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深入推
进，部队轮训换防、实战化训练如火如
荼，帮助官兵解除后顾之忧、心无旁骛
谋打赢也就成了军地职能部门的职
责。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
于细。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不能仅停留于喊口号、制作宣传标语，更
要从实从细处理好官兵身边、眼前急需
解决的困难。“儿童健康管理卡”着眼细
微处，直指官兵痛点，让广大官兵及军属
真正享受到实惠，这样从细节上落实对
军人的尊崇着实令人叫好！

尊崇重在细节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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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评 ■李 扬

在全国著名的“将军县”——湖北红
安，流传着一个名叫“铜锣”的“神器”。80
多年前，共产党人用它创造了“铜锣一响，
四十八万”的传奇。听说铜锣声至今仍不
时在当地响起，不由让记者心生好奇：这
铜锣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和感召
力？迎着春风，记者踏上这片颇具传奇色
彩的红色土地，探寻铜锣的红色密码。

群众基础扎得有多深，“铜
锣”就会焕发出多大的能量

140000、30000、600、61，这组依次递
减的数字，浓缩了红安县非同寻常的历
史：从 1923年到 1949年，全县有 14万人
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在 3万多名参加革
命军队的红安人中，仅幸存600多人，这

座被誉为“将军第一县”的小县城走出去
61位开国将军。

“小小黄安（红安），人人好汉；铜锣一
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一首
《红安谣》生动再现了80多年前火热的革
命浪潮。就是这么一面铜锣，敲出了中国
革命史和红军史上的第一家革命法庭、第
一家苏维埃银行、第一所列宁小学、第一
家苏维埃工会、第一架红军飞机。

80多年前的《红安谣》，有人至今还
在传唱，有人却陷入了困惑：“当年通讯
落后，但铜锣一响，应者云集；现如今通
讯发达了，可为啥不论召集民兵，还是征
兵，却变得难了？”思辨会上，一位人武部
参谋发问。

“‘铜锣’的感召力来自群众的信
任。当年，董必武等先辈一次次深入田
间地头，在同吃同住同劳动中向群众播
撒革命火种。”如今时代变了，但密切联
系群众的法宝不能丢。

在黄冈市团风县，有一对出名的父
子武装部长。父亲贺建新，是团风县但
店镇武装部部长；儿子贺伟，是团风县马
曹庙镇武装部部长。去年，父子俩双双
被评为“武装工作先进个人”。其实，儿
子贺伟刚上任时，开展工作并不顺利。
父亲贺建新将自己的经验倾囊相授：到
群众中去，成为一家人！贺伟将信将疑，
但从此往群众家里、田间跑得更勤了，不
时帮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和大家聊聊部
队话题。群众对他的称呼由“贺部长”变
成了“小贺”，笑脸多了，话也多了。虽然
是个“新武装”，但他年年能超额完成任
务，不到 3年已为部队选送了 32名优质
兵，其中大学生19人。

“铜锣”的号召力并不在于
是谁在敲，而在于为谁而敲

在红安，有两则“敲锣人”的往事耐人
寻味：一个“敲锣人”是曾经身为红四方面
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他叛逃时，竟带不
走一名红军战士。另一位“敲锣人”是在
当地开展农民运动的王秀松，他的父亲是
当地有名的恶霸。为了革命，王秀松选择
大义灭亲。后来，在红安城墙上，他振臂
一呼，引来革命潮水汪洋一片。

“张国焘的锣为一己私欲而敲，所以
他招不到一名红军战士；王秀松的锣为
革命事业而敲，所以即使他出生于地主
家庭，但一样得到群众的拥戴。”鄂豫皖
革命纪念馆里，听着讲解员生动地描述，
官兵得出答案：“‘铜锣’的号召力，不在
于是谁在敲，而在于为谁而敲。”

为了谁的问题，看似简单，但有人总
会在不经意间将其淡忘。

前年，一位刚从作战部队交流到省
军区任职的干部，因为扶贫挂职的事放了

“一炮”：部队只有打仗和准备打仗两项任务，
老是花时间精力去扶贫，是不是不务正业？

省军区领导的回答简朴直白：“武装
工作的根基在群众。假如你是民兵，温

饱堪虞时如何踏实参训？而对于军人来
说，后顾无忧方能安心练兵备战！”

近年来，该省军区各级纷纷立下军
令状，在荆楚大地拿下一场场军地联动、
精准施策、集团作业的攻坚战，创造了

“131扶贫工程”“驻汉部队集团帮扶红
安麻城革命老区”等一大批样板工程，书
写了一幅幅军民团结如一人、敢教日月
换新天的精彩篇章。

“当你弄懂了‘为了谁’的问题，‘依靠
谁’的问题也迎刃而解”。湖北省军区政
委冯晓林深有感触地说，部队扶贫工作
抓得好，其实无形之中收获了群众的信
任和支持。这两年，湖北民兵转型抓得
风生水起，民兵军事训练改革初现成效，
遂行重大任务屡建奇功，无不受益于此。

