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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茬茬换”到“代代传”——

守岛卫疆的革命传统不丢
“砰砰砰……”6月 10日，在温州洞

头某综合训练场，一队由 8人组成、平
均年龄 62岁的老民兵正在进行翻板靶
射击，“爱岛尚武、励志奉献”八个大字
枪响翻立。队伍中，现已 59岁的女子
民兵连第三任连长陈冬香露出欣慰的
笑容，尽管 33年没摸枪了，但连续 2个
月的艰苦训练，让她重拾当年百发百
中的技艺。

一旁，陈冬香的侄女、今年 24岁的
陈雪正在进行训练，火辣的太阳直射下，
皮肤被晒得黝黑，但她始终高标准严要
求，把每个动作都做到精致。

“我的奶奶池绿云是第一代海霞女
民兵。”陈雪介绍，她们一家“三代五人当
海霞”，大姑陈冬香1977年加入连队，即
使在改革开放时期，身边人纷纷创业经
商，她依然坚定选择坚守海岛。

陈雪原是洞头一家幼儿园的老师，
她辞掉工作和表姐一道加入“海霞”女民
兵队伍。面对身边同学、朋友的疑惑，陈
雪说：“我深刻感受到奶奶、大姑、二姑身
上的海霞精神、海霞力量。作为海霞的
后代，我要当好海霞的传人。”

“连队就是一块磁石，吸引着一代代

女青年成为海霞人，催生海霞情。”女子
民兵连指导员杨燕辉告诉记者：在连队，

“母女并肩当海霞”“姐妹双双当海霞”的
例子不胜枚举，96%以上女民兵是听着
海霞故事加入到这个光荣集体。

如何让海霞精神在新生代女民兵
中薪火相传，确保笃定坚守不变追求、
始终擦亮海霞底色。洞头区人武部政
委王迎锋介绍，近年来，连队党支部结
合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和“传承
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定
期组织民兵重温光荣连史、观摩荣誉奖
牌、描红“海霞营地”，以及赴南炮台山
戚继光抗倭古战场、洞头解放纪念碑等
开展革命传统教学，不断烙深守岛即守
家、奉献有价值、吃苦是财富的思想认
识和价值追求。

建连以来，尽管民兵队员轮换了一
茬又一茬，但守岛志向坚如磐石，传承了
一代又一代。截至目前，先后有2600余
名女青年加入“海霞”。

从“渔家女”到“火凤凰”——

练兵备战的打赢追求不变
早在1960年，国防部以毛主席名义

授予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首任连长汪月
霞一支 56式半自动步枪。连队以此激
励大家苦练精兵，先后涌现出 6名神枪

手、64名特等射击手、百余名训练标
兵。接过毛主席手中的枪，成为一茬茬
海霞女民兵精武打赢的强大动力。

“我平时训练 10发子弹是 98环左
右。”特战排女民兵张敏说，“我们有个约
定，射击少于 8环就算不合格，必须 9环
以上。”

虽处和平年代，但连队党支部始终
教育引导民兵强化打仗意识，按照《民兵
军事训练大纲》要求抓好训练。

2011年，连队参加原南京军区“郭
兴福教学法”比武，一路过关斩将，《班
用 轻 武 器 射 击》课 目 被 列 为 精 品 课
目。2016年，19名连队骨干到某特战
旅跟训，女民兵与现役军人同台竞技，
全部通过考核。特战旅官兵点赞：巾
帼不让须眉！2017年，连队紧跟全国
民兵调整优化步伐，积极推动新质转
型：编组通信、电力、医疗等 10余个领
域，民兵专业对口，个个都是行家里
手；连队大学生比例达 81%，41%的队
员获得急救护理、消防救生、摩托艇驾
驶等职业技能证书。

“转变背后，反映的是连队向保障
打赢聚焦，推动质量效能提升。”洞头区
人武部部长陈细团说，“比起当年‘扛着
鱼叉巡海滩’的渔家女，今日‘海霞’兼
具快速反应能力、近海救护能力、应急
处突能力，在防汛防台、森林灭火、特种
救援等多个领域能够随时拉得出、顶得

上、打得赢，成为能够运用信息化手段
快速集结动员、精准伴随保障的新质民
兵力量。”

从“小盆景”到“好风景”——

感召引领的力量驱动不减
时隔 4年，洞头百姓仍对那场“天

灾”心有余悸：2016年 9月 28日晚，超强
台风“鲇鱼”正面登陆，一时间狂风大作，
暴雨倾盆，海水倒灌，百岛洞头顷刻沦为
汪洋泽国。疾风骤雨中，女子民兵连60
余名民兵通宵奋战，累计深入10多个村
居社区，转移疏散受灾群众1000余人。

在洞头，哪里有困难，哪里有危险，
哪里就有“海霞”的身影。

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国，
温州成为疫情高发地区。女民兵们主
动请缨，先后进入50余个村居社区宣传
摸排、执勤劝导，每天工作 16个小时以
上。指导员杨燕辉遭遇亲人去世，她匆
匆参加完告别仪式，未等骨灰下葬就马
不停蹄地返回岗位。临走前，她跟家人
说：疫情当前，连队等着我，官兵盼着
我，群众有需要我就得往前冲，只能对
不起家里了。

