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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多年前，这里根本没有路。爷

爷之所以选择把家安在这个偏僻的山

坳里，就是为了躲避战乱。”

夏日，辽宁省建昌县要路沟乡大

张台子村的小英沟里，一面鲜艳的五

星红旗高高飘扬。站在高高的青松岭

上，望向坳里，61 岁的李玉良指着国旗

下的老屋说，那里就是他的老家——

辽西第一党小组旧址所在地。

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曾在长

城沿线地区实施“千里无人区”计划，

许多群众被迫离开家园，躲到深山老

林之中。1941 年秋，为巩固建昌西南

山区抗日游击区，中共冀东分区党委

派出武工队。

“由于位置较偏，我家在那时便成

了武工队的秘密活动点。爷爷和父亲

常给武工队筹粮运粮、侦察敌情、传递

情报。”李玉良说，1942 年，在武工队党

员骨干的介绍下，爷爷李春芳和父亲

李青相继入党。1943 年，上级派人在

李春芳家中秘密组织召开党员会议，

宣布成立中国共产党建昌党小组，并

任命李春芳为党小组组长。自此，辽

西地区有了第一个发动群众武装抗日

的基层党组织。

踏 上 青 石 台 阶 ，笔 者 来 到 老 屋 。

浑厚的土坯墙和斑驳的木窗棂，布满

岁月沧桑。走进屋内，看着熟悉的老

土炕，以及墙上挂着的镰刀、锄头和煤

油灯，李玉良感慨万千：“我们一家三

代在这里住了 60 多年，直到 2002 年，我

和老伴才搬下山去。这座老屋，承载

了太多的家国记忆。”

老屋是革命后代的住处，也是不

可移动革命文物。李玉良搬下山后，

当地军地有关部门随后对旧址进行了

加固，并修缮了排水设施，拓宽了外部

通往此地的水泥路。

“发动群众，打击日寇。在这里，

春 耕 秋 收 、密 林 练 兵 ，每 条 沟 壑 都 是

战壕，每粒粮食都是子弹。”随着保护

利用工作的推进，这处革命旧址被越

来 越 多 人 知 晓 。 通 过 网 上 了 解 有 关

信息后，北京大学学生宋克鑫辗转来

到此地。他一见到李玉良，就把憋在

心 中 已 久 的 疑 问 道 了 出 来 ：“ 为 什 么

在这个小山沟里，能燃起辽西抗日火

种？”

“因为希望。”李玉良说，“爷爷李

春芳坚信‘只有跟着共产党，山里的乡

亲 们 才 能 安 心 种 地 ，不 用 再 东 藏 西

躲’。”当年，在日军迫害下，乡亲们家

破人亡、颠沛流离，根本无立足之地。

乡亲们最渴望的就是能有一支力量带

领劳苦大众彻底打倒侵略者，早一点

过上安稳日子。正是中国共产党派来

的武工队和工作队让这里的人们在黑

暗中看到了曙光。

这些年，在军地共同努力下，辽西

第 一 党 小 组 旧 址 的 教 育 功 能 日 益 强

化、配套设施逐渐完善，先后被命名为

“ 葫 芦 岛 市 爱 国 主 义 教 育 示 范 基 地 ”

“辽宁省国防教育示范基地”，每年有

大批党政机关干部、学生和民兵预备

役人员前来参观学习。

附近的老乡告诉笔者，旧址得到

保护利用的同时，周边的村子也富了

起来。群众发展旅游产业、种植特色

作物，实现稳定增收。

李玉良说：“今天的好日子，正是

先辈们期盼的，也是他们流血牺牲换

来 的 。 通 过 看 到 的 、听 到 的 ，以 及 爷

爷 和 父 亲 的 讲 述 ，我 深 信 ：没 有 共 产

党 ，就 没 有 新 中 国 ，就 没 有 人 民 的 新

生活。”

