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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立千仞，涛声依旧。即使江边

草木茂密如织，也难掩红军突破乌江

时的艰险。

5 月 27 日，记者来到位于贵州省余

庆县大乌江镇的“突破乌江”纪念园，

探访红军足迹。只见“突破乌江”主题

雕塑高高耸立，雕塑高 19.35 米，寓意红

军 1935 年突破乌江。

2015 年 6 月 16 日，习主席到遵义

考察，在参观遵义会议陈列馆时，询问

讲解员：“乌江渡口还是原貌吗？”并叮

嘱“要给大家好好讲，告诉大家我们党

是怎么走过来的。”

当年红军突破乌江的迴（回）龙场

战 斗 遗 址 ，就 在 距 离 纪 念 园 约 2 公 里

处。岸边的石碑上，“迴龙场”三个大

字苍劲有力。1935 年 1 月 2 日，红一军

团第一师第一团在团长杨得志、政治

委员黎林带领下由此突破乌江，为攻

克遵义、召开遵义会议打开了通道。

渡口山水依然如昨，而渡江早已

不再依靠渡船。2009 年，大乌江特大

桥横跨两岸，当地群众的出行更加方

便，来这里探寻红军渡口，观光旅游的

人也越来越多。

位于渡口的红渡村也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走进红渡村，一排排民

房墙上的红五星格外惹眼。村委会主

任李洪发向记者介绍，以前村里多为

纯木结构的瓦房，现在家家户户都住

上了砖木结构的房子，有的还住上了

楼房。

“2014 年 ，红 渡 村 人 均 收 入 3770

元，2020 年提高到了 9800 元。”李洪发

说，以前村里因为资源匮乏、地理位置

偏僻，村民生活十分贫困。这些年有

了党的好政策，当地干部群众以突破

天险的精神，克服了一个又一个不利

因素，摆脱贫困。他们打造了红色旅

游和绿色农特产品“一红一绿”品牌，

村民的腰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好。

变的是蒸蒸日上的生活，不变的

是对长征精神的传承。长征时红军在

贵州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留

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突破乌江天险

就是重要的一处。为了更好地讲好红

军 故 事 ，将 长 征 精 神 发 扬 光 大 ，2020

年，当地在大乌江镇建成“突破乌江”

纪念园，包括沿江步道、突破乌江战役

纪念馆、红色教育体验场等。

在纪念园广场上，大乌江镇党委

书记韦继军正在组织讲解员培训。他

向记者介绍，现在来这里参观学习的

干 部 群 众 络 绎 不 绝 ，讲 解 员“ 供 不 应

求”。因此，他们从干部职工、基干民

兵中选拔人员组成新的“红色讲解员”

小分队，经培训后上岗。

纪念园还开发了实地体验项目，

游客可以通过渡船、徒步等方式，体验

当年红军将士渡江的艰辛。“以后我们

还会遇到很多难过的‘渡口’，不惧艰

险永向前的精神什么时候都需要。”韦

继军向新一批讲解员强调。

红色渡口今犹在，突破乌江开新局。

今年 2 月，习主席再次视察贵州，

实地察看乌江六冲河段生态环境，走

进新仁苗族乡化屋村看望乡亲们，强

调“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

贵州省军区积极响应统帅号令，

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开展“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做好“一部一村一校”

