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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中旬，我带着自己制作的展板
和剪报，来到吉林省延吉市延边第二中
学，向学生讲述革命英雄故事。我收集、
宣讲英雄故事已有10多年了，从刚开始
自己一个人，到现在有了家人、志愿者以
及政府的支持，我感到十分欣慰。

我收集英雄故事缘于一张小小的报
纸。2002年，为了照顾生病的母亲，我一
个人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二十几个
小时的火车走走停停，为了消磨时间，我
顺手买了一份报纸，没想到被报纸上刊
登的民族英雄刘四虎的事迹深深感动。

见到母亲后，我就把刘四虎的故事
念给她听，母亲听得很入迷，坐在边上的
外孙女也很喜欢。从那天起，我争取每
天找一个革命英雄故事，念给母亲和外
孙女听。

我发现身边很多人都很关心历史，
只是他们获取英雄事迹的来源不多。从
那以后，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只要看到有
关英雄故事的报纸就会保存起来。短短
两年的时间，我收集了上百个英雄的事
迹。故事多了，我萌发了到公共场所宣
讲的念头。

可是，我也担心：经过几十年的改革
开放，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好了，人们还
愿意听这些故事吗？就连我的妹妹也不
理解：“这些东西都过时了，再说你都50
多岁的人了，还折腾个啥？”

“别的东西会过时，英雄故事绝不
会。现在的人物质生活富足了，精神生
活也要丰富。”我对妹妹说，“我就是要趁
着现在身体还好，多学习和了解这些革
命英雄，然后通过我的宣讲，让更多的人
去了解历史、崇拜英雄！”

心动不如行动。挑了个周末，我做
了 2条印有“永远的丰碑”“奉献爱心的
人”字样的横幅，把从报纸上剪下来的英
雄故事都粘贴在上面，悬挂在公交车站
附近。几分钟后，路边来往和等车的人
将条幅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大家对这些
资料都很感兴趣。特别是几个年轻人看
完后对我说：“学校里学到的英雄事迹毕
竟有限，这样的宣传太有用了！”

首秀成功后，我信心倍增，开始进小
区、进学校、进公园宣传。在我的影响
下，妹妹也渐渐理解了我的“疯狂”行为，
有时还会帮助我一起出主意搞宣传。

2012年，母亲因病去世，我带着自己
多年积累的英雄故事，从北京回到延吉。

回家没几天，我就坐不住了。我想，
英雄故事在北京这么受欢迎，家乡也有
很多革命烈士，他们的故事同样值得我
们去弘扬和传承。于是，我马上着手策
划在延吉市的宣传。

刚开始走进公园悬挂英雄事迹、老
兵故事图片，公园的管理员就来找我了：

“老太太，您宣传的东西很好，但是不符
合公园的管理规定，必须有政府宣传部
门的批准，才能在这里搞活动。”

无奈之下，连政府大门朝哪儿开都
不知道的我，只得硬着头皮去找相关部
门。几经周折，我找到了市委宣传部。
最终，由延吉市委宣传部出面与公园、广

场等公共场所的管理部门协调，为我办
展会开了绿灯。2014年，延吉市文明办
专门下发《关于协助做好“爱国教育图片
展”有关事项的函》，给予我更大的支持。

近几年来，我在延边共走进公园和
社区宣讲50多次，分别在54个学校、12
个驻延部队巡讲展览，受教人数达10万
余人。2015年，志愿者张桂芬也加入到
我的队伍。2017年，我们成立了延吉市

“老兵之家”，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传播
英雄故事、服务老兵的行列中来，下一
步，我们的目标是建一座展览馆，展出收
集的资料，让英烈事迹继续流传。

上图：徐淑子与志愿者共同制作展
览馆模型。

传播英雄故事，我不再是一个人

讲述人：徐淑子
吉林省延吉市人，国防教育志愿者、国防教育宣讲团成员
整理人：屈雷宇

10月中旬，江西省吉安军分区组
织民兵与空军某部进行军兵种联合演
练，在演练准备阶段，战备建设处李
参谋提出的2个演练场地方案被否。

起初，李参谋在制订方案时，按
照以往的惯例，把场地选在了军分区
民兵训练基地，他考虑，一来便于人
员和车辆管理，二来这里生活设施完
善，现成的战术工事也一应俱全。然
而，这一方案还没报到指挥部，就被
军分区训练监察员叫停：“未来战争
存在很多变数，基地的设施达不到实
战化演练要求，必须贴近实战选择战
场环境。”

一席话让筹划演练的工作人员
茅塞顿开。经过反复考量，几位参谋
将演练场地重新选定在军分区教导
队，当他们打电话协调时，又被军分
区领导制止：“教导队不贴近保障任
务的真实环境，闻不到硝烟味！”