辽宁省建昌县军地联合保护利用辽西第一党小组旧址—

留住大山里的红色印记
■胡声明 孟祥瑜

青砖歇山顶的门楼，端庄古朴。两

侧人工水磨石砌成的院墙上，粉刷着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字样。走近

一看，大门门楣上悬挂一块牌匾，上面

写着“中国抗日军政大学”。

“这是一所办在火线上的红色大

学 。 80 多 年 前 ，这 里 是 课 堂 ，也 是 战

场。为了更好发挥革命旧址教育功能，

2019 年，在军地合力推动下，我市依托

这处旧址建起胶东抗大教育基地……”

见到记者，山东省栖霞市胶东抗大教

育基地负责人栾巧梅详细介绍了抗大

历史。

1938 年冬，抗战烽烟正炽，党中央

决定到敌后办学。中国抗日军政大学

第一分校从延安出发，冲破敌人重重封

锁，终于在 1940 年 4 月抵达胶东抗日根

据地。后来，该校与胶东抗日军政学校

合编，成立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

胶东支校（通称“胶东抗大”）。

目前，栖霞市已形成以胶东抗大教

育基地为中心、多处抗大战斗遗址为支

撑的抗大历史研学体系。据了解，仅胶

东抗大教育基地每年接待的机关、企

事业单位、学校和社会公众团体就达

400 多批次，游客超 2 万人次。

基地纪念馆内展示了一张铁夼寺

旧址的照片。那是胶东抗大师生与日

军的首战地。1940 年 6 月 1 日，胶东抗

大刚刚举行第一期开学典礼，日军便开

始了“扫荡”。同年 6 月 13 日，辗转办学

的胶东抗大师生在掖县（今莱州）铁夼

寺与敌遭遇。为了掩护其他人员转移，

第二队党支部书记王士奎、第四队区队

长郭前等多名师生壮烈牺牲。

栖霞市党史专家毛春雨说，办学

10 年间，胶东抗大共辗转 100 多个村庄

办学，师生们经历大小战斗上百次，几

乎每一次都是血与火的考验。除此之

外，师生们还要克服重重困难，夏天他

们在大树下上课、冬天甚至没有可以

更 换 的 衬 衣 …… 就 是 在 这 样 的 环 境

下，胶东抗大培养出近万名优秀军政

干部。

“为什么抗大能‘越抗越大’？那就

是师生们敢于直面现实，‘在战斗中学

习、在学习中战斗’，让理论联系实际，

让实践检验理论，从而做到知行合一、

赢得胜利。”毛春雨说，抗大精神彰显的

绝不只是办学观，还有奋斗观，这正是

抗大给栖霞留下的宝贵财富。

“走一次抗大路、听一堂传统课。”

多年来，栖霞市人武部每年都会组织

预 定 新 兵 到 抗 大 战 斗 遗 址 接 受 思 想

淬 火 。 在 胶 东 抗 大 教 育 基 地 留 言 簿

上，记者看到了一名叫韩正阳的新兵

写下的参观感悟：“如果仅仅靠读书，

或许可以成为优秀的学子，但是要想

成为一名战士，必须经历风雨、接受考

验。到军营，我要成为合格的战士。”

据了解，栖霞市已连续 11 年未出现思

想退兵。

夏 日 ，该市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在

胶东抗大教育基地开班。在“抗大精神

与新时代作风建设”的课题研讨环节，

许多学员不仅结合走访调研作报告，还

主动邀请大家到他们工作的地方考察

交流。培训班学员、翠屏街道武装部长

石祥文说：“只有把实践融入基层沃土，

我们向前迈进的脚步才会更扎实、更

有力，我们的事业才能更经得起历史

检验。”

山东省栖霞市军地联合挖掘利用胶东抗大办学旧（遗）址—

铭记血火中的淬炼历程
■伍国玺 本报特约记者 贾玉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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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赵丽娜、郭嘉豪报道：真

