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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段云龙、特约记者赵大
永报道：4月 2日，河北省保定市莲池
区职教中心和保定市动力工程学校
国防社团的 180余名学生代表，来到
保定市太行博物馆和驻军某部，了解
保定地区红色抗战历史、体验官兵训
练生活。动力工程学校工业机器人
班学生王琪告诉记者，加入国防社团
后，类似活动每月都有，让自己对国
防和军队有了更多的了解，更坚定了
从军信念。

为进一步抓好全民国防教育工作，
培塑青少年爱国精神和国防观念，保定
市总结去年在莲池区12所高校组建大
学生国防社团的经验，今年继续探索在
该区中小学组建国防社团，通过组织建
设、思想教育、军事训练和丰富多彩的
活动，培养更多立志献身国防事业的预
备人才。

国防社团主要吸纳热爱国防、志愿
从军的青少年参加。每年由人武部协
调部队官兵为国防社团学生开展爱国

主义教育、国防知识培训、军事课目训
练、军营日体验、国旗护卫队员培训等；
动员和组织国防社团在“八一”建军节、
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国庆节和国家公
祭日等重要纪念日开展歌咏比赛等文
艺宣传活动；定期开展植树造林、义务
劳动、帮扶孤寡老人、慰问离退休老干
部老军人、社区志愿者活动。大、中学
校国防社团还配合兵役机关开展征兵
宣传和兵役登记等工作，国防社团成员
达到法定年龄，经体检和政治考核合
格，参加高考并被高校录取的，优先输
送到部队。在经费保障方面，由地方政
府和各学校列支专门经费。

莲池区人武部政委崔国青告诉
记者：“国防社团的活动普遍带有军
旅特色和公益特色，有助于培养青少
年良好的精神和体魄，特别是有助于
增强国防意识，受到了学校、家长和
学生的广泛欢迎。”截至目前，该市共
有 42所学校组建了国防社团，吸纳学
生 3000余人。

河北省保定市42所大中小学组建国防社团

国防社团“火”了校园

近日，教育部、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
修订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
大纲》，增加了格斗基础、战场医疗救护、
核生化防护等内容。高校军事课提升

“含军量”、增强“硝烟味”不仅是培养优
质后备兵员的需要，更是强健民族精神、
体魄的有益途径。

“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
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毛泽东
在青年时期就对当时的社会武风不兴、
民众体魄不强表现出忧虑，并强调“体育
之目的，不仅在养生，还在卫国。”今天的
中国，虽已跻身体育强国之林，但青少年

整体精神体魄状态不容乐观。部分中小
学生被呵护成“温室花朵”，缺少“文明精
神、野蛮体魄”的锤炼；部分学校对安全
教育、防灾减灾演练重视多，对体力、耐
力需求大的体育锻炼开展少。前不久出
现的“少年娘则国娘”的讨论中，众多网
友对精神抖擞地做侧体翻、下腰、跳马等

“别人家孩子”的幼儿教育，“跳着毛利战
舞送别同学”的阳光少年羡慕不已。社
会青年体育锻炼不够，客观上造成了近
年来征兵体检淘汰率偏高。

“魂魄化成精卫鸟，血华溅作红心
草。看从今、一担好山河，英雄造。”我们

这个曾经遭受百年屈辱、外族入侵的国
家，每寸山河都洒过争取独立与自由的烈
士热血，崛起的中国更是自强不屈、拼搏
奋斗的成果。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无不是“视死如归、血战到底”创造
的胜利奇迹。从茫茫戈壁涌现的“两弹一
星”精神、石油会战涌现的“铁人精神”，再
到改革开放前沿的“拓荒牛精神”，体育战
线的“女排精神”，无不是坚韧不屈的民族
精神的体现。即使在和平年代，国家安
全、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等考验仍然不少，
不可任由歌舞升平湮灭血性胆气，不可让
阴柔化、脂粉气拖累青春梦想。

格斗强体魄，硝烟壮胆气。军队作
为风险挑战更多、磨砺摔打更多的特殊
集体，更能涵养浩然之气、血性之勇。“感
动中国 2018年度人物”中，将个人命运
与祖国紧密相连的“核司令”程开甲，苦
守孤岛 32载的王继才、王仕花夫妇，高
喊“你退后，让我来”的排雷英雄杜富国，
路见不平显身手的退役军人吕保民，“史
上最牛”川航机长刘传健……他们无不
把军旅磨炼的品质、培养的技能展现在
社会建设的各行各业。他们是青少年最
该追的星、最该学的样。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国防教育
中浓厚军味、增强战味、突出兵味，强化
射击与战术、格斗基础、战场医疗救护、
核生化防护等训练，是用逼真的军营环
境强魂壮体的有效途径，相信所有知识
的积累、精神的锤炼，都将在富国强军的
伟大实践中发挥作用！

