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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建馆 70
周年，恰逢我国改革开放 40周年，我这
个在博物馆工作了近 30年的“老井博”
也幸运地成为博物馆在改革开放大潮

中高速发展的参与者与见证者。

现在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一个

功能先进、展品丰富、游人如织的多元化

博物馆，跟 30年前相比，可谓天壤之别。
1989年 8月，我刚大学毕业，当拿到

去博物馆上班的派遣证时，兴奋得整宿都

没睡着。在去井冈山的班车上，我想象着

博物馆肯定很气派。然而，一下车，我就

陷入了深深的失望。心中想象的高大上

的博物馆，只不过是一处仅两层楼高的

“小土楼”，灰扑扑的，一点都不起眼。

走进博物馆，里面的光线阴暗，潮

气较重，空气中还掺杂着一股霉湿味。

整个场馆建筑面积不到 2000平方米，每
天最多也只能容纳 8000名游客参观，一
到旅游旺季，常常人满为患。

那时候，馆内的展示手段比较落后，

陈列内容单一。展示物只有照片、雕塑和

文物为主的“老三样”，简易的陈列架上摆

放着一些诸如锅、碗、瓢、盆、草鞋之类的

文物，墙上悬挂着用木相框装裱起来的老

旧照片、油画，地上设置了少许的雕塑和

沙盘，整个陈列室看起来十分简陋。

当时的井冈山交通也不方便，很多

地方都不通公路。为了充实博物馆内

的陈列内容，我和同事经常翻山越岭去

老百姓和革命后代的家里收集整理文

物，一边帮助老红军家里干农活，一边

聆听他们给我们讲述井冈山革命斗争

的故事，晚上回到单位后，我们还要连

夜对这些史料进行梳理。

这样的境况持续了 10来年，随着改
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家经济建设取得了

飞速发展，博物馆的发展也驶入快车道。

2005年，中央拨款对博物馆进行重
建，并列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的“一号工程”。重建后的博物馆依山就

势，完美地融入周围的环境，成为具有井

冈山特色的标志性建筑。

新博物馆占地面积 1.782公顷，总
建设面积 20030平方米，其中展厅面积
就有 8436平方米；馆藏文物 3万余件，
珍贵文献资料和历史图片 2万余份。

新馆除大量增加陈展面积外，还根

据博物馆的功能，增设了报告厅、影视厅、

多媒体展示室和咖啡休闲室等服务场所。

在陈展方式上，力求通过现代化的

展览手段和丰富的表现形式，提升场馆

与游客的互动。在传统陈展方式外，还

增加了 19处融陈展、造型艺术与声光
电、多媒体艺术为一体的大型场景。

就拿序厅来说，当观众走进序厅，

就像置身于血雨腥风的战场：巨大的自

动移合式 LED电子显示屏中突然“雷

电”轰鸣，“枪炮声”不绝于耳，非常震

撼，用一场现代化的声光电交织的视觉

盛宴把观众带入那个激情燃烧的革命

岁月，让参观的效果真正达到入耳、入

眼、入脑。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打造得越来越

宏伟，功能建设得越来越齐全，每年前

来参观的人也越来越多。我这个“老

井博”常会不由自主地感叹，当年的二

层“小土楼”居然会变化得如此惊人、

喜人。更令人欣慰的是，无论博物馆

的场馆、设施如何变化，井冈山的精神

都是其中永恒不变的主题，井冈山革

命博物馆始终是我们精神世界的“一

号工程”。

上图：新老序厅对比。 刘长生摄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研陈列室主任饶道良从事井冈山革命斗争历史

研究近30年，在探索历史的同时，也见证了博物馆的变迁—

“小土楼”蝶变“一号工程”

本报讯 李明、记者熊华明报道：
12月 4日，中部战区空军某新训旅举
行新兵授衔仪式。该旅专门邀请了
72 名“训练标兵”的父母来到仪式现
场，亲手为自己的孩子佩戴上列兵军
衔，分享新兵授衔的荣光时刻。
“我和孩子爸开了 1500多公里的

车才赶到部队，虽然一路上颠簸疲惫，
但一想到这份光荣就浑身来劲！”新兵
潘新宇的妈妈张赛红激动地说。新训
旅领导介绍，他们选择邀请“训练标兵”
的父母参加授衔仪式，不仅能让受邀家
长感受到更多的荣光，而且会激励更多
的新兵热爱训练争当标兵。
“请家长为新兵佩戴军衔！”旅领

