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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杨龙泉报道：“经济越发

展，越需要大家关心、支持和建设国防，

让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同频共振、相得

益彰……”近日，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人武部领导受邀站上区委党校讲台，为

50 余名新任命的区管领导干部进行国

防教育专题授课。台上讲得用心动情，

台下听得专注认真，不少人的笔记本上

记得满满当当。

领 导 干 部 是 国 防 教 育 的“ 关 键 少

数 ”，抓 好 领 导 干 部 的 国 防 教 育 ，就 牵

住了全民国防教育的“牛鼻子”。基于

这 一 认 识 ，武 侯 区 将 国 防 教 育 纳 入 领

导 干 部 培 训 必 修 课 ，依 托 区 委 党 校 开

办 国 防 教 育 培 训 班 ，邀 请 区 人 武 部 领

导、军事专家围绕当前军事斗争形势、

国际形势、国防法规、党管武装业务等

进行授课。

“我从新时代强军成就讲到备战打

仗实践，并针对地方领导干部的岗位职

责，就‘如何统筹推进经济发展与国防建

设’‘街道层面如何开展国防教育’等话

题与学员交流互动，建议他们在制订区

域发展规划时，立足地域红色资源优势

和街道人文历史特点，主动嵌入国防元

素，推动国防教育融入日常、化作经常。”

该区人武部领导说。

“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

国防是全民国防。增强国防观念，厚植

家国情怀，是我们每个人的‘必修课’。”

听课人员纷纷表示，作为党员干部，要

充分认清自身职责，主动关心国防、支

持国防。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加强领导干部国防教育

上好国防教育这堂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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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李国强、代红亮报道：

近日，在黑龙江省鸡西市征兵办指导

下，黑龙江技师学院征兵工作站挂牌

成立。

鸡西市征兵办工作人员周强介

绍，按照规定，获得高级技工学校、技

师学院毕业证书和国家认可的高级

工以上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职业资格

证书）的人员应征入伍时，可参照普

通高校毕业生享受优惠政策。为此，

他们以黑龙江技师学院为试点建立

征兵工作站，旨在为部队输送更多技

术能手和工匠人才。

据悉，该校拥有现代化教学设施

和实训中心，专业涵盖机械、数控、人

工智能、信息等多个领域，在全国和

省市多项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奖牌，

是技术类兵员的富矿。

“征兵工作站设在学生管理处，

由学生管理处领导担任办公室主任，

配备 2 名征兵工作人员。”该校征兵

工作站工作人员介绍，他们除了负责

征兵工作外，还协助学校开展国防教

育、学生军训等工作。

该校汽车工程系学生陈金龙从

小就向往火热军营，他在征兵工作站

了解到技工类院校学生入伍优势后，

决心下半年考取焊接高级技工证后

报名参军。

“下一步，我们将在全市技工类

院校成立征兵工作站，并出台技工

类院校学生入伍优惠政策，吸引更

多‘ 强 军 工 匠 ’建 功 军 营 。”周 强 介

绍，目前，该校已有 50 余名学生应征

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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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董笑然、陈镭报道：“家

人们，请大家把要咨询的问题打在屏

幕上，我一一回复……”近日，安徽省

太湖县“征兵直播间”再次上线，大批

网友涌入，与主播交流互动。坐镇直

播间的主播是该县徐桥镇武装部部

长唐尧，端坐镜头前，他耐心细致地

回答问题。

该县征兵办工作人员黄彬介绍，

为不断扩大征兵宣传的覆盖面和影

响力，今年，征兵办在抓好线下宣传

发动的同时，在线上开通“征兵直播

间”，请基层武装部部长当主播话征

兵。没想到第一次直播，他们就铩羽

而归——主播讲话内容针对性不强，

再加之前期宣传不到位，直播间人数

寥寥。

直播征兵，功夫在镜头外。黄彬

和同事们总结经验教训，遴选两名有

着多年征兵工作经验的基层武装部

部长，到县征兵办系统学习征兵法

规，又请来县融媒体中心主持人现场

指导，从镜头调度到流程规范，手把

手传帮带。此外，他们通过召开座谈

会、发放调查问卷等形式，了解适龄

青年和家长普遍关心关注的问题，据

此设置直播内容。“我们还利用微信

公众号等网络平台，广泛推送转发直

播预告，让更多人知晓。”黄彬说。

经 过 几 次“ 试 水 ”，“ 征 兵 直 播

间 ”人 气 持 续 升 温 ，让 大 家 备 受 鼓

舞。“要想当好征兵主播，一方面，自

己肚子里得有货，能把体检标准、征

兵流程、服役发展、退役安置等讲清

楚、说透彻；另一方面，语言还得生

动 风 趣 ，让 网 友 们 喜 欢 听 、听 得 进

去。”唐尧有感而发。

直播结束，该县应届大学毕业生

郑茂林仍意犹未尽，通过与唐尧的交

流互动，他拉直了心中问号，入伍决

心更加坚定。“热血男儿就是要到祖

国最需要的地方挥洒青春、守卫国

土。”郑茂林说。

为进一步扩大直播的辐射效应，

该征兵办还把直播视频设置成全程

回放，并将直播重要内容剪辑制作成

小视频在微信公众号上推送。

截至目前，在“线上直播+线下

宣传”双重加持下，该县应征报名大

学生人数已远超任务数。

安徽省太湖县征兵办

直播间里话征兵

征 兵 工 作 进 行 时

近日，江苏省滨海县人武部组织征兵工作人员走进文化广场等公共

场所开展征兵宣传。图为征兵工作人员为家长解读征兵政策。

冯显争摄

武陵山东部，湖北省恩施市方家

坝，云遮雾绕的山林之中有一条 100 余

级的石阶路。

84 年前的冬天，26 岁的中共鄂西

特委书记何功伟戴着镣铐，走上这条石

阶路。国民党反动派威逼利诱“回一回

头就不杀”，但何功伟昂首高唱《国际

歌》慷慨就义……

2025 年的盛夏，“何功伟民兵连”