强 国 当 有 英 雄 气
■郝东红

博物馆义务讲解员为国防社团成员讲述保定军民抗战历史。 段云龙摄

百姓与国防百姓与国防

清明，江苏省响水县黄圩镇，风雨
中，900多名干部群众见证一座特别的
纪念碑落成。黄圩镇民政助理杨应乾深
情介绍纪念碑主人、老兵杨金台生前寻
找无名烈士回归故里的动人故事。

历时 22年，跋涉数万里，寻回 82位
英烈，建起 30座纪念碑，撰写烈士事迹
材料20多万字……这组数字简单勾勒出
杨金台的艰辛和付出。

响水县位于苏北革命老区，革命战
争年代，众多响水人前赴后继征战沙场，
为新中国成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94
年初，杨金台从黄圩镇云彩村、陈家港镇
港北村、张集乡月港村等地了解到，还有
82位牺牲在异乡的响水籍烈士，没有在
故乡立碑，有的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
下。强烈的责任感使时年 66岁的杨金
台，萌生了寻找核实82位烈士的英雄事
迹、为他们修碑立传的愿望。

1994年春天，杨金台从黄圩镇云彩
村村民崔文才那里获悉，该村有高姓两
兄弟是烈士，但名字、具体事迹不太清
楚。杨金台走村串户，先后走访了30多
位退役军人，终于从一位叫张文右的老
人口中得知，两名烈士一个叫高立富，一
个叫高立有，他们牺牲后，其母改嫁到江

苏涟水。杨金台马不停蹄赶往涟水县陈
集乡，找到烈士的母亲刘珍。据刘珍说，
大儿子高立富牺牲在莱芜战役，二儿子
高立有牺牲在辽沈战役。为找到确凿证
据，杨金台又只身奔赴莱芜战役纪念馆
和辽沈战役纪念馆，最终查到兄弟俩的
翔实档案：高立富，1941年参军，在莱芜
战役中不幸中弹牺牲；高立有，1948年
参军，在辽沈战役中因遭敌包围，寡不敌
众，壮烈牺牲。

首战告捷让杨金台信心倍增，然而，
并不是每一次寻访都如此顺利。1997
年夏天，杨金台开始对郑有银烈士事迹
的查访核实工作。当地群众对郑有银的
生平众说纷纭，有人说他被敌人暗杀，有
人说他被敌人俘虏。杨金台从一位自称
是郑有银生前战友的张姓老人口中得
知，在一次战斗中，他们的部队寡不敌
众，郑有银不幸战死沙场，为国捐躯。杨
金台按照老人留下的地址来到上海，终
于获取了郑有银烈士的具体资料。但由
于年事已高，加上一路奔波，回家后杨金
台就病倒了。大女儿又是心疼又是气：

“您都这把年纪了，就不能在家享享清福
吗？”杨金台的回答还是那一句：“烈士的
英灵一天不寻回，我就一天不能坐在家
里享清福。”

从 1994年开始到 2016年 12月杨金
台去世，他自掏腰包，先后到浙江、江苏、
上海、河南、山东等省市走访取证，行程
数万里，跑坏10多双鞋，整理、撰写烈士

事迹材料 20多万字。望着案头厚厚几
摞烈士资料，老人又萌生了要在每个乡
（镇）建一座烈士纪念碑的想法。

修碑立传不是件简单的事，需要一
大笔资金。杨金台首先拿出自己每月
1200元离休金和多年省吃俭用积攒的
养老金，带头为烈士捐款立碑。他的义
举在苏北地区引起强烈反响，不少党员
干部、学生、军人纷纷慷慨解囊，立碑的
石匠师傅主动提出不要工钱。很快，30
座革命烈士纪念碑相继建成。

今年清明节刚过，来自河南新乡的
耄耋老兵周树杰，在孙子的陪同下，拄着
拐杖来到烈士碑前，陪长眠在这里的战
友“喝一杯”“说说话”，并栽上52棵松柏
小树苗。当他得知杨金台已过世的消息
后，顾不上长途颠簸劳累，专程来到杨金
台墓前连鞠三躬，以表达对这位老人的
敬佩和感谢。

� 为他点赞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艾利?维塞尔

说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每个名字
背后都有故事，这些故事构成历史”。历
史不能忘却，英雄的历史更不应忘记。因
为他们的事迹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他
们的精神是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22
年，30座纪念碑，20多万字烈士事迹材
料……杨金台用实际行动证明：碑有名，
忠骨在，历史有人在守护。这是一个老
兵的坚守，这是对英烈精神的传承。

22年，他将82位烈士迎回故里
■单康军

本报讯 邓一凡、孙建辉报道：4月
1日，湖北省仙桃市西流河镇胡家台抗
战遗址，一场特殊的命名仪式正在进
行。仙桃市人武部以在仙桃这片红色
土地上涌现出的革命烈士名字命名基层
民兵分队，10支民兵分队的队旗烙上胡
幼松、李之龙、邓赤中等先烈的英名。

