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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甘肃省玉门市的乡村、街道、
社区，许多人都会被独具特色的国防教
育氛围感染：或驻足欣赏一幅幅国防教
育剪纸、农民画，或聆听一段方言版的

“国防时空”，再兴致勃勃地参与乡村社
区组织的国防知识竞猜活动，幸运的话
还能获得一块绣有国防教育内容的刺
绣饰品……

“这些无处不在、乡土味十足的国防
教育，美了家园醉了乡亲。”玉门市国教
办副主任杨棋焜介绍说，他们充分利用
特色地域文化，借助方言、俚语、剪纸、刺
绣、农民画、皮影等载体，有效推动了全
民国防教育普及深化。

玉门地处甘肃省西北部、河西走廊
东部，地域广，农村人口比例大，人员居
住分散，境内有回族、蒙古族、东乡族等
29个少数民族，方言俚语多达30种。

“我们用方言俚语给当地群众讲国
防教育课，特别受欢迎。”经历了群众从
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的过程，市国防教
育宣讲团成员、市人武部政工科科长张
贤明深有感触，他介绍说，如今他们开展
国防教育，不像以往那样当个“传声筒”，
忙着“赶场子”，而是事先围绕当地的特
色文化精心筹划，在宣讲团人员选配和

国防教育表现形式上都下足功夫。
2016年 8月，玉门市从辖区遴选了

20名有专长的教师、政府机关公务员、
民间艺人等组成国防教育宣讲团，成员
中有能用方言俚语编写桥段的民间说

唱艺人、民间剪纸高手，还有能写会画
的书画名人和远近闻名的致富能人。
在宣讲内容和形式上，他们针对当地群
众认知特点，选取与其紧密相关的教育
内容，创作三句半、评书、快板、说唱段

子等喜闻乐见的乡土文艺形式。巡回
宣讲时，不但组织观众进行国防知识现
场竞答，还现场赠送国防教育剪纸、字
画、对联等，充分调动了群众参与国防
教育的热情。

“憨二娃眼里只有自小家，偷盗国防
光缆犯刑法……国防连着你我他，安宁
维系千万家，家事国事天下事，国防建设
是大事！”笔者在宣讲现场看到，宣讲团
成员刘欢的快板书《二娃进牢房》，令街
坊邻居开怀大笑之余，也留下了思索。

乡音土语讲国防法规，越听心里
越亮堂。如今，在田间地头、院坝集
镇、广播电视、网络平台，市国防教育
宣讲团用地道的方言俚语、玉门干口、
秦腔等深入浅出地讲解国防法律法规
和相关知识，受到群众欢迎。市民李
刚高兴地说：“一听国防教育喇叭响，
脚底板就发痒”。

接地气就有成效。今年，全市适龄
青年和大学新生报名参军率比去年增长
了 41%，市民浏览国防网站日点击率超
过 3000次、关注国防建设日留言超过
500条。

左上图为国防教育农民画。
郑向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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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气息国防教育，美了家园醉了乡亲
剪纸、刺绣、农民画、皮影等成为教育载体

■郑向前

本报讯 朱世伟、特约记者赵雷报
道：情不自禁流下眼泪，不知不觉拍红
巴掌。10月23日，辽宁省营口市“铁血
丹心真英雄、精武先锋营口兵”报告会
结束了，可5名营口籍官兵的先进事迹
的感动仍在延续。连日来，街头巷尾还
在流传着他们的故事。

“让父老乡亲因你而自豪。”营口
军分区政委赵晓峰告诉记者：“强军典
型是时代的正能量，我们这样大张旗
鼓地宣扬家乡籍的军营先进典型事
迹，就是让家乡的军人有荣誉感、让家
门口的军属有获得感、让家乡的父老
乡亲有自豪感。”

“儿子虽然离开我们整整 3年了，
但部队始终没有忘记他，前不久又被
评为‘精武先锋营口兵’，我们还被邀
请参加了报告会。”回想那天地方党政
领导、驻军官兵、大中学生等千余人参
加报告会的情景，烈士林海明的父母
仍然感动不已。报告会上，“8?12”天
津滨海新区化学品仓库火灾中不幸牺
牲的特勤班班长林海明，义无反顾冲
入火海的英雄壮举，让听众泪眼模

