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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陈兵、陈涛报道：13 个景

点免门票、汽车加油享受折扣优惠、每

年可免费体检……近日，山东省青岛市

政府、青岛警备区联合下发《关于明确

基 干 民 兵 优 待 优 惠 有 关 措 施 的 通 知》

（以下简称《通知》）。自 2021 年 7 月 1 日

起，青岛市行政区域内各级编组的基干

民兵凭基干民兵证和本人身份证，享受

有关优待优惠。

《通知》明确，基干民兵在青岛市行

政区域内可凭证件免购门票参观游览

政府定价的博物馆、纪念馆、公园、开放

的文物保护单位、旅游景点等场所；享

受个人汽车加油折扣优惠；可申请办理

青岛市基干民兵移动通信优惠套餐；可

申领民兵保障卡；拟入队的基干民兵和

确定的年度参训对象，按照规定享受免

费体检 ；获区（市）以上表彰的基干民

兵，其子女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征集服兵

役。

《通 知》指 出 ，基 干 民 兵 参 加 军 事

训练、执行军事勤务期间，所在单位应

当 按 规 定 保 障 其 原 有 工 资 、奖 金 和 福

利 待 遇 。 基 干 民 兵 参 加 战 备 执 勤 、军

事 训 练 、演 习 和 执 行 其 他 非 战 争 军 事

行 动 时 ，负 责 组 织 的 军 事 机 关 应 结 合

任 务 特 点 ，为 基 干 民 兵 购 买 人 身 意 外

伤害保险。

青岛警备区领导表示，此举旨在进

一 步 提 升 基 干 民 兵 的 荣 誉 感 、获 得 感

和身份认同感，激发民兵练兵备战热情

和动力。

据 了 解 ，警 备 区 负 责 统 一 印 制 、

发 放 基 干 民 兵 证 ，基 干 民 兵 证 仅 限 本

人 使 用 ，使 用 时 需 同 时 出 具 个 人 身 份

证 。 基 干 民 兵 证 每 年 注 册 审 验 一 次 ，

每 次 注 册 审 验 有 效 期 一 年 ，有 效 期 内

享 受 基 干 民 兵 相 关 权 益 保 障 。 青 岛

市 专 职 武 装 干 部 持 本 人 基 层 专 职 武

装 干 部 证 享 受 与 基 干 民 兵 同 等 优 待

优惠措施。

基干民兵，请接收你的专属“礼包”
山东省青岛市倾力做好基干民兵优待优惠工作

功勋模范，彪炳史册，光耀后

人。6 月 29 日，习主席向“七一勋

章”获得者颁授勋章。29 名“七一

勋章”获得者来自人民、根植人民，

是 立 足 本 职 、默 默 奉 献 的 平 凡 英

雄。他们的事迹可学可做，他们的

精神可追可及。为充分展现功勋模

范党员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浓

厚崇尚先进、见贤思齐的氛围，本报

于今日开设《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

程·“七一勋章”获得者》栏目，讲述

老一辈民兵马毛姐、王书茂，老战斗

英雄王占山、孙景坤等功勋模范党

员的先进事迹，敬请关注。

开 栏 的 话

6月 30日，吉林省辉南县人民武装部组织乡镇专武干部开展“以史为鉴、

赓续血脉”主题党日活动，重走抗联路，学习英雄事迹。 孙志朋摄

马毛姐展示以她为原型创作的

作品照片。 王 勇摄

6月 29日，马毛姐心潮澎湃。在人民

大会堂，习主席为她颁授“七一勋章”。

马毛姐 14 岁作为年龄最小的船工

参 加 渡 江 战 役 ，16 岁 时 受 到 毛 主 席 接

见，之后学习工作近 40 年，从不居功自

傲，55 岁退休后，义务开展革命传统教

育，一直坚持至今。

走出人民大会堂，马毛姐动容地说，

我只是有幸参加了一场伟大的战役，并

没有作过什么太大的贡献，但是党和国

家始终没有忘记我，真的是感谢党！

马毛姐出生在安徽无为县的一个小

渔 村 ，家 中 排 行 第 三 ，大 家 都 喊 她“ 三

姐”。她生性要强，八九岁就学会划船，

帮父亲打鱼维持生计。国民党政府不管

百姓死活，渔霸横行乡里，乡亲们苦不堪

言。后来父亲被抓去当壮丁，母亲无奈

将她送人做童养媳，用换来的大米赎回

了父亲。直到 1949 年初无为县解放，她

才结束了童养媳的生活。从此，她牢牢

记住：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解放军是

人民的子弟兵！

1949 年 4 月，毛主席发出“打过长江

去，解放全中国”的号令。14岁的“三姐”

