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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林野、高巍报道：“我们要

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效转化成办实事、解

难题的实在成果，协助驻地部队开展英

模人物归建活动，就是把学、讲、做紧密

结合了起来。”5 月 18 日，黑龙江省齐齐

哈尔市委书记、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李

玉刚主持召开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

小组第三次全体会议，对军地有关部门

助力陆军某旅开展英模人物归建活动

的做法表示肯定。

去年年底，陆军某旅开启英模人物

归建活动，为该旅革命战争年代 12 名

英模人物寻找老连队。今年年初，在军

分区牵头组织下，10 余个军地部门参

与进来。4 月底，英模人物隶属关系全

部认证完毕。

陆军某旅前身是鄂东北红军独立

团，自 1934 年 11 月组建后，历经 13 次

体制编制调整，参加大小战斗千余次，

被誉为“铁锤子部队”。革命战争年代，

该部涌现出 18 名战斗英雄，但由于单

位历经多次转隶、整改、撤编以及交接

不明确等原因，直至去年，仍有 12 名战

斗英雄尚未确定隶属于哪个营连。

“这项工作需要进行大量缜密的历

史考证，难度特别大。”齐齐哈尔军分区

领导介绍，由于该旅历经调整改革次数

较多，战斗英雄事迹和重要史料大都不

够完善。以原志愿军第 23 军 73 师 218

团 6 连 2 排副排长、二级战斗英雄李英

才为例，起初旅史只记载了他在抗美援

朝战场上的英勇表现，而对他生前所在

部队的历史沿革只字未提，其他战斗英

雄的史料记载也有不同程度的缺失。

为保证活动顺利推进，军分区牵头

组织市委宣传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等

10 余个部门召开了任务部署会，明确

了各部门配合职责，还指导各县（区）人

武部设立联络员，负责线索收集和协调

对接工作。史料的收集核对是寻找认

证的关键环节，为确保过程严谨、结果

权威，军分区联合市委宣传部组建了包

括参战老兵、大学教授、博物馆馆长在

内的党史军史专家认证组。

“英雄是闪耀军史的精神符号，是

官兵学习的行为标杆。请老一辈革命

英雄归建连队，就像在官兵身边燃起了

一束不灭的精神火炬，能够更好地引导

大家坚定信念、砥砺前行。”参战老兵、

专家认证组成员于万春介绍，党史专家

认证组和该旅旅史研究小组多次赴图

书馆、档案馆查找史料，甚至到中国人

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求证。经过不懈努

力，他们首先完成了“华东一级人民英

雄”许柏华归建营连的工作。

许柏华归建营连的工作让该旅熟

悉了军地协调方法，为寻找认证工作打

开了局面。该旅副政委王伟介绍，为找

到于树昌烈士的亲属，他们坚持与原志

愿军第 23 军的老前辈，以及部队当年

负责旅史编纂工作的老领导保持密切

联系，先后派人持军分区、退役军人事

务局开具的介绍信到上海、福建、北京

等 6 省（直辖市）9 地，采访 16 名参战老

兵及其亲属，搜集整理了近 6 万字的认

证材料。

“迎接英雄归建营连，既是对英雄忠

魂的告慰，更是对历史的负责。”依据军

地部门提供的线索，该旅基层官兵也积

极参与寻找认证工作。合成一营几经波

折联系到许柏华的孙子许洛源，将其请

回连队补充烈士事迹材料；装步一连文

书秦志强休假期间赶到千里之外的上

海，走访该连第18任文书、90岁高龄的老

班长杨耀勤，将其口述“特级战斗英雄”

黄世荣的感人故事整理编入连史……

“市委、市政府有关部门先后与该

旅开展了清明祭扫、慰问英烈子女等活

动，助推英模人物归建工作高质量完

成。”该市领导表示，驻军英雄事迹是当

地红色文化资源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还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志愿服务

队，开展归建英雄事迹宣讲，浓厚寻英

雄、学英雄、做英雄的浓厚氛围。

上图：5 月 17 日，该旅装步一连在

野外驻训场组织党史学习教育，引导官

兵苦练杀敌本领，争当英雄传人。

许 冲摄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委、市政府和军分区助力陆军某旅开展英模人物
归建活动，历时近半年为 12名英模人物找到老连队—

