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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井冈，革命摇篮，红军故乡。如火如荼的革命岁月，锤

炼出“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

靠群众求胜利”的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

如今，井冈山市人民武装部的干部职工正用实际行动践行

着这一伟大精神。

他们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人民军队序列中设在县区一级的人武部，不仅是完成军队

和地方党委赋予急难险重任务的战斗队，也是党和军队密切联

系群众造福人民的服务队、生产队和工作队。战争年代，“红军

武装部”为中国革命作出重要贡献；和平建设年代，井冈山市人

民武装部干部职工坚定信念不畏难、扎根山区干事业、艰苦奋

斗求作为、爱民为民作奉献，在新的历史时期创造出新业绩。

他们的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红色血脉是我党我军在90多年风雨历程中积淀形成的宝

贵财富，必须要把理想信念的火种、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让

革命事业薪火相传、血脉永续。井冈山市人武部干部职工正是

以先烈先辈为镜，不忘初心，带着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当好

革命传统的擎旗人、红土地上的塑魂者，成为继承和弘扬红色

传统的时代先锋。他们赓续红色血脉、始终举旗铸魂；聚焦主

责主业、始终争先创优；情注老区群众、始终践行宗旨；昂扬精

神状态、始终保持本色，生动诠释了什么是“铁心向党、担当有

为、爱民为民、永葆本色”。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强军兴军的必由之路。井冈山

市人武部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不等不靠、主动作为，履

行职能使命，投身改革强军，把责任扛在肩上，把困难踩在脚

下，倾力破解单位建设发展难题，交出了一份合格答卷。这展

现着广大官兵对改革强军的支持拥护，也展现着强军兴军的

深厚伟力。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井冈山市

人武部以“不忘人民养育恩”的质朴情感，以心系老区、造福群

众的大爱情怀，赢得了永远不走的“红军工作队”的好口碑。这

昭示着水乳交融的军民关系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中，将发挥重要作用、凝聚强大精神

力量。

山河依旧，本色不改，血脉永存。当前，强国强军的蓝图已

绘就，奋进正当时。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必须像井冈山市

人武部那样，让军爱民、民拥军的光荣传统焕发时代光辉，让坚

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把革命前辈开创的伟

大事业不断向前推进。

（作者系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

赓续红色血脉
■杨笑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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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井冈山市人武部是我军成立最早的“红军
武装部”，其前身是 1928年毛泽东同志亲手创建的湘
赣边界工农兵政府防务处。近年来，该人武部始终坚
持“铁心向党、担当有为、爱民为民、永葆本色”的部
训，以“弘扬井冈精神，当好红军传人”为己任，坚定信
念不畏难、扎根山区干事业、艰苦奋斗求作为、爱民为
民作奉献，被誉为永远不走的“红军工作队”。1996年
收归军队建制以来，先后荣获“全国征兵工作先进单
位”“全国民兵工作先进单位”等 16项荣誉，120项工
作受到省军区以上表彰。2018年，被军委国防动员部
记集体二等功。近日，记者来到井冈山下，探寻这个
人武部成为国防动员系统标杆的基因密码。

—编 者

盛夏井冈，万木葱茏。
“作为驻守在井冈山这片红色土地的新一代国动人，就要勠力传承

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努力树立‘红军传人’的好样子！”井冈山市人
武部部长刘宗成告诉记者，井冈山有160多处革命旧址遗迹，是铸魂育
人的生动课堂，而在人武部，有一套延续了几十年的“红色交接”。

这“红色交接”是什么？刘宗成给记者一一列举：凡新调入的干部
职工，读的第一本书是《井冈山革命斗争史》，上的第一堂课是瞻仰烈
士陵园，唱的第一首歌是红军歌谣，吃的第一顿饭是红米饭南瓜汤，下
基层第一件事是结“扶贫亲”。
“作为红军传人，我们注重传承红军将士敢于亮剑精神，紧贴实战

练兵砺兵。”刘宗成说，作为新一代国动人，就要争创“一等工作”，做强
军兴军的实践者；发扬“一流作风”，始终做永葆本色的践行者。哪里
有危险，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哪里有需要，他们就出现在哪里。据记
者了解，近年来，人武部先后完成“八面山救援”和抗冰雪救灾等应急
任务，安全转移群众 1300多人次，挽回财产损失 3500余万元，61次急
难险重任务写入《井冈山市志》。

记者还得知，人武部在接待上有个“铁规矩”：公务接待一律安排
在人武部食堂，吃“四菜一汤”的“红军套餐”。来过的领导和客人都
说，人武部饭里有精神、菜里有故事，遵守规矩不逾线、人情面前有原
则。刘宗成告诉记者，去年八一，人武部首任部长、93岁老八路陈学文
回到人武部，耳闻目睹人武部的工作和建设，临走时紧紧拉着他的手
激动地说：“在你们身上我看到红军的传统没有改，红军的本色没有
变，红军的好作风没有丢！”