想着为解放军渡江出一把力，就和哥哥

报名支前。妹妹掌舵、哥哥扯帆，驾着自

家渔船加入突击队伍。一位解放军首长

发现队伍中有个小姑娘后，严肃地命令：

“这是打仗，要流血牺牲的，你快下船！”

“三姐”涨红了脸：“我不怕，我驾船技术

好着呢……”未等她说完，哥哥赶紧将她

拉下了船。

进军号吹响了，眼看着船就要离岸，

“三姐”心急如焚。她飞快捡起一根竹竿，

撑在地上，用力一跃，稳稳立在船尾。渔

船在夜色掩护下直奔江心而去，突然遭到

敌枪炮阻击，子弹打烂了船篷，也打伤了

战士，“三姐”的右臂也被子弹击中。她强

忍伤痛，凭借娴熟的划船技术，在枪林弹

雨中和哥哥拼尽全力往江对岸划去。

临到岸边，暗堡中的机枪吐出火舌。

“三姐”为突击队员带路，迂回炸毁暗堡，

扫清“拦路虎”。之后，她又返回，6次横渡

长江，运送 3批解放军成功登陆。战役结

束后，“三姐”被授予“一等渡江功臣”和

“支前模范”荣誉称号，她家渔船也被称为

“渡江第一船”。

1951 年 9 月 20 日 ，“ 三 姐 ”受 邀 进

京 参 加 国 庆 庆 典 ，受 到 毛 主 席 亲 切 接

见 。 毛 主 席 高 兴 地 问 起 她 的 名 字 ，她

十 分 尴 尬 地 说 ，我 姓 马 ，没 有 大 名 ，别

人 都 叫 我“ 三 姐 ”。 第 二 天 ，毛 主 席 邀

请“三姐”到家中做客，并对她说，你是

我 们 的 小 英 雄 ，没 有 名 字 怎 么 行 呢 ？

我 给 你 取 一 个 ，你 姓 马 ，我 姓 毛 ，你 就

叫“马毛姐”吧！

就这样，这位渡江小英雄，从没有大

名的“三姐”，变成了名闻天下的“马毛

姐”。临行前，毛主席还找人为她做了两

套衣服，送给她一个笔记本，扉页上写着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8 个大字，并勉励

她：你很勇敢，这么小就成了渡江英雄，

但不能骄傲，更不能翘尾巴。

马毛姐后来就读于安徽省炳辉烈士

子女学校和干部速成中学，毕业后分配

到合肥工作。几十年来，无论是当工人，

还是当企业领导，她都兢兢业业、勤勤恳

恳。1990年，她退休后，义务开展革命传

统教育。

如今，马毛姐已 86 岁高龄，虽然身

体状况大不如前，但只要提起渡江战役，

她依然显得格外精神。她说，渡江战役

中，每一名解放军战士身后，至少站着

10 位支前群众。人民群众是解放军飞

渡长江的翅膀，我党我军得民心、一定

胜。我会永远跟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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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红色电影的海洋！我们

一边畅游一边汲取精神养分……”“七

一”前夕，记者来到河北省邯郸市丛台

区南吕固乡四留固村。这个有着“中

国红色电影第一村”美誉的小乡村名

不虚传，大街小巷处处可见红色电影

文化符号。街道两边楼房墙体上绘制

的《闪闪的红星》《渡江侦察记》等电影

海报，吸引很多游人驻足。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到这里

参观见学的单位和个人络绎不绝，已

达上万人次。特别是作为‘地标’的红

色电影文化博物馆，今年陆续有 500 多

个团体前来参观，最多的时候一天有

17 个。”邯郸军分区政治工作处干事刘

韶旭告诉记者。

“ 我 们 将 不 但 有 一 个 强 大 的 陆

军 ，而 且 有 一 个 强 大 的 空 军 和 一 个

强 大 的 海 军 ……”在 红 色 电 影 文 化

博物馆里，记者看到，46 名来自丛台

区 的 民 兵 骨 干 正 在 观 看 纪 录 片《中

国 人 民 政 治 协 商 会 议 第 一 届 全 体 会

议》。 伴 随 着 胶 片 电 影 放 映 机 均 匀

的 嗒 嗒 声 ，一 幅 幅 带 着“ 雪 花 点 ”的

黑 白 画 面 呈 现 在 幕 布 上 ，为 民 兵 上

了一堂别具特色的党史教育课。

观影完毕，民兵党员陈翔深有感

触：“纪录片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的形象光辉挺拔，他们的赤诚初心

让我心潮澎湃。传承是最好的纪念，

作为一名民兵党员，我要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苦练应急本领，守护好我们的

家园。”

