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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玉树军分区

现地教学讲好历史故事
本报讯 张勇、格扎多杰报道：连

日来，青海省玉树军分区跳出书本走

进现地，用足用活当地红色资源，助推

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一次次还原

历史的讲解，一场场热血沸腾的教学，

让官兵在触摸历史中传承红色基因，

在学习历史中强化责任担当。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军分区

严格组织民兵教员集训
本报讯 方园报道：5 月中旬，黑

龙江省齐齐哈尔军分区组织全市民

兵教练员在碾子山区民兵训练基地

进行封闭式集训。除了学习党史军

史、民兵建设法规制度等知识外，他

们还聘请现役部队优秀教练员对教

案编写、试讲试教等课目进行指导教

学，进一步提高民兵教练员组训施训

能力。

本报讯 刘立国、崔建伟报道：5 月

18 日，河北省军区邢台干休所文化活动

中心，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红色歌曲将人

们带回到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92 岁高龄的离休干部王俊元非常

喜欢听红歌，每周都去活动中心参加音

乐党课活动，有时还会唱上几首。他说：

“每一首红歌的背后都有一段感人的故

事。大家一起歌唱党和国家，一起温习

党史军史，有意思更有意义。”

利用音乐党课让党史学习教育“活”

起来，是邢台干休所开展“同心向党·百

年初心”献礼建党百年系列活动的一次

探索。他们通过“五个围绕”提升基层党

史学习教育热度：围绕“百年征程”，打造

党史学习教育长廊，利用户外 LED 电子

屏、宣传展板营造浓厚学习氛围；围绕

“百年历史”，在每周二集中组织学习党

史军史，听红色故事、唱红色歌曲；围绕

“百年初心”，精选百封红色家书，讲好

英烈故事；围绕“百年伟业”，面向基层

征集心愿，办好百件实事，提升群众幸

福感；围绕“百年梦想”，开展“党建共建

汇良策”活动，建诤言献良策，激发党建

强大活力。

干休所副所长胡国华告诉笔者，他们

以系列活动为抓手，把学习热情转化为推

动工作落实、为群众办实事的不竭动力。

“这个地方是我们晒太阳的宝地。”

离休干部王一栋指着脚下翻建一新的

休闲运动广场高兴地说。就在几个月

前，这里还是一块“下雨全是泥、刮风都

是土”的荒地。1 个多月前，干休所对这

一区域进行了路面硬化，修建了水泥平

台，还添置了一批体育设施供老干部日

常使用。

更换楼道内的破损玻璃、新建多个

垃圾临时存放点……在“办好百件实事”

清单中，一桩桩看似平淡寻常的小事，温

暖着干休所里的每一位居民。笔者了解

到，“办好百件实事”清单上的所有事项

已认领完毕，目前已办结 45 件。

河北省军区邢台干休所

唱响红色歌曲 办好暖心实事

日前，河南省舞阳县人武部会议室

内，26 名来自该县各乡镇和局委的青

年干部齐聚一堂，参加党史学习教育交

流活动。他们都是该县近期新到岗任

职的青年干部。

“一周前，在县委党校听了人武部

部长王体振的授课，深受启发。授课不

到 1 个 小 时 ，没 听 过 瘾 。 这 次 来 人 武

部，就是想再听听。”刚一落座，来自该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关朝阳便道出此

行的初衷。

“红九军是在咱们舞阳县下灃河店

村打响了武装起义第一枪。1930 年 7

月 30 日，起义部队到达舞阳、叶县、方

城交界处的望夫石山南坡后，举行了红

九军誓师大会，并对部队进行了重新整

编……”谈起舞阳县的红色革命历史，

王体振如数家珍。

党史学习教育启动后，人武部党委

第一时间组织人手搜集整理当地红色革

命历史。部长王体振以《河南省舞阳县

下灃河店村——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

在此诞生》为题，写的一篇万字长文被转

载到新媒体平台后，圈了一拨“粉丝”。

“燃！”来自马村乡政府的秦思远郑

重地在笔记本上写下这个字。“虽然我

是地地道道的舞阳人，但我对舞阳县斗

争史、红九军革命史了解不多。这堂必

修课‘补’得很及时、很解渴！”秦思远告

诉笔者。

一堂别开生面的教育课，在青年干

部心底打下深刻烙印。来自县委党校

的刘茂恩告诉笔者：“军人讲红色故事，

更具说服力、感染力。这不仅是补‘精

神之钙’，还让我明确了自身所肩负的

国防责任和义务。”

