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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少亭报道：近日，
江苏省军区徐州第二干休所任宝璋、王
泽浡和赵协森、鲁月影夫妇 4人，收到
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出具的《收
藏证书》，4位老干部个人珍藏的 27件
实物被军事博物馆收藏。

干休所老干部、老阿姨珍藏的革命
战争年代的物品多、存量大，有的具有
很高的史料研究价值。随着时间推移，
一些老干部、老阿姨相继去世，实物藏
品也随之遗失或散落他处；还有的因保
管不善，腐烂锈蚀、变形变质，造成不可
逆的损失。

2020年下半年，根据老干部个人意

愿，干休所邀请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
馆工作人员来到徐州，现场收集、鉴别
老干部个人藏品。经初步筛选和后期
鉴定，共有 27件实物被博物馆确定收
藏。在老干部捐献的物品中，有任命
书、晚会请柬、支付收据、军功章、纪念
章、荣誉章等10多个品类。

老 干 部 任 宝 璋 今 年 93岁 高 龄 ，
1951年5月参加抗美援朝出国作战，时
任志愿军第 68军作训处参谋。在金城
战役中，他多次奉命到前沿阵地执行任
务，亲历“奇袭白虎团”战斗全程。他捐
献的一本自制相册里，收集了抗美援朝
历史照片 159张。“这些照片，有的记录

了战争场景，有的承载着深厚的战友情
谊，为我们挖掘和研究历史提供了珍贵
的第一手资料。”军博研究员程定飞激
动地说。

“博物馆贮藏条件好、工作人员经
验丰富，比我们保管要好。把这些物品
捐给国家，我们放心！”赵协森、鲁月影
夫妇把自己获得的解放奖章、渡江战役
纪念章、淮海战役纪念章、抗美援朝战
争朝鲜军功章、1988年获得的胜利功勋
荣誉章及证书共12件实物捐献出来。

老干部王泽浡捐献了解放战争时
期华东军区总部卫生功劳证、立功奖状
和 1951年华东军区立功奖状共 3件实
物。他说：“今年是建党 100周年，全党
正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希望这些老物
件能发挥出它的最大作用。”

据悉，下一步干休所还将把藏品征
集与口述史整理、荣誉室改造等工作结
合起来，动员老干部捐献实物藏品，让
实物发光、让历史重现，使革命精神和
红色基因代代传承。

江苏省军区徐州第二干休所老干部自愿捐献藏品

27件实物被军博收藏

4月中旬，笔者从安徽省安庆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获悉，该市正着手将
2020年度在部队荣立二等功的8名安
庆籍现役军人先进事迹载入《安庆年
鉴》。这一做法在该市还是头一回。

近年来，安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以“六礼显尊崇、六心优服务、六高
强保障、六严建自身”为主要内容的

“四六”工作法为载体，探索完善工
作机制，不断提高退役军人服务保
障水平。

“这回能听见，听清楚了！”1月14
日，抗战老兵胡全保老人戴上新适配
的助听器后，与人交流自如了许多。
年初，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市卫健
委、市残联举办“关注健康，情暖老兵”
义诊活动，为有视力、听力残障的老兵
组织体检，帮助他们进行康复治疗，免
费提供辅助器具。两年时间，通过规
范完善“入伍礼送、立功礼赞、退役礼
迎、常态礼访、优待礼敬、离世礼丧”等
六礼工作机制，该市社会各界尊崇军
人氛围愈发浓厚。

前几日，笔者走进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位于少年宫东路的“新家”。进门
处，“热心、专心、真心、耐心、贴心、暖
心”12个字赫然醒目。服务大厅里，
不时有老兵前来咨询相关政策。“一张

笑脸相迎、一声‘您好’问候、一杯温水
解渴、一句‘再见’相送，我们用六心服
务，让老兵舒心、安心、放心。”市退役
军人事务局局长徐昭说，他们在不断
优化服务环境、规范业务流程的基础
上，坚持将退役军人的来访当家访、将
退役军人的来信当家书、将退役军人
反映的问题当家事，着力为退役军人
办实事、办好事，让老兵“进门”如“回
家”。目前，该市已建成 13个退役军
人服务中心、1708个退役军人服务
站，并联合市司法局在县乡两级设立
法律援助工作站、咨询点。

