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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海军、记者熊华明报道：
“太感谢了，要不是你们，这大雪一封山，
乡亲们就得过苦日子了！”近日，内蒙古
阿拉善盟阿拉腾朝克苏木（乡）党委书记
阿荣，赶到空军某工兵技术勤务大队驻
训地，代表阿拉腾朝克苏木（乡）党委政
府为大队送来锦旗。

“为民修路筑军魂，情系百姓显真
情”，这个鱼水深情的故事浓缩在了锦旗

上的字里行间。
阿拉腾朝克苏木（乡）辖内最偏远的

村叫查干德日斯嘎查（村），村子四周群
山环抱，进出只有一条盘山公路。今年
夏季山洪暴发，这条路的地基多处被冲
毁，路段被掩埋，当地政府财力有限，一
直未能修复，村民要想出山，只能在戈壁
中绕行50余公里，十分不便。眼看天越
来越冷，如果不能赶在大雪封山前备齐

越冬物资，冬季生活将难以保障，村民脸
上挂满愁容。

恰逢空军某工兵技术勤务大队进驻
该村附近执行演训任务，得知村里的困
境后，大队决定利用所携设备，以不耽误
演训任务为前提，帮村里修复道路。随
后，大队派出小分队沿着被冲毁的公路
进行实地勘测，详细掌握毁损情况，并与
当地政府部门共同制定修复施工方案。

驾驶大型工程机械对公路进行抢修
和拓宽，将冲毁的地段回填加固；疏通排
水沟渠，并在路基上铺垫一层10余厘米
厚的砂石，确保雨雪天气车辆、人员安全
出行……修复方案敲定后，大队官兵开
始加班加点施工。看到解放军在修路，
村民们欢呼雀跃，有的加入修路大军，有
的准备砂石原料等物资。

经过几天的紧张作业，一条平整的公
路再次呈现在村民眼前。“感谢子弟兵，又
驻训来又修路！”走在通畅的路上，出山置
办越冬物资的牧民格尔勒竖起大拇指称
赞，他还告诉记者，大队不仅帮他们修了
路，军医还开展义诊，赠送常用药品。

空军某工兵技术勤务大队为当地群众解难题

“感谢子弟兵，又驻训来又修路”

本报讯 文金明、特约记者陈静
报道：“之所以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
为我们负重前行！”11月底，湖南省隆
回县桃花坪街道桃花社区的“老兵故
事会”开讲了，退役老兵贺方叔讲述的
一家三代从军故事不仅获得社区居民
点赞，而且十几名群众当场表示要把
孩子送到部队。隆回县人武部政委吴
正桂告诉记者，这是他们探索推行国
防教育网格化模式的一个缩影，类似
的国防教育活动在全县1602个网格已
成常态。

为破解国防教育组织力量单薄、活
动形式单一、末端难落实、效果难保证
等难题，隆回县人武部充分借鉴地方社
会管理创新经验，依托县域“网格化”社
会管理平台，将国防教育融入社会管理
体系，整合网格内文化阵地、宣传平台、
服务中心、志愿者队伍等辅助力量，构
建起横向多元参与、纵向精细管理的

“网格化”国防教育新局面，激活基层国
防教育内动力。

登录网格化服务管理平台，记者看
到该平台将每个村（社区）以格栅形式
等分，每格不超过400人，一格配置1名
网格党小组长担任教员，“格”内的退役
军人、革命老战士、民间文艺爱好者辅
助教员开展国防教育工作。

翻开桃花坪街道桃花社区12月份
国防教育安排表，除了“老兵故事会”，
还有“国防讲坛”、国防类电影展播、“村
村响”发送国防知识语音等，内容十分
丰富。

“这些都是广大群众喜闻乐见、教
育效果又不错的活动。”桃花社区网格
党小组长孙立荣向记者介绍，网格化
服务管理平台的一大优势是人口信息

“底数清”，底数清了，网格党小组长
便可分类备课、分层施教，确保课程设
置“适销对路”，适合不同受众群的

“胃口”。他告诉记者，今年征兵工作
伊始，他们将隆回籍特种兵黄鑫的事
迹放在网格故事会上，“格”里的适龄
青年听后深受感染，不少人结伴报名
参军。“明年我们将再接再厉，号召更
多的有志青年参军报国。”孙立荣信心
满满。

