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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国防教育流动宣传车曾一

夜之间在牡丹江“走红”，如今却成了“过

气明星”，作为一名老国防教育志愿者，

我越来越觉得自己没有用武之地了。

前几天，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带着精

心准备的改革开放 40周年宣传展板蹬
车来到江滨公园，准备为过往的群众宣

讲，却不料爆了“冷门”。我转悠了一圈

才知道，原来西安区国防教育办公室已

经将这个公园打造成了国防教育主题公

园。人流都聚集到一块块精美的展板

前，我凑上前一看，展板分为改革强军、

法规宣传、驻地红色历史等专题，路灯杆

上的国防教育标语也格外醒目，经常听

我宣讲的熟人看到我，调侃道：“老李，你

和你的宣传车可以‘退休’啦。”

江滨公园是牡丹江人流最密集的公

园，多年过去，我第一次到这里宣讲的场

景依然历历在目——1999年 10月 1日，

为纪念新中国成立 50周年，我将自己收
藏多年的军事照片资料制作成展板摆到

公园里，小小的展区很快吸引了众多群

众围观，看到如潮的观众、听到亲切的好

评，我的心里别提有多兴奋，《牡丹江晨

报》还在头版报道了那一场宣讲。

群众对展出的支持和肯定给了我很

大的鼓励，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我先后

组织不同内容的爱国主义教育图片展览

700余场，观众多达 50余万人次，受教育
的青少年达 20万人次以上。我的流动
宣传车成了牡丹江大街小巷一道亮丽的

风景，还赢得了“红色宣传车”的“美名”。

然而随着时代发展，国防教育的形

式越来越多样，我渐渐地感到流动宣传

车“人气”大不如前了。

第一次有这种感觉，是回老单位牡

丹江空调机厂宣讲时。1967年，我毕业
后分配到这里，厂子建在深山老林，有的

同志抱怨条件艰苦，为激励大家克服困

难，我便请缨担任播音员，每天利用广播

给大家讲革命前辈艰苦奋斗的故事。此

后，回厂里宣讲成为我的一项固定日程。

但近几年来，我明显感到，大家的兴致越

来越低了。厂里的新员工告诉我，现在教

育方式多了，演讲比赛、参观纪念馆、邀请

专家授课……我的故事“老了”。

去学校宣讲时，我也有这种感觉。

我先后到过牡丹江 16所大中小学校宣
讲，以前，孩子们听图片背后的故事时个

个都一脸认真，有的还提出各种问题。

但前段时间，我去小孙女所在的十二中

宣讲时，孩子们随便看看便陆续离开

了。回家我问小孙女图片不好看吗？她

告诉我，现在学校都设有国防教育课程，

这些内容课上基本都学过了，现在学校

还组织军训、心理拓展训练、进军营参

观，这些实践类的国防教育形式更受青

少年学生欢迎。

再后来，我去社区宣讲时，也有同

感。以前，每逢国家出台新的大政方针，

我都会剪报收集、整理给社区人员宣讲，

党日活动时大家最爱听我讲，十八大召

开后，我精心准备了一堆剪报材料，却没

了用武之地，大家拿着智能手机上网搜

索，各种图文解读应有尽有。

如今，我和宣讲车的“主阵地”也变

成了国防教育公园，虽说心里失落，但看

到国家发展越来越好，国防教育越来越

受到重视，形式越来越多样，我心里更多

的是高兴。但我也不甘心就这样“退

休”，现在是新时代了，我也要与时俱

进。这不，最近孙女正教我使用智能手

机，利用网络获取国防教育信息，我要利

用互联网，收集更多资料，让我的流动宣

传车也更新换代进入新时代。

图①：1999年李易智在江滨公园进
行第一次宣传。 闫守利摄

图②：今年初，李易智在江滨公园宣
传党的十九大精神时推的宣传车。

徐书梁摄

李易智专注义务国防教育40余年，是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国防教育“名人”，如今
全民国防教育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感到没有用武之地的他不甘“退休”—

把红色宣传车开进新时代

讲述人：李易智

1942年生，曾任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西安区沿江街道关工委名誉副主任，1998年

内退后成为一名国防教育志愿者。

整理人：李军波 徐书梁

近日，四川省华蓥市人武部

捐建庆华镇庆合初中的“助学井”

