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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史 学 习 教 育 进 行 时

本报讯 崔挺、记者范奇飞报道：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醒木

一拍，掌声雷动。6 月 4 日，辽宁省营

口军分区报告厅内，受邀前来的该市

艺术研究中心评书演员正在表演红色

主题评书《入党风波》和《智擒叛徒》，

精彩纷呈的故事、跌宕起伏的情节和

鲜 明 生 动 的 人 物 ，受 到 大 家 的 欢 迎 。

这是营口军分区开辟“第二课堂”进行

党史学习教育的一个缩影。

“讲好故事、调动情感、激发共鸣，

才能更好地砥砺初心。”营口军分区领

导向记者介绍，5 月下旬以来，他们组

织开展“讲好身边的党史故事”活动，

充分挖掘当地资源，力争把党史故事

讲得精彩。营口评书是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该军分区联合市委宣

传部，把非遗项目与党史学习教育相

融合，通过采访老红军、老志愿军和烈

士遗孀，收集整理历史文献和资料，创

作了《孤胆英雄》《入党风波》《智擒叛

徒》等多部评书作品，编订出版《红色

评书集》，在全市开展传承红色基因评

书巡演活动。

此外，军分区与市委宣传部联合

摄制了纪录片《辽河战歌》，通过珍贵

的历史影像，生动再现了党领导人民

军队，在营口地区不断发展壮大的光

辉历程；军分区还结合数字营区建设，

把电子图书等设备引进图书室，人机

交互的大屏幕上，动动手指就能轻松

打开“军职在线”“学习强国”等 APP，

随时学习浏览党史相关知识；营口干

休所广泛开展整理记录老干部口述党

史 活 动 ，通 过 为 老 兵 刻 像 、为 历 史 存

照，形成完整的党课教育片，丰富了学

习内容。

据悉，下一步他们还将联合市文

化活动中心，面向社会举办“一心跟党

走”大型党史图文展，向社会展示党的

百年发展历程，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

入群众、深入人心。

辽宁省营口军分区开辟党史学习教育“第二课堂”

红色评书，党史故事更生动

本报讯 王东庆、蒋斌报道：观看

教育短片、聆听精编“微党课”、畅谈学

习体会……6 月 2 日，江苏省常州军分

区组织全体党员走进常州“三杰”纪念

馆，开展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党史学习

教育现地教学活动。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该军分

区 坚 持 精 心 谋 划 、主 动 设 计 、多 措 并

举 ，不 断 丰 富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方 式 手

段。他们注重激发红色资源新活力，

组织全体党员、轮训备勤民兵、预定新

兵，走进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纪念馆、中

共苏皖区一大会址、常州“红馆”等党

性教育基地开展体验式教学。此外，

他们还协调地方专家学者成立常州国

防教育讲师团，深入高校、社区开展辅

导授课，组织“红心向党——寻访抗战

老兵”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充分利用

营院电子屏等载体，滚动播放教育短

片 ，制 作“ 微 党 课 ”“ 微 教 育 ”精 品 课

程。积极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师团两级集中摸排和制定 40 项

办实事计划，推动民兵训练基地升级

改造、利用地方院校资源开展民兵专

业分队训练试点、军人子女入学入托

等涉及单位建设和官兵切身利益的问

题得到解决。

这次走进常州“三杰”纪念馆，该

军分区在瞿秋白纪念馆就地召开党史

学习教育阶段推进会，对前期学习教

育情况进行总结讲评，对“七一”前的

党史学习教育进行部署安排，让大家

在革命先烈的雕塑前、红色教育的课

堂里领受任务、清晰思路，推动党史学

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

江苏省常州军分区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现地党课，纪念馆里忆初心

5 月 31 日，河北省涿州市党政领导

和机关干部 40 余人，冒雨来到民兵训练

基地开展“军事日”活动，学习国防和军

事知识，体验部队训练生活，提高党管武

装能力素质。

当天上午，涿州下起小雨，并且天

气预报显示持续有雨。这让涿州市人

武部工作人员犯了难：天气不好，活动

要不要推迟举行？地方党政领导日常

工作繁忙，好不容易协调下来的日子，

如果推迟，难免“锣齐鼓不齐”，活动效

果会大打折扣；如果不推迟，精心准备

的方案可能就要简化，活动内容也会压

缩减半。

了解到工作人员的左右两难，人武

部领导语重心长地说，党政领导干部过

“军事日”，不是来当客人，而是要走进训

练场、进入兵角色。雨中参加军事训练，

更能让他们体验部队生活，感悟部队令

行禁止的严明纪律、雷厉风行的顽强作

风和不畏艰难的吃苦精神。

人武部领导的这一想法，也得到地

方党政领导干部的支持。15 时，豆大的

雨点从天空倾泻下来。冒着风雨，大家

一身戎装来到民兵训练基地，按照原定

计划学习相关理论知识。随后，参观新

建民兵训练基地室内外设施设备，体验

民兵训练器材的操作使用。随后，他们

来到靶场，了解实弹射击流程、枪支操作

要领和注意事项，现场观摩部队官兵实

弹射击操作示范。卧倒、上膛、瞄准、击

发……小雨淅沥中，靶场上响起此起彼

伏的枪声，参训人员分批次进行实弹射

击训练和考核。

“趴在潮湿的靶位上，端起沉甸甸

的钢枪，听到震耳的枪响，闻到硝烟的

味 道 ，让 我 对 军 队 和 军 人 的 了 解 更 深

了，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涿州市委

书记、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姚运涛说，

今后他们要更好地落实党管武装制度，

更加自觉地关心关注和支持国防建设，

以更有力的举措为部队提升备战打仗

能力、为涿州市提升国防后备力量建设

质量服务。

雨中“军事日”
■熊华明

本报讯 姜振军、杨福江报道：“哥

哥，这是你的‘新家’，请安息吧……”

