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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兵 工 作 进 行 时征 兵 工 作 进 行 时

本报讯 周晓松、记者徐文涛报道：

征兵宣传主动与辖区高校对接，人武部

办 公 大 楼 搬 迁 新 址 拉 单 推 进 ……6 月

初，已经确定列入转业对象的厦门市湖

里区人武部政委刘仁宇依然干劲十足地

投入工作和训练。据厦门警备区领导介

绍，像刘仁宇一样，不为进退走留分心走

神，仍然铆在工作岗位上的该警备区待

转业干部有 10 名。

今年干部转业工作展开后，该警备

区党委采取谈心交心、政策宣讲、讨论交

流等形式，认真抓好待转业干部思想教

育，针对待转业干部大多是人武部、干休

所主官的实际，引导他们发挥党员模范

带头作用，站好最后一班岗。待转业的

10 名干部饱含对部队的恋恋不舍，一如

既往干好本职工作。

坚 守 岗 位 传 帮 带 ，交 好 工 作 不 断

茬。集美区人武部部长聂辉得知列入今

年转业对象消息时，刚好赶上政委在外

学习。此时，党史学习教育、征兵宣传、

民兵整组、防汛备汛等大项工作正如火

如荼展开，但他没有因为即将离开部队

而放松标准要求，军政一肩挑，保证了各

项工作井然有序运行。

“哪怕下一刻脱军装，这一刻也要把

手头的事干好。”翔安区人武部政委陈

明夫是一名“老武装”，在部里先后与 4

任部长搭档过，转业在即，他没有一丝歇

歇脚的感觉。解决涉军纠纷、抓好专武

干部队伍建设、积极协调随军家属就业、

军人子女优待上学……这段时间，他的

工作安排得满满当当，一有重大任务，他

都坚持亲力亲为。

你为部队无私奉献，组织满怀深情

为你排忧解难。连日来，该警备区主动

联系上级军转部门和地方军转办宣讲安

置政策，请地方政府相关人员介绍岗位

分工等情况，并继续做好后续安置推荐

工作。

“如今，‘走留听组织的，工作看我们

的 ’已 成 为 警 备 区 全 体 干 部 的 自 觉 行

动。”厦门警备区领导介绍，虽然当前面

临人少事多、任务繁重的实际，但被确定

转业的多名人武部、干休所主官依旧带

部队斗志不减、抓工作标准不降。在他

们的带动下，广大官兵和民兵精神振奋，

纷纷表示要努力履职尽责，确保单位各

项工作任务圆满完成。

福建省厦门警备区 10 名待转业干部坚守岗位履职尽责

红心永远向着党 站好最后一班岗

本报讯 张雪璨、刘丽霞报道：伴

着弦乐四重奏的精彩演绎，《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新中国》《人民军队忠于党》

《光辉照儿勇向前》等歌曲响彻全场，台

下观众情不自禁跟唱。近日，河北省军

区石家庄第一干休所、河北省石家庄市

鹿泉区人武部联合石家庄长安区文化

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共同举办“学党史、忆

初心，砥砺前行开新局”文艺演出，把党

史学习教育形象化、生动化，受到军地党

员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

文艺演出期间，干休所的老干部为

大家讲述革命战争年代的故事。听着

他们的讲述，在场的所有人重温了昔日

那些难忘的峥嵘岁月。到场观看节目

的百岁老首长罗纪造说：“我们的民族

历经磨难才重新站立起来，我们饱受战

火洗礼才得到今天的和平，这一切都离

不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全国人

民的共同奋斗。”

“此次文艺演出，以‘感党恩’为出

发点，旨在营造爱党敬党的浓郁氛围；

以‘开新局’为落脚点，身体力行传承红

色基因，从百年党史中汲取前行力量。”

