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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下旬，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组织 600余名新兵开展交心谈心活
动。图为训练间隙新训骨干与新兵在一起。 王 乾摄

本报讯 邓元法、祝光强报道：“传
承红色基因，激发训练热情，提高打赢
本领……”清明前夕，贵州省铜仁市文
笔峰烈士陵园上空，回荡着一句句铿锵
誓言。据了解，这是铜仁军分区在战备
拉练途中组织官兵走进烈士陵园和战
斗遗址重温先烈故事，激发奋进力量的
一个场景。

“党史学习教育，我们不仅要从书
本上汲取政治营养，更要用好驻地红
色资源的优势，到现地寻根溯源传承
红色基因。”军分区政委贾捷介绍，结
合这次战备拉练，他们整合营区周边
战斗遗址、革命纪念馆、重大事件旧址

等红色资源，精心绘制党史军史教育
“路线图”，通过拉练间隙缅怀革命先
烈，寻找红色记忆，学习党史军史，弘
扬光荣传统。

走进烈士陵园，参训官兵敬献花
篮、重温入党誓词，向先辈们致敬。大
家谈体会、话使命，对照先烈先辈查找
自身在履行主责主业方面存在的差距
不足。

“有两条路摆在你的面前，一条是
绫罗绸缎、锦衣玉食的生活，一条是寻
找真理、随时可能牺牲的艰难之旅，你
会怎样选择？他毅然决然放弃了安逸
的环境，选择为贫苦大众翻身得解放而

奋斗，牺牲时年仅 35岁。”来到周逸群
革命烈士故居，官兵聆听先烈事迹，感
悟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和崇高信仰。

战斗故事振奋人心，练兵备战斗志
昂扬。“前方遭遇‘敌机’低空侦察，各分
队疏散隐蔽！”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参
训官兵快速隐蔽在茫茫丛林中。

据介绍，为提升实战化条件下打
赢本领，该军分区将以往的负重徒步
行军变为以实战化背景贯穿全程的
连贯战术演练，坚持把课目设险，把
内容想全，把战法研透。沿着红军战
斗过的地方，参训官兵走一路、学一
路、训一路。新兵文世林不慎摔倒，

手掌磨掉了一块皮，但他没有放弃，
始 终 扛 着 连 旗 一 路 奔 跑 在 队 伍 前
面。问及原因，他回答道：“这是当年
红军长征时战斗过的圣地，他们中有
很多就牺牲在我们脚下的这方土地，
沿着先辈的足迹前行，我们怎敢叫苦
叫累？”

党史教育有活力，练兵备战添动
力。归途中，四级军士长何先心头激
情澎湃，拿出日记本写下：从自身做
起，树好新一代革命军人的形象，练就
打赢未来战争的本领，无愧于先烈们
付出的鲜血和生命，无愧于祖国和人
民的重托！

贵州省铜仁军分区结合战备拉练组织党史学习教育

行军途中追寻红军足迹

清明时节，缅怀追思。
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石岩头镇九

江岭村银象山上，云雾缭绕，一座无名
红军战士墓静静地矗立在半山腰的苍
松翠柏间。

一大早，村民唐立志来到红军战士
墓前，清除杂草、擦拭墓碑、修缮坟头、烧
香献花，仪式虽然简单，神情恭敬郑重。

“自5岁起，我便经常随爷爷上山来添土
祭扫红军墓，从太爷爷唐朝福、爷爷唐
镇、父亲唐汉民，到我这一辈，从未间断
过。”岁月蹉跎、时光荏苒，唐朝福一家四
代人清明祭扫、中元焚香，87年如一日守
护红军墓，在当地传为美谈。

毫无血缘关系的唐家人为什么要
为这位无名红军战士守墓？事情还得
从“九江岭战斗”那段红色故事说起。
1934年12月，湘江战役结束后，一支红
军队伍突破国民党军队和民团的重重
阻截，来到九江岭村。红军战士忍着饥
寒，驻足村外，秋毫无犯。热心的村民
们帮红军战士抱来柴草烧火取暖，送来
食物充饥，并连夜赶制草鞋，让红军战
士感受到了亲人般的温暖。

第二天，天刚破晓，国民党追兵汹涌
而至。经过一天激烈战斗，除一部分红
军突围外，大部分红军牺牲在九江岭上。

战斗结束后的一个傍晚，一名身受
重伤的红军战士从山上顽强地爬到村口
的黄溪河滩，想要跟上转移部队，却因流
血过多而牺牲。蓝灰色的军装沾满了泥
污和血浆，领章和帽子都被染成了暗红
色。村民唐朝福在河滩边发现红军战士
的遗体后，冒着被国民党军队和民团发
现的危险，立即回家和哥哥唐朝祥用木
板钉了个简易棺材，连夜将红军战士的
遗体埋入祖坟，并嘱咐子孙世代看护。

此后，每逢清明、中元等节日，为无
名红军战士扫墓，就成了唐家的家规，
这一份坚守，延续至现在。“无名红军战
士是为老百姓翻身求解放而牺牲的，就
是我们的亲人，守护红军墓这个使命
将代代传承下去，让子孙后代永远铭记
这段历史，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
活。”唐立志说。