工作，倡议所属军师团三级单位分别

挂钩帮带一个行政村、对口援建一所

学校，助力乡村振兴发展。

“当年老区人民帮助红军造筏渡

江 ，今 天 我 们 帮 助 人 民 群 众 脱 贫 致

富。”抚今追昔，余庆县人武部政委熊

剑感慨道：“任凭时光流逝，军爱民、民

拥军的传统永远不会变。”该人武部挂

钩帮扶与大乌江镇毗邻的指挥村。在

帮建中，他们帮助发展以花椒种植和

林下养殖为主的村集体经济，纯天然

蜂蜜、红渡精米等“乌江牌”产品十分

畅销，特色农业产业越做越强。

在另外一个渡口，当年红一军团

第二师强渡乌江的江界河渡口，瓮安

县人武部依托江界河国家级风景旅游

区 资 源 优 势 ，按 照 靠“ 红 ”带“ 绿 ”、依

“旅”带“货”思路，发动所帮扶村组群

众发展果蔬种植，编绣“红色”文旅产

品，拓宽致富门路。部分绿色产品通

过“黔货出山进军营”，从乌江河畔走

进座座军营。

上图上图：：余庆县民兵在余庆县民兵在““突破乌江突破乌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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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军地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助力乡村振兴

昔日乌江渡 今日开新局
■兰国洪 本报记者 易恢荣

本报讯 邬军、记者晏良报道：“咱

们村地理位置特殊，家门连着国门，守

护家园就是保卫边关……”初夏，西藏

日喀则军分区派出国防教育宣讲小分

队，来到地处边境的岗巴县吉汝村的高

山牧场，为放牧守边的群众开展国防教

育。该军分区着力抓好动散条件下国

防教育，经常派出宣讲小分队在天边牧

场开通“流动课堂”，确保国防教育覆盖

全员、人人参与。

“国防教育对于增强群众国防观

念，凝聚强国强军共识，强化共同守边

护边意识具有重要意义。”该军分区领

导介绍，日喀则有帕里草原、帕羊草原

等多个牧场，地广人稀，群众多逐水草

而居，特别是夏季群众游牧，很难集中

组织国防教育。鉴于此，他们把国防教

育的触角前移，将课堂搬到天边牧场。

机关职能部门挑选理论骨干，以及情况

熟、语言通的民兵骨干加入宣讲小分

队，循着炊烟找目标，分析蹄印寻踪迹，

走一路讲一程。

纵马千里外，心系家国情。为搞好

教育宣传，宣讲小分队掌握每家每户的

去向，规划教育“路线图”；按照就近施

教、挂靠组学原则，由人武部或任务部

队负责实施；各单位组织野外拉练或巡

逻执勤返回时，官兵也会兼职担任宣讲

员，遇到游牧群众，就会随机上一堂国

防教育课。为增强国防教育的吸引力，

宣讲小分队把关心国防、热爱国防的大

道理，变为牧民爱听的家常话。遇到汉

语表达不畅的牧民，他们就用藏语授

课，讲解时尽量“看图说话”，让抽象的

知识变具体，方便牧民群众掌握。

“在西藏边防，放牧就是守边，走

到哪里都要关注边境安全，发现可疑

人员及时上报……”在帕里草原，刚刚

巡逻归来的军分区某部指导员邓发鑫

遇到放牧群众，当即展开宣讲。牧民

扎西感慨地说，国防建设与生产生活

息息相关，他要带头争做幸福家园的

建设者、神圣边关的守卫者。

此外，该军分区还将国防教育与征

兵宣传有机结合。据统计，近两年来，

日喀则市适龄青年报名应征入伍人数

平均增加 25.8%。随着宣讲小分队动

中施教的持续推进，牧民的国防意识、

国防观念不断增强，军民携手戍边已成

为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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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垫已经送到高原边防官兵的手

上了，您就放心吧！”5 月底，听到儿子张

松明的汇报，朱秀石老人开心地笑了，一

桩心愿总算完成。

5 月中旬，张松明受母亲委托，将他

和母亲一起手工制作的 100 双鞋垫送到

新疆军区营院。他对接收鞋垫的官兵

说：“我们希望将这些鞋垫送给在高原一

线驻守的官兵，表达对他们戍边卫国的

敬意。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现在的幸

福安宁生活。”

