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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授课点燃思想火花

尽管聆听老干部讲党史已是 3 个月前的

事了，但重庆警备区官兵仍沉浸在感动中。

“1949 年 7 月的一场战斗，我带领战友向

一小股顽敌发起进攻。战况胶着，我们都打

红了眼。一位小战士端起轻机枪冲进敌群，

不幸身中数弹，临终前，他用尽全力跟我说：

‘排长，我是预备党员，我没有给党旗抹黑！’”

再忆金戈铁马，胸前挂着 12 枚军功章的 91 岁

老干部杨冷村，精神矍铄、声音高亢。听着这

段感人故事，在场的官兵情不自禁报以热烈

掌声。

“ 是 哥 哥 张 福 林 带 我 走 上 革 命 道 路 。

1951 年，年仅 25 岁的哥哥在抢修川藏公路时

受伤，陷入昏迷。苏醒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

请战友帮忙将自己口袋里剩下的钱作为最后

一次党费，交给组织。卫生员要给他注射强

心剂，他感到已无生还可能，毅然拒绝，他说

要把紧缺的药品留给需要的战友们用。”老干

部张福立生长在革命家庭，满门忠烈的故事

让大家肃然起敬。

……

几段身边英雄的往事串成一堂感人至深

的教育课，不仅在官兵心里留下深刻印象，也

让警备区党委一班人思考：党史学习教育如

何走心入脑？警备区党委议教会上，一班人

纷纷谈到，各人武部、干休所面临的教育力量

单薄、部分外来专家授课针对性不强等现实

难题，都可以在“墙内花香”处寻到“解药”。

“要把党在重庆生动的革命实践和红色

故事作为教材，把革命先烈、身边英雄作为师

资力量，用活红色资源，打造面对面、屏对屏

一体推进，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党史学习教

育大讲台。”警备区政委高歩明的话得到大家

一致认同。随即，一场内容丰富的“三讲”活

动拉开帷幕。

讲好专题党课。该警备区领导结合自身

学习成果讲专题党课；多次邀请全军宣讲团

专家、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领导等军地人员

作宣讲辅导。

讲好红色故事。开展“我讲红色故事”主

题活动，15 个人武部重点讲党在当地领导革

命、建设、发展过程中具有影响力的故事，7 个

干休所重点讲老干部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

重要战斗历程；拍摄《离退休干部口述历史》

专题片，打造“学党史、讲党史”网上云课堂。

讲好革命精神。把红岩精神作为党史学

习教育的重要内容，与地方 5 家单位建立联教

联学新模式，邀请专家讲红岩历史，组织宣讲

三峡移民精神、黔江精神和下庄精神，引导官

兵熟悉“革命家谱”，汲取精神营养。

“与抛头颅洒热血的先辈们比，我们有什

么理由瞻前顾后，不好好工作？”沙坪坝区人

武部副部长毛斌在党史学习教育后，面对个

人进退去留问题，写下了这样的心得体会。

“让书上的道理变得亲切而具体，也让身

边的先进更加可敬可学。”警备区司令员刘士

胥告诉记者：“大讲台上的教育，深入官兵思

想深处，这正是我们期盼的效果。”

现地体悟牵动灵魂共鸣

一块幕布、一首红歌、一场演出，映红一

片夜空。

5 月 29 日晚，红岩革命故事展演在重庆警

备区机关礼堂举行，数百名官兵、文职人员齐

聚一堂共享红色文化的经典盛宴。

演出负责人白双全介绍，此次演出包括

《傲雪寒梅——江竹筠》《一面特殊的五星红

旗》等 8 个剧目，向观众生动展现了重庆解放

前夕，红岩英烈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

演出结束，警备区办公室干部王誉瑾久

久没有离开。她说，最受触动的还是同为女

性的江姐。“以前只知道江姐是一位有着钢铁

般意志的共产党员，在观看完展演后才意识

到她也是一位有着万般柔情的妻子和母亲，

其外柔内刚的共产党人形象越发伟岸，更加

深入人心。”

通信中队战士胡云彬看完整场演出，深

受震撼。“让我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极具感染

力！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年代，但都是

青年，同样要为时代梦想努力奋斗！”

