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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艺、记者宋芳龙报道：

“真是没想到，来洞头不仅能游山玩水，

还能看到‘霸王花’训练，太棒了！”5 月 4

日，浙江省台州市民王先生扶老携幼来

到温州市洞头区旅游，恰逢洞头先锋女

子民兵连军营开放日。近距离接触飒爽

英姿的海霞女民兵，一家老少兴奋不已。

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连长陈盈盈告

诉记者，从 5月 1日至 4日，该连连续举行

军营开放日活动，把党史学习教育和海

霞精神传承的课堂搬到营区，通过升旗

仪式、军事课目演示、海霞民兵史讲解等

形式，展示新时代海霞女民兵风采，进一

步强化游客爱国主义精神和国防观念。

上午 10 时，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

进行曲》，由 19 名女民兵组成的国旗护

卫 队 ，迈 着 整 齐 的 步 伐 缓 缓 走 向 升 旗

台。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现场近千名

游客自发唱起了国歌。随后，24 名女民

兵携 56 式礼兵枪展开队列演示，队形整

齐划一、劈枪动作干净利落，现场“圈粉”

广大游客。

军营开放日活动中，洞头先锋女子

民兵连还借助本地媒体平台进行现场

直播。不到一小时，网易洞头直播平台

观看人数就高达 16 万余人，并赢得众多

网 友 发 弹 幕 支 持 ：“ 海 霞 女 民 兵 太 帅

啦！”“海霞女民兵棒棒的！”“向海霞女

民兵致敬！”

“通过举行军营开放日活动创新党

史学习教育形式，有效扩展了横向辐射

范围，使党史学习教育的内容更丰富，形

式更多样，更受大家欢迎。”温州市洞头

区人武部部长陈细团告诉记者：“后续我

们还会继续推出海霞营地军营开放日系

列活动，以此献礼建党百年华诞，并向全

社会展现新时代海霞女民兵的精神面貌

和使命担当。”

浙江温州创新党史学习教育形式

军营开放日 红色大课堂

本报讯 张文杰、记者贺志国报道：

“信仰如旗，凝聚磅礴的力量；理想如炬，

照亮前进的方向。百年党史，书写的是

历史，叙述的是奋斗，探索的是规律，启

示的是当下，照亮的是未来……”5 月 18

日，内蒙古军区综合训练队理论教研室

助理讲师何艺走上演讲台，结合本职工

作抒发对党的深情。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内蒙古军区开展“人民军队忠于党”歌

曲 演 唱 、“ 在 党 的 旗 帜 下 前 进 ”主 题 征

文、“红心向党”强军故事会等兵味战味

浓 郁 、官 兵 喜 闻 乐 见 的 群 众 性 文 化 活

动，让大家在沉浸式学习教育中进一步

强化使命责任感、职业尊崇感和岗位荣

誉感。

“《马桑树儿搭灯台，一生只等一人

归》这首民歌好听，背后的故事更加动

人。满满两只木箱子的马桑树叶子，映

射出贺龙的堂弟贺锦斋之妻戴桂香 67

年的执着坚守，见证了丈夫为之献身的

新中国蒸蒸日上、沧桑巨变。”官兵的情

感，伴随警卫勤务队副队长王天佑的讲

述掀起波澜。

记者在演讲现场看到，选手们紧扣

奋斗强军主基调，以小见大、多层次多维

度呈现官兵追逐强军梦、强国梦的生动

故事，全场官兵不时响起阵阵掌声。据

了解，下步他们还将开展党史军史知识

竞赛、精品课评比活动，组织重温入党誓

词、学习党章、“七一”主题党日团日、党

员过“政治生日”等活动，不断砥砺官兵

的初心使命，以只争朝夕、奋发有为的姿

态投身练兵备战热潮。

内蒙古军区组织“青春心向党、强军担重任”演讲

把对党的爱大声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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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时 来 亮,山 西 省 晋 城

