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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发挥无人机高速、灵活、快捷的

优势，抵近侦察，锁定目标，实时回传影

像，为指挥部决策提供现场支持……”

盛夏，在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武部

训练场上，回乡探亲的第 82 集团军某

旅“刘老庄连”2 排 5 班长、二级上士杨

永杰关于无人机侦察要领的示范讲解，

赢得“刘老庄民兵应急连”民兵的热烈

掌声。

“杨永杰是我们的特聘教练，每次

探亲回乡都要前来指导民兵连训练。”

“刘老庄民兵应急连”连长史旭山告诉

笔者，“刘老庄”是这两个连队共同的

名字，同根同源，血脉相连。1943年 3 月

18 日，新四军 3 师 7 旅 19 团 4 连为掩护

根据地群众转移，在淮阴刘老庄与数

十倍于己的日伪军展开殊死搏斗，全

连 82 名勇士全部壮烈牺牲。战后，7

旅从当地挑选 82 位优秀青年重新组建

4 连，并命名为“刘老庄连”。“刘老庄民

兵应急连”的前身，是诞生于抗战时期

的刘老庄乡民兵自卫队。战争年代，

民兵与子弟兵并肩作战，留下“军民团

结如一人”的佳话。2010 年，根据上级

指 示 ，“ 刘 老 庄 合 成 化 民 兵 应 急 救 援

连”正式组建。2022 年，更名为“刘老

庄民兵应急连”。

“我们这支队伍虽几易其名，但精

神内核始终没有变，那就是传承 82 勇

士‘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精神，勇担

应战应急使命。”“刘老庄民兵应急连”

指 导 员 宁 民 跃 介 绍 ，2022 年 ，他 们 与

“刘老庄连”结成共建对子，开展互学

互助活动，为有效履行使命任务打下

坚实基础。

“我生在刘老庄，从小听着 82 勇士

的故事长大，当兵就想去‘刘老庄连’！

我愿意像 82 勇士一样，在党和人民需

要的时候挺身而出……”2024 年 9 月，

在刘老庄出生长大、立志要做 82 勇士

传人的大学毕业生朱肖杰，向区征兵

办领导郑重表态。经过严格的政考和

役前教育，朱肖杰在同批新兵中脱颖

而出，成为“刘老庄连”的一员。

“以‘刘老庄连’退役老兵的身份

加入‘刘老庄民兵应急连’，我倍感荣

幸和骄傲，我将以实际行动为英雄旗

帜增添新光彩。”今年 3 月，王万如成为

该民兵连第 9 名从“刘老庄连”所在部

队退役的民兵。区人武部领导介绍，

每年征兵季，当“刘老庄连”所在部队

在淮安市有征集任务时，市征兵办都

会 把 名 额 优 先 分 给 淮 阴 区 。 截 至 目

前 ，已有 102 名淮阴籍优秀青年走进

“刘老庄连”及其所在部队。每逢退伍

季，军地联合发出“招募英雄的你”预

征令，动员“刘老庄连”及其所在部队

退役老兵加入民兵连。如今，这 9 名退

役老兵以当好“播火者”的姿态，在“刘

老庄民兵应急连”续写新的荣光。

“我哥哥李云鹏不仅对抗战必胜

充 满 信 心 ，对 家 人 也 思 念 满 怀 ……”

“七一”前夕，民兵连“编外指导员”、时

任 4 连指导员李云鹏烈士的妹妹李爱

云，动情讲述哥哥的故事，让民兵们湿

润了眼眶。

李 爱 云 自 1969 年 从 沛 县 插 队 落

户到刘老庄以来，一直义务守护 82 烈

士陵园。她曾受邀到“刘老庄连”参观

交流，并将连队开展传统教育的做法

带回民兵连。在她的倡议下，“刘老庄

民兵应急连”每年坚持做到“五个一”，

即 参 观 一 次 82 烈 士 纪 念 园 、过 一 次

“今天我们怎样传承烈士精神”主题党

（团）日活动、学唱一首抗战歌曲、研读

一本抗战书籍、撰写一篇心得感悟，从

思想上擦亮“兵”的本色，从行动上立

起“兵”的样子，从战位上练好“兵”的

本领。

桥下侦察、障碍穿越、救生器材抛

投……笔者在训练场上看到，杨永杰

示范讲解一结束，民兵连无人机操作

手袁文举就顶着 36 摄氏度的高温，反

反复复练习这些动作。“未来战场环境

远比训练环境复杂险恶，只有加大训

练强度、难度，才能形成肌肉记忆，在

应战应急任务中从容应对。”袁文举抹

去额头上的汗水对笔者说。

平 时 砥 砺 硬 功 ，关 键 时 刻 冲 得

上。2024 年 7 月，淮河 1 号洪峰来袭，

盱眙县东风大堤多处出现渗漏，形势

危急。正在轮训备勤的“刘老庄民兵

应急连”闻令而动，跨区支援。“当年 82

勇士用生命践行‘人在阵地在’的铮铮

誓言，今天我们要像先辈那样，誓与大

堤共存亡！”全体队员顶着高温酷暑，

搬沙袋、堵管涌、固堤坝，经过 6 昼夜的

连续奋战，协助转移群众 1200 余人，处

理 渗 漏 点 20 余 处 ，加 固 堤 坝 6000 多

米，确保了洪峰安全过境。当地党委、

政府和人民群众由衷称赞：“英雄有传

人，民兵好样的！”

上图：“刘老庄民兵应急连”组织

新入队民兵聆听 82勇士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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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郝超、王捷威报道：“98

