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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李芳、记者郭冬明报道：
10月 23日，江西省南昌市民钟圆女士
翻开当天的《江西日报》，9版推出的头
条文章《以鲜血唤醒民众》让她很受感

动。“这个栏目我每期必看，烈士们用朝
霞般的鲜血唤醒了新中国的黎明，我们
应当永远铭记。”自6月份以来，江西省
退役军人事务厅和江西日报社联合开
展“红色基因代代传”主题采访活动，每
半月一期，每期用一个版面讲述一位革
命烈士的故事，在赣鄱大地掀起一股阅
读热潮。

“江西是革命老区，江西籍有名有
姓的烈士就有 25.3万余人。”江西日报
社总编辑张天清介绍说，通过翻阅党史
资料、探访革命先烈的故乡、寻访其后
人，采写报道他们的红色故事，在全社
会营造红色基因代代传的良好氛围。

走进英烈家乡，重读革命故事，就
是一场生动的国防教育，也是一次精神
的洗礼。“是什么力量让他忍着剧痛，在
舌头被反动派割掉后，毅然用脚趾蘸着
自己的鲜血，写下‘革命成功万岁’6个
大字？”带着疑问，采访团来到了刘仁堪
烈士的故乡，萍乡市莲花县浯二村。“英
雄矗立如青松，脚趾蘸血写大字。惊天
动地英雄汉，永远前进不停步……”这
是从莲花县琴亭小学传出的读书声。
琴亭小学所处的位置，就是当年刘仁堪
就义之处。从乡亲们的记忆里、从一件
件实物中，记者们找到了答案，那就是
信仰。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
才能英雄辈出。近年来，江西省先后制
订《江西省英雄模范褒奖办法》《江西省
军人抚恤优待办法》《江西省军人军属
权益保障条例》等地方性法规，在全国
率先颁布了《江西省英雄烈士纪念设施
保护管理办法》，加强对烈士纪念设施
的保护管理，仅最近5年就投入了维修
改造资金3亿多元，基本实现了每个县
市都有烈士纪念场所。今年的烈士纪
念日，江西各地纷纷组织干部群众和青
年学生走进烈士陵园，开展各种纪念活
动。同时借助当地红色资源优势，通过
开展“诵读红色家书”活动、“碧血书忠
魂”江西籍革命烈士书信展、“热血初
心”赣鄱英烈故事展、“传承红色基因，
永葆军人本色”征文活动，编印红色书
籍等方式，讲好英烈故事。

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目
前，“红色基因代代传”栏目已刊发8位
江西籍革命先烈的红色故事，系列报道
引发群众持续关注，见贤思齐、崇尚英
烈、争做先锋的社会氛围愈发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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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10月中旬的婚期又推迟了。”
10月 27日，在军运会外围安保点，湖北
省武汉市汉南区人武部参谋谢非对笔
者说。

谢非是去年刚转改到汉南区人武
部的一名文职人员。年初接到阅兵任
务时，他正和女朋友筹划着10月1日的
婚礼。为了圆满完成阅兵任务，俩人决
定把婚礼推迟到阅兵式结束后。

从北京受阅归来，人武部领导到车
站迎接时明确告诉他“先休个假，尽快

把婚礼办了”。但谢非心里盘算着，今
年部里大事多，各类大项任务压茬推
进。“看见同事都在为军运会忙碌着，现
在正是需要人手的时候，我不能袖手旁
观，婚礼不在乎这几天。”谢非说。

对于谢非的决定，女友陈婉仪点头
默许：“他是部队的人，任务最大，我愿
意等。”

就这样，刚从北京回来的谢非立即
投入到军运会安保任务中，一忙就是近
一个月。10月 14日至 18日，谢非带领

辖区民兵参加军运会开幕式彩排和开
幕式当日安保任务。每一栋楼、每一处
执勤点他每天都要来来回回爬上好几
次。军运会期间，谢非担负徐家堡高速
口执勤点的联络员，负责巡查各执勤
点，协调处置突发情况。休息时，大家
都喜欢和谢非聊天，听他讲阅兵故事，
并自觉向他看齐，高效完成保障工作。

谢非告诉笔者，等忙完军运会后续
工作就结婚，他要穿着阅兵时的礼服迎
接他的新娘。

执行任务推迟婚期，“我愿意等！”
■朱 勇 张 勇 洪培舒

王欢是一名餐饮店老板，去年刚刚
加入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的民兵队
伍。10月 20日，采访电话接通时已是
20时，王欢正从医院出来，打算去买一
些婴儿用品。