人，1927 年生，1946 年 6 月入伍，同年

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过临

浮战役、晋南战役、豫西战役、淮海战

役、渡江战役等 100多次战斗。历任战

士、班长、连长、营长、团参谋长等。

1946年 7月我跟随部队攻打赵城

孙堡。那是我第一次上战场，十分紧

张。想着自己是在为人民利益而战，

决不能后退半步，我鼓起勇气，冒着枪

林弹雨和战友们一起冲了上去。

1946 年 9 月，我们第 4 纵队在陈

赓司令员的指挥下，将国民党整编第

一旅围困在陈堰村。当晚，敌军大部

就被歼灭了。第二天天刚亮，我跟着

班里战友去追击残敌，在一个大院中

俘虏了 8 名敌军。其中，有一个人神

情慌乱，他上衣着士兵服，脚下却穿着

马靴，还戴着金丝眼镜，回答问题也是

吞吞吐吐的，十分可疑。后来，我们发

现他竟然是国民党中将旅长黄正诚。

“共产党员有一分光就要发一分

热。”从 1946年 11月宣誓成为一名共

产党员后，这句话一直牢记在我的心

里。如今我年纪大了，力量有限，但我

也要努力发挥余热，当好党史军史的

宣讲人，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去教育更

多的人永远爱党信党跟党走。

（本报记者郭冬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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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3 日 晚 ，云 南 漾 濞 一 中 安 置

点，高三学生在室外挑灯夜战，备战高

考。身后的操场上，民兵骨干忙着将

矿泉水、折叠床、被褥等生活物资悄悄

搬进帐篷。校门外，另一支民兵分队

正在进行安全巡查。带队的民兵应急

连连长孟灿义告诉记者：“因为地震，

全县中小学校都停课放假了。但对高

三学生来说，还有两周就高考了，关键

时期不能松劲。我们全力做好保障，

让孩子们少分心，踏实复习，平平安安

地备战高考！”

漾濞县发生 6.4 级地震后，大理军

分区官兵和民兵预备役人员紧急展开

救援行动，一个个镜头温暖人心。

“秀岭村发生大地震了，有房屋倒

塌……”5 月 21 日晚 21 时 50 分许，漾濞

县委副书记陈庚昌的电话，让人武部部

长熊庆锋的心揪了起来。

“地震发生后，全县民兵迅速动员，

做好随时集结出动准备。”熊庆锋告诉

记者，除了车辆检修、油料加注，他们还

在苍山西镇秀岭村、花椒园村预置储备

了救灾物资。接到灾情通报后，人武部

干部职工和民兵应急分队立即出动。

仅 32 分钟，第一批救援人员即到达震

中秀岭村。此时，刚刚跑出家门的老乡

们大多站在玉米地里，惊魂未定。看到

快速赶到的迷彩部队，不少人长出了一

口气：“部队来了，心里踏实！”

当 天 夜 里 ，救 援 民 兵 冒 着 6 次 余

震，从山上走到山下，对全村 80 户 299

人逐一排查，帮助疏散安置。

“要有安全保暖的住所，还要吃上

热乎的饭菜，群众心里才能踏实。”大理

军分区调集野外炊事挂车来到安置点，

为受灾群众免费提供一日三餐。红烧

排骨、包菜炒肉、大葱炒鸡蛋、西红柿鸡

蛋汤……午饭时分，热乎乎的饭菜端上

桌，漾濞县人武部安置点的 20 多位村

民围拢上来。打好饭菜后，大家蹲坐在

树下阴凉处吃了起来。56 岁的村民梅

朝根告诉记者：“有政府的支持，有官兵

的援助，我们一定能够战胜灾害。”