竣工并投入使用。此前，该校因

地理条件所限，730余名师生的

饮用水主要来源于校内逐渐枯竭

的老井和平时储存的雨水。为解

决该校师生饮用水难题，华蓥市

人武部捐资协调，在学校操场边

挖掘了一口日出水量近30吨的

机井。图为人武部官兵与学生从

刚竣工的“助学井”中取水。

邱海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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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上军装难，脱下军装更不舍。对
于许多军人来说，脱下军装就像“扒下
一层皮”，他们对军队的不舍之情，只有
穿过军装的人才懂得。11 月中旬，西
藏边防某部物资告急，西藏军区某运输
旅百余名已确定退伍返乡的老兵主动
提交再次上线申请，希望能够最后执行
一次任务，再走一趟天路。笔者跟随车
队一同出发，记录下他们的故事。

车队沿着川藏线一路东行，到达米
拉山半山腰时，上士易亿指着悬崖说：
“下面有一个轮胎是我的，我差点就掉
下去给雪山做伴了。”他说话的语气虽
然轻松，但从他的口中，笔者可以想象
到当时的惊险。

那是 9年前，易亿第一次单独执行
运输任务。满载 10吨油料的油罐车在
米拉山上前行，却不想“嘭”的一声，车
辆右后轮胎突然爆胎了，易亿连忙将车
辆慢慢靠边停下换胎。轮胎刚刚换好，
一阵狂风袭来，直接把还没来得及收拾
东西上车的易亿刮到了路边，幸好他及
时扶住路边的路礅子才稳住身形，没有
掉下悬崖，而靠在路墩子旁的破损轮胎
则滚落悬崖。

谈及退伍，易亿告诉笔者，他本想
继续在高原征战，可常年坐在驾驶室导
致腰腿都唱起了“离歌”，几次军事考核
成绩都在及格边缘徘徊，他感慨道：“不
能拖连队的后腿啊！”

中途休息，笔者换到了魏应春的
车上。魏应春是旅里的名人——400
次征战“天路”，安全行车超过 30万公
里，带出优秀驾驶员 33 名，19 次与死
神擦肩而过，9次在团以上单位组织的
车辆专业比武中夺冠……16年军旅生
涯的磨炼，让他成了名副其实的天路
老司机。

在车辆起步换挡时，笔者发现魏应
春有两根手指没有指甲，还有几根手指
的指甲已经变形。“在高原就是这样，尤
其是老兵，大家身体多少都有点小毛
病。”他注意到笔者的目光，一边戴手套
一边解释，两个掉了的指甲是 2015 年
参加西藏日喀则抗震救灾时“提前退
伍”的，其余几个指甲是由于缺氧导致
变形的。

经过一天的行进，运送物资任务完
成，返程途中，车队在罗马林村村外修
整时遇到了 68岁的央吉阿妈。得知战
士们即将退伍，老阿妈热情地邀请大家
进屋再喝一口酥油茶。
“老阿妈常年独居，旁人很少来

此，汽车兵与她结缘是因为救过她的
命。”四级军士长张栋告诉笔者，20年
前，该旅官兵运送物资途经此地时，遇
到因中风晕倒在路边的老阿妈，并迅速
将其送往医院。此后，央吉阿妈成了
该旅官兵的“心上人”，凡途经罗马林
村，无特殊情况，官兵都会来看望她，
她则会热情地给大家送上一碗香浓

的酥油茶。
临行前，大家帮阿妈把屋内外的

卫生打扫了一遍，水缸盛满水，还给屋
顶换上崭新的红旗。“刘章毅、张发军、
张光伟……”战士们上车时，老阿妈站
在路边逐个轻唤相熟战士的名字，双
眼早已被泪水打湿。
“军人最‘恨’退伍季，最‘怕’《驼

铃》声，可当兵总有退伍那一天。”回程
途中，四级军士长陈志杰看着面前的
漫漫长路与笔者交谈：“离开部队，我
们也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军人身份，
我们会永远把军装穿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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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谢建乐、刘慎报道：11月
底，新疆克孜勒苏军分区与驻地相关
单位开展联合演练。笔者在斯姆哈
纳边防连值班室的视频监控里看到，
77号界碑前，几名“可疑人员”有越界
迹象，连长刘杰通过联合指挥网终端
报警器传递情况，并带领应急班赶往
现场。随后，当地派出所民警、民兵
护边员先后前去增援。10 分钟不到，
3名“越界人员”便被堵截抓获。这是
该军分区协调军警民三方开展联防联
训获得的成效。

克孜勒苏军分区一线连队均驻守
帕米尔高原，守卫着 560多公里长的边
防线，防区内不法分子潜入潜出、走私
贩毒等情况较多，加之近年边境经商、
放牧等流动人口增多，部队管边控边难
度增大。