6 月 9 日，江苏省东台市三仓烈士陵

园，81 岁的李永根抚摸着墓碑上哥哥

李永林的名字几度落泪。当天，盐城

市在此举行了零散烈士墓集中迁葬仪

式，包括李永林在内的 36 名英烈得以

安息在烈士陵园。

10 时，三仓烈士陵园纪念碑前，

庄严的横幅、洁白的花圈，寄托着广大

干部群众对烈士的无限哀思。当民警

列队手捧烈士棺椁，与烈士遗属一同

将骨骸安葬入土时，周围一片肃穆。

李永林烈士是东台市南沈灶镇晨

光村人，1930 年出生，1947 年参加革

命，1949 年在战场上牺牲。“哥哥去当

兵时，我只有六七岁，只记得当兵期间

他往家里写过信，每次提到哥哥，母亲

都伤心欲绝。”回忆起过去的点滴，略

显消瘦的李永根不禁老泪纵横。得知

市里要举行零散烈士墓集中迁葬仪

式，他备感欣慰，决定要来送哥哥一

程，“从此哥哥和战友们在一起，不再

孤单，挺好！”

“让军人得到尊崇，让烈士得到告

慰。”今年 96 岁的老英雄周竹林，曾参

加 过 孟 良 崮 战 役 、淮 海 战 役 等 大 小

100 多次战斗。虽然年事已高，但当

天 周 老 和 其 他 6 位 老 兵 特 意 穿 上 军

装、胸戴军功章，来到烈士陵园，祭奠

牺牲的战友。

在现场，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引

起了笔者的注意，她是烈士郭海涛的

女儿郭柏琳。和她一起赶来祭奠的，

还有她的孙子、外孙和外甥。他们从

南京、无锡、扬州等地齐聚东台，在烈

士郭海涛的新墓前深深鞠躬，起身时，

85 岁的郭柏琳早已泪眼婆娑。

“东台是一片红色沃土，在这里牺

牲的烈士有 2330 名，现有 12 个以烈士

名字命名的镇村。”东台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副局长单小涛说，战争年代由于

环境恶劣，有些烈士就地安葬，有些被

亲人接回家。近年来，江苏省开展“慰

烈工程”，让越来越多的散葬烈士“回

家”。东台市集中迁葬了 278 座散葬

烈士墓，目前仍有 300 多座烈士墓散

葬在各镇村。这些年，东台市按照要

求对散葬烈士墓有计划地进行修缮维

护，目前已对 200 多座有纪念设施的

散葬烈士墓签订管理协议，并进行原

地修缮，做到有墓、有碑。

“我们在尊重烈士亲属意愿的基

础上，将散葬烈士墓陆续迁葬在县、镇

两级烈士陵园。”单小涛说，把 36 名英

烈遗骸迁移至三仓烈士陵园，既是对

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无限敬仰，也

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生动实践。接

下来，他们将把“学党史、悟思想、办实

事、开新局”的要求贯穿学习教育全过

程，继续为群众办实事。

上图为李永根老人祭奠哥哥李永

林。 张莉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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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黄改霞