在距离震中秀岭村直线距离只有

500 米的河西村，102 岁的张美芝老人

遇到了难题——震后，她和村民一起被

转移到村委会安置点集中居住，老人听

力不好、又大小便失禁，怕影响其他人，

家人又将她背回了自家危房。“能否单

独搭建一个帐篷？”老人的女儿向救援

民兵提出请求。“要确保每一名群众的

安全！”人武部领导当即同意了。平整

场地、搭建帐篷、修挖排水沟、摆放折叠

床，民兵们很快为老人搭建好了新家。

“老乡，可不能私自回家，牲口我们

会照顾好的。”“有事请跟我们讲。”5 月

23 日晚，忙碌了 2 天 2 夜的漾濞县苍山

西镇 30 余名基干民兵依然坚守在秀岭

村，对每个帐篷安置点和受灾房屋进行

巡查，防止群众夜里回到危房住宿。“受

灾群众都被集中安置在救灾帐篷里，有

些群众担心家里牛羊挨饿，想回家照

料 ，一 旦 发 生 次 生 灾 害 ，后 果 难 以 预

料。”熊庆锋介绍，他们在每个帐篷安置

点分散部署民兵，日夜不间断地进行巡

查 ，做 好 劝 说 工 作 ，防 止 群 众 私 自 回

村。同时，安排民兵待天亮后与村民一

道照料牲畜。

24 日凌晨 2 时，站在秀岭村俯瞰漾

濞县城，灯火通明，一切井然有序。帐

篷内，传来受灾群众安心入眠的微鼾

声；帐篷外，救援民兵轮岗巡查，悄然

守护……

云南漾濞震区

民兵“撑”起一方平安
■王震梁 本报记者 柯 穴

左图：5月 23日晚，漾濞一中高三学生在室外挑

灯夜战。 李发兴摄

右图：学生在室外学习，不远处，漾濞民兵在

检查帐篷安全情况。 黄俊锋摄

5 月 24 日清晨，青海省果洛州玛多

县黄河乡寄宿学校操场救援安置点，

伴随着孩子们嘹亮的国歌声，鲜艳的

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在果洛军分区官

兵、民兵的全力协助下，受灾最严重的

黄河乡藏文寄宿学校全面复学复课。

玛多 7.4 级地震发生后，果洛州军

民众志成城、万众一心，全力保障抗震

救灾各项工作有序快速推进。由于地

震，校舍受损，当地政府在黄河乡、花

石峡镇、扎陵湖乡等临时安置点搭建

了多个帐篷教室，保障孩子们在高原

顺利复课。

在玛多县黄河乡，学生住进帐篷

后，军分区官兵、民兵丝毫不懈怠，每晚

都要挨个帐篷去查看孩子们的就寝情

况。巡查中，军分区领导了解到，有的帐

篷里有些潮湿，不利于孩子的身体健

康。于是，军分区立即行动起来，为学校

捐赠 150 张折叠行军床，并为每名学生

赠送一套书包文具。行军床铺好后，学

前班的孩子们高兴地在床上蹦蹦跳跳。

“看到孩子们在帐篷教室里欢快

地学习，一切的辛苦付出都值得。”该

军分区领导介绍。为确保尽快复学复

课，军分区官兵、民兵在完成住宿帐篷

搭建后，克服强烈的高原反应，顶着雨

雪，分秒必争地投入到临时教室搭建

中。架棚杆、盖篷布、绑绳结，建成的 6

间临时教室温暖防风、结实稳固。

在操场正中庄严的党旗旁，学生

们簇拥着玛多县人武部政委张能华，

为他戴上红领巾。作为临时课外辅导

员，张能华围绕党旗、国旗和人民军队

的性质宗旨给学生们上了一堂爱国主

义教育课。“不论海拔有多高，不论山

路 有 多 远 ，党 和 人 民 的 关 怀 永 远 都

在！”张能华对学生们说。

青海果洛震区

“帐篷教室”书声琅琅
■白 皛 常 尧 本报记者 石宁宁

左图：学生们在帐篷教室上课。

右图：民兵运送搭建帐篷教室所需物资。 白 皛摄

震区里的暖心故事
—云南、青海地震救援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