糊。受到习主席接见，连队被中央军
委授予“学习践行党的创新理论模范
连”荣誉称号、被中宣部评为“时代楷
模”的“大功三连”原连长张继平，被北
海舰队评为“精武标兵”的营口舰首任
舰长郭政恩……5位脱颖而出的营口
籍精武先锋，展现了新时代军人的使
命与担当，他们事迹，让在场群众激动
不已。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
争的93岁老战士池志德感慨地说：“保
家卫国的枪交到你们手里，我们放
心”。家乡的亲人与“精武先锋”共享
军人的荣耀与自豪。张继平的妻子王
梓诺脸上更是洋溢着自豪：“那天，我
感到特别幸福！”

“积极探索部队、社会、家庭‘三
位一体’共育强军精兵的方法路子，
能够汇聚起强军兴军的磅礴力量。”
营口军分区领导告诉记者，近年来，
他们大力加强军人荣誉体系建设，联
合营口市委、市政府先后评选了“十
佳退伍军人”“十佳军嫂”，推出了“天
下营口兵”系列报告会，放大了强军
精兵的影响力。

辽宁省营口市探索军地共育强军精兵方法路子

父老乡亲为你自豪

40年风雨兼程，沧海变桑田；40
年不懈奋斗，神州换新颜。中国改
革开放 40年，以举世瞩目的辉煌成
就，为世界贡献了令世人赞叹的发
展奇迹。这是中国之幸，这是人民
之幸，也是世界之幸。然而，也必须
清醒地看到，幸福从来不会从天而
降，成功青睐的是奋斗者和实干者。

“千古风流在担当，万里功名须
躬行。”筚路蓝缕，一路凯歌。回望我
国改革开放 40年走过的艰辛历程，
无论是“雄关漫道真如铁”的昨天，还
是“人间正道是沧桑”的今天，我们之
所以走得如此稳健、如此铿锵、如此
精彩，在中华大地上勾勒出一幅政通
人和、物阜民康的雄伟画卷，一个重
要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仰望星
空、脚踏实地，中国人民埋头苦干、躬
身实干，从而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
不可攻克的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
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有句歌词唱得好：“不经历风雨
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
功。”成功的背后总是饱含奋斗的艰
辛。可以说，没有40年的不懈探索，
没有 40年的躬行实践，没有 40年的
无畏登攀，蓝图再美好、志向再高远，
一切愿景都只是无法实现的黄粱一
梦，所有梦想都会成为遥不可及的海
市蜃楼。邓小平同志曾谆谆告诫：

“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
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毋庸置疑，
成就事业需要“目见之不如足践之”
的实干精神，走向成功呼唤“绝知此
事须躬行”的务实作风。驰于空想、
骛于虚声，心高气傲、眼高手低，遇到
困难就低头，碰到危险就退缩，把浮
名当功名，即使机缘巧合赢得一时之
功，也很难将成功进行到底，更别说
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万里功名固然令人向往，但砥砺
躬行的品质更难能可贵。放眼古今
中外，但凡成就大业者，无论位居庙
堂之高，还是身处江湖之远，无一不
崇尚实干。他们把躬身践行作为奋
斗的“金钥匙”、作为成功的“通行
证”，即使前路荆棘满地、困难重重，
甚至不断遭受挫折、遭遇失败，亦能
不忘初心、不惧艰难、不畏风险，始终
保持敢与天公试比高的奋斗激情和
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无畏胆略，躬身前

行、砥砺奋进，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的开拓精神，于无路之处踩出一行扎
扎实实的脚印，把一个个精彩瞬间化
为了永恒。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实
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全军上
下的共同愿景。然而，前进道路上绝
不会轻轻松松、一片坦途。作为新时
代革命军人，我们既要志存高远、击
水中流，更要俯下身子、砥砺前行，坚
持不忘初心勤勉肯干，撸起袖子真抓
实干，扑下身子埋头苦干，不遗余力
紧张快干，不以一时之得而满足懈
怠，不因一时之失而气馁止步，竭尽
全力在平凡岗位干出不凡业绩，在强
军征途上绽放最美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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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阿荣旗人武部

接力资助贫困学生学业
本报讯 胡俊海、王育专报道：近

日，内蒙古阿荣旗人武部官兵再次来
到那吉屯农场王杰小学，将捐助的
5000元钱和学习用品送到贫困学生
手中。11年前，该旗人武部就与王杰
小学结成帮扶对子，每年资助10名贫
困学生。这些年来，虽然人武部官兵
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对困难失学儿童
的资助和关爱一直没断线。

