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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侯小松、贾真报道：“抗日

战争时期，军民在党的领导下，依托毛

连洞村地理优势开展顽强斗争，沉重

打击了日伪军……”近日，河南省鹤壁

市淇滨区毛连洞红色教育基地人头攒

动。在讲解员生动的讲述中，游客们重

温那段烽火岁月。

毛连洞红色教育基地坐落在毛连

洞村牟山脚下，这里曾是通往冀鲁豫

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要道之一。“毛连洞

承载着豫北抗战的珍贵记忆。抗战医

院旧址、红色交通站旧址、抗日指挥部

旧址……这些宝贵资源为开展国防教

育提供了丰富的‘活教材’。”淇滨区人

武部领导介绍，近年来，该区军地充分

挖掘当地红色资源，在原有基地基础

上进行全面升级，围绕展陈内容、方式

等进行规划设计，持续丰富国防教育

载体，提高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

“快！把‘伤员’转移到山洞……”

随着刺耳的防空警报响起，十几名身着

八路军军服的游客分成多个小组，迅速

抬起担架，将“伤员”转运至安全地域。

这是该基地最新开发的“1943·毛连洞

保卫战”体验项目。“当时村民就是用门

板当担架，冒着枪林弹雨转移伤员。”担

任教官的退役军人李卫国指着岩壁上

的弹痕介绍。

为了让游客有更深的代入感，该区

军地借助科技手段对革命旧址和文物

场景进行了系统升级：修缮八路军后方

医院旧址，复原战地指挥部场景，增设

国防教育展陈馆。同时，他们选拔培养

民兵骨干、退役军人担任红色讲解员，

通过“口述历史+实物讲解”的方式，进

一步增强游客的情感共鸣。

“沉浸式体验让我对革命历史有

了更深刻的理解，也加深了我对先辈

的敬意。”大学生郭征有感而发，“我要

以先辈为榜样，努力学习，奋发向上，

争做新时代好青年。”

今年以来，该基地已接待青少年学

生、干部职工等超 3000 人次，其中 80%

的参与者反馈“通过实践对国防教育有

了更深刻了解”。区人武部领导表示，

下一步，他们将联合教育局、文旅局成

立专项工作组，进一步开发利用红色

资源，打造教育品牌、特色课程，推动国

防教育与红色旅游、学校教育深度融

合，助力全民国防教育走深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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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骄阳似火。

安徽省合肥市庐州大道与哈密路交

口附近，一辆正在行驶的汽车车尾突然

冒出黑烟，蹿起火苗，车主却浑然不觉。

“着火了，快停下！”见此情形，退役

军人王中平立即驱车加速追赶，一边鸣

笛，一边摇下车窗大声示警。车主忙将

车停靠路边。

“快报警！”王中平一边对车主说，

一边从自己车的后备箱取出灭火器，对

准车辆冒烟处猛喷。明火逐渐扑灭，但

王中平没有放松警惕。他俯身靠近，仔

细观察起火点情况，发现有复燃迹象。

“谁车上还有灭火器？快来帮忙！”

眼看灭火器喷剂即将耗尽，王中平高声

向周围车辆求助，一位公交车司机及时

递上大容量灭火器。

此时，火势开始从事故车辆底盘缝

隙向上蔓延，车身被烤得发烫。王中平

对准前侧护板用力一踹，护板应声碎

裂。紧接着，他熟练将灭火器喷管伸入

缝隙内喷射。在众人齐心协力下，火情

得到完全控制。

消防人员赶到后查看车辆，不禁感

慨：“灭火剂准确打到火源根部，避免火

势进一步扩大引发电池爆炸，这是‘教

科书式’的灭火。”

经 多 方 了 解 ，笔 者 得 知 ，王 中 平

1999 年 12 月入伍，曾在武警安徽消防

某支队服役，2002 年参加合肥市经开

区某火灾扑救并荣立三等功。

事发当天，车流密集，王中平危急

时刻的专业扑救，避免了更大损失。当

被问及为何挺身而出时，他说：“我是一

名退役军人，又是党员，这种危险时刻

就要冲上去，这算不得什么。”