10月 17日下午，距离第七届世界
军人运动会开幕式还有 28个小时，王
欢和其他民兵队员一起奋力备战军运
会开幕式安保执勤任务。这时，民兵连
长告诉王欢：“你家媳妇凌晨紧急住院

待产，你抓紧回家吧。”
参加集训时，王欢算过预产期将

近，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看架势要和
开幕式来场“赛跑”。“怕你分心没敢告
诉你，能参加军运会开幕式安保这样的
大项工作，是难得的荣誉，你一定不能
后退。”妻子董娟安慰王欢。

“我内心里渴望孩子出生后能第一时
间看见我，但开幕式第二天就要举行了，
我不允许自己临时撤退。”王欢告诉笔者。

10月18日5时，王欢和队友起床洗
漱，整理着装，检查随身装备。8时，王
欢和队友到达某高处执勤点，负责高空
安全警戒任务，直到开幕式结束。23
时，圆满完成安保任务的王欢换掉身上
湿透了的迷彩服直奔医院。

19个小时后，王欢的孩子出生了，是
个大胖小子，他们给他取名“运儿”。“小
家伙很贴心，愣是等到我圆满执行完任
务才出生。”电话里，王欢乐不可支。

坚守岗位无暇陪护，“你放心去！”
■朱 勇 王振海 洪培舒

在军营，有这样一个特殊群体，他
们十八般武艺各有优长，我们常称之为

“特长兵”。随着新时代武器装备更新
换代不断提速，军队征集兵员的素质大
幅提升，一批又一批新鲜血液源源不断
加入到战斗方阵，他们的青春在火热军
营中找准了定位、获得了肯定，为部队
建设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但我们同时也看到，不少单位对于
“特长兵”的使用培养却存在不妥之处，
有的奉行“能者多劳”，不考虑任务实
际，只管压担子、交任务，使其与日常战

训脱节；有的只注重发挥其优长，而忽
视素质的全面培养，导致日后短板频
现；还有的对这一群体“厚爱一分”，在
管理上松懈，导致其作风松散、纪律松
弛……以上种种，只是一味关注特长的

“特”字，而忽略了“特”与“战”的融合，
使其与备战打仗渐行渐远。

打仗和准备打仗，这是军队的首要
任务，也是每名军人必须时刻考虑的问
题。“特长兵”的“特”字，字面上即带有

“特别”“特殊”的含义，但军队本身的战
斗性，决定了在战斗力标准面前没有特
殊的兵，如果非要加一个特字，那就是
特别能战斗的兵。

邓小平同志曾说过，我是一名军
人，我真正的专业是打仗。既然戎装在
身，就应该时刻紧绷打仗这根弦、肩扛

打赢这座山、等待出征这道令，一门心
思练好打仗本领，而不能为旁门左道分
心走神。《解放军报》曾刊登一篇文章，
说的是某红军团列兵武洲由计算机专
业的高材生成长为一名“神枪手”的故
事，武洲感慨：“战士的首要任务是练好
手中武器，随时准备打仗，任何工作都
要围着这个任务转，否则就不是合格
兵。”

这特长那特长，只有特别能战斗才
是真特长。“特长兵”自身必须立起战斗
意识，深刻理解战斗力的内涵标准，主动
将自己融进战斗力生成全要素，哪一个
环节都不能缺、哪一项能力都不能弱。
一方面不可“居功自傲”，多习打仗之能、
多行打仗主责；另一方面也不宜“妄自菲
薄”，认为自身特长无用，应主动将特长

融进作战准备，把岗位当战位锤炼，把技
术当战术研究，逐步打通训练场与战场
的链路，加快“特长”与“特战”的有效融
合，为实现打赢而增势添力。

江河奔腾的每一朵浪花，汇聚起大
海的汹涌澎湃；部队战斗力的生成，离
不开每一名官兵向战的力量。我们欣
喜地看到，各级党委正逐渐立起按纲抓
建理念，对兵员使用管理划出“硬杠
杠”，叫停机关随意借调基层“特长兵”、
带兵人“任性点将”出公差等行为，把战
训时间还给“特长兵”，立起了正确的用
人导向、工作导向，对评功评奖、晋职晋
衔等具体方面向军事训练倾斜，促使官
兵把心思放在战场、把打仗当成专长，
从而形成“特长”与“特战”相融合的良
好局面。