几十年光阴荏苒，当年见证历史的
古樟树依旧枝繁叶茂，为寄托对红军战
士的哀思，当地人把墓地旁这棵300多
年的古樟树称作“英雄树”。

“改革开放后，我父亲唐镇在给先
人打墓碑时，遵照我爷爷遗愿，为这位
无名红军战士立了碑，因为不知道他的

名字，所以就刻上了‘无名战士之墓’。”
唐朝福的孙媳妇唐红秀回忆。如今，唐
红秀当起了义务讲解员，为络绎不绝前
来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的游客，讲述红军
当年在九江岭战斗的感人故事。

祖宗坟茔葬英烈，军民鱼水情意
深。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但红军亲民
爱民的事迹依然在传颂，老百姓拥军崇
军的深情也在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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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徐锋、温博报道：“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近日，在嘹亮
的歌声中，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武部庄重
举行党员“政治生日”仪式。全体党员
集体为两名同志过“政治生日”，赠送生
日礼物、重温入党誓词、祭奠革命先烈、
开展党史教育，全体党员上了一次深刻
的党性教育课。

为进一步树牢党性观念、党员意
识，门头沟区人武部党委决定，在每名
党员入党日专门举行党员“政治生日”
仪式，全体党员集体为他们过“政治生
日”，并组织“六个一”系列活动：组织赠
送一份礼物、个人发表一次感言、党委
赠予一段寄语、重温一次入党誓词、开
展一次党史教育辅导、祭奠一次革命先
烈，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在人武部荣誉室，全体党员高唱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面向鲜红

的党旗庄严宣誓。军事科参谋门韶兴
发表“政治生日”感言：“今天是我加入
中国共产党 20周年，一名党员有两个
生日，一个是出生日，体现对生命的尊
重；另一个是‘政治生日’，表达对党的
忠诚，我一定牢记入党誓词，努力为党
工作，做一名合格党员！”

人武部党委书记李森林的党史辅
导深入浅出，从鸦片战争后的“民族救
亡”运动讲起，大家共同回顾建党 100
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通过艰苦卓
绝的斗争取得革命胜利的光辉历程，感
悟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
才能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深刻道理。“参加这次‘政治生
日’，思想和灵魂再一次受到深刻洗
礼。”该部党员们纷纷表示，一定要听党
话、跟党走，努力干好工作，以优异成绩
向建党100周年献礼。

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武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过“政治生日”守入党初心

清明前夕，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人武部组织民兵来到十美堂镇，积极协助军属集中育秧，助力春耕生产。图为民兵在战士栗佳辉家的水田里帮忙育秧。
徐建新摄

本报讯 赵长华、吴跃飞报道：“抗
日战争时期，土龙山农民向日本帝国主
义打响了中国农民武装抗日第一枪，组
建成抗日联军第八军……”3月 27日，
黑龙江省佳木斯军分区邀请党史学者
宋金和登上讲台，讲述发生在驻地的红
色历史故事。连日来，佳木斯军分区联
合地方政府把当地的红色故事搬上讲
台、搬上电视、搬进校园、搬进书本，搭
建不下课的红色讲堂。

佳木斯市所在的三江地区是国内
最早燃起抗日烽火的地区之一，“东北
抗联精神”“东北小延安精神”“北大荒
精神”在这里孕育和传承，红色资源丰
厚。如何利用好这些“源头活水”，进一
步深化党史学习教育？该军分区政委

吴溪介绍，他们整理盘活驻地的红色资
源，使它们成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
要载体，让教育融入现地实境，融入工
作实践。

为充分激发红色资源活力，该军
分区采取多种形式深挖红色富矿。办
红色讲堂，邀请党史军史专家作授课
辅导，并安排老抗联、老军垦作专题报
告；编红色书籍，收集整理驻地红色资
源，编印成册印发官兵和民兵；讲红色
故事，围绕抗联战斗、北大荒开垦等重
大事件，宣讲优秀共产党员的先进事
迹；读红色书刊，将反映驻地红色文化
的《铁血三江——东北人民抗日斗争
纪实》《血色玫瑰》等书籍列入学习内
容；办红色展览，整理红色史料制作宣

传图版，结合开展国防教育和征兵宣
传，在党政机关、学校、社区进行巡回
展览。

“赵尚志是东北地区最早的共产党
人之一，也是东北抗联重要的创建人和
领导人，他面对敌人的严刑拷问坚贞不
屈英勇牺牲……”在红色讲堂上，党史
学者王大文介绍抗联英雄赵尚志的事
迹，让动员处参谋蒋成深受触动：“军人
就应该像他一样，以对党的无比忠诚干
好每项工作。”虽然临近退役，但他工作
劲头始终不减，负责的兵员征集、民兵
整组等大项工作丝毫不打折扣。

同时，该军分区还注重借助国防
教育时机开展军地联教联学，把学习
驻地红色历史的成效向驻地学校、社

会大众辐射，积极当好宣传员。他们
协调相关部门在市电视台开设《红色
档案》栏目，播发佳木斯市历史上优秀
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并组织参观抗
联英雄雕塑展，制作反映抗联历史的
宣传展板在人流密集的公园广场展
出，扩大教育覆盖面。在驻地学校，他
们开展“开学第一课学党史”活动，在
全市所有中小学校悬挂英模挂像，向
学生赠送《佳木斯军事史》《佳木斯军
事图志》等书籍。

军分区司令员王刚介绍，下一步，
他们将在全市党政干部培训中增加党
史军史内容，并组织官兵、民兵重走抗
联路，参观抗联密营遗址，在踏寻红色
足迹中感悟红色传统，激发强军动力。

黑龙江省佳木斯军分区用好驻地资源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红色讲堂重温抗联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