“我们之所以选择军分区教导
队，是因为那里地形平坦，视野开阔，
非常适合修筑战术工事和人装隐蔽，
难道还不符合实战要求？”有人纳闷。

面对大家的不解，军分区领导召
集全体指挥部人员在作战室召开碰
头会。司令员江波指着沙盘上空军
某部附近的一处山地说：“这次演练
是围绕对口保障空军某部行动，我们
必须紧贴担负的气象保障、医疗救
护、工程抢修等任务选址，我建议场
地就选在空军某部驻地附近，这块地
方易守难攻，军事价值很高，这场

‘仗’我们换到这里打。”
来到现场，只见地面不是斜坡就

是深坑，而且杂草丛生，这样复杂的
地形条件，保障车辆根本派不上用
场。然而，该军分区演练保障部门二
话不说，立即调遣民兵工兵分队平整
场地，填沟埋壑，并在道路两侧和制
高点设置警戒标志物。

挖堑壕、修路基，他们随即开始

构筑工事，既要求满足战术使用和
技术要求，又力求使工事便于机动、
便于疏散、便于隐蔽。短短几天，荒
地变阵地，随时准备迎接人员装备
列阵。

演练结束，该军分区组织“战斗
力标准大讨论”，军分区领导的发言
铿锵有力：“紧贴实战搞演练，迁的是
场地，但牵出的是官兵的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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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陆毅报道：“敌对势力
的破坏企图已被我挫败，上级命令我
部迅速转移阵地，撤出边境地区……”
10月 26日，新疆阿勒泰军分区某边
防团年终军事训练考核落下帷幕。
走下考场，团长冯啊宁感慨道：“这次
考核，课目、人员、装备都是未知数，

就像打了一场硬仗！”
据了解，此次年终考核，阿勒泰

军分区派出考核组全程监考，现场抽
取考核课目、参考人员，在充满变数
的情况下实施连贯作业。此外，每项
考核课目由考核组现场设置战斗背
景，临机导调敌情战况，做到每项课
目都在实战背景下展开，每场考核都
有敌情干扰，有效检验官兵军事训练
水平和实战能力。

笔者在编组作业考核现场看
到，考核组现场设置战场情况，参考
的步兵营干部随即展开战斗推演。
然而，推演刚刚开始不到10分钟，就
被考核组叫停，一针见血指出该营
教导员在推演进攻战斗时，不顾轻
武器和重火器的性能，颠倒进攻布
阵顺序，偏离了实战。在随后的推
演考核中，该营又被考核组连续叫
停3次，指出电台联络并未真正实现
联通、北斗手持机没有信号无法发
出信息、编组电脑纯属摆设无法使
用等问题。

据考核组组长、军分区副司令
员赵毅介绍，此次步兵排防御战斗
考核中，他们还抽调官兵组成“蓝
军”埋伏在山下，随时向防御阵地发
起进攻。参考官兵既要全力打击

“来犯之敌”，还要及时处置考核组
临机导调的突发情况，稍有不慎，就
会导致战斗失败。

“以往年终考核，只是单纯考核
官兵对军事技能的掌握情况，每次都
会提前 1到 2个月下达考核课目、参
考人员，官兵只要临阵强化一段时
间，就很容易考出较优异的成绩。”冯
啊宁表示，此次考核虽然官兵成绩比
以往有明显下降，但他们能体会到自
身与战场要求的差距，今后全团官兵
会紧盯短板，积极查缺补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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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魏春富、记者熊华明报
道：10月下旬，空军某预备役场站军需
股将米面等生活用品送到远离部队营
区的导航台站，确保这些小散远单位不
因人少伙食费有限而降低生活质量。
该场站党委针对部队专业杂、小点多、
人员散的特点，在偏远地域设立夫妻台
站，完善配套设施，让值守骨干工作生
活两不误。

为了缓解预备役部队现役官兵数
量少任务重的矛盾，场站将机场外的
部分小散远单位设立为夫妻台站。
这样一来，值守的现役官兵人数没有
增加，还为原本偏远艰苦的点位平添
了家的温馨。他们一方面严把“入口
关”，通过个人申请、群众评议、支部
推荐、机关考核、党委把关等程序，挑
选政治合格、素质过硬、夫妻关系和
睦的骨干安排到台站；另一方面，对
值守骨干在探亲休假、评功评奖、家
属就业、小孩入学等方面给予优待，
激励他们坚守岗位。

由于飞行保障任务需要，导航台站
远离市区，进出台站的土路狭窄不平，
给值守官兵的生活造成极大不便。场
站党委积极协调驻地政府，不到半年时

间就修通了水泥路，有效解决了“进出
难”的问题。

针对台站相对封闭，学习娱乐设
施少，生活比较单调的实际，该部多方
筹措资金，将强军网和数字电视信号
接入台站，并配备上网电脑、电视机、
简易健身器材、流动图书箱等设施设
备，同时，将台站灯箱、简易篮球场等
文化设施建设纳入计划，丰富值守官
兵的业余生活。