“海霞不仅是民兵的代言，更是温
州发达地区一张亮丽的名片。”海霞精
神研讨会上，来自军地的专家总结道：

“海霞已从一个民兵连的荣誉，演变为
追求取向、精神力量、价值品牌和红色
财富。”

潮涌洞头一簇花，听涛怒放涨云
霞。海霞民兵是洞头最具影响力的“金
字招牌”，“海霞”也成为了洞头的代名
词。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海霞”充盈到
洞头各个领域，已从“盆景”变成一道亮
丽风景。

走进洞头，“海霞中学”“海霞军事
主题公园”“海霞妈妈志愿者服务队”

“海霞旅游公司”“海霞义工队”“海霞扶
贫基金”“海霞顺风车联盟”等以“海霞”
命名的单位和组织随处可见，活跃在民
间的 188支服务队整合成海霞市民服
务团，成为助推洞头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引擎。

今年 1月份，国内首个以民兵为主
题的“海霞民兵小镇”入选浙江省首批金
名片重点培育对象。

“坚持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
展，打造海霞文化品牌撬动海上花园建
设，努力实现双赢。”洞头区委书记、区人
武部党委第一书记王蛟虎介绍，近 5年
来，区委、区政府先后斥资 20余亿元打
造“海霞”文化品牌。2019年，全区旅客
接待数量和经济效益增幅达20%以上。

上图上图：：海霞女民兵在海边进行手枪海霞女民兵在海边进行手枪
射击训练射击训练。。 叶凌志叶凌志摄摄

潮涌东海一簇花潮涌东海一簇花
——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兴武惠民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兴武惠民6060年纪事年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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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卷大海起波浪，渔家姑娘在海
边，练啊练刀枪……”上世纪70年代，以
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为
原型创作的小说《海岛女民兵》，以及由
此改编的电影《海霞》、歌曲《渔家姑娘
在海边》传遍全国，该连守卫海防前哨
的事迹也随之传入千家万户。

1960年 6月 20日建连以来，洞头先
锋女子民兵连牢记使命，坚守哨位，坚
持聚焦强军目标，始终保持“传统不丢、
组织不散、思想不乱、训练不停、作风不
松、活动不断”，在保家卫国、建设海岛、
抢险救灾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

前哨犹如铸磐石，红妆从未负韶华。
缘何连队建设持续发展、魅力不减？初
夏，在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成立60周年
之际，记者走进连队，探寻发展密码。

一支民兵连队的魅力作用有多
大？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 60年秉承

“爱岛尚武、励志奉献”的海霞精神，用
扎根海岛、献身海防的实际行动，交出
无愧于历史的时代答卷。

时代在变迁，社会在发展，环境在
变化，女子民兵连的民兵不恋都市繁
华，心无旁骛守护东海前哨，根本在于

“把党的声音当成母亲的话语”，始终唱
响听党话、跟党走的最强音，在小我与
大我的抉择中笃定忠诚信仰，让海霞底
色常染常红，守岛志向愈久愈坚。

民兵也是兵，也要练精兵。连队
积极顺应改革形势，主动向新质转型、
特战拓能，全面锻造快速反应能力、近
海救护能力、应急处突能力，确保随时
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深刻回答民
兵连队“因何而生、为何而备、如何打
赢”的时代之问、价值叩问、本领拷问。

紧跟社会发展需要，女子民兵连
官兵追求新作为，积极投身抢险救灾，
主动化解矛盾纠纷，广泛播撒兴武风
尚，全面助力小康建设，不断完善基层
社会治理，创新演绎了“人民哺育为海
霞、海霞反哺为人民”的新篇章。

民兵轮换了一茬又一茬，海霞精
神也传承了一代又一代。走进新时
代，海霞民兵叫响“做海霞传人、当时
代新人”的铮铮口号，永远做党和人民
的忠诚卫士。应该看到，“海霞”已从
一个连队荣誉演变成为一种追求取
向、精神力量、价值品牌和红色财富，
不仅是民兵的代言，也是社会主义制
度优越性的展现窗口。

典型就是旗帜，榜样就是力量。
广大民兵要自觉汲取“海霞精神”红色
滋养，坚守初心使命、践行兴武惠民，
奋力锻造海霞式过硬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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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景佳、记者李弘非报道：6
月12日14时左右，江苏省高邮市城南新
区境内突发龙卷风，风暴中心风力瞬间
达13级，受灾严重的勤王村电力设施被
破坏，部分居民房屋损毁。

灾情发生后，高邮市人武部启动应
急预案，组织城南新区民兵应急分队火
速开赴勤王村救援。14时35分，记者在
勤王村看到，50名民兵分工协作，帮助

农户抢搭大棚、清运杂物、移除损坏树
木。村民王晓军说：“若不是民兵及时赶
来帮忙，我家一田的西瓜就全毁了。”

