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 合2 责任编辑 / 汪 娜2021年 5月 10日 星期一 Tel：010-66720982

本报讯 闫晗、特 约 记 者洪培舒

报道：4 月 28 日，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

人武部干部职工、文职人员和该区党

政干部一道，来到东湖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展厅，现地感受科技发展带来

的巨大变化。

洪山区人武部充分发挥地方理论

骨干队伍强、宣教平台广、实践载体多

的优势，积极与地方党政机关开设军地

“共学课堂”，建立联学机制，确保党史

学习教育有序开展、扎实推进。

人武部党委委员同步参加区委理

论中心组组织的理论研学、专家授课和

专题调研活动；各街道（乡）理论培训范

围扩展至全体基层专武干部和民兵骨

干；专武干部每月结合理论学习和工作

实际，围绕武装工作开展实际情况向街

道党（工）委提出建议和需求；地方政府

部门在网络课堂中增设武装工作板块，

在全区思想政治教育计划中增加国防

和军队建设内容。

在加强军地联学的基础上，人武部

充分发挥当地高校集中、党史学习教育

资源丰富的区域优势，同武汉理工大

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等高校建立互

学机制，采取走出去学、请进来教的方

式，帮助大家理清“为什么学、学什么、

学了干什么”等问题，确保党史学习教

育往实力抓、往深里走。

通过军地“共学课堂”学思践悟，

该部干部职工和文职人员对党史学习

教 育 的 重 大 意 义 、深 刻 内 涵 、实 践 要

求有了更深的理解把握。近日，区人

武部领导先后深入辖区街道（乡）、高

校 、企 业 调 研 武 装 工 作 开 展 情 况 ，对

照 工 作 职 责 和 建 设 标 准 提 出 建 设 意

见，对制约武装工作成效的问题进行

集中整改。机关与基层合心、部队与

地 方 合 力 、思 想 与 行 动 合 拍 ，使 党 管

武 装 、民 兵 建 设 、兵 员 征 集 等 工 作 得

到进一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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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玉坤，四川省北川县人，安徽省

军区原政治委员，1919 年出生，1935 年

加 入 红 军 ，1936 年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 。

长征途中三过雪山草地，参加过百团大

战、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荣获三级

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

放勋章、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等。

我出生在四川省北川县一户贫苦

农民家庭，母亲去世早，从小跟着父亲

放牛、种地、养家糊口。那时的农民太

苦啦，我们起早贪黑，一刻都不敢歇，

但仍然填不饱肚子。加上各种苛捐杂

税，生活暗无天日，农民盼不到一丁点

希望。

1935 年，红军长征经过我们村。

队伍里的徐干事说，红军是穷人的队

伍，是为穷苦大众的利益而奋斗的。父

亲和村里的青壮年义无反顾报了名，加

入了中国工农红军，跟着前卫部队走

了。自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父亲。

但我记住了这支队伍，这是我们穷苦人

自己的队伍。

后来，父亲战友给家里寄来一封

信，我们才知道，他已经牺牲在长征途

中，长眠在草地里。我深知，父亲跟着

红军闹革命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

了全天下的穷苦老百姓。只要我们都

听党话、跟党走，总有一天能翻身，当家

做主人！我决定继承父亲遗志，加入红

军。我 16 岁时，成为红四方面军第四

军十一师三十二团特务连传令兵。因

年纪小，大家都叫我“红小鬼”。

“天当房、地当床，暴雨下来当蚊

帐，树根野菜当干粮。”这是过草地时，

红军编的顺口溜。当时条件多艰苦

啊，可是再苦再难，我始终相信共产党

领导的红军必胜。每次执行任务，我

总是冲在前头。在长征队伍里，只有

表现突出、被上级信任的同志才能入

党，我特别羡慕。一天，我写了份入党

申请书交给了指导员，告诉他，我想入

党！指导员张其清收下了我的申请

书，拍着我的肩膀说：“小鬼，好好干，

忠于革命！”

交了入党申请书，我感觉浑身充满

了力量。一次，上级派排长和我从芦山

县护送枪支弹药到宝兴县，路途遥远，

还要时时躲避敌人追捕。我们抱定一

个信念：死也要完成任务！完成任务回

到部队后，指导员冲我竖起了大拇指，

要当我的入党介绍人。

我永远忘不了 1936 年 4 月的那个

晚上。我跟着部队第三次过草地，途

中，在甘肃渭源的一个小山坡上，指导

员组织我们开会，会上宣布批准我加入

中国共产党！可能是因为太激动，我的

身体一直在颤抖，手心里全是汗。我站

起来，脑子里一片空白，只记得自己大

声喊道：“我坚决跟党走，跟着红军走！”

