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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史 学 习 教 育 进 行 时

本报讯 尹文兵、罗国昌报道：

“ 我 们 现 在 的 位 置 是 黄 柏 岭 村 草 鞋

岗 ，正 是 中 央 革 命 根 据 地 第 四 次 反

‘围剿’主战场……”6 月中旬，江西省

宜黄县军地举行以“重走红军路、重

温红色心”为主题的网络直播活动。

直播中，老党员徐福保在一处红色遗

址旁为大家讲述当年的战斗故事。

宜黄县是革命老区，有着厚重的

红色历史。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里指挥了第四

次反“围剿”战斗。党史学习教育开

展以来，该县充分挖掘红色资源，立

足“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组织

策划网络直播活动，拓展党史学习教

育的广度和深度。

进入网络直播间，笔者发现直播

活动以主讲人解说、旁白及现场采访

等方式衔接，串联起“红色热土上的

红色基因”“统一缴纳党费”等 7 个党

课场景。

“这样的学习形式太好了，我们

在 网 上 就 能 上 党 课 ，还 不 耽 误 生

产。”二都镇白槎村党员、民兵连连

长涂贵才谈道，这场别开生面的网络

直播活动，让党史学习更便捷。

“云”上党课为广大党员干部开

辟了新的学习阵地。最近，学前街社

区党员徐燕红一下班，就和同事们相

约一起进行网络学习。“直播中大家

重走红军路、吃红米饭的场景，让我

们印象深刻，以后有时间我们也要现

地去体验。”徐燕红和同事们对直播

党课纷纷点赞。

江西省宜黄县

“云”上党课受欢迎

本报讯 吕德坤报道：“建党迎

来一百年，敢叫日月换青天。有了中

国共产党，人民生活比蜜甜。”“党是

针 来 民 是 线 ，党 心 民 心 紧 相 连 。 听

党 的 话 跟 党 走 ，共 创 美 好 新 家

园 。”……6 月 上 旬 ，在 广 西 河 池 市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宝坛乡举办的山

歌 会 上 ，身 着 民 族 服 饰 的 民 兵 歌 手

唱响自创山歌抒发内心真挚情感。

一直以来，仫佬族人民保持着唱

山歌、赛山歌的风俗。每逢喜事、盛

事，当地人都会自编自唱山歌抒怀。

今年 3 月以来，罗城县各基层乡镇武

装部积极引导当地民兵歌手把党史

和山歌结合起来，歌颂中国共产党的

百年奋斗历程，激发干事创业的精气

神，引导民兵以良好精神风貌迎接建

党一百周年。

“百年之前的七月，救星聚集到

嘉兴，红船成立共产党，救国有了个

核 心 ……”在 这 次 的 山 歌 唱 党 史 活

动 中 ，怀 群 镇 耕 尧 村 民 兵 韦 永 良 演

唱 了 一 首《百 年 党 恩 润 山 村》。 他

说 ：“ 在 创 作 这 首 山 歌 的 过 程 中 ，我

对 党 的 百 年 历 程 有 了 更 清 晰 的 了

解 。 作 为 一 名 党 员 ，在 以 后 的 工 作

中，我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对得

起党员这个身份。”