福建省光泽县人武部

检验民兵支前保障能力
本报讯 陈建敏报道：前不久，进

行野外驻训的陆军某旅千余名官兵到
达福建省光泽县时，发现该县民兵不
仅已将宿营场地平整并打扫干净，还
派出了医疗卫生、车辆维修等技术力
量进行伴随保障。这是该县人武部充
分调动当地相关部门积极参与支前保
障工作的具体举措。

河北省枣强县人武部

组织退伍军人就业洽谈
本报讯 郭占芳报道：日前，河北

省枣强县协调 16家企业，举办该县
2018年退伍军人就业洽谈会。一批
退伍军人与企业负责人进行面对面地
交流，介绍自身优势与特长，先后有
20名退伍军人与企业达成工作意向。

40年前，我不论咋想也想不出今
天家乡的样子。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 1978年，也
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改
革开放重大决策的那一年，我买了一
个收音机。那时，对一个家庭来说，收
音机是“大件”。因当时，收音机、手
表、自行车凭票买不说，还买不到。

有了收音机，我天天听新闻。印
象最深的新闻，是北京出现的第一家

“个体餐馆”，叫什么名如今我想不起
来了，反正当时这家饭店开张时，吸引
了不少群众。紧接着，一些外国餐馆
也跟着开张……

打那后，广播里说的、街上议论的，
几乎都是百姓身边生活的变化，可这么
多年过去了我的家乡变得咋样呢？

1984年夏天，怀着对家乡的日思
夜想，我回到阔别已久的山东老家淄
博丰水镇东高庄。刚一进村，心情就
特别沉重，虽说分产单干后，村民不再
挨饿，能填饱肚子了，可时钟就像停摆
了一样，老家的房子依然低矮老旧，家
家门前，还是一堆堆的牛粪，雨水一
冲，到处都是，又脏又臭……

说老实话，那时我一连好几天吃
不好睡不好。不为别的，改革开放都
五六年了，家乡为什么还没有大的变
化？后来，我就想着怎样救济一下老
家人，可琢磨来琢磨去也没啥好办法，
最后在老战友和亲戚朋友帮助下，收
集了两大包旧衣物邮了回去。

有 了 第 一 次 回 老 家 的 经 验 ，在
1992年夏天时，我又准备了一些旧衣

物，当连背带扛地运回老家时，却又不
好意思拿出来了。因全村用上了自来
水，一半人家盖了新房买了彩电、装了
固定电话，还有很多家都成了万元户。
特别是我回城的时候，他们不但给我拿
土特产，而且还抢着帮我买票……

前两年，我再次回到老家，那里的
变化完全出乎了我的想象：村里一字
排开的二层小楼，家家户户门前都栽
树种花，绿树红花映衬的小楼比城里
的别墅都气派，平直整洁的水泥路，路
两旁沟渠的水清澈见底……

“为什么当初改革开放五六年村里
都没什么起色，这几年却变化这么大？”
面对我的疑惑和不解，乡亲们帮我揭开
了谜底，改革初期，不少乡亲担心政策会
变，所以积极性不是很高。后来，随着改
革政策的不断深入，大家的心里也越来
越有底了，积极性也就越来越高了。

当物质生活逐渐丰富起来后，乡
亲们已不再局限于眼前的一亩三分
地。特别是在党的好政策引导下，有
的搞农副产品加工厂、有的搞“农家
乐”旅游，日子越过越有滋味。

回顾过去 40年，让我感触最大的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会越走越
宽阔。我相信在乡村振兴的实践中，
我的家乡以及全国老百姓，还会发生
更多更好的变化！

一名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八路军老战士，改革开放后，
三次回到山东老家，每次都有不一样的感受——

咋也想不出今天家乡的样子

讲述人：田恒高
八路军老战士，曾先后参加莱芜、济南、渡江等大小战役十余次。1933

年1月出生，1945年5月入伍，1954年7月入党，1988年6月离休。
整理人：于海峰 姜玉坤

近日，黑龙江省农垦建三江管理局洪河农场武装部组织民兵帮助农户抢
收倒伏水稻。 彭锦坤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