“进市区安置有什么条件？参公
事业编制和行政编制有什么区别？”
2020年 9月，一位刚从新疆转业回乡
的老兵走进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因
对地方安置政策不甚了解，老兵有些
踟蹰不安。工作人员与其反复沟通解
释，帮助分析现实需求，最终通过“直
通车”安置方式，帮他选到合适满意的
岗位，并依照政策规定为其家属办理
了工作随调。

如何高质量高水平落实好退役
军人移交安置、就业创业、激励褒扬
等工作？

“通过出台、完善《安庆市计划分
配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办法》《安庆市军

人随军家属就业安置实施细则》《安庆
市退役军人残情检查和鉴定实施方
案》，形成安置退役军人适应性培训、
教育管理、岗前实习、跟踪回访的闭环
工作机制。”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
朱望林向笔者介绍。

4年来，该市计划分配的 28名军
队转业干部全部安置在党政机关，政
府安排工作的 282名退役士兵，全部
安置在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其中事
业单位比例达 67%，13名随调（军）家
属全部对口安置。“市局微信公众号
常年开设网络招聘专栏，可随时查阅
500多家企业提供的 16000多个岗位
信息。”就业创业科工作人员向笔者
介绍，4年间，他们陆续组织招聘会
66场次，帮助近 4000余名老兵顺利
就业。

自组建以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落实“严肃政治生活、严明纪律规矩、
严实工作作风、严格党员管理、严抓责
任落实、严格制度执行”六严标准，持
续推进“建设模范机关”活动暨深化

“做尊崇军人表率 建退役军人之家”
党建品牌创建，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和
效能。前不久，局机关党委被安庆市
委组织部命名为“基层党组织标准化
规范化建设示范点”。

安徽安庆创新“四六”工作法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水平

服务热心贴心 老兵舒心安心
■叶大炤 陈 林 石 磊

本报讯 李文亚、特约记者姜玉
坤报道：4月 12日，辽宁省军区大连第
十七离职干部休养所“追寻红色印记”
活动第10站在三泰油坊党支部遗址举
行。抗战老兵沈继春的精彩讲述，吸引
众多参观人员驻足聆听。在大连，像沈
继春这样的老兵讲解员还有不少。

今年年初，大连市军地相关部门
对革命战争年代党在大连地区活动和
战斗的史料进行梳理。经党史部门研
究筛选甄别，确定了包括重要机构旧
址、重要党史人物故居旧居、重要事件

发生地、重大战役遗址遗迹、革命烈士
墓地等红色地标共80余处。

2月中旬，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大
连第十七离职干部休养所联合地方部
门启动“追寻红色印记”活动。他们邀
请 9名身体硬朗、语言表达能力强，并
参加过抗日战争或抗美援朝战争的离
休老干部担任义务讲解员，利用节假
日在红色地标场馆进行义务讲解。

红色的墙砖、绿色的窗棂，在隐藏
于闹市中的中华工学会旧址，记者见
到了当年受到毛主席接见的抗美援朝

老兵别凤奎。他告诉记者，自 2月 27
日起，他已经陆续做了多场义务讲
解。“每一处红色场馆都是一本教科
书，不能让英雄的事迹长埋于地下。
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述，让英烈永远活
在人们的心中。”别凤奎说。

据大连市委宣传部门工作人员
介绍，“追寻红色印记”活动开展以
来，老兵讲解员深入浅出的讲解深受
社会各界喜爱，当地红色资源的思想
内涵和时代价值得到了更深入的挖
掘和推广。

辽宁省大连市一批老兵担任义务讲解员

老兵回忆老兵 追寻红色印记

本报讯 严赋憬报道：“西路军指
战员英勇西征，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
与敌人开展殊死战斗……”4月中旬，
青海省西宁市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
念馆内，不时回荡着略显稚嫩的讲解
声。这些身着“红军装”的小讲解员们
全都来自该市红军小学。

据红军小学大队辅导员徐臻介
绍，该校组织学生在西路军纪念馆讲
解红军故事的活动已经开展了 3年时
间，近 30名学生利用周末及寒暑假时
间，在纪念馆担任义务讲解员。

11岁的马成斌是红军小学四年级

学生，他负责讲解西路军历史的第五
单元“铁骨铮铮”。当他讲到红九军军
长孙玉清牺牲前，留下“我从参加革命
之日起，就把个人生死安危置于脑后，
死而无憾”的宣言时，感情真挚、语调
铿锵，让参观者深受感动。

