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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史 学 习 教 育 进 行 时

本报讯 宿留强、记者左庆莹报
道：“我是一个农村娃，小时候家里穷得
揭不开锅。我 1947年参军，1949年入
党。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我英勇作战，
一共获得了12枚军功章。每枚军功章
的背后，都有一个难忘的故事……”清
明节前夕，重庆警备区党史学习教育
课堂上，渝中第一离休所老干部杨冷
村胸前挂满勋章，讲述着战火硝烟中
的难忘往事，赢得现场听众阵阵掌声。

“这些身经百战的老英雄，经历了
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伟大历程，更懂得党的初心和使命。他
们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活教材’。”
重庆警备区政委高步明介绍，在谋划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之初，他们就将充分发
挥离退休老干部这个丰富“红色资源
库”的优势，纳入通盘考虑。

怎样把人生经历与对百年党史和
红色基因的理解，讲得更加入脑入心？
3月以来，该警备区邀请百余名离退休
老干部开展“讲党史、讲军史、讲传统”
活动，围绕爱国爱党、初心使命、从军战
斗、创业奋斗、敬业奉献等7个方面，由
老干部自选一个主题走上讲台，讲述亲
身经历。同时，选取 50余个革命小故
事录成口述历史微视频，编成精选小册
子，打造官兵身边的党史微课堂，以增
强党史学习教育的贴近性和感染力。

一次次穿越时空的对话、一堂堂

精彩的授课直击心灵。老干部张福立
出生在烈士家庭，母亲被国民党反动
派残忍杀害，哥哥张福林抢修川藏公
路时光荣牺牲。“那是 1951年，哥哥受
伤苏醒后，做的第一件事是请战友用
口袋里剩下的钱帮忙交最后一次党
费。卫生员要给他注射强心剂，他拒
绝了，说药品紧缺，节约一支。”讲到这
里，张福立哽咽了，在场的听众无不为
之动容。

91岁高龄的老干部赵学义当年跨
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他参加了4
次战役，授课内容别出心裁：“我讲的不
是战斗故事，是一次向南朝鲜老百姓借
粮的经历。一是告诉大家不要被西方

所谓的民主自由欺骗，二是讲一讲部队
打胜仗，人民是靠山这个道理。”

从军、剿匪、修铁路、抗美援朝……一
段段传奇经历，让新时代的官兵通过学
习身边榜样感悟初心，汲取力量。“95
后”大学生士兵胡云彬听了老英雄的故
事激动不已。授课结束后，他申请与赵
学义单独合影留念。“我们要永远铭记
红色历史、争做红色传人，以老英雄为
榜样，做‘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

传承红色基因，投身强军实践。重
庆警备区司令员刘士胥表示，下一步他
们还将深化拓展老干部“三讲”活动，整
合驻地红色资源，形成教育矩阵，不断
增强党史学习教育实效。

重庆警备区组织百余名老干部开展“讲党史、讲军史、讲传统”活动

微课堂上话使命

“社区所有适龄青年都要积极配
合民兵连做好兵役登记、应征体检工
作……”据报道，湖南省衡阳市南岳
区祝融街道岳庙社区、山东省高唐县
赵寨子镇北街村等全国各地多个社
区（村）将鼓励参军入伍写入村规民
约，形成了“人人遵守国防法规”的良
好风气。

村规民约是村民自治制度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村民进行自我管理、自我
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行为规
范。近年来，随着乡村治理深入推进，
多地都结合当地实际、社情民意制定了
独具特色的村规民约，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有的把杜绝天价彩礼、践行光盘行
动、实施垃圾分类、保护生态环境等写
入村规民约，树立起正确价值导向，起
到很好的教育作用。

依法服兵役是每名公民应尽的义
务，但在一些地方出现的个别拒服兵役
现象，也暴露出少数群众法治观念淡
薄、国防意识不强，一些地方兵役法规
宣传教育不深入、不到位等问题。南岳
区等地的创新，是将与村民生活息息相
关的村规民约作为推动公民强化国防
意识、依法服兵役的重要抓手，建立起

“乡（镇）指导、村（社区）宣传、村民自
治”的工作机制，把鼓励“适龄青年依法
报名应征”写入村规民约并明确奖惩措
施，实现法律法规与村规民约的有效融
合。这一做法不仅赋予了村规民约新
内涵，还强化了宣传效果，浓厚了社会
氛围。

基层工作抓落实，关键在于有办
法融入日常生活，使群众在潜移默化
中受教育受启迪受影响。村规民约看
似不起眼，但有时会起到法律条文所
不能起到的作用。村规民约的组织制
定是一个听民意、汇民智、聚民心的过
程。既然是群众自发形成的共识，执
行起来就多了一些主动性和自觉性。
当然，村规民约制定容易，落实起来还