有形的“铜锣”值得仰视，
无形的“铜锣”更要传承

清明，一声铜锣，响彻大别山。
“敲锣人”，红安县二程镇烟炉山村

民兵连长陈洪波。当天晚上，他在镇武
装部长丁红良的带领下,与其他几名民兵
一路“夜巡”。这样的“夜巡”，在红安有
个响亮的名字叫“铜锣联防”。80多年过
去了，红安人至今还保留着当年的习俗。

红安人大多都有“铜锣”情结，这种
情结也逐步成为一代代人的精神图腾。

某战略导弹部队红安籍战士王文
强，是从长征路上走出来的开国功臣王
佑林的后代。王文强本可选择舒适的生
活，可他却走进了与岩石为伴、与寂寞为
伍的导弹工程部队。一次工程施工中，
坑道掘进出现塌方，他为掩护战友安全
撤离，不幸被一块石头砸中，献出了年仅
19岁的生命。战友们把这块浸染着英雄
鲜血的褐色山石命名为“忠诚石”保留了
下来，跟着部队转战南北。

沿着时间轴，听红安人讲述关于铜
锣的红色故事，湖北省军区的官兵肃然
起敬。仰视着锈点斑斑的铜锣，官兵们
陷入沉思：进入新时代，今天的“铜锣”还
能敲出什么样的声音？

今年初，现役干部转改文职人员拉
开帷幕。在转与不转的十字路口，有人
徘徊了。宜都市人武部副营职干部胡
林，由于年龄偏大，原本打算转业。但人
武部现状让他改变了主意：受省军区系
统改革影响，人武部现有6名干部，部长
和政委都是刚从外单位交流过来的，对
武装工作不熟悉，另外几名干部也即将
离开人武部，干部中熟悉武装工作的就
剩他一根独苗。考虑再三，胡林做出留
下转改文职的决定。

“叫留就留，让转就转，党让干啥就干
啥”。湖北省军区司令员马涛介绍，军委国
防动员部分配给该省军区的120余名现役
干部转改文职人员指标任务全部完成，是今
年全军第一批完成预定计划的省军区。一
切以强军事业为基准，以强军目标为号令，
这是新时代“铜锣”应当蕴含的精神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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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底，国家新闻出版广电部门下发
通知，进一步规范网络视听节目传播秩序，
明确“所有节目网站不得制作、传播歪曲、
恶搞、丑化经典文艺作品的节目”。消息传
出，受到各方关注，不少网友称赞这是一项

“净化网络空间”“清洁文化广场”的好举
措，并指出“尊重经典才能传承经典”。

一段时间以来，为追求点击率，个别网
络视听节目歪曲、恶搞、丑化经典文艺作品
成风，给网民特别是青少年成长罩上精神

“雾霾”。仅在春节前文化部的一项针对网
站的专项排查中，就清理出涉及经典革命
歌曲的恶搞视频3898条、恶搞音乐165首，

“漏网之鱼”或闻讯提前删除的就更多了。
经典缘何被恶搞？表面上看，这是泛

娱乐化的产物，是现代人追求“轻松”、释放
压力的“创作”，但这样的恶搞屡屡出现，且

不乏围观者、叫好者，我们就应警惕这种
“愚乐”对民众，特别是对那些价值观尚未
定型、鉴别力还有欠缺的青少年的不良影
响了。因为娱乐化的过度膨胀，其结果是
审美取向的感官化、价值取向的虚无化、政
治取向的戏谑化、道德取向的去崇高化。

国学大师钱穆说过，对本国历史要抱
持温情与敬意。因为历史里不仅有先辈的
热血奋斗，更维系着我辈的过去和未来；经
典作品承载着的不仅是艺术创作的高峰，
更有民族的兴衰和荣辱。泰戈尔说过：“一
个民族发展展示自身之中最上乘的东西，
那就是这个民族的财富——伟大的灵
魂。”红色经典承载的正是这种灵魂，凝聚
着中华民族的“神”与“魂”，需要世代传承。

习主席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加快建设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并明确“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中
华文明的影响力、凝聚力、感召力更加充
分地展示出来”。规范网络视听节目传
播秩序，对歪曲、恶搞、丑化经典文艺作
品的行为“亮剑”，正是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确保对经典的“创造”

“创新”在正确轨道的题中应有之义。
对于新时代革命军人而言，我们是红

色的传人，红色是我们的命根。懂得守护，
才会明白战斗。捍卫精神边疆，既要铸牢
精神长城，更要锻造精神利刃。今天人民
军队“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就是
要不忘初心、奋勇前进，凝聚必胜力量，永
葆我军性质宗旨本色，有效履行新时代军
队使命任务，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
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努力奋斗。

拒绝恶搞，捍卫“精神家园”
■周海良

本报讯 陈玄机、特约记者屈雷
宇报道：“拿着‘儿童健康管理卡’就
诊，无论挂号拿药，走到哪里一刷卡，
电脑系统自动生成优先顺序，不到1小
时就完成了平时最少得 4个小时才能
做好的检查！就是让孩子爸爸请假从
部队回来帮忙也没这个快！”4月 8日，
军嫂王薇薇抱着孩子在吉林省长春市
儿童医院做完检查后感慨，“这一次，
我不会打电话抱怨他了！”