树立“红军传人”好样子
—访井冈山市人武部部长刘宗成

“井冈山上哟哟喂，太阳红喽，太阳就是毛泽东……”在井冈山的红
色景区，只见一位满头白发，身着迷彩服的老同志，正给游客讲解，高兴
之余，还给大家唱起井冈山的红歌。这位老同志就是井冈山市人武部
职工曾润洲，每到节假日，他都会到井冈山红色景区给游客义务讲解。

老曾告诉记者，小时候，父辈经常带他们到红色旧址瞻仰革命先
烈，讲井冈山革命斗争故事，可以说井冈山的一草一木都刻印在他们
的心间。然而2003年 10月 18日发生的一件事，对他触动很大。

那天，老曾接待了一个来井冈山参观见学的团体，自以为熟悉井
冈山革命历史的他，自告奋勇担任讲解员。期间，由于一些问题解说
词上没有涉及，老曾答不上来，十分尴尬。身在“宝山”更要学“宝”懂
“宝”。从那以后，老曾走遍井冈山 160余处革命旧址，寻访几十位革
命前辈，挖掘整理了一批详实的历史资料。
“井冈山每一处红色遗址都承载着厚重的精神财富。2014年底，

人武部安排我和田军强、郭建明、蔡炜 4名职工走访 20多位历史学家、
老红军和群众，录制‘口述历史’。”提到这些，老曾一脸的骄傲。是啊，
他们这一走访历时两年时间，不仅积累了 200多万字的历史资料，还
参与整理编印《井冈山革命故事》《永远的丰碑》等 12本系列红色读
本，这是老曾一生都难以忘怀的宝贵经历。

老曾告诉记者，经常有地方同志问他，人武部职工不是军人，你这
么辛苦图的是什么？面对这样的疑问，曾润洲回答：“身为‘红军武装
部’的职工，我们就要干好本职，为单位建设发展出一份力、尽一份
责，这与是不是军人没有关系。”他还向记者讲了人武部另一位职工王
建华的故事。王建华有一位在深圳当老板的战友，想以年薪 24万元
聘请他加盟餐饮公司，结果被王建华谢绝了。那位战友很是不解，问
他：“你干得多赚得少，为什么不走呀？”王建华回答说：“因为我们人武
部前面有‘井冈山’3个字，我得对得起这3个字。”

在薪火相传中履职尽责
——访井冈山市人武部职工曾润洲

井冈青山在，脱贫梦圆时。
2017 年 2月 26日，对井冈山人民来说是一个永远难忘的特殊日

子。这一天，井冈山市在全国脱贫“摘帽”。井冈山市人武部被市委、
市政府授予“特别贡献奖”。颁奖那天，当人武部干部职工接过奖状
时，全场掌声如雷。
“多年来，井冈山市人武部干部职工思群众苦、谋富民策、干利民

事，被老区人民亲切地称为永远不走的‘红军工作队’。”只要一谈到井
冈山市人武部干部职工，该市扶贫办主任刘新就很感慨，他告诉记者，
井冈山群众都知道，人武部干部职工的标志是一身迷彩服，随身携带
民情日记、帮扶手册、挎包水壶和干粮袋“四件宝”。这几年，他们走村
串户，吃碰饭、住农家，与贫困户连心结亲。在黄坳乡石角村，93岁的
龙秀芹老阿婆掰着手指能说出几任部长、政委的名字，老人家临终前
嘴里还念叨着“我还想再看看人武部的人嘞”。
“不让一个困难群众掉队”，这是人武部在脱贫帮困中作出的响亮

回答。刘新对记者说，81岁的朱开文是大陇镇中村贫困户，祖祖辈辈住
在九华岭深山，妻子过世早，41岁的大儿子身患残疾，36岁的小儿子智
力不全，一直没能娶上媳妇。2016年，市委市政府对这里实行移民安居
工程，其他21户都搬迁到大陇镇，只有朱开文一家不愿搬，认为迁出去
既没有地、更没有钱，难以维持生计。人武部得知情况后主动上门，为
解后顾之忧，捐资3万元帮助老人加入大陇镇农业合作社，每年能拿到
3500元分红，又把他小儿子安排在合作社打工，每月有800元收入。
“后来，人武部的同志带着镇上的新房钥匙和‘脱贫致富承诺书’，

再次来到九华岭的时候，朱开文爽快地在承诺书上按了手印。迁入新
居，老人专门贴了一副对联：‘搬出九华岭感谢亲人解放军，住进大陇
镇时刻不忘共产党’。”谈到这里，刘新欣慰地笑了。

永远不走的“红军工作队”
——访井冈山市扶贫办主任刘新

罗相兰是井冈山市荷花乡大仓村村民，是井冈山市人武部帮扶
对象。罗相兰告诉记者，小时候家境非常贫寒，母亲智力有问题，更为
不幸的是，2008年7月，父亲因病去世，那一年她13岁，弟弟才10岁。