加快“特长”与“特战”相融合
■申卫红 赵仕林

江西省宜春军分区

组织官兵重温革命历史
本报讯 朱晓峰报道：近日，江西

省宜春军分区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中，通过汇编发生在宜
春的经典革命故事作为党员必读书
目、邀请地方史志专家开展专题辅导
课程、走进秋收起义革命纪念馆重温
革命历史等，让官兵在回顾历史中汲
取前行动力。

内蒙古乌拉特中旗人武部

精准帮扶发展特色产业
本报讯 刘建光报道：10月下旬，内

蒙古乌拉特中旗人武部领导来到乌兰伊
日更分场（村），调研扶贫工作进展情况。
该村小麦耕地面积5000多亩，年产小麦
近 50万斤，一直缺少小麦加工设备。
2018年人武部筹措资金为当地建造了面
粉加工厂，下一步他们还将帮助该村发展
面粉深加工项目，带动群众脱贫致富。

湖北省来凤县人武部

开展专题学习教育活动
本报讯 刘洋报道：10月下旬，湖

北省来凤县人武部联合县退役军人事
务局组织退役士兵开展“学习英雄张富
清、不忘初心守忠诚”教育活动。通过
走访慰问老英雄张富清、人武部领导授
课座谈、重温入伍誓词、优秀退伍兵上
台演讲等活动，引导退役士兵退伍不褪
色，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做贡献。

黑龙江省呼玛县人武部

军地联手开设国防课堂
本报讯 张鸿双、吴家忠报道：10

月23日，一堂生动的国防教育课在黑龙
江省呼玛县人武部礼堂精彩开讲，曾参
加过辽沈、平津战役的老兵李恒振走上
讲台讲述自己的战斗故事。该人武部借
助当地红色资源，和地方部门联手开展
主题教育，充分发挥红色基因的育人作
用，有效提升教育质效。

本报讯 赵文报道：“交流到高原
不到一年，原来心里有些患得患失，听
了老高原们扎根高原几十年的奋斗
史，心里一下子明亮了！”听完退休多
年的全军英模代表、青海省果洛军分
区老政委王皇义的讲述，达日县人武
部政委岳嘉深有感触。

果洛作为“老高原精神”的发祥地
之一，军分区将弘扬“老高原精神”纳入
主题教育，邀请老高原现身说法，引导
官兵自觉担当强军重任。

该军分区驻地海拔 4200米，环境
艰苦。1954年，由西北军区警卫团和
一军三师为主组建的果洛军分区，克服
重重困难，在果洛草原上建起标准化营
区、第一座楼房、第一座半沉式蔬菜温
室大棚……将“苦干不苦熬、苦中有作
为”的口号越叫越响。

如今，现代化的营区、完善的工作
生活保障体系逐步建立，部分交流干部
却滋生了消极情绪。

对此，果洛军分区党委从追寻初心
本色入手，开展系列活动。追溯一次精
神源，组织官兵祭扫红军墓、重走红军
路、再站红军哨，感受红军精神。红军
长征经过班玛县时留下许多感人故事，
军分区组织党员在班玛县“红军墓”前，
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回望一次奋斗路，
行程 6000多公里、横跨 8个省市，采访
挖掘 17名“老果洛”典型事迹，搜集整
理“老高原精神”故事集和英模画册；召
开一次专题会，组织党员围绕“忠诚守
高原、激情干事业”话感受、找差距、谈
打算，激发建功高原的使命意识和责任
担当。

心中有信仰，脚步才会更坚实。10
月中旬以来，该军分区着眼当地秋冬季
雪灾、山火等自然灾害易发的实际，组
织全区基干民兵集中轮训。训练场上，
各单位主官自觉站排头，带头摸爬滚打
做示范，立起了练兵备战强本领的鲜明
导向。

青海省果洛军分区

“老高原精神”激励官兵扎根高原

近日，武警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队某部举行军营开放日活动，驻地幼儿
园的小朋友走进军营度过了一个有意义的周末。图为小朋友给武警叔叔敬
军礼。 毛 松摄

王欢和妻儿的合影。 王 欢供图

受阅归来，谢非和家人合影。
粟 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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