吉林省驻军部队在此次军改中，
一些部队单位换防，军人军属分居两
地，“军娃”就医存在不少困难。为贯
彻落实习主席关于让军人成为全社会
尊崇的职业的指示精神，使军人子女
能够享有更加有效、便捷、安全的医疗
卫生服务，吉林省军区积极协调吉林
省儿童医疗中心、长春市儿童医院，共
同开展儿童健康管理项目进军营活
动，为军娃办理“儿童健康管理卡”。

“此卡可作为医院就诊卡使用，享
有优先挂号、优先就诊、优先检验、优
先办理住院等优先服务功能”“对特殊
儿童提供专人陪同等服务”“持卡军人
子女可以享 0至 6岁期间的 12次免费

体格检查”……记者在 3月 30日军地
联合签订的合作协议中看到这样一条
条惠军服务说明。

长春市儿童医院是吉林省唯一一
所三级甲等儿童专科医院。“所有驻吉
部队的现役军人均可凭军人证件及单
位相关证明免费办理儿童健康管理卡，
纳入我们医院的儿童健康管理系统，在
外省服役的军人，家属也可以凭有效证
件办理此卡。”长春市儿童医院院长姜
洪波向记者介绍。同时，医院还专门设
立军人子女就诊服务管理办公室，负责
联络军人子女就诊时的相关事宜。

吉林省军区政治工作局主任徐晓
鹏告诉记者：“近年来，地方党委政府
坚持从部队和官兵最关心、最直接、最
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先后出台拥军
政策法规30余部，提振了官兵士气，极
大地增强了军人荣誉感。”

据了解，该院还专门为军人子女
开通了 24小时专家咨询热线；为军人
子女建立微信群，派出经验丰富的医
师进驻微信群；为军人子女在工作日
预留一定比例的专家号、预约号，定期
开展专家义诊等一系列活动，力争使
广大官兵及军属真正得到实惠。

吉林省推开“儿童健康管理项目进军营”活动，破解军娃就医难题

儿童医院开通军娃优先通道

4月2日，江西省宜黄县东陂镇烈士
陵园迎来一队熟悉的祭扫者——109岁
的邓菊秀老人和她的家人。

东陂镇柏岭村支部书记、陵园管理员
徐志锋告诉笔者，他接手陵园管理职责
18年，每个清明节，这家人都会来，从未

“爽约”。而老人曾孙女徐盈告诉笔者：
“清明祭扫烈士墓是太奶奶定下的规矩！”

毕竟已是 109岁高龄，从大门口走
到烈士纪念碑有1000多米远，邓菊秀老

人坐在一旁的石阶上休息。环视四周，
她点点头：“环境越来越好了，来的人也
越来越多了！”随后，老人向前来烈士陵
园祭扫的小学生们回忆起长眠在此的烈
士和那场战役：那是 1933年，第四次反

“围剿”，红军在东陂至宁都的黄鞋岗、黄
柏岭一带山区与来犯之敌展开激战，这场
仗从拂晓打到黄昏，红军取得了大胜，但
也牺牲了不少官兵。战斗中，邓菊秀和乡
亲们一起帮助红军运送弹药、抢救伤员，

战后帮助掩埋牺牲将士，“他们一个个都
很年轻，不少人都没留下姓名，也不知他
们的家人在哪里？”从此，这片血染的土地
成了邓菊秀的牵挂，每年，她都要到这里
看看。从最初偷偷摸摸地祭扫，到后来带
着全家六代人浩浩荡荡地来纪念，84年，
从未间断。“我不图啥，就想让烈士知道，
后人还记得他们；就想让孩子们知道，好
日子来之不易，要懂得感恩！”将鲜花摆在
烈士墓前，老人神情肃穆。

109109岁老人的第岁老人的第8484次祭扫次祭扫
■■罗国昌罗国昌 刘文健刘文健 摄影报道摄影报道

4月 5日，浙江省诸暨市次坞镇俞
伯祥烈士纪念墓。修缮一新的墓碑前
摆放着象征新生的一品红，不时有学
生和群众前来祭奠(上左图）。至此，在
社会监督下，一起将烈士墓圈成养鸭
场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清明节前，有热心人致电诸暨市
人武部，反映次坞镇的俞伯祥烈士墓

不知被哪位村民圈了起来，还在里面
养起了鸭子，墓碑的底部已被家禽饲
料和粪便腐蚀污染，依稀还能看清“英
烈伯祥1911出生溪埭，1943参加革命”
等字样（上右图）。

问题立即被反映到市国防教育办
公室和民政局，很快镇党委政府领导
到达现场，找到当事人，进行了批评教

育，并迅速安排人员清理复原。与此
同时，下发通知要求全市各镇、街道对
修缮好的烈士墓管理保护工作建立长
效机制：以购买服务的形式，请当地村
民管理看护；由烈士家属看管的烈士
墓，与其家属签订委托管理协议，实现
长效管理全覆盖；探索建立监督机制，
确保这一问题不再发生。

烈士墓竟成养鸭场？立即整改
■杨 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