要多措并举，齐心协力。有关部门要
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出台相关优抚安
置政策，努力实现社会、应征青年、家
庭和部队“四满意”目标，真正形成“人
人关心国防、人人参与国防、人人奉献
国防”的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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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刘松峰报道：“看了
‘红色冀?忆’里革命前辈浴血奋战的场
景，我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报效
祖国。”连日来，河北省石家庄市庄园小
学校园里，学生们常一起讨论观看“红
色冀?忆”系列微视频的感受。这是该
系列微视频经过媒体、网站刊播后在全
省城市乡村、机关学校引发强烈反响的
一个缩影。

为充分发挥军队老干部独特优势，
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河北省军区以
庆祝建党100周年活动为契机，组织全
区老红军、老八路、老解放代表结合自
身革命经历回忆党的历史，口述战斗故

事，拍摄制作了“红色冀?忆”系列微视
频，自3月下旬起在省内外各大媒体陆
续刊播，视频点击量达上千万次，成为
党史学习教育的生动教材。

“我们组织各级对老英雄的事迹进
行挖掘整理和拍摄，为他们留下了宝贵
的影像，也形成了一份独具地方特色的
红色教育成果。”河北省军区政治工作
局副主任陈洪浩介绍，河北省军区负责
管理保障近千名军队离退休干部，平均
年龄 92岁，是各级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的丰厚资源。

河北省军区保定第八离职干部休
养所老红军顾昌华，今年已是103岁高

龄。回忆当年为毛主席站岗放哨的情
景，他十分激动。镜头前，他深情寄语：

“希望年轻人身体健康，刻苦努力，好好
学习，好好工作。”

石家庄第二干休所文职人员左晓
敏参与了此次“红色冀?忆”微视频拍
摄。听老干部讲述在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及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亲身经历后，他
深有感触：“老一辈的战斗经历激励我
立足自身岗位，从点滴做起，做好老干
部服务保障工作。”

在百余名老英雄革命精神激励
下，河北省军区以党史学习教育为重
点，通过多种形式为广大青少年讲好

中国共产党故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故事。石家庄、沧州、唐山、邢
台等地纷纷在大中小学校开展“学党
史、忆英雄、做传人”系列活动。盐山
县第二中学全校学生参观盐山县民间
航空收藏博物馆后，学生代表登台参
加“祖国，我为你骄傲”主题演讲比
赛；在泊头市抗日战争一级战斗英雄
黄立荣烈士纪念塔和青县红色教育基
地，有关部门组织中小学生分批参观
并邀请老英雄现场讲述革命故事。
活动开展以来，全省已有 1700多所学
校的学生走进党史国史教育基地接受
教育。

河北省军区为百余名老干部制作口述历史微视频

“红色冀?忆”寻初心

本报讯 廖巍报道：“退役后，遇到
过挫折，受到过诱惑，但我没有退缩过，
没有迷失过。我一直记得那句话：心中
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胸中有党，永不偏
航！”4月7日，有29年党龄的退役军人
许志杰，用慷慨激昂的演讲打动了现场
每一位听众。四川省宜宾市退役军人
肖茂，则用父女两代参军的故事，生动
地诠释了“一声到，一生到，只要祖国需
要，我们随叫随到”的忠诚誓言。

当日，为充分展现全省退役军人
和退役军人工作者永远跟党走、建功
新时代的良好风貌，大力营造爱党爱
国的浓厚氛围，四川省退役军人事务
厅举办了“老兵永远跟党走”主题演讲
比赛。

“2018年，我退役回到凉山参与扶
贫工作，第一战场在会东县江西街乡，

让当地群众过上好日子成为我的新使
命。”老兵温云龙讲述了让贫困群众喝
上干净水的亲身经历，赢得阵阵掌声。
参赛选手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多侧面、
多维度讲述一个个鲜活的老兵故事，展
现了广大退役军人在脱贫攻坚、乡村振
兴、疫情防控等方面的担当作为，展示
了退役军人工作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工作劲头。

据了解，活动开展以来，四川省退
役军人事务系统组织动员各地退役军
人和退役军人工作者踊跃参与，经过
各市（州）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直属
单位层层选拔和退役军人事务厅初
评，25名选手脱颖而出，入围当日现场
比赛。

经过激烈角逐，现场共评出最佳、
优胜、优秀选手各4名、入围选手13名。

四川省举办“老兵永远跟党走”演讲比赛

一朝在军旅 毕生写忠诚

近日，山东省济南市钢城区人武部主动对接挂钩帮扶村，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图为4月8日，人武部驻村干部在帮扶点辛庄街道侯家台村了解大棚樱桃长
势。 刘明奎摄

4月7日，新疆军区某边防团迈丹边防连官兵前往点位进行武装巡逻，加
大对高海拔防区的执勤管控力度。 刘南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