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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论 战 斗 多 么 残 酷 ，形 势 多 么

艰险，李巷堡垒从未失去。从 1937 年

底南京沦陷到 1945 年日军投降，在广

大军民的英勇战斗下，李巷作为苏南

抗日指挥中心，始终牢牢掌握在新四

军手中。”

每次讲解，我都十分自豪地向游

客介绍红色李巷。我叫任生安，江苏

省南京市溧水区白马镇李巷村人，今

年 68 岁。我的外公曹明梁是溧水地区

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中共溧（水）高

（淳）县第一任工（县）委书记。和外公

一起抗日的伯父任庆法跟我讲过，面

对日伪军时，外公喊出了“家可毁田可

荒，革命意志不可丢”的口号。听着外

公的抗日故事长大的我，心中早早种

下了革命的种子。

我是土生土长的李巷人，经常听

老人们讲新四军抗日、老百姓保护新

四军战士的故事。他们有的是地下党

员，有的是游击队员，都曾和新四军一

起战斗过。

1938 年，新四军从皖南东进苏南，

1 支队 1 团和 2 支队 4 团团部就设在溧

水。1941 年 11 月塘马战斗后，新四军

16 旅旅部和苏南党政领导机关转移到

李巷及周边地区，偏僻的李巷成为苏

南抗战的指挥中心。新四军在这里和

周边建立起兵工厂、被服厂、医院等完

善的组织体系。苏南新四军领导机关

在这里组织指挥了苏南反顽战役、溧

高战役、张家岗战斗等一系列战役战

斗。陈毅 3 次来到李巷，粟裕率队以溧

水为起点，开辟了苏浙皖根据地，江渭

清、钟国楚等新四军将领都在此战斗

生活过。

当时，南京被日伪军占领，在新四

军领导下，抗日军民利用溧水靠近南

京、山多地险的优势，与日伪军开展斗

争，经历了多次反顽战斗，成为当时苏

南抗日斗争的中心区。

李 巷 成 为 坚 强 的 抗 战 堡 垒 离 不

开 党 的 领 导 和 当 地 群 众 的 支 持 。

1938 年 12 月 ，李 巷党支部成立后 ，党

支部书记、地下交通站站长李孝廉带

领地下党员和游击队员，积极为新四

军 搜 集 传 递 情 报 ，筹 集 军 用 物 资 ，掩

护 、护 送 新 四 军 领 导 干 部 。 1944 年 4

月的一天深夜，日伪军偷袭李巷，把老

百姓从床上吆喝起来，赶到村中间的

打谷场上，逼问李孝廉的下落。为了

保 护 老 百 姓 ，李 孝 廉 同 志 挺 身 而 出 ，

英勇牺牲。

这样英勇壮烈的抗日故事还有很

多。小时候，我虽不太明白这些故事

的意义，但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后来

越听越有味，我立志长大后一定要参

军 报 国 ，成 为 像 外 公 一 样 的 英 雄 。

1972 年，我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一名军

人，并于 1975 年光荣入党。1976 年退

伍后，我先后在白马镇李巷小学、尤咀

小学任教。上课时，我经常将新四军

在李巷的战斗故事讲给学生听。

期间，我发现学生对红色李巷的

故事知之不多，红色李巷在社会上的

认知度并不高。近年来，当地积极挖

掘红色资源，对李巷进行整体改造，恢

复了陈毅、江渭清、钟国楚、梅章等 6 位

新四军将领的旧居，还打造了两条红

色街区。逐步形成了以李氏宗祠（溧

水人民抗日斗争纪念馆、苏南党政军

首 脑 机 关 驻 地 旧 址）、陈 毅 暂 住 地 旧

址、地下交通总站遗址为主的李巷红

色遗址遗迹群。李巷这座承载着新四

军抗战光荣岁月的村落以崭新面貌呈

现在世人面前，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人

前来参观见学。

2012 年我退休，因长辈参加过李

巷抗战，对李巷抗战历史了解多，又当

过多年教师，乐于讲述抗战故事，所以

被聘为李巷红色遗址遗迹群的全职讲

解员。

如今，讲李巷故事成为我的主要

职责，我致力于既讲好李巷老故事，又

讲好李巷发展新篇章。每年，我都会

为游客解说近两百场，向党政机关人

员讲党课百余场。随着红色李巷的抗

战故事深入人心，优良革命传统发扬

光大，李巷的乡村振兴之路也越走越

宽广。去年，仅旅游就带动李巷全村

263 户居民户均增收 1.8 万元。

（缪志刚、吴国忠、陈 晨整理）

江苏南京老兵任生安讲述新四军在苏南李巷的抗战故事—

“家可毁田可荒，革命意志不可丢”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张志攀报道：

“边境民族地区民兵怎么编？”近日，在广

西崇左军分区组织的民兵编组业务培训

会上，大家讨论十分热烈。军分区战备

建设处参谋李荣仲告诉笔者，崇左是边

境民族地区，民兵编组必须摸清潜力、因

地制宜、突出重点，才能让民兵实用、管

用、好用。

崇左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居

住着壮、瑶、苗等十余个少数民族。为了

解决语言不通、交流不畅的问题，崇左军