1602个“小网格”织出国防教育
“大舞台”。以往国防教育在机关、学
校、企业开展得多，如今却“火”在各个

住宅小区、商务小区、村组单元。“社区
举办国防讲坛，有的居民来晚了，没地
方坐就站着听，热情可高呢！”桃花社区
主任马建新高兴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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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10天，12月13日——南京大
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就要到了。

这是中国政府设立的纪念日，以国
家公祭的方式，祭奠在南京大屠杀中死
难的30多万同胞。

根据国务院批复，自2014年起，每
年这一天,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
祭仪式主会场降半旗。

从 1937年 12月 13日到 2019年
12月13日，整整82年过去了。

又一次公祭日前夕，一个沉重的话
题再次萦绕于怀：战争与和平。

这是跨越 82年的断想，更是新时
代国防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一张可怕的地图
战争降临并非突如其来

抗日战争时期，我军使用的作战地
图大多从日寇手中缴获而来。每次打
了胜仗，总是抢占电台、搜缴地图。据
说，当时缴获的日军地图可覆盖整个中
国领土，即使鲜为人知的羊肠小道，都
能在日军地图里找到。

丹尼斯?伍德在《地图的力量》一书
中说过：“地图使过去和未来现形。”很
多人很多时候，在这“现形”中遭遇的却
是带血的残酷。

譬如，那个消失的村庄。
原广州军区离休干部章明曾经回

忆，1963年春夏之交，驻惠州地区一个
步兵营组织小型野营拉练，他和营长对
照日本军用地图制定行军路线图，准备
用一天时间纵贯大鹏半岛。当部队到

达半岛中部黄村的位置时，却找不见村
庄的影子。极目四望，到处都是杂草树
木。当晚，他们从当地群众那里获悉，
日本地图的绘制并没错。

1938年10月12日，日军为策应武
汉会战，集中3个军团7万多人、数百艘
舰艇和100多架作战飞机，从海上进攻
华南，登陆点就在大鹏半岛。10月下旬
广州陷落。日寇一路烧杀抢掠，黄村首
当其冲，全村男女老幼数百口惨遭杀
害。从那以后，黄村就从地面上消失了，
成了后来的荒烟蔓草，杂树荆棘……

回望抗战，整个中国，有多少个“黄
村”被消失？

这张地图是抗战全面爆发 9年前
的 1928年绘制的。那时候，活跃在中
国的许多日本商人，明里暗里担负着

“绘制”中国地图的特殊重任。“日军
绘制的中国地图，那样精密、详尽、准
确、清晰，看得人惊心动魄、毛骨悚
然！”章明忧愤地表示，尤其可怕的
是，那批军用地图的原版至今仍在日
本整套留存。

有人说，历史一旦被总结，就会被
扭曲；只有翻开历史的细节，才能看到
历史的真相。史料显示，1937年那个
寒冷的冬天，日本人用4天时间占领南
京，但通往南京之路，他们走了整整
400年。

战争降临，并非突如其来。
当年，黄炎培从延安归来曾经告

诫：“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
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
也就渐渐放下了。”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谨防从“渐

渐好转”到“渐渐放下”，就必须牢记惨
痛教训，绝不能忽略那些看得见或看不
见的种种危险。

今天的军人不与仇恨为伍，但有责
任、有义务追寻历史真相，不让屈辱的
历史重演。

两个行动着的人
和平年代怎样看待战争

她叫张纯如，一个出生在美国的美
籍华人。

他叫樊建川，一个有过 11年军旅
生涯的退役军官。

出生在 1968年的张纯如，因出版
英文历史著作《南京大屠杀》而闻名。

出生在1957年的樊建川，因8座抗
战博物馆、上百件（套）国家一级文物而
蜚声国内。

相差 11岁的两人，有一个共同交
集：关注抗战，关注南京大屠杀。

1994年 12月，当张纯如在美国加
州第一次看到南京大屠杀的黑白照片
时，感到无比愤怒：在南京，的确存在大
屠杀。几乎所有西方人都知道希特勒
的罪行，为什么日本人在中国的大屠杀
却总有人试图否认？