胡 家 台 ，曾 发 生 过 新 四 军 战 斗
历史上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一场战
役——1942年2月，我新四军第五师十
三旅 37团、38团的 4个连队，将来犯日
寇包围在胡家台，经过三天两夜激战，
歼灭 200多名日伪军。这场战役在敌
强我弱的背景下取得的胜利，给了全
国抗战军民极大鼓舞，有力反击了“日
军不可战胜”的谬论，狠狠打击了日寇
气焰。据《沔阳（今仙桃）县志》记载，
全市共有 2017名革命烈士为民族独
立、人民解放抛头颅、洒热血。此次命
名活动，市人武部认真从中挑选了 10
名烈士代表，他们中有潜（江）沔（阳）

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人胡幼松、中山
舰首任舰长李之龙、沔阳第一共产党
小组创始人之一邓赤中等。人武部领
导介绍，开展“以烈士之名命名民兵分
队”活动，旨在将“传承红色基因、担当
强军重任”主题教育向民兵队伍延伸，
让民兵队员始终牢记英烈事迹，让先烈
的红色基因在民兵队伍中代代相传。

西流河镇李之龙民兵分队排长闵
昌俊，抚摸着鲜艳的队旗，自豪地说：

“我来自李之龙烈士的家乡，从小就耳
濡目染烈士的英勇事迹，如今光荣地
加入民兵队伍，还有幸成为李之龙民
兵分队的一员，我非常激动，也非常自
豪，今后一定要继承先烈遗志，学好打
赢本领，做新时代的合格民兵。”

当地主要媒体通过新媒体平台在
网上对命名仪式进行了直播，网友们
纷纷点赞，大家都觉得活动有创意、有
意义，是对烈士事迹的传播，对烈士精
神的传承。

湖北省仙桃市以烈士之名命名民兵分队

名字镌刻在旗帜 精神传承于血脉

清明节，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刘英
俊烈士陵园，前来祭扫的干部群众是
平时的数倍。一位义务讲解员始终激
情满怀地为游客服务，一天十余场的
讲解，年过六旬的他却毫无疲态：“我
是英雄壮举的见证者和受益人，由我
来讲解，大家可能更信服。”

他叫曹文河，佳木斯市“英俊志愿
者联盟”成员，也是53年前英雄刘英俊
勇拦惊马救下的 6名儿童之一。虽然
已时隔 53年，曹文河对那天的经历记
忆犹新。那是 1966年 3月 15日，解放
军某连到佳木斯市郊外执行训练任务
过程中，一辆炮车辕马被汽车喇叭震
惊，冲向人群。炮车前面不远处的6名
儿童，被飞奔而来的惊马吓得不知所
措，生命受到威胁。千钧一发之际，刘
英俊不顾个人安危，用力将缰绳缠在
胳膊上，向后猛力一拉，使惊马前蹄腾
空而起。接着，他双脚踢向马的后腿，
使尽全身力气踢倒惊马。6名儿童安
然脱险，他却被压在翻倒的车下，经抢
救无效英勇牺牲，年仅21岁。

为了缅怀英烈，6名被救儿童中的
赵氏三兄妹分别把名字改为赵继、赵
英、赵俊，而曹文河长大后则选择了应
征入伍到刘英俊生前所在部队服役。
退役后，为了更好地传播英雄事迹、
传承英烈精神，在英雄所在部队领导
和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曹文河发起成
立了“英俊志愿者联盟”。曹文河告
诉笔者，如今联盟有志愿者 136人，
个个熟知刘英俊故事、人人都是红色
文化宣传员。

烈士事迹陈列馆内，曹文河在讲
解过程中眼中始终含着泪水，对刘英
俊的事迹如数家珍，对每件遗物和展
品背后的故事娓娓道来。“过去有少数
人不理解，说我们是‘作秀’，但我坚信
这种‘作秀’必将唤来更多人的优秀！”
这几年，曹文河欣喜地发现，前来烈士
陵园缅怀祭拜的人越来越多，志愿讲
解员人手都不够了！特别是今年清明

节，祭扫人数是往年的两倍多，这让
“英俊志愿者联盟”倍受鼓舞。有 3家
企业在祭扫学习后，提出了集体加入
联盟的申请。佳木斯市郊区人武部则
与“英俊志愿者联盟”联合开展红色文
化和国防知识进军营、进校园、进社区
等活动，共同宣扬英雄精神，在全社会
深厚崇尚英雄、学习英雄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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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6日，四川凉山森林大火
复燃，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凉山军分区组织干部职工和
民兵分队三线出击迎战火魔：木
里县230名民兵战斗在雅砻江镇
立尔村火场、越西县 170名民兵
增援大花乡瑞元村着火点、冕宁
县290名民兵持续奋战腊窝乡腊
窝村着火点，与专业救援队伍一
起，扑灭明火并对火场余火和烟
点进行拉网式清理。图为 4月 8
日越西县民兵正在扑打火线。

王 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