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池洁、特约记者乔振友报
道：“据调查，南山镇 9个行政村均发现
有埋葬烈士遗骸的义冢，四都镇散葬烈
士墓共 3处……”清明节前夕，福建省
长汀县在全县开展搜寻烈士遗骸、整理
烈士事迹工作，一场“铭历史、寻英烈、
敬英雄”活动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如火如
荼展开。

长汀县素有中央苏区“红色小上
海”之称。从 1929年到 1934年，有两万
多名长汀优秀儿女参加红军。军地有
关部门在调查时发现，长汀籍在册的革
命烈士有 6600多名，居全省之首。但
这些烈士，有的生平事迹不详，有的甚
至没有留下姓名。

在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协调下，县
里很快成立了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

全面开展集中安葬烈士遗骸、收集整理
烈士事迹等工作。他们首先通过主流
媒体和网络平台，面向全社会滚动播发
征集通告。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肖
剑剑介绍，征集范围主要包括中国共
产党成立以来，在各个历史时期牺牲
的长汀县籍革命烈士（含在长汀县域
以外牺牲的）或牺牲在长汀县的外县
籍革命烈士，以及在长汀县域内发生
过的战斗故事和散葬烈士墓的具体地
点及相关线索。

同时，该县召开全县退役军人服务
站站长会议，将烈士事迹、烈士遗骸搜
寻工作精准包干，划区分片，组建专项
工作小组，上门走访老同志及烈士家
属，收集红军在长汀的事迹，整理相关
材料。

一时间，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电话
几乎成了热线，提供线索者一个接一
个。红都村 88岁的赖泰庆小时候经常
听父亲提起那场残酷战斗：“敌人在占
领四都楼子坝后，对来不及转移的红军
伤员、机要人员等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迫
害，对不会说本地话的，一律认定为红
军，全部杀死在湖塘里……”

截至 3月底，他们已收到有价值线
索 32条。循着这些线索，寻访英烈小
分队走进乡镇村屯、钻进深山老林，全
面展开寻访工作。长汀县地方党史研
究者赖光耀得知情况后主动参与进来，
和年轻人一同翻山越岭。他说：“寻访
工作十分艰难，但这项工作神圣而光
荣，再难也要坚持下去，我们不能让历
史断茬，不能让烈士无名！”

不让历史断茬 不让烈士无名

集中安葬烈士遗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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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李振游、孙章敏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
共产党的一百年》节目……”3月 31
日 20时，山东省淄博军分区动员处
参谋魏洪佳准时登录手机微信群，
收听推送的最新章节内容。这是该
军分区借助微信平台开设“听故事、
学党史”大课堂的一个缩影。

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筹备阶
段，该军分区领导调研了解到，个
别教育者不会用网、不善用网的现
象较为突出，往往理念多思路少，照
搬过去的做法当现成的经验，学习
教育效果不佳。如何守正创新确保
学习教育落地落实、走深走实？该
军分区党委研究决定，由军分区统
一调控各单位的学习进度，并专门
建立微信学习群，定期收集分享党
史故事、红色记忆等网络资源，破
解学习教育进度不一、方法单一等
难题。

军分区民兵武器装备仓库位于
大山深处，没有开通强军网，订阅的
报纸杂志投送又不及时，再加上仓
库官兵轮流执勤站岗，很难组织集
中 授 课 ，学 习 教 育 的 质 效 难 以 保
证。“这下可好了，利用轮岗的时间，
灵活调节学习时间，既能跟上军分
区的教育节奏，又能提高大家的学
习兴趣，可以说事半功倍、一举两
得。”该仓库主任李永前兴奋地告诉
笔者。

内容网上传，课程掌中学。高
青县花沟镇武装部部长白飞感慨：

“过去是‘追着民兵跑’，提前打电
话、找场所，人员还很难凑齐；现在
在微信群里打卡接龙，便可以掌握
学习进度。”民兵排长艾洪刚是高青
县的一名个体户老板，经常要到外

地联系业务，他对“微课堂”赞不绝
口：“出差途中听一段，工作之余学
一会儿，这样的教育方式既灵活又
接地气，更能走心入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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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张国辉报道：判定方位，
确定目标点；据枪瞄准、击发射击……3
月 22日至 3月 28日，来自河南省郑州
市惠济区的新任职基层武装部长齐聚
某民兵训练基地，接受为期一周的实战
化集训考核。

“新上任的专武干部大多是武装
战线的新兵，培养更多的基层武装工
作明白人和带头人，是当前军地急需
解决的问题。”该人武部政委曹俊峰介
绍，在基层武装部长上岗前组织集训
为他们加钢淬火，能够有效解决专武
干部定位不准、能力偏低、专武不专、
作用弱化等问题。

为全面提升新任职专武干部能力
素质，该人武部严格依据专职武装干部
军事训练大纲和《河南省基层人民武装
部建设规范》要求，安排了政策法规学

习、基层武装主要职责、基层武装规范
化建设、专武干部基本军事技能等内
容，采取理论授课、技能训练、参观见
学、座谈交流和考核验收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

此次集训，该人武部全程贯穿“考、
比、评”，将理论考核与实际操作、平时
表现与结业考核结合起来，将操课率、
内务秩序、研讨交流发言等作为考核内
容，设立得分点和加分项，做到全程动
态评估，保证考核的公开、公平、公正。

岗前集训，激发了基层武装部长爱
武精武的积极性，也提升了他们的能
力素质。“之前，我对武装工作知之甚
少，经过这次集训，脑海里形成了清晰
的工作思路，找到了下一步努力的方
向。”迎宾路街道武装部长杜东对接下
来的业务工作信心满满。

