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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徐从兵、张志荣报道：“您

好，请问我公司此次参训民兵的综合表

现如何？”“考核成绩怎么样？”……近

日，江苏一家科技公司的人力部门负责

人致电江苏省海安市海安经济技术开

发区武装部，详细了解员工在民兵集训

中的表现。

近年来，该市人武部联合地方政府

有关部门同编兵企业制定《军企共建实

施意见》，将预编在企业的民兵分队预

建党组织，纳入企业党组织建设一体筹

划、一并推进，确保“连建党支部、排有

党小组、班有党员”。编兵企业根据实

际情况，对民兵集训期间表现优异、成

绩优秀的参训员工给予一定资源倾斜，

保留“带编入伍”员工的工作岗位等多

项荣誉激励措施。

“我们不仅支持员工参与民兵队伍

建设，还将其参训表现纳入年度评先评

优，激励大家争当训练标兵。”海安经开

区一家企业负责人告诉笔者，他们采取

“训用结合、奖优促训”的方法，激励企

业民兵积极参加军事训练，鼓励参训人

员站排头、当标兵，实现了国防增效、企

业受益、个人成长的“三赢”局面。

3年前，王勇响应海安市“带编入伍”

政策报名参军，经开区一家企业为其保

留岗位和待遇。他退役后，该企业不仅

兑现了承诺，还将他列为后备人才培

养。“此前担心参加民兵训练，会影响本职

工作，如今企业不断完善民兵荣誉体系

建设，优先提拔使用民兵骨干，我们当民

兵荣誉感强了，干好本职工作的动力更

足了，真正实现了‘双向奔赴’。”刚刚被提

升为该企业安全部部长的王勇感慨道。

“我们继续协调地方政府出台税收

优惠减免政策，健全完善编兵单位税费

补偿机制，鼓励引导更多企业支持武装

工作。”海安市人武部领导表示。

江苏省海安市军地

建章立制激励民兵积极参训

本报讯 徐自华、杨志文报道：前

不久，江西省进贤县人武部与驻军部队

联合开展实战化训练，民兵专业分队的

表现得到导调组的肯定。

“某部装备设施受损，上级命我排

立即前出，建立通信节点，协助开展通

信保障！”笔者在训练现场看到，接到

指令后，民兵应急通信保障分队快速

奔赴任务区域，不到 30 分钟协助任务

部队顺利建立通信节点，有效排除了

险情。

“缺乏技术装备、组训力量薄弱、实

战意识不强是影响民兵训练质量提升

的老大难问题。”该县人武部领导告诉

笔者，为此，他们与驻军部队建立挂钩

联训机制，嵌入部队实战化训练过程，

提升民兵专业分队支援保障本领。

现场示范动作要领、讲授装备操作

技能、进行专题辅导讲座……笔者在雷

达某场站训练场看到，教官指导民兵专

业分队开展专业训练，还穿插组织小比

赛、小考评，有效调动了参训民兵训练

热情。

与此同时，为进一步提升民兵队伍

编建质量，该县人武部领导带队深入辖

区 15 余家企业进行潜力走访调研，摸

清适编人员底数，重点吸纳退役军人、

专业技术人才和党员骨干，优化民兵队

伍结构，科学调整编组模式，确保编建

与实战化需求精准对接。“通过以任务

需求为牵引，科学编组民兵分队，为下

一 步 我 们 科 学 开 展 训 练 打 下 坚 实 基

础。”民兵排长付勇俊说道。

此外，该县人武部还采取“请进来

帮”与“走出去学”相结合的方式，邀请

驻军部队骨干开展示范教学，并将民兵

教练员送到现役部队学习，通过学习驻

军部队的组训方法，进一步规范民兵军

事训练组织与实施。

创新训练方法、丰富训练手段，激活

了民兵训练一池春水，也提升了民兵遂

行任务的能力。下一步，该县人武部将

继续完善挂钩联训机制，同驻军部队研

究机场防卫、伤员救治等多个课目施训，

不断提高民兵队伍支援保障本领。

江西省进贤县人武部

挂钩联训提升支援保障本领

7 月中旬，贵州省兴义市人武部联合市公

安局、市人民医院、市应急管理局等单位，开

展军地联合支援保障训练。此次训练围绕医

疗救护、物资装卸等 9 个课目，有效检验军地

协同能力。

上图：模拟货物运载时遭遇“敌特分子”