“补课”+“补钙”
■梅亚洲 本报特约通讯员 王士刚

5月 10日，新疆军区某部组织官兵开展轻武器实弹射击训练。列兵李帅（左六）和列兵张杨杨（右四）在实弹射击中打

出满环的好成绩，战友们称呼他们为“满环射手”。 黄飞皓摄

傍晚时分，暮色四合，民兵应急连

副连长李国辉将消毒喷雾箱卸下，缓缓

坐在马路牙子上，双手捏成拳头，来回

捶打刚刚放平的双腿。

5 月 18 日，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民

兵应急连党员突击队奉命对该市浙东

商贸城进行全面消杀。

队员们背着近 40 公斤重的消毒喷

雾箱，来回奔波在物资补给点与楼栋之

间。已经整整一天了，民兵卢兴超的耳

朵被 N95 口罩勒得生疼，呼吸不顺畅，

很难受。刚将手伸到耳边，想把口罩摘

下来喘口气，就被李国辉厉声叫停。“口

罩都戴好！在这么危险的地方还敢把

口罩摘下来？”

5 月 13 日，六安市卫健委通报，发

现 1 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该市迅速

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开展流调追踪、隔

离管控、核酸检测、环境消杀等工作。

看着电视里循环播报的新闻，正

在值夜班的李国辉警觉地跑进民兵武

器装备库，将防疫物资、器材仔仔细细

盘点了一遍。不一会儿，他便接到区

人 武 部 战 备 值 班 室 打 来 的 电 话 ：“ 国

辉，把民兵党员收拢一下，看看哪些能

上一线，随时做好准备。”挂断电话，李

国辉立刻联系应急连指导员符德虎召

集人员。

接到电话，符德虎马上着手联系队

员。每次遇有急难险重任务，民兵党员

突击队都冲锋在前。

不到半小时，一支 30 人的党员突

击队很快组建起来。队伍里的大多数

人都执行过去年的抗疫、抗洪任务。第

一个报名的是民兵黄玮，参加过抗震救

灾、森林灭火、疫情防控等任务，经验丰

富，是民兵应急连的骨干。

5 月 14 日，六安市将裕安区浙东商

贸城和百川明庭小区定为疫情中风险

地区。当日，裕安区民兵党员突击队立

即进驻，协助地方防疫部门执行环境消

杀、小区封控等任务，并协助医护人员

开展核酸检测。

这几天，李国辉接到的求助电话不

下百余个。眼下，这支罩在防护服下的

迷彩队伍成了让全城百姓最安心、最踏

实的队伍之一。

5 月 18 日中午，刚端起盒饭扒拉了

几口，李国辉的电话又响了。挂断电

话，他对符德虎说：“新任务来了，明天

整个城南镇都要消毒。”说完，李国辉愣

了下，继续讲：“这个镇，单是居民楼就

有 78 栋，明天需要调集的人员和装备，

都是问题啊！”

饭是顾不上吃了，饭盒放在一边，

两人就地召集人员开党小组会，商量解

决人员和装备的问题。

“大家注意了，明天的消杀任务较

重，人员、物资都很紧缺。大家都在各

自朋友圈里喊一喊，出人出力，我们都

热烈欢迎！”党小组会结束后，李国辉立

即和人武部对接物资需求，符德虎则开

始动员战友和退伍老兵加入志愿者队

伍，黄玮也组建起了志愿服务群。

3 个人紧锣密鼓展开“众筹”。半

天时间，志愿者队伍达到 200 多号人，

绝大多数都是退伍老兵。他们通过朋

友圈找到民兵党员突击队，主动提供防

疫物资的群众也越来越多。

“退役不褪色，该站出来的时候，咱

绝不含糊！”“六安加油！”看到群里的接

力信息，李国辉的眉头终于舒展开来。

5 月 19 日凌晨 1 时，喧闹了一天的

微信群逐渐安静下来，李国辉将消杀器

材一字排开充电，还拍了段视频发到群

里——“都已准备就绪。哪里有危险，

我们就往哪里上！六安加油！”