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人武部组织基层武装部长集训

岗前培训淬炼兴武本领

3月30日，江西省永新县人武部组织干部职工、文职人员和民兵骨干走进永新县誓词广场，通过重温入党誓词、分享入党故事等活动，推动党
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曾泳峰摄

当前，青年官兵获取信息、表达
情感、生活娱乐等各方面都与互联
网息息相关，网络时代既为教育工
作带来新挑战，也为教育创新提供
了新机遇。

过不了网络关就过不了时代
关。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若不注重创
新、组织形式单一，就难以达到理想

效果。主动求变，融合传统手段与新
兴技术，搭建网络时代“微课堂”，能
够有的放矢、对症下药，从而使学习
教育入脑入心、落实落地。

山东省淄博军分区探索“微课
堂”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实践表明，
用网络思维改进教育形式、丰富教育
手段，正当其时，大有可为。

呼唤更多“微课堂”

本报讯 徐俊斌、张振报道：“1952
年,我在朝鲜战场上加入党组织，当时
是在步兵连临时搭建的一个帐篷里进
行入党宣誓的……”3月 31日，在辽宁
省大连军分区“党史故事大家讲”活动
现场，大连第七干休所老干部王鸿程深
情回忆自己的入党经历。

“老干部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

的亲历者、参与者，他们熟悉党史、有着
丰富的经历，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宝
贵资源。”大连军分区司令员季高原介
绍，该军分区有18个干休所，服务保障
800多名离休老干部，他们许多人身上
都有鲜活精彩的故事，是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的最好教材。

据此，该军分区机关牵头成立调

查小组，对老干部事迹进行挖掘，先后
整理出300多个红色故事、234幅插图，
编辑完成 40万字的《红色印记》，选取
130余位老干部的典型事迹，制作 120
分钟专题纪实片《峥嵘岁月》，丰富了
红色资源库。截至目前，该军分区已
将《红色印记》作为组织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的红色读本，已开展“红色记忆传

承”主题党日50余次。
身边人的红色故事，激发了官兵和

文职人员爱党、信党、跟党走的信念。
前不久，毕业于沈阳医学院的社招文职
人员陈雪，郑重地向所在党支部递交了
入党申请书，她说：“我要向老首长学
习，争取早日加入党组织，成为一名优
秀的共产党员！”

辽宁省大连军分区邀请老干部走上讲台

聆听老兵故事 坚定爱党信念

本报讯 张汉铎、刘立国报道：清
明节前夕，河北省沙河市人武部组织党
员来到沙河市烈士陵园，缅怀革命烈
士，开展祭扫活动，在学思践悟中坚定
强军信念，激发练兵动力。

沙河市是革命老区，有着丰富的红
色资源。为充分发挥这一资源优势，该
人武部精心打造党史军史教育“路线

图”，利用党日活动等时机，组织官兵参
观见学，通过学习红色历史和光荣传
统，推动党史军史学习教育深入官兵、
深入基层、深入人心。

参观过程中，该人武部适时开展
“学党史、悟初心、话使命”现地教育和
重温入党誓词等活动，激发官兵投身强
军兴军的政治热情。参观结束后，他们

组织大家谈体会、话使命，对照先辈找
差距，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建功
军营的实际行动。“每一次现地见学都
是一堂直观生动的教育课，让我们深受
触动。”党员陈兵营表示，“正是有无数
革命先辈的浴血奋战，才有了我们现在
的美好生活。我要以先辈为榜样，在训
练场上矢志打赢、苦练本领。”

红色教育激发强军动力。近日，该
人武部组织民兵骨干集训考核。考核
组随机下达课目，参考人员严格按照战
术要求投入战斗，个个奋勇争先。“我们
要发扬前辈‘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
斗精神，苦练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本
领，确保遇有情况能召之即来、来之能
战。”民兵刘路杰说。

河北省沙河市人武部充分发挥红色资源优势

参观革命遗址 激发练兵动力

本报讯 孙梁、张照杰报道：“1962
年，战斗英雄吴元明在克节朗地区择绕
桥战斗中，两次负伤仍然坚守了 3天 3
夜，多次击退敌人进攻……”4月上旬，
在择绕桥战斗遗址前，西藏山南军分区
桑垭边防连指导员邓林政正在深情讲
述战斗英雄吴元明的英雄事迹。

该军分区的前身是 18军 53师 159

团，历经筑路进藏、边境自卫反击战等
重大历史事件，先后涌现出筑路英雄张
福林、战斗英雄吴元明、卫国戍边模范
连等一批先进个人和集体。

为了充分利用好这些宝贵的红色
资源，这个军分区多次邀请老党员、老
兵走进教育课堂，讲述硝烟弥漫的战斗
故事；在清明节等重要节日，组织开展

重温入党誓词、英雄故事会等活动，在
回顾光荣历史中，激发奋进力量；推进

“军史长廊”“荣誉墙”和战役纪念馆的
建设，坚定边防官兵守土固边的信念；
深入挖掘身边典型，利用当地红色资
源、十八军进藏史、老西藏奋斗史，因地
制宜打造教育课堂，推动党史学习教育
深入人心。

英雄故事激荡雪山哨卡，戍边卫
士唱响强军战歌。军分区官兵把学
习党史的热情转化为立足岗位建功
的动力，持续掀起练兵备战热潮。前
不久，某边防团二营 21名新兵申请征
战生死巡逻路，攀悬崖、涉激流、过险
滩、战塌方，历经 4天 3夜，圆满完成
巡逻任务。

西藏山南军分区组织官兵学习身边英模故事

汲取英雄力量 誓做红色传人

清明节前夕，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武部组织干部职工和文职人员来到湖南革命陵园开展祭扫活动，缅怀革命
先烈。 叶 炯摄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进 行 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