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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量近 500万，点赞 40多万，留
言 2万多条……20天打卡 4个红色地
标，仅仅走了四分之一的行程，“皖美
追寻”活动就随着多个网络作品的热
播引来诸多关注。

3月初，安徽省军区开展“皖美追
寻”红色资源挖掘活动，计划打卡16地
市红色地标，通过新媒体矩阵推动安
徽红色资源“触网”，把 28年红旗不倒
的鄂豫皖苏区、威名远扬的新四军、小
推车推出的淮海战役等红色历史带进
更多年轻人的视野。

初战告捷，活动主要策划者、安徽
省军区副政治委员杨学伦说：“网络时
代，流量为王。到红色遗产中‘淘宝’，
为红色资源‘代言’，开掘线上流量，可
以更好地将‘后浪’引入党史课堂。”

年轻人更懂年轻人

“全靠党，个人啊，起针尖大个作
用！”“皖美追寻”第一站来到 102岁的
老红军熊玉坤家。40多秒的拍摄，一
镜到底，除去与采访人员寒暄，熊玉坤
只说了这一句话，也恰是这句话让“弹
幕”留言密集起来。

“老人说话态度虔诚，眼神坚定，
让人信服，无须更多的镜头去展现。”

“95后”文职人员朱怡蘅作为团队摄录
主力，对语言的力量领会很深。同时，
作为互联网“新生代”，她对年轻人刷
手机的时长和注意力投放点也十分清
楚。活动中她录制的多个《一横说》短
视频，播放量都迅速破万。

“ 年 轻 人 的 课 堂 要 由 年 轻 人 打
造。”这次活动启用了 3名新人，除了
朱怡蘅，还有文职人员蔡永连和中尉
军官袁伟建，他们 3人年轻有活力且
个性鲜明，组成了相辅相成的“创作铁
三角”。

和朱怡蘅负责《一横说》一样，蔡
永连也单独负责一个视频栏目《连
连看》。“栏目名和主持人名字有谐

音或关联，更具辨识度。”省军区政治
工作局领导有意打造个性品牌栏目，
并安排蔡永连本色出镜。虽然功底
无法与专业播音员相比，但她不带技
巧的解说平添了几分质朴和真诚，栏
目一经推出就“圈粉”众多。袁伟建
是军校毕业，他负责的《红脚印》栏
目相对传统，主要讲述红色历史脉
络，以精巧的切入、严谨的表述，让
一些喜欢深究历史的青年网友感觉

“很耐看”。
人尽其才，事半功倍。借助该省

军区“铸剑江淮”微信公众号、头条号，
以及“微直播”“微电影”“微党课”“微
信群诵读”等平台，“创作铁三角”利用
短视频与文案“说点”“看片”“走线”

“寻根”，直击历史事件与人物，溯源党
和军队发展历程，让严肃的历史有了
更加活泼的面孔和立体的展现，相关
账号相继涨粉近万人。

一路奔波钩沉考证

“到底是哪一年发生的？怎么资
料记录不一致？还是找党史专家确认
一下……”20多天里，“皖美追寻”活动
团队拍摄足迹遍布六安、安庆、池州、
黄山 4个地市，行程 4000多公里，推出
《牺牲，金寨魂》《27块弹片》《信仰之
问》等精品节目 24期。每一期节目在
推出前，他们都要核对史料，近乎学术
求证。

“党史学习形式可以活泼，但内容
不能失真。”自活动开始，省军区政治
工作局干事周海良一直关注着后台数
据，“18-35岁受众已成为主要用户，常
读用户在持续增加。如果在史料的准
确性上出一点纰漏，不仅会拉低前期
辛苦创下的流量，还会在短时间内造
成错误知识的大面积传播，难以弥补
和改正。”

在摄录团队一路前行同时，由安
徽省委党史研究院副院长苗键和各地

市党史办主任组成的史料把关团队，
则在幕后默默提供着支持。“活动作品
还要给预定新兵和省军区系统人员作
为学习教材，马虎不得。”苗键为摄录
团队做了专门辅导，还协调当地党史
专家和党校老师共同协助活动团队。
对于疑问较大的内容，他还要求配合
的党史专家到当地革命纪念馆和档案
馆去求证。

严谨的态度让作品有了品质保
证。六安市毛坦厂中学将“皖美追寻”
视频引进历史课堂，并从中选取党史
知识作为考题。池州军分区将于 5月
联合《池州日报》推出“皖美追寻”知识
问答。这些认可让团队很受激励，活
动中增设了《红色传承人》《红色见证
人》《革命亲历者》等栏目，力求趁热打
铁，扩大影响。

正在实现流量“变现”

“商业上的流量变现是要获得经
济效益，我们则要实现教育价值和国
防效益的提升。”杨学伦说，省军区发
起此次活动的目的就是要将“后浪”
引进党史课堂，这一目的正随着活动
关注度的提升和作品流量的增加逐
渐达成。

日前，某短视频运营公司主动在
平 台 上 推 广 了“ 皖 美 追 寻 ”系 列 栏
目。多位安徽籍革命先烈后代受到

感召，联系该省军区将先辈遗物捐赠
给安徽革命军事馆。该馆负责人郭
伟锋告诉笔者：“‘皖美追寻’活动打
开了一扇窗，让很多年轻人了解到家
乡那些熟悉而又陌生的历史，并产生
了自豪感和认同感，他们已然走进了
心灵的课堂。”

“活动流量‘变现’的另一个直观
体现是在双拥工作上。”安徽省军区
双拥工作人员几年前开始推动各地
开设“军人驿站”，依托地方拥军酒店
（宾馆）免费为过路军人和文职人员
提供一定数量的房间，这项工作在今
年推进得非常迅速。目前，已有 32家
酒店（宾馆）挂牌“军人驿站”，多名负
责人谈及此事时，都提到了“皖美追
寻”活动。