3 个月的时间，该县组织民兵歌

手共创作了 60 余首接地气的原创曲

目。该县人武部领导介绍，下一步他

们还会继续挖掘本地山歌资源，用接

地气的山歌，传递党的好声音，真正

使党史学习教育落实落地。

广西罗城县

声声山歌颂党恩

黑龙江省肇源县人武部

人人上台分享所学所悟

本报讯 李定臣、李春桥报 道 ：连

日来，黑龙江省肇源县人武部积极开展

“十分钟讲述党史”活动，现役干部、文

职人员和职工纷纷走上讲台，将自己所

学所悟分享给大家。同时，他们还设置

提问互动等环节，促进党史学习教育入

脑入心。

6月中旬，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军地在雪松路小学联合举办“国防教育走

进校园，献礼建党百年华诞”活动，邀请参战老兵走上讲台，讲述革命战斗故事，

激发学生们爱党爱国热情。 马大芳摄

白天在服务站忙活一整天，学习

政策、梳理信息、受理来访；晚上走访

退伍老兵，摸清诉求、解决难题，回到

家经常是晚上八九点钟。这样的生

活，对巫俊瑛而言已是常态。

“忙是忙了点，可想到能为老兵做

些事，我就觉得值！”这是安徽省广德

市誓节镇退役军人服务站副站长巫俊

瑛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2019 年 4 月，誓节镇政府设立退

役 军 人 服 务 站 ，30 岁 的 巫 俊 瑛 担 任

副 站 长 。 誓 节 镇 是 人 口 大 镇 ，优 抚

对 象 人 数 多 。 上 任 之 初 ，为 尽 快 熟

悉 工 作 ，巫 俊 瑛 将 襁 褓 中 的 女 儿 交

给父母，一头扎进工作中，每天加班

加点地对相关政策文件逐字逐句学

习研究。

由于对相关政策业务熟悉，巫俊

瑛处理起问题来游刃有余。一次，退

役军人肖俊杰的父母找上门来，反映

肖俊杰的医疗费和家庭开支困难问

题。巫俊瑛指导工作人员迅速梳理出

了依法救助的依据，很快为其办理了

救助资金，并组织人员将他们家的旧

房修缮一新。

“对待优抚对象要像亲人般温暖，

他们的难题必须到现场解决。”2019

年 8 月，杨杆村退役军人张万海突发

疾病，家人又不在身边，无法送到医院

治疗。撂下电话，巫俊瑛就要带人赶

往杨杆村。当时，风雨交加，电闪雷

鸣，同事劝她，等雨停了再去也不迟。

巫俊瑛却说：“耽误一分钟，老张就多

遭罪 60 秒，咱们还是早点去！”说罢，

她冒雨驾驶私家车赶过去，将老人送

往医院安置妥当后，才放心离开。

2020 年 ，在 巫 俊 瑛 的 提 议 下 ，誓

节 镇 组 建 了“ 拥 军 优 属 志 愿 服 务

队”，定期开展入户走访、清扫房屋、

测量血压等服务。对行动不便的人

员，还提供上门代办服务，深受大家

欢迎。

就这样，3 年多来，巫俊瑛跑遍了

全镇所有优抚对象家庭，帮助解决 70

多个难题。面对老兵们的赞扬，她总

是谦逊地说：“你们是党和国家的宝贵

财富，保障你们依法享有合法权益，是

我分内之责。”