如何让官兵触摸到先辈们真实的血肉与

灵魂，激起新时代青年人的情感共鸣？警备

区政治工作局主任顾伟表示，他们坚持把党

史学习教育的课堂开设到红色经典文化活动

中、搬进红色基地里，让官兵在近距离接触和

感悟红色往事中，提升学习成效。

记者在该警备区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

了解到，他们在 4 月份下发的学习方案中，明

确将党史学习教育贯穿全年，并专门列出 7 条

红色参观见学路线供部队选择；以季度划分，

依次筹划主题征文、红歌唱党史、重走红岩路

等系列活动，让红色经典的“舞台”“擂台”，成

为党史学习教育的生动展台。

“抗战胜利初期，社会上的有志青年都在

思考两个问题：一是国家民族的前途何在？

二是自己的人生道路该怎么走？我王朴也不

例外……”6 月中旬，警备区综合训练队文化

室内，一场“党史情景剧”正在上演。随着舞

台上演员动作定格，红岩烈士王朴的亲笔信

出现在大屏幕上，“党史讲述人”、该队教导员

李果山深情诵读书信内容，现场官兵无不为

之动容。

无独有偶，在武隆区、城口县等 7 个区县

人武部，他们积极发挥官兵主体作用，探索沉

浸式教育模式，将历史事件与党史知识点、理

论知识灌输与教育文化活动、课堂教学与现

地参观有机结合，鲜活再现历史场景和党史

重大事件。

一路追寻,一路深悟。一个个旧址、一处

处纪念馆、一场场演出，都是历史与现实的

对话，也是官兵与自己的对话。“英雄虽逝，

精神永存。”该警备区综合训练队文职人员

程 杰 在 朋 友 圈 动 态 中 分 享 了 自 己 参 演 情 景

剧的感受。

学以致用激发精神升华

这是一次跨越 70 余载的心灵对话。

1943 年 3 月 18 日，正好是周恩来同志 45

岁生日。这天，尚在重庆主持南方局工作的

周恩来结合两年来的整风学习以及过去革命

斗争工作经验，在办公室为自己写下一份《我

的修养要则》：“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

杂，宁专勿多。”“适当地发扬自己的长处，具

体地纠正自己的短处。”

2021 年 4 月，该警备区组织全体人员到红

岩纪念场馆参观，战备建设局局长马洪昌站在

这份资料面前久久凝望驻足，反复品味琢磨。

近年来，为破解国防动员重难点课题，该

警 备 区 组 织 军 地 部 门 多 次 开 展 大 型 演 训 活

动，全市动员支前能力大幅提升。去年年底

出台的《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

五”规划》中，又将“建强国防动员专业保障队

伍”作为重要规划内容。在新一轮地方经济

社会建设的大潮中，如何实现驻地优势资源

为国防建设所用？如何确保一旦需要，能够

快速实现平战转换？

“只有尽快补齐短板弱项，才能实现全面

过硬。”马洪昌说，那天的参观见学让他找到

了“解题思路”。基于这一认识，警备区机关

部队多次召开“我为国防动员献一策”诸葛亮

会议，围绕制案解案、指挥编成、动员演练等

课题集智攻关，逐一拿出细化措施。

前不久，一场为期 3 天的战时国防动员组

织指挥演练在重庆警备区打响。军地 20 余个

单位披挂上阵，着眼组织指挥高效运转、军地

供需精准对接等 12 个现实课题展开实打实的

行动，相关演练情况得到军委国防动员部和

各战区业务部门领导的高度肯定。

“既要用心看用心悟，更要学以致用。正

是在学习和实践的融合中，对党的历史、对党

的优良传统，有了新的理解。”回顾着这一段

经历，马洪昌感触颇深。

学习百年党史，让初心融入血脉；汲取奋

进力量，更要把使命扛在肩头。

这是一串串“闪耀数字”，更是一张张“精

彩答卷”：截至 6 月中旬，该警备区清理机关

借用人员 20 余名，各类检查调研、会议文电比

往年同期下降 20%；警备区机关承诺为基层

办的 10 件实事已全部开始实施，对部队反馈

的 60 个具体问题逐一研究、答复解决；军地携

手着力解决官兵成长成才、家属就业、子女入

学、住房医疗等矛盾困难，协调 30 名驻军部队

随军家属指令性安置，营造了拴心留人的良

好环境。

“身在宝山更识宝，借力红色资源汇聚为

磅礴的强军力量。”采访结束之际，聆听警备

区部队官兵的肺腑之言，记者真切地感受到

党史学习教育就像一支火炬，永远燃烧在每

名红色传人的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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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扈 硕