袭击，民兵与特警联合展开警戒行动。

右图：任务人员“受伤”，民兵医疗救护分

队同地方医疗人员联合开展救护训练。

王文明、陈雪儿摄影报道

广西来宾市

开展心理疏导服务
本报讯 张瑞潇报道：近 日 ，广 西

来宾军分区邀请地方心理专家走进营

区，为官兵开展心理疏导服务。专家们

通过心理健康评估、问卷调查等方式，

了解掌握所属人员身心健康状况与需

求，以开办知识讲座、“一对一”咨询等

形式，给官兵传授压力调适技巧，扎实

做好心理疏导工作。

武警山东总队青岛支队

举办国防教育活动
本报讯 林博雅报道：连日来，武警

山东总队青岛支队组织政治教员和理论

骨干成立宣讲小分队，深入驻地中小学

校和街道社区，宣讲国防知识和发放国

防教育宣传单。同时，他们还组织军营

开放活动，邀请驻地干部群众代表进营

区，了解该部近年来建设发展情况，增强

全民国防观念。

辽宁省营口市站前区

多措助力征兵宣传
本报讯 刘洋报道：前不久，辽宁省

营口市站前区征兵办充分利用地方媒体

资源，积极推进征兵宣传工作。他们采

取线上线下齐发力的形式，通过大数据

分析，向适龄青年及家长推送征兵宣传

短信；协调移动通信公司，在电视开机页

面设置征兵宣传字幕，营造浓厚的参军

报国氛围。

前不久，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云南省临沧市云县多个乡镇遭受洪涝灾害。灾情发生后，云县人武部组织民兵投入抢险

救灾。图为民兵清除淤泥。 杨 飞摄

盛夏，大别山北麓草木葳蕤。清

晨，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东河口镇毛

岭村 54 岁的黄克胜像往常一样出了家

门，沿着一条笔直的水泥路向后山走

去。不到 2 分钟，梁家冲烈士陵园便映

入眼帘。

拾级而上，黄克胜拿出毛巾和扫

帚开始擦拭墓碑、清扫落叶……这样

的祭奠，他已经重复了 17 年。从父亲

黄昌华那一辈开始，这一家三代人，已

义务守护梁家冲烈士陵园 61 载。

梁家冲烈士陵园里长眠着 13 位无

名烈士，他们隶属晋冀鲁豫野战军第3 纵

队。1947年 9月，3纵奉命赴皖西作战，

在张家店全歼敌第 62 旅，歼敌 4000 多

人。与之相邻的毛岭村梁家冲一座叫

“花门楼”的地主宅院，当时作为临时

卫生所，收留了近百名伤员。后来，张

家店战役溃逃的敌军残部对“花门楼”

发 起 疯 狂 攻 击 ，有 11 名 战 士 英 勇 牺

牲。村民含泪收殓烈士遗体，就地安

葬在“花门楼”北侧的一片竹林里。“次

年，在一次剿匪作战中，该部又有 2 名

战士牺牲，村民们将他们与前一年牺

牲的 11 位烈士埋在一起。”对于这段父

亲黄昌华时常挂在嘴边的历史，黄克

胜早已烂熟于心。

张家店战役发生时，年仅 7 岁的黄

昌华就住在“花门楼”旁的草棚，目睹

了烈士的牺牲与安葬过程。1959 年，

黄昌华参军入伍，5 年后退役返乡担起

为 13 位无名烈士守墓的担子。

1966 年，时任梁家冲村民兵营长

的黄昌华发动村民，在烈士坟茔四周

垒起一堵长 70 米、高 1 米多的土围墙，

将烈士坟茔保护起来。

1979 年，当时的六安县人民政府

拨款建起梁家冲烈士塔，2007 年，金安

区政府拨款将这里改建成烈士陵园。

那些年，黄昌华每年都带着村里年轻

人给烈士坟茔培土、清沟、铲杂草，还

按当地风俗祭奠烈士，直到 2008 年。

那一年，黄昌华被查出患食道癌

晚期，在外务工的黄克胜回乡照顾父

亲。那段时间，父亲放心不下的就是

陵园里的 13 位无名烈士。黄昌华弥留

之际，还嘱咐儿子：“我死后，希望你能

继续守墓。”

同年 5 月，黄昌华辞世。“有人不相

信父亲这么多年一直是义务守墓，以

为民政部门支付了工资。”黄克胜辞去

在江苏的高薪工作，接过父亲的“接力

棒”。黄克胜说：“我既然在父亲临终

前许下了诺言，就一定要兑现。”