“能为老兵做些事，我就觉得值”
■吴盛林

6 月 21 日，河南省漯河军分区开展

主 题 党 日 活 动 。 当 天 ，他 们 请 来 樊 培

源、钟敏芳老两口，与官兵话传统、忆

初心。

今年 90 岁高龄的樊培源与 88 岁高

龄的钟敏芳在战火中相遇、相知、相爱，

携手走过 67 年的人生旅途。

1931 年，樊培源出生在郾城区龙城

镇十五里店村，自幼过着吃不饱、穿不

暖的穷困生活。1949 年年初，樊培源受

到纪律严明、对百姓和蔼可亲的解放军

影响，决定报名参军。同年 4 月，他报考

了解放军四野青年干部学校，成为一名

解放军战士。1950 年，抗美援朝战争爆

发，樊培源跟随部队进入朝鲜作战。

1933 年，钟敏芳出生在湖南省宁乡

一个贫困家庭。1943 年，日本侵略者攻

占宁乡，母亲和哥哥在日军的狂轰滥炸

中不幸遇难。打那时起，钟敏芳跟父亲

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1949 年夏，长沙

解放，16 岁的钟敏芳报名参军，进入原

中南军区第五陆军医院。1950 年，跟随

部队奔赴朝鲜作战。

钟敏芳与樊培源同在一个部队，结

识于一次运动会上，于 1954 年 8 月 1 日

在朝鲜结婚。

在朝鲜战场上，作为一名卫生员，

钟敏芳在枪林弹雨中抢救伤员，荣立了

3 次三等功。因表现突出，20 岁时火线

入党。

相比钟敏芳，樊培源入党可谓一波

三折。1952 年，樊培源就递交了入党申

请书。但在组织考察时，有人反映樊培

源曾加入过三青团。于是，入党的事情

一直被搁置。

直 到 1962 年 ，组 织 上 派 人 到 当 时

的郾城县调查，找到了相关资料，并经

过多方核查，终于还他清白。组织调查

清楚后，樊培源于 1962 年 2 月 15 日光

荣入党。

“虽然遭受了挫折，但我的理想信

念从未动摇过。相比在朝鲜战场上牺

牲的战友，这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樊

培源说。

从 朝 鲜 回 国 后 ，钟 敏 芳 被 保 送 深

造，从广西师范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校党

委组织部干事，樊培源在原广州军区后

勤政治部搞教育工作，后来到原广州军

区桂林步校教学。在工作中，两人积极

主动，为人正直热情，兢兢业业，直至上

个世纪 80 年代离休。

“离休后，党和政府给我们的待遇

非 常 好 ，但 我 们 并 不 想 停 下 来 享 受 。

如 果 就 这 样 享 清 福 ，总 觉 得 对 不 起 那

些牺牲的战友们。”近年来，两位老人

受 聘 进 入 漯 河 市 关 工 委 报 告 团 ，每 年

到驻漯部队、机关、学校、医院，对部队

官 兵 、机 关 干 部 以 及 青 少 年 学 生 进 行

革命传统教育。

今年以来，他们先后多次到机关单

位、社区讲党史和革命故事。“只要我们

还能动，还能说话，我们就要把党的优

良传统一直讲下去，让更多人知晓。”樊

培源说。

图 ① :两 位 老 人 在“ 致 敬 光 荣 的

您”摄影展合影。

图② :1955 年冬，回国学习的钟敏

芳在寒假期间到朝鲜探望樊培源时的

合影留念。

图③ :两位老人正在参观摄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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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0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

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地位和权

益 保 障 法》，彰 显 了 拥 军 崇 军 爱 军 的

主旨，极大地振奋了党心军心民心。

军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武

装力量基本成员，是人民子弟兵，是捍

卫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的坚强力

量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重要力量。当前 ，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加速演进，面对强国强军的时代

要求，军人担负的使命任务更加艰巨繁

重，军人职业高风险性、高流动性、高奉

献性的特征更加凸显，迫切需要通过制

度规范和法律保障，进一步提高军人职

业荣誉感，激励广大官兵有效履行职责

使命。

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是我党、我军

的光荣传统和独有的政治优势。长期

以来 ，党和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法规政

策保障军人地位和权益 ，有力弘扬了

主流价值观 、凝聚了民族向心力。军

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军人

是全社会尊崇的职业。国家和社会尊

重、优待军人，保障军人享有与其职业

特点 、担负职责使命和所做贡献相称

的地位和权益 ，经常开展各种形式的

拥 军 优 属 活 动 。”正 是 这 种 尊 崇 和 善

待，激励着广大军人自觉为党分忧、为

国奉献、为民服务，也感召着一批批有

志青年携笔从戎、立志报国。

健 全 完 善 的 政 策 制 度 ，是 保 障 军

人地位和权益的依据和准绳 ，也是推

动军人保障工作健康持续发展的必然

要 求 。 军 人 地 位 和 权 益 保 障 法 的 制

定，既坚持尽力而为又坚持量力而行，

既注重服务保障又注重教育管理 ，既

重视物质待遇又重视精神激励 ，在完

善现行政策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创

新举措。

法规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认

真贯彻落实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 ，

事关国防和现代化建设 ，事关国家安

全和发展大局。我们要充分认识颁布

施行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的重大意

义 ，更 加 努 力 地 奋 进 新 征 程 、建 功 新

时代、创造新业绩，有效履行党和人民

赋 予 的 神 圣 使 命 ，无 愧 于“ 最 可 爱 的

人”的光荣称号。

以法为盾，守护“最可爱的人”
■王联红

辽宁省本溪县人武部

主题党日现地参观见学

本报讯 仇长春、李茂报道：6 月中

旬，辽宁省本溪县人武部组织官兵、干部

职工、民兵等 170 余人来到东北抗联史

实陈列馆，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活动中，

他们通过重温入党誓词、讲述革命先辈

战斗故事等形式，坚定大家听党话、跟党

走的理想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