分区根据边境特点和实际需要，积极将

部分院校壮汉双语老师和边境地区村民

编入民兵分队。

“有了这些民兵作为语言交流桥梁，

军地沟通起来就顺畅多了。”军分区领导

介绍，他们还依托广西外国语学院等部

分驻崇左院校开设的小语种班培训民兵

骨干。通过教授语言和民族政策，提升

民兵语言技能和综合素质。

在边境民族地区开展工作，少数民

族民兵在语言上有着天然的优势。今

年，编入民兵分队的少数民族民兵数量

有了较大幅度提升。为了增强少数民族

民兵的国防观念，军分区将各村“青年民

兵之家”作为建设重点，订购装备器材和

学习用品，结合党史学习教育配发学习

资料，派出理论小分队结对帮扶少数民

族民兵。

在龙州县合平国防民兵哨所，壮族

民兵是主体。壮族民兵、哨长黄兆丰告

诉笔者，巡逻时边民老乡经常和他们一

起，平时关系十分融洽，遇有情况能够第

一时间掌握。2020 年，该哨所还被评为

崇左市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单位。龙州县

人武部政委董元江说：“少数民族民兵是

我们的重要守边力量，他们在军地之间

架起了沟通的桥梁，在守边固防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

今年春季征兵期间，少数民族民兵

深入大街小巷、乡寨村舍宣传征兵政策，

成了驻地人武部流动的征兵宣传队。年

初开始，他们多次参与边境巡逻执勤，及

时化解边境矛盾纠纷。

因地制宜，才能编为所用。针对边

境地区区位特点，崇左军分区还在沿边、

沿江、沿高速公路调整民兵编组结构，优

化编组布局，拓宽民兵编组渠道，积极构

建起与地域环境相适应、与职能使命相

融合的民兵编组格局。

广西崇左军分区因地制宜探索边境民族地区民兵编组方式

守边固防添了“新力量”

55月上旬月上旬,, 陆军边海防学院乌鲁木齐校区组织地方专业无人机团队陆军边海防学院乌鲁木齐校区组织地方专业无人机团队，，对对

边防一线官兵进行无人机操作手培训边防一线官兵进行无人机操作手培训。。图为实操教学图为实操教学。。 宋宋 鹏鹏摄摄

本报讯 张恺、记者屈雷宇报道：

“辽宁舰、山东舰、运-20……”5 月 16

日 ，在 吉 林 省 长 春 市 南 关 区“ 青 年 之

家”，数十件我军新一代武器装备模型

整齐陈列在国防教育专区，前来参加活

动的青年学子纷纷被吸引。像这样的

国防教育专区，分布在吉林省各地 400

余个“青年之家”内。

“除了硬件建设别出心裁外，我们

还联合驻军单位共同开展‘上战车、观

航展’等进军营活动。”现场工作人员

向记者介绍，“青年之家”的活动常态

化开展，驻地青年军人多次受邀参加

他们组织的“读书分享会”“时代科技

分享会”“青年创业就业政策解读”等

军地互动活动。

“青年之家”不仅散发青春活力，而

且传承红色血脉。为了让全省各地“青

年之家”的国防教育内容更加贴近青年

贴近时代，省国教办专门组建了一支义

务宣讲团队，由 200余名离退休干部、国

防教育讲师团成员、优秀退役大学生士

兵组成。宣讲团队依托“青年之家”常年

开展“国防知识大课堂”“征兵宣传进校

园”等活动。

“我们致力于将国防教育专区打造

成推进国防教育、促进青年学子投身国

防事业的重要阵地。”吉林省国教办领

导告诉记者。下一步，省征兵办还将在

全省更多的“青年之家”建设高标准国

防教育专区，做到国防教育、征兵宣传

与“青年之家”共建共融、共赢共享。

吉林省军地依托“青年之家”培育青年爱国情怀与国防担当

合力拓展国防教育新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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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黄改霞

人物简介：侯宗元，湖南省大庸

县人（现张家界市永定区），1928 年 1

月出生，1934 年参加红军。1936 年 9

月，随红军长征到达甘肃后，因照顾

重伤的父亲被安置在老百姓家里。

1949 年在甘肃又入伍，1950 年参加

剿匪。1954 年入党。1961 年返乡省

亲，找到母亲等亲人后留在了家乡。

1934 年，父母带着我和大哥等

一家 8 人一起参加了红军。1935 年

9月，我们全家人跟着红军从桑植县

刘家坪出发，开始长征。

在我 9岁生日时，贺龙送给我父

亲 2 块大洋当作我的生日礼物。途

中，贺龙见我年龄小，送了一匹小马

让我骑着。队伍渡乌江时遇到敌机

轰 炸 ，我 不 小 心 从 马 背 上 掉 入 江

里。战友们把我从江里救起来，我

才幸免于难。

都说我命大，我的多位亲人们

都没能见到胜利的那一天。长征途

中，我的父亲侯德成英勇牺牲；姐姐

侯幺妹不幸中弹牺牲；叔叔侯昌贵

在翻越雪山时牺牲；身怀六甲的嫂

子刘大妹被敌军冲散失踪。

二万五千里，处处埋忠魂。长

征后，我心中的信念越来越坚定：生

是红军的人，死是红军的鬼，一生跟

着红军走。

上图：侯老讲述照片背后的故事。

（田 泉、杨 洋整理）

“一生跟着红军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