图①：六安市裕安区民兵党员突击

队配合医护人员为社区群众进行核酸

检测。 邓元生摄

图②：六安市裕安区民兵党员突击

队整齐列队，即将奔赴疫情防控一线。

田凯平摄

抗击疫情，民兵党员冲上前
—安徽省六安市民兵应急连党员突击队抗疫见闻

■本报记者 蔡永连

任 宝 璋 ，河 北 大 城 人 ，原 第 68 军

204 师 611 团团长。1928 年出生，1945

年 2 月入党，1945 年 8 月入伍。1951 年

5 月入朝作战，参加过 1951 年夏季防御

作战、1953 年金城战役等。1988 年被

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我那年10岁。当年8月18日，日军占领

我们村，祖父和父亲被鬼子杀害。家里

没钱买棺材，就用草席裹着草草下葬。

为让姊妹们吃饱饭，我在县城当小

工，什么苦都吃过。由于有点文化底

子，1944 年，我被介绍到小学当教员，

后来又被推荐到县里当民政助理。

当民政助理，干的是和老百姓打交

道的事。我坚定执行党的路线政策，一

边坚持对敌斗争，一边发动群众搞好生

产。老百姓对党感情深，工作好开展，我

深受感染，希望也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1945 年 2 月 ，组 织 上 有 人 问 我 ：

“想不想入党？”“做梦都想。”我毫不犹

豫回答。他又问我：“为什么入党？”“为

了打鬼子，给亲人报仇，让百姓不再过

苦日子！”我脱口而出。经过组织考察

谈话，由王震、邢建华两名同志介绍，我

秘密加入党组织。

1945 年 8 月，冀中九分区向县里

要 6 个人，送到部队学习有线电通信，

条件是中共党员、高小文化程度、18岁

至 25 岁。我符合条件，组织上就推荐

我去参军，成了一名通信兵。

当通信兵很苦。部队主力到达前，

我们要提前把通信线路敷好、试通，部

队移防后，再由我们收尾，把线路撤回

再收好。那时候枪支弹药少，通信兵基

本不配枪，但要携带装备器材。遇到敌

军，我们就和他们比脚力，钻进青纱帐

和他们“捉迷藏”。

1950年 11 月，所在部队被改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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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 月，我入朝作战。面对强大对手，

我们没一个认怂的。在我们心里，党是

依靠、是主心骨。入党那天，我就把生

命坚决地交给了党。

美军武器先进，军事素质也不赖，

但他们缺少信仰。只要有一个退缩的，

余下的就会跟着退败。了解这一点，我

们打仗时就紧盯着他们队伍里带头的

那几个。解决那几个，往往就能打击一

大片。屡试不爽。

入党多年，接受党的教育，让我看

问题、想问题的方式有了很大转变。停

战协议签署后，交战双方商定互相交换

战俘，并协议在非军事区相互移交死亡

战俘的尸体。

听说要给敌军收殓，大伙很有情

绪，都不愿意。党支部召集党员开会：

“为敌军收殓，不仅是出于国际人道主

义精神，也更能体现我们作为战胜者的

良好素养。”听了这些，大家慢慢想通

了。查找、挖掘、识别、登记、转运，干了

近两个月，我们收殓了百余具美方军事

人员遗体，为顺利组织交战双方移交死

亡战俘尸体工作做了些贡献。

入了党，就要坚决听党话、跟党走，

党叫干啥就干啥。1967年 3月，原济南

军区抽调我参加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

的相关工作。当时，我是第 68 军司令

部防化处处长。上级只说有任务，谁都

不知道具体情况。离开部队，先去北京

接受防化知识培训，再坐火车到新疆，

遂行秘密任务。一去就是 3 个月。任

务结束，基地交代我们，回到单位只能

向军长、政委报告有关情况，不得向任

何人透露任何信息。我严格落实“上不

告父母、下不告妻儿”的要求，一直守口

如瓶。人的一生能够见证这样重大的

历史事件，是何等幸运啊！

我这一辈子，党给我的多，我给党的

少。有生之年，我想着还能为党和人民

做点啥？前几年，我签署了遗体捐献协

议书，这是我对社会最后的一点贡献。

（本报记者 王少亭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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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中旬，广东省揭阳军分区组织民兵教练员集训，进一步提高民兵教练员

组训施训能力。

阎 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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