声音太大，引得同志们哈哈大笑。我那

时还小，不懂得什么大道理，但在我心

里，共产党就是穷苦老百姓的天。跟着

共产党走，是不会错的。即使条件再艰

苦、环境再恶劣，我都没有动摇过。

1945 年 7 月，我在朱德警卫团任

二营副营长。上级命令我部攻打山西

省沁县，我带着两个连去战斗。因敌

情突变，敌众我寡，交战中，子弹打穿

了我的腰，贯穿了肠子，离死就差一口

气。战地医生抢救后摇头说：“没有什

么希望，看样子是救不活了！”奄奄一

息时，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是

党员，革命还没有胜利，我不能死。”躺

在庙里“太平间”的我，被老百姓抬回

家里休养。老乡们用自己舍不得吃的

鸡汤、小米来喂我、照顾我。躺了整整

31 天 ，我 终 于 活 了 过 来 。 身 体 恢 复

后，我和老乡们告别，继续踏上革命的

道路。

我今年 102岁，86年党龄。这一生

听党话，跟党走，我无怨无悔。离休后，

时常有人和我说：“老首长啊，你为国家

做了大贡献。”可是，回想这些年的经

历，我深深地感到，国家的强大全靠党

和人民，个人的作用只是针尖大，我怎

敢居功？

（成金妍、本报记者蔡永连整理）

安徽省军区合肥第一干休所离休干部熊玉坤讲述长征路上的入党故事——

“共产党就是穷苦百姓的天”
■党课授课人 熊玉坤

4 月的帕米尔高原，仍呵气成霜。

弯月悬空，新疆喀什军分区克克吐鲁克

边防连静静卧在海拔 4300 米的一处山

窝里。

凌晨 3 时，闹铃响了，下士刑毅揉

了揉惺忪的睡眼，披上军大衣朝锅炉

房走去。屋外寒气逼人，刑毅裹紧大

衣钻进锅炉房，往火红的炉子里铲了

几 锹 煤 。 这 是 他 夜 里 第 2 次 起 床 添

煤，此时困意全无，肚子不争气地叫了

起来。

锅炉房过道边有张桌子，桌上有

个 保温箱。刑毅打开箱子，取出一个

热气腾腾的包子和一瓶热牛奶。食物

下肚，刑毅心满意足。此时，准备上哨

的军士格加也走了进来，从保温箱里拿

出一个包子塞进嘴里。

刑毅说，保温箱是连队从山下购

买的，颇受战士欢迎。“站夜哨时，经常

会觉着饿。泡面是真吃怕了，要是能

在夜里吃上热乎包子，那该多好啊。”

前几天，战士小张在连队“心愿墙”上

写了一行字。指导员李建阳看到了，

嘴上没说什么，一连几天主动申请站

凌晨 3 到 5 时的那班夜哨。几班哨站

下 来 ，李 建 阳 对 小 战 士 的 话 感 同 身

受。“这个时间段，室外温度最低，身体

消 耗 大 ，浑 身 冷 飕 飕 的 ，大 家 又 冷 又

饿 。”李 建 阳 这 样 描 述 自 己 的 夜 哨 感

受。走进班排宿舍了解情况，大家的

感受相同。

连队骨干碰头商量后，决定采购一

个保温箱，安排炊事班每天在保温箱里

放上一些包子、面包、馍馍和牛奶等食

物，供站夜哨和加班的官兵食用。

“小小保温箱，暖胃又暖心，给连队

点赞！”连务会上，班长马小龙脱口而出

的一句话引发大家共鸣。“基层官兵无

小事。”李建阳感慨，“这件事给我们带

兵人提了个醒：知兵爱兵就要体现在具

体的行动中，只有知兵事、察兵情，才能

把他们期盼的问题解决好。”