导宣读完授衔命令后，家长们拿着崭
新的列兵军衔和标志服饰，自豪地为
自家孩子精心佩戴。九连列兵周明远
是“军二代”，他从小就喜欢军装，如今
终于圆了梦。戴上崭新的军衔后，他
立即向父亲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声
音洪亮地说道：“老爸，我接过你手中
的枪，继续为祖国站岗！”

授衔仪式结束后，新兵家长们进
入营区，观看《新兵训练专题片》，参观
新兵宿舍内务建设，零距离观摩新兵
队列训练，感受部队生活给孩子带来
的转变。

中部战区空军某新训旅

新兵父母为孩子授衔

“听到战士们叫我‘妈妈’，是我最大
的幸福。”这是江苏省徐州市民营企业家
程雁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程雁出生在淮海大地,从小听着父
辈讲述淮海战役军民同心的故事长
大。8年前，程雁因为工作关系来到驻
徐州某部，看到官兵冒着酷暑在学习室
里读书的情景，心疼不已。当天，程雁自
费购买了 3台空调，并带着安装工人连
夜安装。临走时，一个战士拉住程雁的
手，真情流露：“您就像我们的‘妈妈’！”

从那时起，程雁就与部队结下不解
之缘。2016年 7月，洪水来袭，徐州驻地

某部官兵闻令而动，奔赴抗洪一线。听
到这个消息时，正在医院休养的程雁不
顾家人的反对，采购了价值2万多元的慰
问品，与其他志愿者一起前往部队驻地
慰问。看到“程妈妈”来了，战士们围了
上来，程雁挨个握着战士们粗糙的双手
说：“孩子们你们辛苦了，看到你们都平
平安安，我就放心了。”
“有防才有国，有国才有家。我们之

所以能够安心创业、幸福生活，是因为子
弟兵的无私奉献。”这些年，程雁每年坚
持从公司创收中列支专项资金拥军优
属，慰问品价值累计达100余万元。

“兵妈妈”程雁—

爱军为兵是初心
■牛庆怀 蔡广银

本报讯 张开羽、郭晓航报道：
“考题现场随机抽签、考核成绩当场
公布、申诉即时处理，这次考核严格
公正，成绩真正反映出部队战斗力！”
近日，北部战区陆军组织对所属预备
役部队进行基础训练考核，走下考核
场，黑龙江省某预备役步兵师连长杨
世侃感慨地说。

考核期间，笔者穿梭于多个考核
点采访，“课目贴近实战，考风严格
公正”是参考官兵的普遍评价。在
辽宁某预备役高炮师考核现场，考
核组启动抽签系统，人员刚被抽中，
考核员就立即采集参考人信息，考
核完成后当场判定成绩，确保成绩
公平公正。在某考点 3 公里跑考核
时，随着哨声响起，考核员将两名来
不及冲过终点线的官兵拦在线外，
成绩判定为不合格。

基础训练是部队战斗力生成的
基石。该战区陆军预备役部队领导
管理组办公室主任张辉清介绍，为摸
清部队基础训练质效，他们着眼未来
作战行动任务的需要，设置了基础体
能、手枪和步枪精度射击、想定作业
和指挥技能等 7个考核课目，既有静
态检查、技能考核，又有动态检验、能
力评估，目的就是考出能力短板弱
项，传导备战打仗压力。

刚走出体能考核场，随即而来的
战术计算考核让杨世侃直呼“吃不
消”，“当时感觉呼吸还没稳下来，手
还在发抖，就要开始下一个考核课
目了。”在多个考核点，都是上一课
目刚刚结束，后续课目旋即展开，多
课目连贯的考核方式，令不少官兵
直呼第一次。考核组负责人这样解
释：“要想贴近实战，就必须营造真
实的战场环境。新大纲中要求部分
课目训练人员作业时的心率达到每
分钟 110 次以上，就是为了更加贴近
实战。”

考核“指挥棒”指向实战化，带动
部队训练向实战化聚焦。考核刚结
束，各部队认真组织复盘总结，查找
问题不足，分析主要原因，制定下一
步措施，并计划采取结对帮带、分层
组训和过关升级等方法，狠抓固强补
弱训练，促进部队战斗力建设水平进
一步提升。

上图：考核员对人员进行核查。

张开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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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80年代，他参军入伍，多次
受到嘉奖并火线入党；退役返乡，他在
企业武装工作一线扎根 32年，致力于
为居民群众做好服务。