梁家冲烈士陵园位于山坡的一处

竹林里，进入陵园，要跨过一条小河。

黄克胜注意到，来祭扫的人们通常要

把车子停在路边，再蹚水过河。特别

是到清明时节，小河涨水，路上泥泞不

堪，给前来祭奠的人们造成很多不便，

黄克胜决定修路。

为了筹措资金，他联系了很多人，

跑了很多地方，一位远房亲戚在了解

情况后汇来 1 万元，邻镇某中学的校领

导在听闻他们父子接力守墓的义举后

捐款 1.5 万元……

路桥通行后，极大地便利了村民

出行，也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毛岭村

有一座烈士陵园。

如今，砂石路已硬化成平坦的水

泥路，陵园深处，墓碑两侧黄克胜栽下

的松树早已郁郁葱葱。年逾五旬的他

平日务农，每逢祭扫者到来，便备好茶

水，义务讲解。

红色家风接续传承，烈士英名代

代相传。一次，黄克胜因车祸重伤卧

床，母亲高绪聪默默拿起扫帚和毛巾，

代替儿子清扫落叶、擦拭墓碑。黄克

胜的儿子、孙辈在外地工作求学，但每

年春节、清明回乡祭奠英烈，已成为雷

打不动的家规。

“四爷爷讲了一辈子烈士故事，这

副担子不能没人接。”2000 年出生的王

俊 杰 ，按 辈 分 叫 黄 克 胜“四 爷 爷 ”，他

2020 年退役后，主动跟随黄克胜守护

陵园。

如今，梁家冲烈士陵园已成为当

地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能把英雄的

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大家铭记历史、

传承精神，是我们家族的责任！”面对

慕名而来的祭奠游客，王俊杰的话语

掷地有声。

前不久，第三届全国文明家庭名

单揭晓，黄克胜一家榜上有名。他们

三代人跨越 61 个春秋的坚定守护与接

力传承，为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写下了

最生动的注脚。

陵园深处，松涛如诉。当笔者问

及坚持这么多年为无名烈士守墓的意

义是什么，黄克胜轻抚冰凉的墓碑，目

光越过山下炊烟袅袅的安宁家园，朴

实而坚定地说：“为了对父亲的承诺，

更为了我们的英雄。待我走不动了，

晚辈们会一代接一代，沿着这条路走

下去——守护英雄，这条路永远不能

断，也永远不会断。”

上图：黄克胜为民兵们讲述英雄

的战斗故事。 张 兵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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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你加入我们蓝天方阵，祝愿

你在未来追逐蓝天梦想的道路上，一路

披荆斩棘，早日和我们一起守护祖国的

蓝天！”7 月 17 日一大早，浙江省金华一

中高三毕业生吴轩哲收到一份特殊的

礼 物—— 中 国 军 校 形 象 代 言 人 、空 军

航空兵某旅飞行员王文毅送来的空军

航空大学录取通知书。

空军招飞需经过初选、复选、定选多

轮考核，对招飞对象的身体素质、心理素

质以及文化成绩要求极高。翻看吴轩哲

的成长档案，似乎能从中看到他的付出

与坚持：从幼儿园开始坚持游泳训练，到

高二时获评国家一级运动员。高中 3

年，吴轩哲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上初中时，无意间刷到了一段火

箭升空的视频，非常激动。”吴轩哲告诉

笔者，那时，他心底就埋下了一个向往

蓝天的梦想，“我确定，那就是我未来要

走的路。”一次国防教育进校园宣讲，让

吴轩哲更加坚定了选择。2022 年，金华

一中邀请陆军首批自主培养女飞行员、

该校 2017 届优秀毕业生徐枫灿回到母

校宣讲。“那时候，觉得她穿军装的样子

很帅，我也要成为她那样的飞行员。”吴

轩哲说。

在 金 华 一 中 旧 校 址 的 一 面 墙 上 ，

“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老校

训清晰可见。翻阅该校校史，红色历史

文化氛围扑面而来，邵飘萍、艾青、陈望

道等一大批革命先辈和仁人志士都从

该校走出。该校领导介绍：“金华市红

色资源丰富，在日常学习教育中，我们

将英烈事迹融入课堂教学，引导学生学

英雄见行动，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

血脉。”

提到儿子的选择，吴轩哲的父亲吴

向东说：“他一直都让我们很少操心，他

能将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强国强军事业，

我们很自豪，全力支持！”

经过数百项的招飞检测项目，吴轩

哲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定选阶段。今

年 2 月初，徐枫灿还特地回到母校，为

进入定选阶段的学弟们指导考核要点、

加油打气。

“我一定苦练本领，希望能早日成

为飞行员，驾驶先进的战机守护祖国的

蓝天！”当笔者问及下一步的人生规划

时，吴轩哲坚定地说，他会做好一切准

备，勇敢迎接更多未知挑战，争取早日

翱翔蓝天。

祖国的蓝天在召唤
■洪淑芸 本报特约通讯员 蒋 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