丈

量国土的忠诚与奉献……正如一位

评委所说：“此次比赛涌现了许多来

自基层一线的人物典型，呈现了一批

生动鲜活的国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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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的清晨，大别山深处的一处

村落静谧深幽。伴随着“吱呀”声，安

徽省太湖县刘邓大军刘家畈会议旧址

的朱漆大门慢慢开启。62 岁的退役老

兵、文物保护员、义务讲解员潘新民穿

戴整齐，步入展厅，准备开始一天的讲

解工作。

1947 年 11 月，刘伯承、邓小平在胡

氏新祠（现刘邓大军刘家畈会议旧址）

召集三纵队旅以上干部、皖西工委和皖

西人民自卫军支队长以上干部召开“刘

家畈会议”。

出生在大别山革命老区的潘新民，

从 小 对 家 乡 的 红 色 故 事 耳 濡 目 染 。

1981 年，潘新民入伍到原第二炮兵某

部，对党史军史的兴趣更浓了。1985

年退伍转业后，他利用闲暇时间阅读了

大量党史军史书籍。平日里，身边的亲

友是潘新民最忠实的听众。他们常常

说：“老潘肚里装着半部党史军史哩！”

潘新民听了这话便憨憨一笑，讲得更起

劲了。令他没想到的是，自己的这点兴

趣爱好后来派上了大用场。

2007 年，刘邓大军刘家畈会议旧

址被确定为“安徽省第六批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2017 年，根据新出台的文物

保护有关条例规定，该旧址需配备一名

文物保护员，由县文旅局组织统一招

考。那时，经周围人推荐，刘畈乡领导

注意到了潘新民：“老潘，刘邓大军刘家

畈会议旧址需要一个既懂红色历史、又

踏实可靠的文物保护员，我们都觉得你

符合条件，你要不去试试？”听了这番

话，潘新民跃跃欲试。后来，他参加了

招考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从此，

作为一名兼职文物保护员，潘新民接过

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然而，推开刘邓大军刘家畈会议

旧址斑驳的木门时，潘新民的心凉了

半截——空荡荡的展厅里，仅悬挂着

几幅图片和几块展板。革命文物缺乏、

史料内容不完善、展厅条件简陋……一

项项列出这些现实问题后，一个声音在

潘新民脑海中不停回荡：“不能让革命

记忆在这里沉寂。”

“我虽然对当地的红色历史比较了

解，但细节方面掌握得不够准确，且在

文物保护和红色场馆建设领域是个‘门

外汉’。”潘新民介绍，他先是在网上查

阅相关资料，同时向市内有经验的文物

保护员“取经”，了解文物保护知识。为

抢救式挖掘红色记忆、掌握第一手史

料，潘新民翻遍了《中共太湖县地方史》

《解放战争时期太湖县党史资料汇编》

等，搜寻有关红色历史资料。经多方打

听，潘新民找到了几位刘邓大军在刘家

畈休整期间的见证人。

在栗树村，95 岁的刘奶奶拉着他

的手回忆：“那天家里来了 3 位解放军，

都睡在稻草铺上。有个解放军摸着我

孙子的头说‘娃儿要上学啊’，临走前

塞给孩子一个饼子和一个皮蛋子（松

花蛋）……”“我给刘邓大军带过路。”

90 岁的赵老伯说，“夜里，战士们自己

睡 在 冰 凉 的 地 上 ，却 让 我 们 睡 门 板 。

我饿了，他们还盛了一碗油炒饭给我

吃……”就这样，潘新民将亲历者们口

述的内容一一记录下来，整理成数千

字的口述史料，逐渐还原了当年解放

军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

的细节。

与此同时，潘新民开始着手收集

革命文物。起初，对于革命文物有哪

些、从何处获得，他一头雾水。但作为

老 兵 的 他 ，骨 子 里 有 一 股 闯 劲 和 韧

劲。他在走访时顺带着发放革命文物

征集公告，不放过任何线索。桌子、枪

支、大刀……听说老乡家里有红色物

件，潘新民撂下电话，立马骑着三轮车

去核实情况。每收到一件革命文物，

潘新民都如获至宝。

在乡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破旧的木

门刷上了新漆，展厅围绕会议背景、意

义等内容划分多个展区，书籍资料、革

命文物等展品达上千件……2019年，刘

邓大军刘家畈会议旧址正式对外开放。

自该旧址开放后，潘新民又兼任了

义务讲解员。他结合前期掌握的相关

史料，撰写了数千字的讲解词，在讲解

过程中反复调整打磨。“刘邓首长为何

选刘家畈？看这地形！三面环山如天

然屏障，是藏兵布阵的宝地啊！”讲起红

色历史，潘新民言语生动且富有乡土气

息，让参观者倍感亲切。

一次，在给民兵讲述“风雪大别山”

的故事时，潘新民举起一件复原的单薄

军衣讲道：“同志们！当年，战士们在这

里度过了一个寒冷的冬天，他们穿着这

样的衣裳行军打仗，靠什么御寒？”说

罢，他停顿片刻，指向前厅的党旗：“靠

的是坚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仰！”令人

振奋的话语，赢得现场阵阵掌声。

极富感染力的讲解风格，让潘新

民成了当地讲解员中的“金字招牌”，

他 被 安 徽 省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厅 聘 为 省

级红色宣讲团成员。后来，县里落实

相 关 政 策 ，要 为 潘 新 民 安 排 工 作 ，但

他 坚 持 留 在 刘 邓 大 军 刘 家 畈 会 议 旧

址 当 讲 解 员 ：“ 对 这 份 工 作 ，没 别 的 ，

就是热爱。”

在潘新民的讲解本扉页，写着这

样一句话：“我要一直守护那抹红。哪

怕将来退休了，只要还能讲得动，观众

还需要我，我就继续讲。”讲解本后面，

密密麻麻记录着观众的反馈意见。如

今，他退休已经两年了，依然活跃在讲

解一线。

曾有年轻讲解员问潘新民：“天天

讲同样的历史，不会感到枯燥吗？”他回

答：“每次讲解我都有新体悟，革命精神

永远不会过时，今天我们在日常工作和

生活中仍然需要这样的精神。去年防

汛时党员突击队队员跳入激流的身影，

和当年解放军将士们睡地面的画面，在

我眼前是重叠的。”

“七一”前夕，一支由退役士兵组成

的“红色薪火”讲解队在刘邓大军刘家

畈会议旧址前正式成立。当潘新民为

他们戴上“红色讲解员”徽章时，眼中闪

着泪光。一直行走在红色传承路上的

他，此刻正将红色精神的火炬传递给新

一代。

“我要一直守护那抹红”
——记安徽省太湖县刘畈乡退役老兵、义务讲解员潘新民

■董笑然 洪尚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