民兵一直奋战到晚上 9时，第二天
上午8时，他们又赶赴受灾地，继续清理
杂物、抢运农产品、维护道路畅通。市人
武部政委陈立柱在现地查看受灾情况时
感到，龙卷风破坏力太强，需要清运的杂
物过多，民兵救援力量还需加强。随后，
市人武部紧急动员4个邻镇的民兵应急
分队前来支援。

经过连续奋战，民兵共清理树木
150多株，清运现场杂物80多车，抢救蔬
菜大棚200多亩、养殖场1所。

左图左图：：66月月1313日日，，卸甲镇民兵应急排卸甲镇民兵应急排
在勤王村紧急抢救蔬菜大棚在勤王村紧急抢救蔬菜大棚。。

戚家兵戚家兵摄摄

江苏省江苏省高邮市高邮市

龙卷龙卷风突袭风突袭，，民兵火速救援民兵火速救援

本报讯 袁州庆、特约记者文巧报
道：6月10日以来，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境内连降暴雨，水库、河流水位
暴涨，多个乡镇主干道出现塌方、滑坡等
险情。“首车镇019县道双湖村路段出现
山体滑坡，主干道被塌方体阻断，请迅速
驰援!”6月 13日凌晨 1时许，该自治州
永顺县人武部接到县政府防汛部门请求
支援的电话。

县人武部立即动员集结民兵应急

连，携带冲锋舟、橡皮艇、油锯等装备，
赶赴险情发生地。凌晨 5时，60余名
救援人员共处置山体滑坡 4处、抢通
道路 2公里，疏通了县城至高家坝水
库主干道，为后续抢险救援车辆通行
提供了保障。

救援人员刚回到人武部，又接到险
情电话：河道垃圾被冲刷至灵溪镇连洞
河一处新建桥梁的脚手架上，导致上游
河道水位暴涨，而此桥梁位于上游水库
的主泄洪道上，如不及时排险，水库不能
泄洪，上游58户群众房屋和70多亩农田
将遭受威胁。县人武部立即组织 10余
名民兵奔赴现场，在 2个小时内成功处
置险情。

左图左图：：66月月1313日日，，永顺县民兵清理灵永顺县民兵清理灵
溪镇连洞河桥梁处垃圾溪镇连洞河桥梁处垃圾，，排除河道险情排除河道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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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湖南省永顺县省永顺县

山体滑坡山体滑坡，，民兵民兵连夜抢通道路连夜抢通道路

本报讯 莫兴勇、柴军报道：“见义
勇为的行动一个接一个，身边战友为何
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6月17日，在
海南省儋州军分区专题教育课堂上，话
题抛出后立刻引发热烈讨论。近段时
间以来，儋州军分区民兵队伍里涌现出
3个见义勇为、助民为民故事，成为专
题教育的鲜活教材。

5月 22日，那大镇军屯市场内，一
名孕妇被抢劫，经过此地的民兵范赵文
追了两条街将歹徒制伏，追回财物。

6月 4日，民兵符福无凭借在民兵
训练时练就的军事素质，帮助邻村抓获
1名盗贼。去年 3月，他还曾帮助路人
夺回被抢的7万元现金。

6月 9日，儋州市海上医疗分队民
兵王艳良在小吃店就餐时，同店食客符
某突然晕倒在地上，他运用平时学到的
急救技能现场救治，符某脱离危险。

3周内发生 3起好人好事，军分区
领导干部欣喜之余也陷入思考：是什么
力量支撑民兵见义勇为、助民为民？他
们结合贯穿全年的“五看五增强”专题
教育，把 3个见义勇为、助民为民故事
引入课堂。

课堂上，王艳良回顾自己助民为民
时的朴素想法：“年初以来，媒体报道很

多民兵的抗疫之举，让人钦佩。我也要
像他们一样，在群众需要时挺身而出！”

在被问及为何不怕歹徒手里有凶
器时，范赵文说：“人民利益受到侵犯
时，每个有能力的人都有站出来的义
务，民兵的誓言告诉我，这个时候就是
要不怕牺牲，冲上去！”

3周内连续发生 3起好人好事，看
似偶然，实则必然。近年来，军分区充
分发挥“民兵之家”主阵地作用，定期
开展课堂教育；通过瞻仰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让民兵在耳濡目染中接受革
命传统教育；利用微信覆盖广、传播快
的优势搞教育，及时宣扬民兵中的好
人好事；大力宣传民兵在抗疫期间的
英雄之举，营造尊崇氛围。

3个故事一堂课，一堂好课育万
人。通过组织先进事迹报告会、制作人
物访谈短片、组织讨论辨析等形式，全
市民兵又一次接受了深刻的思想品德
教育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大家纷纷
表示，要像3个故事的主人公一样平时
苦练本领，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海南省儋州市3周内发生3个民兵见义勇为、助民为民的
故事。军分区以此为教材开展专题教育激励官兵——

三个故事一堂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