小小保温箱 暖胃又暖心
■本报特约通讯员 胡 铮

在湖南省麻阳苗族自治县高村镇

马南社区采访时，笔者见到一位白发

老人，脚穿黑布棉鞋，左肩背着一只刻

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旧式医疗箱，

步履蹒跚行走在山间石道上。

她叫李春华，今年 84 岁，是从乡

村 医 生 岗 位 退 下 来 的 一 名 老 党 员 。

12 岁 参 军 ，13 岁 时 部 队 送 她 去 原 沅

陵 卫 校 护 士 班 读 书 ，14 岁 时 主 动 请

战 ，作 为 一 名 卫 生 兵 走 上 抗 美 援 朝

战 场 。 战 场 上 ，李 春 华 跟 着 担 架 手

上 一 线 抢 救 伤 员 ，战 斗 结 束 后 和 战

友 一 道 清 理 战 场 ，收 殓 牺 牲 战 友 的

遗体。

在抗美援朝战场，李春华 7 次荣

立战功。1953 年，李春华被部队选入

志愿军回国汇报团，受到毛主席等党

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从朝鲜回来，

妈妈被分配到长春市工作，但她一心

想 回 乡 ，觉 得 山 里 的 乡 亲 更 需 要 医

生，连续 3 次向组织递交申请书。”儿

子张吉军谈起母亲当年的选择，仍敬

佩不已。

1955 年春，李春华申请获批，回

到家乡乡村卫生院，当起了一名乡村

医生。她一边劳动一边为村民送医采

药，早出晚归，跋涉在麻阳县西晃山的

村村寨寨。“那个年月，村民从事重体

力劳动多，营养补充有限，卫生条件又

差，患痢疾、脉管炎这些疾病较为普

遍。”李春华回忆道，那时大队医疗点

只有 3 名医生，担负着 1100 多人的基

础医疗服务。

20 世 纪 70 年 代 ，李 春 华 和 同 事

一 道 开 荒 ，在 村 里 建 起 了 占 地 15 亩

的药园，种上中草药材，一边用收成

换钱，买药补贴给村民，一边用种植

的药材自制药品。他们摸索出用板

栗 花 浸 膏 治 疗 细 菌 性 痢 疾 ，疗 效 显

著 。 后 来 经 大 队 同 意 ，李 春 华 建 起

了 医 疗 合 作 站 ，这 是 该 省 第 一 个 农

村合作医疗站。

“种药采药、制药送药，看病治病、

记账算账……要做的事儿太多，周边

地区的医生也来帮忙。多亏大家，医

疗合作社终于办成了！”提起这件事，

李春华颇为自豪。到 1979 年上半年，

医疗站共采药 3000 多公斤、自制黄连

素片 17 万片、生产自发研制的脉管炎

注射液 1 万多支。大队医疗收入除社

员门诊免费、住院治疗报销一半外，还

有结余。

2008 年，麻阳在全国率先推行参

合农民门诊基本医疗免费模式试点工

作。2012 年，麻阳成为全国首个实施

新农合参合农民县级医院住院基本医

疗免费试点县……通过多年实践，在

解决山区群众缺医少药问题上，李春

华苦苦探索，收获累累硕果。

“大家都喊她李奶奶。除了村里

的长辈，年轻小辈都不晓得李奶奶曾

经还是一名战士。”马南社区党支部书

记张祥勇说，“在她身上，我看到了老

一辈人是如何救死扶伤的，不仅有仁

术，还有仁心。在我心中，李春华就是

共产党员的样子。”

一心向党 赤诚为民
——记湖南省麻阳苗族自治县退伍老兵李春华

■黄河辉 徐小平 滕珊珊

山东省邹平市人武部

组织民兵教员集训
本报讯 韩飞报道：4 月下旬，山东

省邹平市人武部组织全市基层民兵教练

员在市民兵训练基地集中训练。集训突

出“四会”教学、技能强化、拉动点验等内

容，采取“连队化生活、互动式教学、条令

化管理、考核化验收”的方式进行，通过

组织课目试讲、试教和课目示范，提高民

兵教员的组训施教能力水平。

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

压实编兵单位责任
本报讯 郝力报道：4 月中旬，江苏

省连云港市海州区召开年度民兵整组暨

基层武装工作达标建设部署会。部署会

一改过去通报表彰、总结部署的习惯做

法，增加军地交流问答环节。会议结束

后，各镇街、功能区主要负责人签订武装

工作责任书，压实各单位责任，为民兵整

组工作打好基础。

安徽省岳西县人武部

摸清编兵潜力底数
本报讯 穆伟报道：4 月下旬，安徽

省岳西县人武部来到辖区多家高新技

术企业进行实地走访，摸清辖区编兵潜

力底数。民兵整组工作开展过程中，该

人武部根据当前战备需求，坚持训用一

致 原 则 ，在 当 地 高 新 企 业 进 行 精 准 编

兵，进一步编实建强新质民兵队伍，向

科技要战斗力。

4月下旬，河南省新乡县人武部在史来贺同志纪念馆前举行刘庄史来贺

民兵连授旗仪式。 吕 媛摄

4月下旬，沈阳联勤保障中心第九六四医院邀请驻地幼儿园小朋友走进军营，通过参观军营、讲述红色经典故事，零

距离体验军旅生活，接受国防教育。

王志奇摄

4月26日，陕西省汉中市举办退役士兵专场招聘会，提供物业管理、机场地

勤等岗位共计1300余个，145名退役军人与用人企业签订就业协议。

王海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