2013年 8月，当罗相兰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却怎么也激动不
起来，一个很揪心的问题摆在全家眼前，学费怎么办？作为长女，放
弃可能是最好的选择。正当她认命、准备辍学时，几个身穿迷彩服的
解放军来到她家，为她送来了学费、生活费，从而圆了她的大学梦。
“他们就是人武部的叔叔。”一想到当时的情景，罗相兰仍很激动。

临近毕业实习，身边的同学大都有意向单位，但罗相兰还没找
到合适单位，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人武部部长刘宗成叔叔知道
后，便带着我去上海一家大公司应聘。那家公司是他通过战友帮忙
联系的。但因我的条件不符合公司要求，公司领导又不好意思直接
回绝朋友，所以当我们赶到公司后，他就故意躲着不见，想让我们知
难而退。我都想放弃了，但刘叔叔愣是带着我一连几天‘蹲守’在公
司门口。”谈起那段经历，罗相兰红着眼睛说，“千言万语道不出，唯
有‘谢谢’二字。”后来他们终于在办公楼前“堵”到了公司领导，这位
领导被他们的执着感动，答应让罗相兰先从后台杂活做起。两年
来，罗相兰不负众望，6次获得月销售冠军，现在担任部门主管。

在人武部精心帮扶下，罗相兰家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大改观。破
旧不堪的土坯房加固装修后里外一新，还添置了家具家电；泥泞不
平的家门口道路，也改造成一条 3米宽的水泥路。“现在，我家以农
田和人武部提供的扶贫资金入股的形式，加入村里荷花种植基地，
每年得到的分红近5000元呢！”罗相兰高兴地说。

美丽乡村，梦在老家。有了党的好政策，家乡变化大，那颗总想
出去闯的心，开始憧憬着“美丽乡村梦”。罗相兰告诉记者，她打算
回乡建设“大仓美丽示范村”，用学到的电商网络知识，把家乡的大
米、莲子、茶叶等特色产品，通过“互联网+”卖出去，让家乡特产走进
千家万户。

我想说声谢谢你
——访井冈山市荷花乡大仓村村民罗相兰

“我曾于 1987年至 1993年担任乡镇武装部副部
长、部长，7年的基层武装工作经历，让我对国防动员
事业有着很深的感情。”井冈山市委书记、人武部党
委第一书记刘洪告诉记者。
“人民武装，根在井冈。在井冈山，爱武管武、兴

武精武，已成为我们的共识和责任。”2016年 8月，刘
洪上任后召开的第一个会议就是市委常委议军会。
那次会议，扩大到国动委“八办”主要领导、乡镇一把
手和专武干部，专题学习习近平关于国防和军队建
设重要论述，还组织大家到防务委员会等红色旧址
追根溯源，并邀请全国党史专家毛秉华现场讲述党
管武装历史。此后，他们还将议军会开到野外、开进
指挥所，现场研究解决武装工作难题。

这优先、那优先，国防建设必须优先。在井冈
山，党管武装工作深入人心，市委把支持国防和军队
建设作为政治任务。刘洪告诉记者，去年10月，人武
部组织国防教育基地选址，选好的一块地被国土和
城建部门认为是最好的商业开发用地。对此，市党
委一班人态度非常统一，不仅把这块地预留给人武
部，还下拨专款，把国防教育基地建设列为1号工程。

“在实践中，我们有这样一个共识，那就是党管武
装不能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刘洪
说，面对改革强军的新形势、新使命、新任务，党管武
装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必须交出合格答卷。

他是这么要求的，也是这么做的。井冈山市在
各级指导帮带下，以军分区承担江西省民兵基层党
组织建设试点为契机，采取“实建”与“预建”相结合、
“单建”和“联建”相补充的模式，推动“支部建在连
上”在民兵队伍中落地见效；严格落实党管武装工作
考评，凡是未评上党管武装好书记的，提升任用一票
否决；把武装工作述职向乡镇党委书记延伸，组织干
部职工和基层武装部长进行民主测评，测评结果相
对较差的，由人武部主官帮带整改；对连续两年测评
靠后、整改效果不明显的，会同组织部门，对其进行
调整。这两年，先后有 2名同志由于述职内容空洞
被点名，1名同志测评结果靠后被警示。
“武装工作干不好，其他工作也会打折扣。党管

武装不是‘软指标’，而是‘硬任务’，只有把党管武装
做实了，国防动员才能有作为有地位！”刘洪的话掷
地有声。

倾力打造党管武装“井冈品牌”
——访井冈山市委书记、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刘洪

每到秋收季节，田间地头就会出现人武部干部职工的身影

人武部定期进行“红军传统宣讲标兵”评选

人
武
部
党
员
突
击
队
在
拿
山
乡
窝
田

村
清
理
水
渠

井 冈 山

市 民 兵 应 急

分队在“胜利

号角”雕塑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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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武部援建的“军民同心桥”落成后，

群众出行、孩子上学不再是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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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武部组织干部职工重走红军“挑粮小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