为确保讲解词准确无误、讲解连
贯生动，“小红军”讲解员进行了专门
训练和准备。课余时间，他们在老师
指导下系统了解并掌握西路军官兵的
战斗事迹；在场馆里的休息角落，他们
或一同排练，或默记讲解词。“只有熟
悉每一件展品背后的故事，才能快速、

精准地回应参观者的提问。”红军小学
六年级雷锋班学生马伟说，“当讲解员
的经历对我帮助很大，西路军英烈们
的事迹激励着我，遇到困境要坚持必
胜的信念。”

在红色精神熏陶下，“小红军”讲
解员一天天成长。市民马鸿莲的儿子
在红军小学读五年级，也是一名“小红
军”讲解员。马鸿莲说，每次学校和纪
念馆组织的讲解培训结束后，儿子都
会给家人讲述新学习的红军故事，让
全家人一起学习红军英雄历史，接受
红色文化熏陶。

青海西宁红军小学组织学生开展志愿活动

“小红军”讲红军 接受红色熏陶

4月8日，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武部官兵走进林口镇鸡鸣三省村红军小学开展对口援建活动，并举办党史军史知
识宣讲，增强师生国防观念。图为活动现场。 王庆泽摄

本报讯 刘刚报道：“各位老师，我
们此刻站立的地方，正是当年中央红军
一渡赤水的位置。1935年1月29日，主
力红军大部队分为三路从元厚镇、土城
镇向西渡过赤水河……”4月 10日，来
自北京化工大学的军事课教师王宇明
站在赤水河畔，与北京地区 10所高校
的军事课教师一道就经典战役“四渡赤
水”进行集体备课。

4月10日，北京市教委高校军事课
教学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举办第 10期北
京高校军事课教师“小班教学与集体备
课”。与以往不同的是，备课地点从高校

教室搬到了赤水河畔、遵义会议会址。
从书本到现地，从面对投影幕布到

置身红色遗址，备课地点、形式变了，军事
课教师对军事课教学理解和自身使命认
知更深了。“站在赤水河畔讲四渡赤水，非
常有代入感，仿佛感受到当年主力红军
从这里西渡赤水，向古蔺、叙永地区前进
的情景。我想把今天备课的收获带到课
堂上，讲给我的学生们听。”王宇明说。

这是北京语言大学军事课教师钦
浩第一次来到遵义会议会址。站在砖
木结构的两层楼房前，钦浩开始讲解遵
义会议的相关教学内容。备课结束后，

钦浩说：“读懂党的历史和人民军队的
历史，才能讲好军事课。以前身后是黑
板，而这次，遵义会议会址就是课堂，沉
浸式、体验式教学，让我对这段历史有
了更深入了解。”

军事课是高校开展国防教育与国
家安全教育的主渠道、主战场、主阵
地。近年来，北京市教委高校军事课教
学指导委员会创新开展“军事理论课协
作教学资格认证”“军事课教学专项课
题研究”“小班教学与集体备课”等，引
导青年教师积极投身军事课教学领域，
教学质量得到较大提升。

北京高校军事课教师赴革命旧址集体备课

置身现地深学党史军史

江苏省靖江市

举办老兵专场招聘会
本报讯 丁展炼、陆荣华报道：近

日，江苏省靖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举办
“江苏省第三届百城联动退役军人就业
专场?靖江分场”招聘会。中国人寿、丽
园文化等22家企业进场招聘，提供岗位
600多个，涉及文旅、船务等多个领域。
300多名退役军人及家属入场求职，近
百人与用人单位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沈阳第十三干休所

充分挖掘老干部事迹
本报讯 王宝刚报道：4月上旬以

来，辽宁省军区沈阳第十三干休所在组
织党史学习教育过程中，对老干部的革
命经历和战斗事迹进行充分挖掘，先后
整理出百余个红色故事，并将这些故事
发布在新媒体平台供大家学习交流，引
导中青年党员在学史中坚定信念，立足
岗位实践为强军兴军作贡献。

安徽省宿松县人武部

组织中小学生进军营
本报讯 王宇平报道：4月10日，由

20多名中小学生组成的“小记者”采访
队走进安徽省宿松县人武部，开展“学
国防、进军营”活动，通过观摩军事武器
装备、现地学习战术技能，近距离了解
部队官兵训练工作情况。活动中，人武
部官兵还对国防法和国防教育法等进
行了宣讲。

近 日 ，
新疆阿克苏
军分区某部
组织官兵在
陌生地域开
展实弹射击
考核。
董新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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