市区汽车自燃 老兵专业扑救
■李泉锐

黑龙江省鸡西市恒山区人武部

组织民兵教员比武
本报讯 庄博予报道：近日，黑龙江

省鸡西市恒山区人武部组织民兵教员比

武，为民兵分队训练奠定坚实基础。此

次比武围绕专业技能、组训能力等方面

展开，成绩优秀者纳入“民兵教员储备

库”，不合格者取消执教资格。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

开展国防教育活动
本报讯 黄锦波报道：7 月上旬，安

徽省合肥市包河区滨湖世纪社区武装部

组织开展“追寻老兵足迹 点燃爱国星火”

教育活动。活动中，社区民兵骨干带领辖

区青少年学生走进参战老兵家中，通过聆

听战斗故事、共唱红歌等方式，强化青少

年国防意识，培养爱国情怀。

日前，黑龙江省大庆军分区在连环湖水域组织民兵开展水上救援综合训练。

上图：民兵驾驶冲锋舟开展环绕训练。

左图：民兵进行舟艇离心力救援训练。 姜海军、刘树楠摄

7 月初，山东省博兴县人武部开展国防教育进校园活动。图为民兵教练

员为学生讲解武器装备。 张 莹摄

清晨，海军某部官兵还未开饭，浙江

省象山县中堡村“兵支书”钟真理与几名

村民，已携带修理工具来到部队营区。

“上回来时，我发现有几部空调制

冷效果不是很好，今天我们特意过来修

理一下。”话音刚落，钟真理便与村民忙

碌起来。自该部官兵驻训以来，钟真理

多次上门对接，为官兵提供暖心服务。

钟真理的拥军故事，得从 50 年前

说起。1975 年，9 岁的钟真理不慎左腿

骨折，在家静养。一天，听说有部队来

驻 训 ，钟 真 理 便 和 大 人 们 一 起 去 迎

接。部队一名干部在人群中发现走路

一瘸一拐的钟真理，便将他带到卫生

队医治。经过军医的精心治疗，钟真

理很快痊愈了，而那段时间和官兵朝

夕相处，更是在他心中种下了参军入

伍的种子。

“ 从 那 时 起 ，我 就 下 定 决 心 要 当

兵！”1985 年，钟真理如愿穿上军装，后

来立功入党。1989 年，钟真理退役回

乡，开启创业之路。

凭着在部队磨砺出的拼劲和韧劲，

一年后，创业小有所成的钟真理自掏腰

包 购 买 了 300 余 本 书 籍 送 到 老 连 队 。

没多久，他又准备了一批物资打算送给

当年那支驻训部队。

“我一直在找给我医治的军官和军

医，但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加上时间

比较久远，没能找到他们。”钟真理言语

里充满了遗憾。

2009 年，钟真理担任中堡村党支部

书记，带领乡亲们发家致富的同时，更

是把拥军放在心头。

“我们村的拥军传统由来已久。”钟

真理告诉笔者，从 1955 年起，中堡村便

与驻训部队结下不解之缘。农忙时，官

兵利用休息时间，帮助村民春耕秋收，

村民们也把子弟兵当作自家亲人。一

来二去，村民与官兵结下深厚情谊，并

与一个连队结为互助对子。

时光荏苒，拥军成了村里不成文的

规矩。几任村支书接力带领村民拥军优

属，为军人军属排忧解难。近年来，有部

队来中堡村周边驻训，钟真理都会积极

协调，为官兵提供住宿、办公等场地。

如今，钟真理成为村支书已有 16 个

年头，结对部队官兵换了一茬茬，军民

鱼水情却日益深厚。他说：“虽然退伍

多年，但军人的担当不能忘，拥军的情

谊不能断。”