“这个馆在邯郸市开展国防教育

和党史学习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该市国防教育办公室主任崔海山向记

者介绍，2004 年，馆长魏少先为专心红

色 收 藏 、传 播 红 色 文 化 、开 展 国 防 教

育，注销了自己创办的公司，将资金投

入“ 燕 赵 红 色 文 化 收 藏 馆 ”的 筹 建 。

2017 年，收藏馆升级为红色电影文化

博物馆。

“2018 年，在魏馆长的支持下，我

们 在 场 馆 二 楼 设 立 了 国 防 教 育 展 览

室 ，形 成 集 红 色 教 育 、国 防 教 育 和 国

防 知 识 普 及 于 一 体 的 多 功 能 文 化

馆 。”丛 台 区 人 武 部 部 长 刘 青 告 诉 记

者 ，这 个 馆 分 为 电 影 文 化 展 厅 、电 影

放 映 厅 、强 军 主 题 文 化 馆 、丛 台 国 防

文化馆 4 个区域，馆内收藏红色电影

胶片、放映机、电影海报等近 2 万件，

是河北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防

教育基地。

在一楼电影文化展厅，存有珍贵

的 电 影 拷 贝 3000 余 部 ，电 影 放 映 机

150 余台、各种珍贵电影资料图书 1500

余册、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电影海报

3000 余张。记者注意到，在陈列柜里

有一张被妥善保存的捐赠证书。魏少

先向记者介绍，他们曾向中国电影资

料馆捐赠了 3 部珍贵的电影拷贝作为

国家电影档案永久保存，其中一部名

为《瓮中捉鳖》的军事题材影片是新中

国第一部动画片。

“经典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的拷贝

越 来 越 少 ，收 集 起 来 很 不 容 易 ，费 时

费力。但把它们放映出来，让观众更

直 观 地 接 受 革 命 传 统 教 育 ，我 觉 得

值！”魏少先告诉记者，现在博物馆已

成为邯郸市 40 余个党政机关、22 所大

中小学、上百家民营企业开展国防教

育 的“ 打 卡 地 ”。 随 着 博 物 馆 的 影 响

力越来越大，很多外地游客也慕名前

来参观。

在二楼强军主题文化馆，共设军

兵种介绍、淬火成钢、大国重器 3 个部

分，充分展示我军光辉的发展历程及

国 防 和 军 队 建 设 成 果 。“ 在 弘 扬 红 色

文化的同时，我们也注重普及国防和

军队知识。”刘韶旭说，来此参观的人

员 可 以 在 一 楼 看 电 影 ，二 楼 学 知 识 ，

接 受 红 色 教 育 、强 化 国 防 观 念 。 此

外 ，在 丛 台 国 防 文 化 馆 里 ，有 许 多 不

被 人 熟 知 的 珍 贵 历 史 图 片 和 历 史 资

料，是当地群众了解丛台红色革命历

史的好去处。

为 促 进 红 色 文 化 向 更 大 范 围 传

播，魏少先还牵头成立了红色电影放

映队，经常外出义务放映电影。十几

年来，放映队深入全国各地驻军单位、

党政机关、学校、社区等放映电影，行

程已达 10 万余公里，免费为群众放映

电影 3000 余场次，受众达 10 万余人。

“现在我年纪大了，组织授课、放

映电影有些力不从心。”魏少先告诉记

者，令他欣慰的是，儿子魏行受他的影

响，如今已接过接力棒，将传播红色文

化作为人生追求。

在红色电影文化博物馆的辐射带

动下，2018 年，邯郸市启动国防小镇示

范基地建设项目，在四留固村打造红

色电影小镇，用反映峥嵘岁月的影片

点燃红色文化传播的火炬，促进了当

地红色旅游蓬勃发展。

红色电影文化博物馆周边有千米

电影文化步行街，有利用废弃坑塘建

成的“电影人家”主题餐厅，有以影片

《闪闪的红星》场景为原型打造的“红

星 粉 皮 坊 ”…… 记 者 探 访 餐 厅 ，一 进

门，红色革命歌曲激扬的旋律就传入

耳中，每个包间都有不同的电影目录，

可以选择播放《东方红》《飞夺泸定桥》

等经典电影。

据了解，除了四留固村，在南吕固

乡 还 有 20 多 个 村 庄 与 电 影“ 结 缘 ”。

下一步，他们将倾力打造红色电影小

镇产业联盟，让红色文化传播得更广

更远。

黑白胶片映照赤诚初心
——河北省邯郸市红色电影小镇聚焦国防教育助力红色文化传播

■赵东华 李树岭 本报记者 王 赫

““ 七 一 勋 章七 一 勋 章 ””获 得 者获 得 者

7 月 1 日，

新疆军区某边

防团组织重温

入党誓词暨入

党 宣 誓 仪 式 ，

进一步夯实官

兵 扎 根 边 防 、

奉 献 边 防 、建

功边防思想根

基。图为该团

政委带领全体

党员重温入党

誓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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