一方好山水，满眼皆覆绿。山城重庆是

一座靓丽的城市，也是一片红色的热土。在

长期的奋斗历程中，重庆留下了以“红色三

岩”（红岩、曾家岩、虎头岩）为代表的众多遗

址遗迹和革命文物，铸就了巴渝大地波澜壮

阔的红色历史，积淀下厚重的红色基因。

当奔腾向前的时光之河行至中国共产党

百年华诞，我们更加怀念近代以来为民族独

立和人民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包

括即使身陷囹圄，仍同国民党反动派不屈不

挠斗争的红岩先辈。我们要以红岩先辈为榜

样，从红色基因中汲取营养，把对党铁血忠诚

融入血脉灵魂。

用信仰的力量铸忠诚。坚定的信仰信念

是忠诚之本、力量之源。当前，面对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面对意识形态领域复杂斗争形势，

我们要强化理论武装，加强党性锤炼，推动学

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坚持学用一致，在学懂

弄通做实上下功夫，自觉用习主席重要讲话

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用担当的力量践忠诚。对党忠诚，从来

都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它是知行合一的辩

证统一。当前，改革强军如火如荼，作为新一

代国动人，我们要学习红岩先辈“能够担当”

践忠诚，瞄准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目标，把主要

心思和精力放在备战打仗上；学习红岩先辈

“善于担当”践忠诚，专司国防动员主业，深化

和落实军事斗争动员准备；学习红岩先辈“敢

于担当”践忠诚，勇于克服艰难困苦，不断砥

砺血性胆气，始终保持旺盛革命热情和高昂

战斗意志。

用人格的力量显忠诚。以红岩先辈为代

表的革命志士，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保持住

了共产党人严守纪律规矩、坚守政治底线的

本色。“出淤泥不染 、同流不合污”的政治品

格，是红岩先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身处

军地结合部，省军区系统每名党员都应该慎

独慎初慎微，始终坚守党性原则和做人操守，

自觉抵制灯红酒绿的熏染，防止贪腐之气的

侵蚀。

用大义的力量写忠诚。用奉献写忠诚，

始 终 是 共 产 党 人 永 恒 不 变 的 政 治 信 条 。 新

时 代 新 征 程 ，党 面 临 的“ 赶 考 ”远 未 结 束 。

我们要像红岩先辈那样，牢记组织重托，无

论顺境逆境，都不畏惧 、不骄躁 、不抱怨，做

到个体服从整体、局部服从全局。始终坚持

以时不待我的精神状态，推动国防动员事业

接续发展，创造无愧于时代 、无愧于历史的

业绩。

把绝对忠诚融入血脉灵魂
■范远飞 左庆莹

感悟一座山城感悟一座山城的红色印记的红色印记
——重庆警备区挖掘利用红色资源深化党史学习教育的探索

■陈 琼 本报记者 左庆莹

在许多人眼里，红色是山城重庆的“主色调”——滚烫火辣的火锅是红的，“网红”地标也是红的。其实让当地人引

以为傲的，则是那一抹抹历久弥新的红色印记。正是这些动人心魄的印记，构成了这座城市的红色底蕴。

从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所在地的红岩村，到歌乐山麓江姐绣红旗的渣滓洞；从刘邓大军解放西

南后更名而得的解放碑，到修建于防空洞内的抗战文物博物馆……穿行于红色之城，其特有的红色历史让人顿生敬仰

之情。

每一段红色历史，都承载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基因密码；每一件红色往事，都是守护红色血脉的基因宝库。本期视

点，我们走进山城，探寻重庆警备区深入挖掘利用当地红色资源深化党史学习教育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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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有感而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