针对这一实际，该军分区将军警民
联防联训作为加强边境管控的重要手
段，与州政府有关部门协商达成组训协

议。他们定期组织参训人员在高原腹
地开展交叉编组、要素整合训练，采取
岗位自训与以勤代训、集中训与轮流训
相结合的方法练指挥、练协同，提高军
地人员在重点地段、重要方向上的应急
快反、综合保障能力。此外，在每次训
练结束后，他们及时查找短板弱项并进
行综合分析研判，逐一制订整改措施。

与此同时，他们还联合下发出台
《军警民联防指挥预案》《联防联训联
演措施》等规定，加强一线连队与派出
所进行联防信息资源互通共享，整合
军地预警信息资源，构建观察报知系
统，着力实现联防信息资源随时随处
共享。

据悉，该军分区自开展军警民联防
联训以来，防区内越界、走私、偷猎等违
法行为明显减少。据该军分区参谋长
王海乾介绍，截至目前，他们先后组织
10余次军警民联合巡逻执勤，参加 4次
抢险救灾，配合派出所查处案件3起。

新疆克孜勒苏军分区与驻地

联防联训铸牢边关铜墙铁壁

本报讯 王世杰、记者周仁报道：
12 月上旬，湖南省攸县人武部组织正
在集训的基干民兵来到红色基地苏维
埃红军兵工厂旧址参观学习，接受革
命传统教育。而就在此前不久，这处
旧址还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墙壁和
设备破旧不堪。

苏维埃红军兵工厂创建于 1930年，
是湘赣根据地最早的兵工厂之一，厂内
外墙壁上保留了 10多幅红军革命标语，
厂内架设有小铁炉、车枪架和枪支、梭
镖、大刀、匕首、松树炮等武器装备，厂房
周围建有军营、红军医院、列宁小学等，
形成了一个相对集中的红色革命旧址，
具有较高历史价值。

今年 6月，该人武部接到游客反映：
通往攸县苏维埃红军兵工厂旧址的路上
无路标指引牌，旧址内部多处损坏无法
参观。得知此情况后，人武部立即协调
县委宣传部、县文物局等部门进行实地
勘察。“大门上着锁，墙壁上都是裂痕，陈
列的文物大多锈蚀严重、标识不清。”人
武部领导告诉记者，在勘察过程中他们
了解到，由于经费有限，加之旧址所在地
交通不便，确实存在维修不到位、不及时
的问题。
“修缮保护好这一红色革命旧址是

我们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我们不仅要
恢复它旧貌，还要用它讲好红色故事，让
红色基地绽放新光彩。”人武部政委王世

杰介绍，他们多次协调相关部门召开会
议，按照“修旧如旧、还原历史”的原则研
究修缮方案。经过商讨，旧址由县委宣
传部直接管理，县文物局负责使用，其所
在地鸾山镇政府还成立了旧址管理部，
专门聘请驻地村民在旧址附近守护巡
查，配合县委宣传部长期管理。

经过近半年的修缮，苏维埃红军兵
工厂旧址内，武器制造点还原革命年代
加工厂原样；兵器陈列馆展示战争年代
生产加工的武器；厂房墙外的标语口号
被一一修复。

如今，这座红色革命旧址开门迎客，
再现昔日风采魅力，成为该县红色旅游
线路的一个热门景点。

湖南省攸县军地联手

修缮革命旧址打造红色景点

本报讯 孟令昆、何俊峰报道：近
日，新疆巴里坤县人武部与驻地各
村党支部联合开展共建活动，他们给
党支部一班人作党建理论辅导和党务
知识讲座，并赠送党建相关书籍。此
外，他们还开展进村入户走访和送药
送医等共建活动，在提升党支部凝聚
力和战斗力，帮助其厘清抓建思路的
同时，增进军民鱼水情谊。

新疆巴里坤县人武部

开展军地党建共建活动
本报讯 余万顺、孙继学报道：11

月下旬，甘肃省通渭县人武部结对帮
扶的郭坪村内，5家贫困户通过入股肉
鸡养殖年底分红，人均收入增加了
2000 元。据悉，通渭县人武部去年结
对帮扶郭坪村后，助其大力发展肉鸡
养殖，经过一年的努力，村民人均收入
增加 8 个百分点，肉鸡养殖规模扩大
近一倍。

甘肃省通渭县人武部

精准帮扶收获良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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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费炳浩、王建奎报道：11
月 18 日，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制定出
台《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工作实施细
则》，明确每年由区双拥办牵头，对当
年有入学、转学需求和面临升学择校
的军人子女进行登记造册，并在开学
前与教育部门进行专项沟通，统筹安
排择校入学，着力让每名军娃都能接
受优质教育。

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

确保军娃接受优质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