每逢节假日，场站领导轮流到台
站慰问，平时结合日查夜巡等时机，
深入台站了解情况，面对面与台站
夫 妻 交 流 谈 心 ，帮 助 解 决 实 际 困
难。南远距导航台台长张志强，老
家在内蒙古赤峰，父亲在 2017年底
被查出患严重肾衰竭。经治疗后情
况有所好转，但需每周做一次透析，
由于担心父亲无法得到很好的照顾
和治疗，张志强产生了提前退伍的
想法。场站党委了解情况后，同意
他 把 千 里 之 外 的 父 母 接 到 台 站 居
住，并联系当地一家医院为父亲治
疗。现在，张志强夫妇悬着的心终
于放了下来，也更加安心地在台站
工作了。

空军某预备役场站党委心系基层

小散远台站平添家的温馨

近日，第74集团军某旅来到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小金口镇白石村，开展
扶贫帮困活动。图为该旅卫生连军医为村民送药问诊，建立健康档案。

郑 烨摄

“如果不是在接诊，就是在出诊的
路上。”湖南常德鼎城区灌溪镇窑顶村
卫生室医生、退役军人周保武这样形容
自己的生活。

1981年，周保武从原广西桂林步兵
学校卫生员岗位复员时，年仅22岁。当
时，有很多医疗单位向他抛来橄榄枝，
但他毅然选择回到家乡。经过多年的
苦学和临床实践，周保武成了十里八村
颇有名气的医生。

这些年，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留
在村里的大部分是空巢老人。“他们儿
女不在身边，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上
医院也不方便，我是医生，可以帮忙照
看。”周保武说，他的电话 24小时开机，
不管什么时间接到电话他都第一时间
出诊。2015年的一天，凌晨，村民郑四
甫打来电话说右下腹痛得厉害。当时
雷雨交加，周保武二话不说，穿上雨衣、
挎上药箱出了门。到了患者家里，他一
边为郑四甫打点滴，一边热敷，直到清
晨郑四甫的病情得到缓解，他才松了一
口气。

除了日常接诊外，周保武每月都要
到村民家中宣传预防老年常见疾病的

相关知识。他为全村 1100多人建立健
康档案，详细登记每位村民的身体状
况，定期为他们进行基本健康普查。此
外，他向乡亲承诺，每季度免费给全村
五保户、低保户、特困户做一次体检，出
诊不收出诊费，特困群众治病只收医药
成本费。

村民张连泉老人患哮喘、肺气肿
多年，家境困难，只要接到老人的电
话，不论刮风下雨、白天黑夜，周保武
都会及时赶到老人的病床前。村民肖
春芳因中风长期偏瘫，不能正常行走，
又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为了保
证老人的医疗效果，周保武坚持每月
2次上门定期巡诊，至今已是第 11个
年头。

2003年“非典”期间，周保武承担了
全村村民体温监测任务，每天对外来进
村人员入户检测体温 2次，对常住人口
检测体温 1次，建好台账，发现问题及
时报告，在 20多天的监测期内，他瘦了
12斤。

近年来，随着医疗机构的规范化
建 设 和 社 区 卫 生 服 务 功 能 的 拓 展 ，
全区实现了乡村卫生室服务一体化
管 理 。 现 在 ，周 保 武 的 工 作 环 境 更
好 了 ，他 也 更 专 心 钻 研 医 术 。 回 望
过去的这些年，周保武说，作为一名
退伍老兵，更好地服务乡亲，把农村
卫 生 事 业 做 优 做 强 ，就 是 他 的 价 值
所在。

常德鼎城区灌溪镇窑顶村退役军人周保武——

24小时开机，为乡亲候诊
■本报记者 周 仁 通讯员 焦盛洋

10月26日，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某部与被授予“英雄十姊妹民兵班”
荣誉称号的傣族女民兵共同巡逻执勤，维护边防秩序。

曾浩云摄

本 报 讯 康 丹 、冯 晓 琴 报 道 ：10
月下旬，贵州省德江县人武部组织党
员干部来到枫香溪镇八一爱民小学，
为结对助学的 5名贫困学生送去助学
金和“连心卡”。人武部政委欧阳秉
秋表示，人武部建立干部与贫困学生

“一对一”助学机制，确保扶贫助学不
断线。

德江县人武部
开展连心助学活动

本报讯 云东霞报道：近日，内蒙
古五原县人武部领导带队对五原籍新
兵进行回访。据了解，今年五原县共有
61名新兵入伍，其中大学生 39名。为
帮助新兵能尽快实现从学生到士兵的
身份转变，人武部为他们送去家长亲笔
信，介绍退伍安置政策，帮助新兵顺利
度过适应期。

五原县人武部
开展新兵回访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