该干休所政委连清国说。

据了解，该干休所立足工作实际，

挖掘红色资源，充分利用多形式多渠道

开展宣传教育，统筹线上线下资源，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系列活动，教育广大党

员坚定理想信念、传承优良作风，激发

党员群众知史、爱党、爱国的热情，不忘

初心、砥砺前行。

河北省石家庄市军地丰富党史学习教育形式

重温红色经典 唱响红色旋律

蒙山巍巍，沂水汤汤。

在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沂蒙大地

上有这样一群女性，她们送亲人上前

线，用乳汁救护伤员，无私养育革命后

代，用柔弱的肩膀撑起了革命的半边

天，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的拥军奉献

之歌，被称为沂蒙红嫂。

地处沂蒙山区腹地的山东省临沂

市沂南县马牧池乡常山村，是沂蒙红嫂

明德英、沂蒙母亲王换于的家乡。抗战

时期，这里是著名的“红色堡垒村”。如

今，这里成为远近闻名的党性教育基地，

在古村民宅的基础上打造的沂蒙红嫂

纪念馆吸引着一批批党员干部前来参

观学习，聆听那段传奇般的感人故事。

走进常山村，也就走进了红色大课

堂。这里至今仍保留着古朴的村落、幽深

的石板巷、石板桥以及残破的老石屋、茅

草屋。这几年随着《沂蒙》《沂蒙六姐妹》

《沂蒙英雄》等多部影视剧在该村拍摄，

这里慢慢发展成为融影视拍摄、红色旅

游、休闲观光、爱国主义教育为一体的展

示红嫂精神的重要阵地和窗口。在纪念

馆里，各个展室以文、图、照片、声像、光、

雕塑和实物相结合，同时注重互动体验，

设置红嫂生活体验展区，让前来学习的人

们，以更直观生动的形式感受红嫂精神。

“我一来到这里就想起了革命战争

年代可歌可泣的峥嵘岁月。”2013 年 11

月，踏上山东临沂这片曾饱受战火洗礼

的土地，习主席感慨万千，“在沂蒙这片

红色土地上，诞生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

雄儿女，沂蒙六姐妹、沂蒙母亲、沂蒙红

嫂的事迹十分感人。沂蒙精神与延安

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

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结合

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

“搞好党史学习教育，必须盘活教

育资源、创新教育手段。”临沂军分区领

导介绍，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沂蒙精神，

他们聘请身边的“沂蒙新红嫂”作为党史

宣讲员讲述红色故事，官兵普遍感到可

亲、可敬、可信、可学，很受教育和启发。

在组织党史学习教育中，临沂军分

区组织官兵重走沂蒙人民当年支前足

迹。一路上，官兵们触摸石阶上的斑斑

弹痕，追忆着沂蒙人民在艰难岁月里拥

军支前的历史场景。在红嫂纪念馆，讲

解员于爱梅给官兵深情地讲解：“直到今

天还有人问我，为什么有上百万双军鞋

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我还是那句话：

因为我们相信党，相信解放军。”她的肺

腑之言，引起在场官兵的强烈共鸣。

“我是红嫂的后人，要把前辈们的

精神一直传承下去。”今年 69 岁的于爱

梅是先后抚养了 30 多名革命后代、8 名

烈 士 遗 孤 的“ 沂 蒙 母 亲 ”王 换 于 的 孙

女。退休以后她就当起了宣传沂蒙精

神的义务讲解员，从露天讲堂到如今的

党性教育基地教学点，这么多年她一直

坚持在这里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

部和学生讲述沂蒙红嫂的故事。

2016 年，于爱梅发起成立了沂蒙

精神传承促进会，她希望通过搭建平

台，吸引更多志同道合的人参与到传承

沂蒙精神的事业中来。目前，促进会已

发展了 300 多名会员，还在省外不少城

市设立了分会。

在沂蒙红嫂纪念馆，人们可以进行

拥军支前体验，听讲解、了解历史、认识

工具，也可以亲自动手体验烙煎饼。通

过体验的方式，寓教于乐，让前来教育

基地学习参观的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感

悟沂蒙老区人民无私奉献、艰苦奋斗、

爱党爱军的精神。

“每到节假日，都会有学校组织中小

学生来这里参观。有的孩子还拿起话

筒，当起了小小讲解员。”于爱梅介绍，目

前，“沂蒙红嫂纪念馆”被中央和国家部

委、省、市、县等 70多个部门和单位确立

为教育基地，每年约吸引 10万人次党员

干部和 30万人次各界群众前来学习，“红

色堡垒村”里的党史大课堂越办越红火。

上图：于爱梅为前来纪念馆参观的

小学生讲述沂蒙红嫂的故事。

徐兴春摄

走进沂蒙山腹地，倾听“沂蒙新红嫂”深情讲述沂蒙精神——

“红色堡垒村”里的党史大课堂
■本报记者 林 琳 刘永亮

6月 3 日，江苏省军区南京第十六离职干部休养所举行隆重而又简朴的

仪式，现场为 31位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 50年”纪念章。 邱殿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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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白斌、袁泽森报道：6 月 6

日 ，为 引 导 和 激 励 首 都 高 校 学 子 携

笔从戎，北京市举办“传承红色基因、

担当强军重任，2021 年国防教育暨征

兵 宣 传 进 校 园 活 动 ”，来 自 首 都 高 校

的 800 余 名 大 学 生 参 加 现 场 咨 询 和

报名。

活动现场，北京市领导宣读了表

彰 2021 年北京市优秀退役大学生士兵

的通报，北京卫戍区领导向首都高校

学子发出应征倡议。军地领导共同为

北 京 市 优 秀 退 役 大 学 生 士 兵 代 表 颁

奖，现役大学生士兵和优秀退役大学

生士兵代表分别发言，号召首都大学

生积极应征入伍，为实现中国梦强军

梦贡献力量。北京市征兵办在活动现

场设立征兵政策咨询台，为大学生答

疑释惑。

革命薪火代代相传，红色基因融入

心中。此次活动中，首都兵役征集工作

发展历程主题展成为一大亮点，大学生

们纷纷驻足观看。据介绍，在庆祝建党

百年之际，市征兵办通过查阅大量历史

文献，整理并推出此次主题展，系统回

顾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兵役工作

的发展历程，重点介绍新中国成立以来

北京市征兵工作历史沿革，以史鉴今、

资政育人。

北京市委、市政府和北京卫戍区历

来高度重视国防和军队建设，始终把征

集高素质兵员作为一项严肃的政治任

务。相继出台将征兵工作纳入政府绩

效考核、为入伍新兵的父母购买医疗补

充保险、依托卫生健康大数据对应征青

年进行隐性疾病筛查等一系列具有全

国示范引领作用的政策规定，为推动北

京市征兵工作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有

力制度保证。

近年来，北京市始终按照“鼓励入

役、激励在役、服务退役”的工作思路，

不断创新政策举措，刚性兑现政策承

诺，真正做到让应征青年政治上有进

步，学历上有提升，就业上有保障，经济

上有优待。在一系列政策保障下，数百

名退役本科生升入研究生，5000 余名

退役专科生升入本科，8000 余名退役

大学生士兵实现就业，成为北京市建设

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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