战斗英雄“回娘家”
本报讯 谢昕澳、特约记者胡绍

武报道：“叔叔，这是什么？”5 月 8 日，

一辆满载老物件的军用卡车缓缓驶

入 江 苏 省 徐 州 市 沛 县 张 庄 中 心 小

学。还没等这个“移动博物馆”全部

打开，满怀期待的学生就围了上去。

看着一张张泛黄的粮票、一枚枚纪念

章和一件件老式生产工具，学生们兴

趣十足。

“这根小竹竿是特等支前功臣唐

和恩用过的，上面刻满了鲁苏皖三省

88 个地方的名字，记录下 3000 公里

的人民支前路线图……”徐州市泉山

区人武部副部长刘海涛担任现场讲

解员，详细地为学生讲述着每一个老

物件背后的故事。

党史学习教育中，江苏省徐州军

分区会同当地宣传、教育等部门联合

开展“移动博物馆”进校园活动，让学

生通过辨识物件、现场体验、聆听故

事等方式，把红色传统、红色记忆刻

入脑海。

活动前期，该军分区通过发动老

党员、老军人、社会爱心人士捐赠，以

及向淮海战役纪念馆、徐州博物馆借

用 等 方 式 ，共 收 集 到 200 余 件 老 物

件。到校展示的老物件以革命文物

为主，还有一些当地群众用过的生产

生活工具，全都经过专业人士甄别和

筛选。

“今天我体验了‘小推车’，很难

保持平衡。淮海战役，革命先辈们

推着小车为前线运送物资，可想而

知当时是多么难、多么累。”在徐州

市民主路小学参展时，学生们体验

了革命战争年代民兵支前运粮的独

轮车。展示现场，四年级少先队员

李知遥还带来了一枚太爷爷的作战

奖章，和同学们一起分享太爷爷的

战斗故事。

“‘移动博物馆’把生动鲜活的历

史教材送到了学生面前，调动了他们

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军分区政治

工作处主任周磊介绍，不少老物件已

经很难见到，尤其对学生们来说，更

加陌生。他们还兼顾城乡红色教育

资源分布不均匀的现实，有意将活动

向偏远地区学校倾斜。

据了解，活动自 3月份启动以来，

“移动博物馆”已走进徐州市 9所中小

学校，吸引 2万余名学生参观学习。

上图：徐州市民主路小学生体验

支前民兵运粮“小推车”。胡绍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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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宋倩报道：“聂荣臻元帅

纪念碑高 22.8 米，寓意 1922 年 8 月聂荣

臻元帅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碑长

582 厘米，寓意 1958 年 2 月聂荣臻元帅

被指定为我国导弹试验靶场建设总负

责人，主持‘两弹一星’研究工作……”5

月 13 日，空军某基地红旗讲解团来到

东风革命烈士陵园，为红旗小学师生讲

解我国航天事业史。

东风革命烈士陵园始建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园内安葬着 760 多位革命英

烈。他们为我国航天事业做出突出贡

献，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航天奇迹，是中

华民族的脊梁。“一部航天事业史，就

是一部精神传承史。5 月 14 日是聂荣

臻同志逝世 29 周年，能在今天与师生

共学党史很有教育和纪念意义。”红旗

讲解团成员、基地工程师李德强告诉

笔者。

烈士陵园内，苍松掩映，红柳成行，

象征东风人扎根戈壁、志在航天的东风

革命烈士纪念碑直指苍穹。在红旗讲

解团的引导下，学生们瞻仰了陵园内的

重要纪念设施，聆听了中国航天人的艰

苦奋斗故事。红旗小学校长吴雪垠表

示：“东风人对航天事业的爱，已经超越

了 亲 情 、爱 情 ，甚 至 超 越 了 自 己 的 生

命。他们的事迹可歌可泣、催人奋进，

是学生们成长成才的精神营养，也是我

们教职员工的工作动力。我们要牢记

教书育人职责，努力为国家和国防建设

培养更多接班人。”

“红旗小学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基

地官兵子女。虽然学校位置偏僻、远离

城市，但孩子们的思想不能偏远，要积极

传承和弘扬‘东风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摆正人生航向。”基地某部政治工作部主

任王国华介绍，他们定期组织官兵走进

校园、走上讲台，开展互动式、启发式、交

流式教学活动，着力打造“红色课堂”，推

动党史学习教育和国防教育同步开展，

建立完善部队学校共教共育体系。

空军某基地与驻地学校携手打造“红色课堂”

“东风精神”育后人

本报讯 记者刘松峰报道：5 月 17

日，河北省军区举办河北革命军事馆文

物捐赠仪式。社会收藏人士现场捐赠了

118 件珍贵革命文物。

“建设河北革命军事馆，旨在展示我

党领导河北革命武装斗争史、新中国国

防建设史和新时代强军兴军伟大实践，

延伸展示军事历史文化和兵要地志，着

力打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史

军史和优良传统、军事科技和武器装备

知识、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全民国

防教育‘五个课堂’，是一项重要的红色

工程。”河北革命军事馆筹建工作领导小

组副组长、省军区副政委要文须介绍，根

据中央军委办公厅和中央军委国防动员

部部署要求，河北省委、省政府、省军区

研究确定筹建河北革命军事馆。

2019年，省委召开议军会专门对此项

工作作出部署，并成立筹建工作领导小组

及办公室，全面展开各项筹备工作。据了

解，文物征集范围主要分为 3大类：反映河

北军事历史文化内容，中国共产党在河北

领导革命武装斗争，以及战争年代人民军

队在燕赵大地的丰功伟绩和驻冀人民解放

军、武警部队、民兵预备役参加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伟大实践的文物展品。截至目

前，已征集文物实物500余件。

“做好革命文物征集工作是军队和

地方的共同责任，必须以对革命历史负

责、对国防建设负责、对人民群众负责的

态度，把革命文物征集好、保护好、管理

好、运用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应有的教

育价值。”仪式上，保定市莲池区爱国拥

军促进会会长、保定市太行博物馆馆长

孟宪恒捐赠文物 62 件。孟宪恒自 1997

年开始红色收藏，跑遍全国进行收集，

2017 年自筹资金建起了保定市太行博

物馆，义务为市民普及国防教育。

据了解，当日捐赠给河北革命军事

馆的文物中，包括抗战时期保定铁路游

击队使用的破路工具、抗战支前物品、

敌后武工队缴获的日军自行车、日军指

挥刀以及日军发行的侵华画册等侵华

罪证物品。省军区领导向捐献文物人

士颁发了《捐赠荣誉证书》，赠送了《燕

赵军魂·红色印记》画册。

河北省军区举办河北革命军事馆文物捐赠仪式

社会收藏人士捐献百余件革命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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