“ 身 着 橄 榄 绿 ，踏 着 长 辈 的 足 迹 ，

为祖国奉献热血青春 ，我感到无比自

豪……”6 月 10 日，武警黑龙江总队齐

齐 哈 尔 支 队“ 党 史 军 史 故 事 会 ”活 动

如期举行。讲台上，“00 后”新兵崔浩天

讲述了自己一家四代忠诚报国的故事，

在官兵中引起思想共鸣。

经过 2 个多月的新兵训练，崔浩天

褪去稚嫩，举手投足间有了兵的味道。

他手上的两张军装照片格外引人注目，

一张是爷爷与父亲的合影，另一张是父

亲与自己的合影。镌刻历史印记的两

张照片，画里画外的三代军人，既是接

力奉献，也是家风传承。

“小时候常听老人讲，如果有好日子

过，谁还会往死人堆里跑……”崔浩天

说，太爷爷经历过抗日战争，那时山河破

碎、民不聊生，走投无路之际，他毅然带

着长子加入抗日支前队伍，在这个家庭

埋下革命的种子。不料，在一次掩护队

伍撤退时，长子英勇牺牲。“没有国哪有

家，想安家就先救国。”悲痛之余，老人毅

然把次子崔志元、三子崔志魁送进抗日

队伍，只留下年幼的四子崔志深。

怀揣着民族大义，在临沂战役和台

儿庄战役中，崔志元不畏牺牲、屡立战

功。抗战胜利后，他随部队编入中国人

民解放军，在淮海战役中不幸被炮弹炸

伤双腿，结束戎马生涯，后被原山东军

区 表 彰 为“ 战 斗 模 范 ”。 20 世 纪 50 年

代，崔志魁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参加

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他跟随部队屡屡

给敌人以重创，立下赫赫战功。崔志魁

的战斗事迹也被载入山东省平原县县

志，成为家人的荣耀。

“相比自己的父亲和兄长，爷爷崔

志深总觉得自己平凡又渺小。”崔浩天

说。崔志深从西安交通大学毕业后，进

入国家机关工作。尽管工作稳定、生活

无 忧 ，但 从 军 报 国 始 终 是 他 的 心 愿 。

1979 年，得知刚成立的武警黄金部队急

缺专业人才，崔志深立即向组织递交了

从军志愿书。当时，很多人对他的选择

都很费解。但崔志深态度坚定，毅然背

起行囊，奔赴火热军营。由于专业技术

过硬，他被选调进武警黄金部队技术学

校担任教员，一干就是几十年，为国家、

部队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

1999 年，崔志深的儿子崔庆旺高中

刚毕业，就被他送进消防部队。“崔家的

男儿就是要当兵、当好兵。”崔庆旺始终

牢记父亲的嘱托，长辈们为国奉献的热

血故事，更是对他的激励和鞭策。到部

队后，崔庆旺训练刻苦、工作踏实，两次

荣立三等功。

虽然从小听着长辈们的战斗故事和

从军经历长大，可一开始崔浩天当兵的

意 愿并不强，“和平年代，当兵缺乏激

情”。高考后，他选择进入地方大学学习。

“当看到消防战士因公牺牲、抗洪

战士奋不顾身、受阅部队走过天安门

时，我心潮涌动。我应该成为他们中的

一员，而不只是个看客。”去年年初，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崔浩天停课在家。

看到军队医疗队奔赴抗疫前线的新闻

后，他深受感动和震撼，进一步坚定了

参军入伍的想法。

“即使太平盛世，也要有人保家卫国，

我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在日记本里写

下这句话后，崔浩天报名参加了兵役登

记。“抗疫英雄的故事，让我认识到和平

年代的牺牲奉献同样可贵，也明白了长辈

的坚守和嘱托。所以，今天我选择投身军

营。”话毕，讲堂里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得知孙子要当兵的消息后，远在湖

北的崔志深备感欣慰。电话中，他把送

给儿子的话又送给孙子：“崔家的男儿

就是要当兵、当好兵。”在新兵中队“家

书墙”上，崔浩天写了一封跨越时空的

信：“曾祖父、祖父，当一名好兵是我们

的 共 同 目 标 ，你 们 做 到 了 ，我 还 在 路

上。家里的红色基因给了我无穷的动

力，我一定会战胜任何困难，反复锤炼，

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敬礼！”

新兵崔浩天走上党课讲台，讲述一家四代忠诚报国的故事——

是接力奉献，也是家风传承
■卜东洋 刘灿伟

汛 期 将 至 ，

四川省成都警备

区组织 60余名民

兵水上救援骨干

来到金堂县沱江

淮 口 水 域 ，先 后

完 成 舟 艇 操 作 、

绳 索 运 用 、水 上

搜救等 6 大类 19

个 课 目 的 训 练 ，

全力打造一支水

上救援尖兵。

冯 超摄

本报讯 赵庆良、孔庆珊报道：“当

前，手机网络、防间保密、心理健康等已

逐渐成为影响日常管理的不稳定因素，

牢牢掌控基层预防犯罪工作主动权，建

强‘两支队伍’是关键。”6月初，在山东省

军区召开的基层建设形势分析会上，与

会人员普遍感到，抓学习培训必须精准

对接能力短板，真正解决实际问题。为

此，省军区办公室组织直属单位 40 余名

基层保卫委员、思想工作骨干进行集中

培训，着力提升履职尽责的能力素质。

集训聚焦个别单位“两支队伍”功能

作用弱化、工作方法单一等问题，统筹用

好军地教育资源，邀请当地公安局网警

支队专家，围绕预防网络“翻墙”违纪、

网络诈骗、不正当交友、网络赌博犯罪等

开展警示教育；协调体系医院心理卫生

指导中心专家，围绕官兵心理预防、提高

心理疏导和自我调适能力开展心理知识

讲座；组织官兵到山东省涉密载体销毁

中心进行现地参观见学，利用保密教育

实训平台模拟窃密演示，不断强化“两

支队伍”管思想、抓预防、守底线的本领。

集训期间，他们还围绕预防犯罪工

作形势分析、党支部听取“两支队伍”情

况汇报等课目进行规范演示，明确工作

流程，细化标准内容。警卫中队党支部

保卫委员米志谦深有感触地说：“通过

这次培训，让我对自己的职责认识更加

深刻，也为我们解决预防犯罪工作实际

问题提供了应对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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