组织新入队民兵踏上这条石阶路，重温

红色历史，追寻英雄足迹。

“1935 年底，20 岁的何功伟积极响

应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投身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进步活动；1938 年，武汉沦

陷，何功伟指挥游击队，在丛山密林中

伏击日寇；1941 年，国民党反动派策动

‘皖南事变’，白色恐怖蔓延到恩施地

区，何功伟不幸被捕。就义前，他在给

父亲的家书中写道‘儿除慷慨就死外，

绝无他途可循。为天地存正气，为个

人全人格，成仁取义，此正其时……’”

恩施烈士陵园何功伟烈士墓前，年逾

古稀的老民兵杨世永深情讲述，新民

兵眼中泛起泪花。“100 余级石阶见证

了烈士的慷慨赴死，那封家书则写满

了共产党人的忠诚信仰！”

20 世纪 70 年代，方家坝村组织民

兵管护何功伟烈士的囚居地、就义处

和坟茔，杨世永便是其中一员。他至

今仍清楚地记得，1983 年的一个夏夜，

山火突发，威胁到何功伟烈士囚居地

遗址。杨世永和民兵们心急如焚，挥

舞柴刀，在遗址周围砍出 3 米宽的隔离

带。“当时胶鞋底都被烫穿了，但我们

想到这里写满了红色记忆，绝不能烧

毁！”2000 年，当地政府修建烈士陵园，

20 多名民兵主动请缨，利用农闲时间

抡铁镐劈山开路，硬是修通了两条青

石步道。也是在那一年，方家坝村正

式更名为何功伟村。

2024 年 3 月，恩施市人武部整合何

功伟村及周边村民兵力量，组建“何功

伟民兵连”。队员们深知，以英雄名字

命名，不单单是一个称谓的变化，更是

一种精神的传承。

“我们坚持以传承英烈精神为载

体，大力培育民兵战斗精神，激励民兵

苦练过硬本领、争当后备尖兵。”在该市

人武部领导看来，刀靠磨、钢靠锻，真功

硬功靠训练。他们立足山区特点和任

务需求，紧盯防汛抢险、森林灭火等急

难险重任务展开针对性训练，着力提升

民兵队伍专业技能。

“突发山火，火借风势迅速蔓延，

请迅速前出处置……”今年初夏，一场

贴近实战的森林灭火训练在鄂西深山

腹地展开。接到指令后，“何功伟民兵

连”民兵紧急操控无人机升空，热成像

镜头精准捕捉火头位置与蔓延态势，

投送急需的灭火与补给物资；地面灭

火突击组背负风力灭火机、高压水枪

等装备，在高温炙烤、崎岖难行的火场

边 缘 强 行 突 进 ，开 辟 隔 离 带 、压 制 火

势 ……“ 训 练 场 连 着 战 场 ，只 有 练 好

‘看家本领’，才能守好这片土地，才能

无愧这面英雄旗帜！”该民兵连连长黄

伟掷地有声。

连旗在前，使命如山。进入主汛

期，恩施市遭遇多轮强降雨。一天，清

江河水位暴涨，小渡船街道土司路后滩

涂空地停放的数十台车辆面临被洪水

冲走的危险。“何功伟民兵连”闻令集

结，第一时间奔赴现场。倾盆大雨中，

民兵们蹚过没膝的河水，疏散群众、转

移车辆。民兵熊浩转移车辆时，小腿被

水中树枝划了一道深深的伤口。经过

简单包扎，他又转身冲回任务一线。“无

论前方有何艰难险阻，何功伟民兵绝不

回头。”熊浩坦言。

传承，不仅是时间的接力，更是精

神的延续。为讲好英雄故事，该民兵连

主动加强对外交流，与市内多所中小学

校建立共建关系，定期开展国防教育进

校园活动。民兵队员们还在恩施烈士

陵园、何功伟村政治生活馆等红色场所

担任义务讲解员。前不久，湖北省军区

举办“当那一天来临”主题党课，该民兵

连民兵、全国“老兵宣讲团”成员代义走

上讲台，向官兵讲述何功伟烈士“绝不

回头”的感人故事……

英雄精神激励人心，红色血脉传

承不息。该民兵连虽然组建时间不长，

但已受到军地表彰 10 余次，在上级组

织的比武竞赛中多次摘金夺银，成为该

市的一张闪亮名片。

左上图：“何功伟民兵连”新入队民

兵在革命烈士纪念碑前庄严宣誓。

罗 浩摄

以英雄之名 传红色薪火
—记湖北省恩施市“何功伟民兵连”

■梁乾坤 谢 顺 本报特约记者 陈一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