险！战机正在低空飞行。突然，一只赛

鸽从侧面飞来，险些撞上座舱盖——这

是某部驱鸟队给笔者展示的一段飞行

观测视频。

前段时间，该部紧急向驻地有关部

门反映，军用机场周边净空保护区内有

人驯养赛鸽，鸽子的活动已对该部飞行

安全产生影响。

宣传航空安全知识、讲解净空保护

要求、设立“禁止放飞”标识牌……当地

人武部迅速与有关部门组成联合工作

组，展开净空保护行动。

“根据国防法、军事设施保护法等

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应当

依法履行国防义务’‘在军用机场净空

保护区域内，不得从事影响飞行安全和

机场助航设施使用效能的活动’……”

收到工作组的《机场净空保护告知书》

后，许多养鸽户表示理解，并愿意配合

整改。

同时，也有一些人提出疑问：“鸽子

那么小，怎么能撞坏‘钢铁机甲’？”“机

场不都有驱鸟措施吗？鸽子怎么会飞

到那里去？”

为了让群众更好地了解鸽子对飞

行安全的影响，工作组在讲解航空法、

国防法等政策法规的同时，还结合有关

视频详细讲解了机场鸟撞现象。

“ 鸽 子 虽 然 小 ，但 通 常 是 结 群 生

活。数据显示，一只重约 500 克的飞鸟

与时速 370 公里的航空器相撞时，冲击

力能达到 3 吨。现在的高铁时速都在

300 公里以上，军用飞机比这还快，试

想如果发生鸟撞，后果会多么严重”“没

有百分百有效的驱鸟措施，要保证飞行

安全，需要各方共同努力”……

“以前不清楚鸽子对航空安全的影

响，听了部队同志的讲解，才知道‘小赛

鸽’具有‘大隐患’，以后可不敢在净空

区放飞赛鸽了。”居民李大哥说。

为做好动态监管，机场周边乡镇

的武装部还联合村委会建立机场净空

区养鸽户管理台账，精准记录鸽棚位

置、鸽群数量以及负责人信息等。同

时，他们还派出民兵组成的联合巡查

队，进行常态化巡逻，确保机场净空区

飞行安全。

该部领导表示：“驻地部门的高效

行动，为我部飞行训练提供了良好环

境。我们一定刻苦训练，坚决守卫好祖

国的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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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福建省军区福州第一离职干部休养所“薪火”红色宣讲团成员到福

建警察学院分享国防教育宣讲经验。 叶冰斌摄

本报讯 俞震报道：“瞄准靶心，注

意呼吸节奏……”近日，一场专门针对高

职学生的征兵宣传活动在浙江省桐乡技

师学院展开。活动现场，市征兵办搭建

模拟射击体验区，吸引学生排队体验。

市征兵办领导介绍，军队新型作战

力量迅速发展，给技能型人才参军入伍

提供了机遇。近年来，他们向部队输送

的适龄青年中，有相当一部分为高级

工，不仅较好满足了用兵单位对紧缺人

才的需求，也有效激发了高职院校学生

的参军热情。

走进征兵政策宣讲区，笔者看到，

“技术尖兵成长之路”主题展板前站满

学生。主题展板上展示了 9 位毕业于

高职院校的桐乡籍士兵的立功受奖事

迹，以及最新征兵政策。

“这个戴光荣花的是我的学长，我

之前听说过他的事迹。他穿军装的样

子，真帅。”在展板上看到学长的风采，

数控车工专业学生丁福伟非常激动。

他用手机拍下展板上的政策解读，随即

向征兵人员咨询起参军入伍、留队发展

等事项。

“我校与市征兵办签订了预征预储

协议，每年会在一些专业上遴选优秀学

生，将他们列为兵员储备对象。”该校领

导张雪华介绍，为了助力征兵，该校创

建学校军事社团，将国防教育融入日常

课程体系，把参军入伍纳入职业发展路

径。近 3 年，该校已有 147 名毕业生参

军入伍。

市征兵办相关负责人告诉笔者，本

次征兵宣传活动将持续到征兵体检前，

各级征兵工作机构将及时为有意向参

军的学生提供政策解读、网上报名指导

等服务。

浙江省桐乡市征兵办

动员技能人才参军入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