朱秀石老人 1922 年出生在湖南省

长沙市，1950 年她响应政府号召，跟随

丈夫一起来到新疆，见证并参与了新疆

的建设发展。

“今年已经百岁高龄（虚岁）的母亲

很喜欢看新闻，年初在电视上看到新时

代卫国戍边英雄的事迹后，老人家心里

很难受也很心疼。因为年轻的时候为

部队做过军鞋，就想着做些鞋垫送给边

防官兵，表达对解放军的一份心意。”张

松明说，“常听母亲讲，当年是党和国家

让大家过上了好日子，感恩共产党，感

谢解放军！”今年恰逢建党 100 周年，母

子二人决定做 100 双鞋垫，送给亲人解

放军。

虽然朱秀石年事已高，但是对鞋垫

的质量要求一点儿也不含糊。从选布到

打浆，她都让儿子选最好的材料，自己力

所能及地做一些工作。剪裁、刷浆、晾

干、脱浆、缝制，经过多道工序才能完成

一双鞋垫。

打包送走的时候，老人往箱子里装

了一些广告纸和几把剪刀，她担心战士

们拿到的鞋垫不合脚却没有剪刀裁剪。

张松明还仔细编写了一个如何裁剪鞋垫

至合脚的步骤说明，甚至还放了一卷胶

带，方便运送时打包。

老人在给官兵们的信中写道：“100

双 鞋 垫 送 给 你 们 ，表 达 我 们 的 一 份 心

意。你们的付出我们都记在心里，你们

的奉献我们万分感激！”

百岁老人情系高原边防官兵——

百双鞋垫送亲人
■宋 丽

66月月 11日日，，浙江省文成县人武部举办军营开放日活动浙江省文成县人武部举办军营开放日活动，，8080余名学生在家余名学生在家

长陪同下走进军营长陪同下走进军营，，学习国防知识学习国防知识，，体验部队生活体验部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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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周磊、特约记者胡绍武报

道：“这堂课生动有趣，还能实时互动，

很吸引人。”日前，江苏省徐州军分区在

接受上级赋予的思想政治教育试点任

务后，军分区政委李中双给睢宁县参加

备勤训练的民兵上了一堂微课，参训民

兵纷纷在“互动云空间”点赞留言。这

得益于该军分区积极借助地方教育和

科技资源，打造的“五朵云”思想政治教

育线上平台。

近年来，该军分区按照“大数据+

教育”模式，研发推出以“教育云课堂、

理 论 云 中 心 、互 动 云 空 间 、备 课 云 帮

手、心理云服务”为主要内容的“五朵

云”思想政治教育线上平台。该平台

瞄准实现教学模式开放化、理论学习

大众化、教育体验个性化、资源获取便

捷化、心理服务自助化、抓教组教精准

化，探索构建适应新时代发展的思想

政治教育体系，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提

质增效。

该平台具有大数据开放共享交互

的优势。“备课云帮手”设有优质教案、

备课素材、精品图库等模块，授课人可

以通过平台查找使用开放资源，上传高

水平教案，实现资源优化共享。在教学

互动上，授课人可以通过平台实时收集

学员反馈，对授课内容进行调整。

交互性是该平台的一大特点。“互

动云空间”设有论坛社区、活动展演、搜

索引擎等模块，形成了群众性互动性教

育生态。

“我曾在平台上获得不少帮助，解

决了我的思想问题。”泉山区奎山街道

民兵张启胜对记者说，前段时间他遇到

参加训练和照顾家庭之间的矛盾，不知

该如何解决，于是在平台上留言。很

快，十几条答复出现在留言下方，让他

很受启发，街道的专武干部看到后还登

门帮助他解开思想疙瘩。此外，军分区

充分利用云平台广泛开展讲党史、话国

防、谈体会等活动，开设“淮海国防论

坛”“晒晒革命‘老物件’”等互动栏目，

发动官兵在互动中学习提高。

该平台还注重运用算法等智能技

术，使教育更具针对性和吸引力。官兵

可以根据需要学习感兴趣的内容，算法

也会进行推荐。

江苏省徐州军分区推出思想政治教育线上平台

“五朵云”激发教育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