“捐赠文物，开设‘军人驿站’等，
这些是直接体现，还有一些潜在影响
逐渐凸显。”杨学伦说的潜在影响更多
的是指活动对征兵工作的间接推动，

“当前，各地政府、党史办、宣传部门也
被‘圈粉’，主动推广活动内容，发动党
员群众转发、评论。这为下半年的征
兵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皖美追寻”活动第二阶段即将开
启。这次寻根之旅，给了省军区更多
的期盼，就如活动团队的感言所说：

“创作在路上，改变也在路上。”

上图：朱怡蘅录制作品现场。
蔡 采摄

安徽省军区开展“皖美追寻”红色资源挖掘活动，打卡红色地标，推出网络热播作品——

让“后浪”涌入党史课堂
■蔡 采 黄冬景 王 勇

本报讯 张汉铎、刘立国报道：“以
前拟制预案，我们所有依据的数据均来
源于各部门上报的潜力调查，但由于统
计标准不一致、对接环节多，导致一些
数据出现误差……”4月6日，河北省沙
河市国动委职能部门、市人武部干部职
工和相关专武干部，研究讨论遂行应急
任务各项预案的对接和修订工作。

此次预案修订重在挤掉数据水分、
删减不实内容，增强预案的可操作性，
确保与实战要求衔接得更加紧密。另
外，他们还对相关训练计划进行调整，
涉及指挥所开设、国防动员课题训练以
及野营训练等 12个课目，并对部分国
防动员课题推演进行了重点讨论。“凡
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以往演练，国动

委职能办派人跟训即可，今年各个部门
都有了具体任务，需要进行现场处置和
决策，如果不熟悉课题研究和预案修
订，演练时可能迟迟进入不了情况。”该
市国动委副主任、人武部部长任学奇
说，国防动员专业多元、内容庞杂、评定
多样，军地必须一盘棋，确保预案的各
个环节、诸个要素经得起检验。

据悉，这次预案修订结束后，该市
将依据演练情况、发现问题、对策措施
和有关数据，对各类预案进行再次完
善，并将组成军地联合工作组，对市国
动委各职能部门修订的预案进行检查
验收，对各部门工作完成情况进行综合
考评，结果纳入个人工作评价和单位年
度绩效考核。

河北省沙河市国动委

修订应急预案不走过场

本报讯 黄雅阁报道：“多亏部队
同志，帮我讨回拖欠的工资。”近日，海
军某部战士赵正的父亲赵海廷来到辽
宁省阜新市太平区人武部，将一面锦旗
送到政委李国涛手中。原来，被拖欠半
年工资的赵海廷在网上看到家乡有专
门帮助军属解决法律问题的服务站，就
试着填报了诉求。没想到，第二天区人
武部就联系他，不到一周将拖欠的工资
全部交到他手上。

李国涛介绍，他们主动搭建人武
部与军人军属沟通的桥梁，在涉军维
权法律服务站平台基础上，开发“军友
助手”APP，设置法律援助直通车、在线
律师解答等栏目，对辖区军人家属、退
役军人进行信息推送，帮助他们了解
法律知识，增强法制观念，掌握维权渠

道和方法。
APP开通后，当地 7家知名律师事

务所主动义务加盟，为军人军属提供法
律咨询服务。同时，结合民法典颁布施
行，他们先后组织律师进军营、进学校、
进家庭开展法律知识宣讲10余次。

西部战区某部战士王洪涛，家里房
屋因供暖管道漏水出现安全隐患，问题
未能得到及时解决。人武部收到求助
信息后，会同相关工作人员到现场勘
察，在军地共同努力下，对他家房屋和
供暖管道进行了维修加固，维护了他的
合法权益。

据统计，随着军人军属的法律援助
面越来越广，两年来，共受理各类涉军
维权咨询132件，帮助化解各类矛盾纠
纷26起。

辽宁省阜新市太平区人武部

开发涉军维权法律服务APP

4月 2日上午，河北省沧州
市康宝贞老人家里格外热闹，老
人丢失多年的解放战争纪念章

“回来”了。去年 11月 25日，
《沧州日报》报道了康宝贞的从
军经历，以及想找回丢失纪念章
的心愿。在热心人士帮助下，沧
州军分区退休干部孙福军在一
名爱好收藏各类纪念章的老兵
那里，找到了解放战争纪念章。
在孙福军讲明原委后，老兵同意
将其送给康宝贞。图为沧州市
光明小学的 30多名学生和孙福
军一起给康宝贞送回纪念章的
场景。

黄子岳摄

纪念章
“归来”

人物简介：苏荣，江苏东台人，
1926年出生，1944年入伍，同年入
党。历任作战参谋、机要秘书、海军上
海基地副司令员等。

有一次日本鬼子扫荡，我亲眼见
一个孩子被打死的惨状，当时便萌生
了参加革命的想法。1940年，我来到
了一个盐务总场，负责人顾国靖经常
和我谈到深夜，跟我讲如何做一名共
产党党员。1944年，苏中军区成立南
下干部队，我担任文书，并正式入党。

高邮战役时，我和两名侦察员去
前线部队传达总攻命令，途中被敌人
用机枪封锁了去路。我对他们说：“只
要活着就要完成任务。”随后，我找准

敌人射击间隙，突破封锁线，赶到部队
传达了总攻命令。 （樊 晨整理）

上图：苏荣讲述照片背后的故事。

“只要活着就要完成任务”

征程万里，初心如磐。从今日起，本报推出《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初心》栏目，利用图文、视频等多种呈现方
式，生动展现老一辈革命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感人事迹，激
励广大官兵坚定信念，矢志不渝为强军事业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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