年前，南昌城头一声枪响，震破寰宇，

拉开我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

幕……”盛夏时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

馆“八一薪火先锋队”的金牌讲解员们

应邀来到江西省南昌警备区，开展“时

代新声”主题宣讲活动。他们通过一

张张老照片、一段段珍贵视频、一件件

红色文物，带领该警备区官兵穿越时

空，重温烽火岁月。

“邀请红色场馆金牌讲解员来军

营当教员，并同步直播至所属各人武

部、干休所，旨在通过专业的讲解，让

大家更好地接受党史军史教育。”南昌

警备区机关干部杨西河介绍，南昌是

英雄城，有众多红色场馆，以前开展党

史军史教育大都是组织所属人员现地

参观。由于这些场馆参观的观众比较

多，加之时间匆忙，教育效果并不理

想。为此，今年以来，他们变现场参观

为邀请不同红色场馆的金牌讲解员入

营授课，不仅丰富了教学内容，活跃了

课堂气氛，也提升了教育效果。

“虽然参加了数十次宣讲，内容

早已烂熟于心，但在部队官兵面前讲

好党史军史、讲好先辈的奋斗故事，

对我而言仍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八

一薪火先锋队”的金牌讲解员黄海凤

说 。 为 讲 好 这 一 课 ，她 查 阅 大 量 史

料，反复打磨课件。课堂上，她以新

颖的切入点、翔实的史实，把贺龙元

帅“皮鞋不穿穿草鞋，两把菜刀闹革

命”的故事娓娓道来，让官兵们听后

深受触动。

“先引进来，再走出去。”杨西河告

诉笔者，警备区已与当地 8 个红色场

馆、20 余名金牌讲解员达成协议，通

过定期入营授课辅导等方式，帮助警

备区培养讲解骨干。未来，这些讲解

骨干将不定期前往红色场馆、学校、社

区，开展义务宣讲活动，赓续优良传

统，传承红色基因。

江西省南昌警备区利用当地资源提升教育质效

“金牌讲解员”入营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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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张小武报道：“我在剧中

扮演地下交通员，任务是在天亮前把

情报送到根据地……”近日，在安徽省

岳西县民兵政治教育课堂上，一场别

开生面的“红色剧本杀”，让民兵们兴

致盎然。“以往开展教育大都是集中

听课、观看红色影片、参观红色旧址，

现在大家通过扮演‘红色剧本杀’里

的角色，不知不觉加深了对党史军史

的了解，参与的积极性明显提高。”民

兵王强在体验后感慨地说。

“引入‘红色剧本杀’，是我们创

新民兵政治教育形式，推动党史军史

教育走深走实的有益尝试。”县人武

部领导介绍，岳西是大别山革命老区

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色资源丰富，县

人武部深入挖掘本地红色历史，联合

专业团队精心打造《潜伏者》《大别山

烽火》《渡江前夜》等多部原创剧本，并

将党史知识、民兵使命等融入剧情，让

民兵们通过扮演红军战士、地下党员、

支前群众等角色，在解谜、推理、协作

中，重现“请水寨暴动”“红二十八军游

击战”等历史事件。逼真的场景布置、

扣人心弦的剧情设计，让参与者仿佛

置身现场，大大提升教育的吸引力、

感染力。

“通过‘红色剧本杀’的角色代入，

我深刻体会到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

作为新时代民兵，要珍惜当下，更要练

强本领，守护好今天的幸福生活。”民

兵班长张昆在复盘环节兴奋地说。县

人武部趁热打铁，以“红色剧本杀”为

切入点，同步开展“剧本背后的真实历

史”专题讲座、“重走剧本中的革命路

线”实地见学等活动，形成“体验—学

习—践行”的闭环，巩固教育成果。截

至目前，该活动已覆盖全县 24 个乡镇

民兵连。

据介绍，下一步，该县人武部还

将推出“红色剧本杀”小程序，邀请退

役军人、烈士家属参与剧本创作，让

党史军史教育更富时代感、更具感染

力，为民兵队伍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

精神动力。

安徽省岳西县人武部创新民兵政治教育形式

“红色剧本杀”搞活教育

本报讯 刘春雨、李栋报道：“现在

不仅文电数量减少，而且没有空话套

话，内容简明扼要，一目了然。”近日，甘

肃省张掖军分区组织召开机关基层双

向讲评会，肃南县人武部政治工作科干

事王思琪对党委机关“清新文风、务实

作风”的做法由衷点赞。

“我们在压减文电数量的同时，注

重精简篇幅，清新文风，提高质量。”该

军分区领导介绍，深入贯彻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他们把

精简文电作为改进工作作风的重要抓

手，组织机关认真学习相关法规，倡导

践行“少发文电、发短文电、发管用的

文电”，切实以文风的转变促进工作作

风的转变。

为 控 制 文 电 数 量 ，他 们 明 确 由 军

分 区 机 关 某 处 搞 好 统 筹 ，严 格 做 到 ：

同一事项不重复发文 ；机关各处和军

地之间能共享的数据材料，不得向基

层 发 文 索 要 ；非 敏 感 重 大 事 项 ，通 过

军 线 电 话 沟 通 交 流 ，不 再 发 纸 质 文

电 ；对上级文电作摘要传达并结合实

际提出具体要求，不得层层转发。同

时，每月大交班会上对上月发文情况

进行讲评，对优质文电提出表扬。据

军分区收发室一级上士甘宇统计，今

年上半年，机关发文数量比去年同期

减少 30%。

“文电精简压缩了，但是工作任务

一项没落下。”军分区领导说，少了“文

山”的束缚，机关不再虚耗空转，基层不

再疲于应付，“清新文风、务实作风”让

机关基层都受益。

甘肃省张掖军分区扎实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文电压缩了 作风更实了

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