“兵支书”的拥军情
■赵 锋 莫正攀

阳光穿过松柏，洒下斑驳光影。盛

夏时节，辽宁省本溪满族自治县东北

抗联史实陈列馆里人流如织。记者跟

随本溪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干部职工、

“英模党史宣讲团”老党员以及优秀退

役军人代表来此，追寻抗联先烈的英雄

足迹。

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坐落于本溪

县小市镇，于 2007 年 5 月建成，2021 年

5 月改陈后重新开馆，目前已累计接待

参观者超 600 万人次，是当地传承红色

基因、弘扬抗联精神的重要场所。

走进陈列馆，气势雄浑的抗联英雄

群像浮雕映入眼帘。浮雕上的抗联将

士目光坚毅如炬，他们手挽手、肩并肩，

同仇敌忾、众志成城。杨靖宇用过的马

刀，周保中秘密接头使用的硬币，宋铁

岩用过的桌凳……上千件实物静静陈

列在展柜中，无声地诉说着那段波澜壮

阔的历史。

1936 年 2 月 ，在 中 国 共 产 党 领 导

下，东北各抗日武装统一改编为东北

抗日联军。此后的 1 年多时间里，东北

抗日联军迅速发展成 11 个军，开辟了

东南满、吉东、北满三大游击区。作为

东北抗日联军第 1 路军总司令兼政治

委员，杨靖宇率部转战在东南满的林

海雪原中，领导当地军民同日伪军进

行斗争。

每一件抗战文物，都在诉说着先烈

的热血与忠魂。杨靖宇提笔创作的《东

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在冰天雪

地里唱出将士们的家国情怀：“夺回来

丢失的我国土，结束牛马亡国奴的生

活。英勇的同志们前进吧……进行民

族革命正义的战争。”1940 年 2月 23 日，

孤身与敌周旋 5 昼夜后，杨靖宇被敌人

包围。面对劝降，他宁战死、不苟活，舍

生取义，以身殉国。

“抗日救国”是贯穿东北抗联斗争

历史的一条主线，也是激励抗联将士

血战到底的内在信念和强大动力。“母

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

了……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

用实行来教育你……”1936年 8月，31 岁

的赵一曼在牺牲当日给幼子“宁儿”写

下遗书，舐犊之情与爱国之情交融。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安置办主任张

迪 已 经 记 不 清 自 己 是 第 几 次 到 馆 参

观。有亲朋好友来本溪，张迪都会带他

们来这里。“每次看到赵一曼写给儿子

的信，心里都会泛起酸楚。英雄的伟大

就在于，为了革命胜利，他们可以背井

离乡，可以告别挚爱亲人，甚至牺牲自

己的生命。这是一种救国救民的英雄

精神。”张迪说。

英烈的抗战故事，让参观者深深

为之动容。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股

股长孟威表示，作为优抚工作者，做好

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就是对历史

最好的回应，也是对抗联精神的最好

传承。

近年来，本溪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积极探索社会化拥军路径，提高优待

证使用效能，持续加强与职能部门、企

业、社会组织的协调联动，不断提高优

待“含金量”。截至目前，60 余家企业

商户成为“拥军门店”，涵盖文化旅游、

酒店餐饮、医疗健康等多个行业。

“没有革命先辈的牺牲，就没有今

天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参观刚结

束，同行的 87 岁老党员——县“英模党

史宣讲团”团长郗桂珍，以《从英烈身上

汲取奋进力量》为题，给大家上了一堂

生动的微党课。这些年，郗桂珍手写讲

稿 80 多万字，作报告 150 余场，还牵头

组建爱心联盟团队，先后开展志愿者服

务活动 500 余次。

作为有着 60 年党龄的老党员，郗

桂珍说：“在国家和民族危亡之际，抗联

将士将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紧紧

联系起来，奋不顾身地捍卫祖国，他们

的英雄业绩和赤子情怀已成为中华民

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林海忆忠魂，精神励后人。“你们

活在我们的记忆里，我们奋斗在你们

为 之 奋 斗 的 事 业 中 。”县 退 役 军 人 事

务局领导表示，要把对革命先烈的无

限敬仰，转化为“时时放心不下”的使

命担当。近年来，该县军地联手规范

开 展 烈 士 祭 扫 、烈 士 公 祭 等 活 动 ，精

心 维 护 11 处 烈 士 陵 园 及 零 散 纪 念 设

施，让英雄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

命力。

左上图：辽宁省本溪县退役军人事

务局干部职工、“英模党史宣讲团”老党

员参观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

杨 毅摄

辽宁省本溪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干部职工参观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

林海忆英魂 精神励后人
■霍宏刚 本报特约记者 赵 雷

7 月上旬，江苏省徐州军分区组织民兵应急营基干民兵基地化轮训。图

为民兵进行观察与报知课目训练。 胡绍武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