他叫韩勇，安徽省阜阳卷烟厂武装
部的一名专武干部。从军队到企业，岗
位几经变化，但那身军装赋予韩勇的
“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
献”的精气神，让他一直在新的“战场”
发光发热。

1986年，韩勇退役后被分配到阜阳
卷烟厂武装部工作。在企业民兵预备役
建设工作中，他按照上级军事机关的工
作部署，组织开展企业的民兵整组、预备

役登记、民兵军事训练等工作，动员职工
群众积极履行兵役登记义务，迄今为止
已向部队输送合格兵员200余名。

2005 年以来，韩勇兼任企业社区
主任，主管社区工作。他积极与地方政
府有关部门沟通协调，为社区基础设施
建设争取到物资支持，和同事们一起完
善了社区各项管理及便民服务措施，尽
力做好困难居民的生活保障工作，受到
社区居民好评。

韩勇常说：“我是一名普通的退役军
人，干着普通的工作，但我珍视每一份责任，
不以‘平凡’为平凡，在每一个岗位都尽职尽
责。唯有此，才能不枉穿过那身军装。”

退伍军人韩勇—

不以平凡为“平凡”
■程永湖 李 娟

讲述人：饶道良

江西省遂川县人，1967年出生，1989年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工作至今，现

为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研陈列室主任。

整理人：郭冬明 龙礼彬

12月 4日，浙江省

海宁市军地领导来到火

车站欢迎首批 68名退

伍战士光荣返乡，并组

织了一场退伍老兵技能

教育培训推介和企事业

单位现场招聘会，市人

社、民政等部门设立政

策咨询台，现场解答就

业创业相关政策，35家

用人单位提供了 2700

余个岗位以及150个订

单式培训名额，受到退

伍士兵好评。图为用人

单位为退伍士兵介绍岗

位情况。

宋芳龙、时 庆摄

影报道

本报讯 王士刚、沈俊华报道：一张
张“帮扶清单”清晰明了，一条条“帮扶措
施”户户不一样……日前，笔者随同军委
国防动员部扶贫检查组来到河南省漯河
军分区定点帮扶的郾城区新店镇薛庄
村，每家每户墙上贴的“帮扶清单”格外
引人注目。这张清单用表格的形式，清
晰地展示了帮扶措施、责任人、完成时限
等信息。

据了解，该军分区始终把脱贫攻坚
工作融入推动军民融合发展和双拥工作
具体内容，深入分析薛庄村贫困群众现
状，按照“精准扶贫、定点帮扶”的原则，
严格制订方案计划，明确工作台账，强力

推进落实。
为了找准帮扶对象，他们多次到扶

贫办、民政局了解当地扶贫情况，由村到
户“解剖麻雀”式开展实地调研 10余次，
根据有无残疾、在校学生和危房等情况，
精准确定扶贫对象。

针对每个贫困户致贫原因不同，
结合实际情况精准制定帮扶措施，
并建立详细的帮扶档案。该村 42 岁
的 贫 困 群 众 李 长 河 和 母 亲 相 依 为
命，家里所有经济来源全靠他一个
人种地维持。军分区驻村干部根据
他家人口少，劳动力缺乏的实际情
况帮助他栽植 4 亩果树，并安排他在

镇上农民专业合作社务工，学习果树
种植技术，积累种植经验。“多亏了人
民子弟兵的‘帮扶套餐’，不然我这头
上贫困户的‘帽子’不知道啥时候才能
摘掉呢！”一说到现在的美好生活，李
长河满脸幸福。

薛庄村党支部书记薛大年告诉笔
者，以往扶贫存在“大水漫灌”“撒胡椒
面”等现象，导致扶贫资源使用效率不
高，扶贫效果不好。军分区的“扶贫套
餐”则是为贫困户量身打造，“杜绝面子
项目和形象工程，让每家每户都得到了
有效的扶贫资源，真正帮助贫困群众走
上致富奔小康的道路。”

河南省漯河军分区

“帮扶套餐”助力贫困群众致富

12月上旬,西藏军区“墨脱戍边

模范营”官兵又一次踏上了艰辛巡逻

路。巡逻官兵钻密林、攀绝壁、涉险

滩，圆满完成对某山口的巡逻任务，

确保了边境地区的安全稳定。图为

巡逻官兵攀爬陡坡。 马 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