1986年 ，电 影《血 战 台 儿 庄》上
映。那一年，樊建川还是第三军医大学
政治部干事。电影里，川军师长王铭章
中弹负伤，浑身是血，他挺身大叫一声：

“拼上去，中华民族万岁！”此后进一步
的研究中，让樊建川震惊了：川军走上
抗日战场的官兵达350万之众，其中64

万人埋骨他乡。
那一幅黑白照片，让张纯如阵阵心

悸，从此燃起她一探究竟的持久热情。
那一声川军大叫，让樊建川血脉偾

张，从此走上抗战文物和川军资料的搜
集之路。

和平年代的我们，究竟怎样看待
战争？

有人说，让一个人完蛋，吸毒；让一
个企业完蛋，建博物馆。樊建川的回答
是，“四川数千家房地产开发商，少我一
个没关系。可中国十几亿人中必须有
一部分人去承担责任，考虑一些更为长
远的事情。”他给 8座抗战博物馆的定
位是：为了和平，收藏战争；为了未来，
收藏教训；为了安宁，收藏灾难；为了传
承，收藏民俗。

看清了战争的本质，便有了制止战
争的勇气气概，哪怕倾家荡产。

《南京大屠杀》出版后，在一个月内
就打入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
榜，并被评为年度最受读者喜爱的书
籍。张纯如的书惊醒了一批有良知的
人，美国好莱坞公司首次拍摄反映南京
大屠杀的电影，中英美合资，投资 5000
万美元，成为亚洲历史上投资最大的影
片。冲破重重阻挠，影片最终在 2008
年上演。

威尔?罗杰斯说过：“总得有人坐在
路边，当英雄经过时为他们叫好。”是
的，我们不可能人人都做张纯如，不可
能人人都当樊建川，但至少应该懂得为
他们喝彩。

和平年代，太需要这样的“敲钟
人”！苦难，也可以成为我们这个民族

的财富，“这些东西你一定得面对。”

三幅照片的对比
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

那是一幅每看一遍，都会让人震
惊、伤心、流泪的照片：

日军侵华期间，竟然用中国婴儿做
活体实验！

画面中，裸露着下体的婴孩，没有
惊慌，没有反抗。孩子们不知道，等待
着的将是死亡，甚至比死亡还可怕的

“马鲁大”——可切、可削、可运输，剥了
皮的木头、材料。

跨越 82年的时光，提起人类史上
最灭绝人性的“南京大屠杀”仍是心痛。

单说 30多万人惨遭杀戮的这个数
字，就足以让日军排在凶残榜榜首！有
人做过估算：如果把 30多万遇难同胞
的手连起来，长度能够从南京一直延续
到杭州，遗体可以装满 2500节列车车
厢，流出的鲜血可达1200吨！

第二幅照片：战乱中，叙利亚 4岁
小女孩儿“举手投降”，惊恐的眼神令人
揪心。

第三幅照片：2015年 3月 29日，临
沂舰抵达也门亚丁港，临沂舰官兵帮助
撤离的中国公民登舰。中国小女孩，在
一位海军女军官牵手保护下踏上归国
之途，脸上洋溢着灿烂笑容。

时空交错，3幅照片却令人五味杂
陈：我们无意于渲染什么，中国孩子在
家国遭受外侵的时候，早就体验过了比

“举手投降”更无助更无奈的惨痛。

放眼全球，一个沉重的现实话题不
容回避：当今世界并不太平！

纵观历史，一种真切体验不必掩
饰：生活在安定的时代多么幸福！

习主席指出：“能战方能止战，准备
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
打，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练兵
备战，备战打仗，中国军人时刻牢记：为
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提供战略支撑，为捍卫国家主权、统一、
领土完整提供战略支撑，为维护国家海
外利益提供战略支撑，为促进世界和平
与发展提供战略支撑。

二战期间，德军长驱直入侵占巴
黎。卖花姑娘洛希亚看到同胞意气消
沉，便毅然将店里的鲜花赠给路人。第
二天早晨，人们发现，几乎所有走上街
头的巴黎女性，都手捧鲜花，面带笑容，
她们用不屑正告侵略者：战争虽然残
酷，但无法剥夺一个民族的尊严和对美
的追求。记者以《玫瑰花的早晨》为题
对此报道，极大鼓舞了远在英国伦敦的
戴高乐将军和他的士兵们。10年后，
将军专门找到洛希亚，称赞她为“巴黎
的玫瑰”。

今天，在遥远的中国，在四川成都，
在那个闻名世界的大邑县，建川博物馆
聚落入口处，一座日军侵华时的碉堡上
长出了花花草草，给和平年代的人们以
特别的警示。

“日本人用战争的头盔做水壶，中
国人用战争的碉堡做花坛!”来此参观
的中外游客，读懂了这个创意，这是中
国人的心声，也代表了中国人热爱和平
的精神。

战 争 与 和 平 的 断 想
■本报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