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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江西省宜丰县芳溪镇下屋

村，赴熊雄烈士故居参观学习的人群络

绎不绝。游客们穿过整洁的麻石小巷、

走进青砖灰瓦的清代砖木结构民宅、品

读泛黄的照片书信，追寻房屋的主人、

中国共产党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家熊雄

的心路历程，了解他追求光明、真理、进

步的人生。

两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烈

士故居部分建筑因白蚁侵蚀而破败，

院子里电线纷乱、家禽满地、环境脏

乱……2019 年 10 月，针对熊雄烈士故

居保护不到位问题，江西省宜丰县人

民检察院依法向有关职能部门发出公

益诉讼前检察，建议督促整改。很快，

烈士故居建筑物周边环境得到整治，

损毁设施得到维修，政府拨出专款用

于故居周边建设秀美乡村项目，因地

制宜统筹推进红色资源保护与秀美乡

村建设。不久，下屋村面貌一新，入列

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红色旧址与秀美

乡村吸引了大批游客，红色资源保护

质效提升。

这是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和退役

军人事务部联合发布的 14 件红色资源

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中的一件。

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

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针对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工作中面临的

诸多难题，近年来，检察机关立足公益

诉讼检察职能，开展烈士纪念设施保护

专项行动，灵活运用诉前磋商、公开听

证、检察建议、圆桌会议等多种方式，督

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积极整改，加强

红色资源保护。

“合力”二字，是此次发布的 14 件

公益诉讼典型案例的共同亮点。检察

机关在办理革命文物、烈士纪念设施等

红色资源保护案件中，得到退役军人事

务部门积极配合，文物保护、环保、民政

等部门也共同沟通协作，形成红色资源

保护合力，提升协同共治效能。以广东

省台山市人民检察院、广州军事检察院

督促保护鸡罩山散葬烈士墓行政公益

诉讼案为例，针对散葬烈士墓管理保护

不到位、烈士身份信息资料缺失等问

题，军地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协作优势，

共同督促职能部门依法全面履职，系统

修缮散葬烈士墓，全面核查烈士身份信

息，维护散葬无名烈士合法权益。

据介绍，2019 年至 2021 年 3 月，全

国检察机关共办理文物和文化遗产领

域公益诉讼案件 5800 余件，发出诉前

检察建议 4800 余件，提起民事、行政公

益诉讼 60 余件。退役军人事务部等部

委还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充分用好革

命文物资源及烈士纪念设施，深化党

史学习教育。

多个省份积极推动红色资源保护

立法，截至 2021 年 5 月，全国共有 25 个

省级人大常委会作出加强检察公益诉

讼工作的专项决定，其中有 20 个省明

确将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烈士纪念设

施、红色文化资源等纳入公益诉讼新领

域案件范围。

退役军人事务部褒扬纪念司司长

李桂广介绍，日前，退役军人事务部与

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

展全国县级及以下烈士纪念设施保护

专项行动。下一步，他们将深化全方位

协作配合，推动英烈保护长效机制建

设，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

好红色资源，使其在党史学习教育、革

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发挥

更大作用，进一步激发人民群众爱国热

情，振奋民族精神。

最高人民检察院和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发布红色资源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多方合力做好红色资源保护工作
■本报记者 潘 娣

○25个省级人大常委会作出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专项决定
○20个省将烈士纪念设施、红色文化资源等纳入公益诉讼范围
○3 年办理文物和文化遗产领域公益诉讼案件 5800 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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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过海拔 5000 多米的恰拉山和日

拉山，雪线之下的牧场和原始森林包围

的山谷深处，有一个小小的村落——西

藏山南隆子县玉麦乡。

清晨，阳光唤醒这个静谧的山村。

一排排灰顶黄墙的楼房与周围苍翠的

青山、潺潺的河流构成一幅美丽的画

面。不远处的山坡上，红色的汉藏双语

标语“家是玉麦、国是中国”在阳光下熠

熠生辉。

卓嘎又赶着牛群上山了。放牧条

件艰苦、风餐露宿，然而卓嘎乐此不疲：

“放牧就是巡边，隔段时间不去走走，心

里不踏实！”

其实，还有两个月，卓嘎就满 60 岁

了。这两年，因患上慢性病，她瘦了五

六公斤，步履也有些蹒跚了，可她的笑

容依旧灿烂：“我还能走，我还年轻，我

党龄才 25 年，共产党人永远是年轻！”

1996 年 7 月，在入党介绍人、时任

玉麦乡人大主席索朗顿珠的带领下，卓

嘎面对党旗庄严宣誓。也是那一年，玉

麦乡回迁了两户人家，结束了长达 34

年的“三人乡”历史。

在卓嘎身上，总能看到父亲桑杰

曲巴的影子。桑杰曲巴是玉麦的第一

代 守 边 人 。 玉 麦 乡 平 均 海 拔 3600 多

米，过去由于交通闭塞条件艰苦，居民

陆续迁出。只有老乡长桑杰曲巴带着

两个女儿卓嘎、央宗坚守。他说：“这

是我们的土地、国家的领土。总没人

去 ，就 容 易 被 别 人 侵 占 。”守 土 不 易 。

玉麦自然环境恶劣，每一粒粮食都需

要从山外运回，每一次，都要赶着牦牛

花十几天，穿越沼泽遍布的原始森林，

攀爬冰塔林立的悬崖峭壁，翻越 3 座海

拔 5000 多米的雪山。每一次巡边，也

都是一场冒险，记不清有多少次被划

伤、撞伤、摔伤，记不得有多少回夜宿

山洞，在 3644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一家

人用脚板丈量着边防线，配合解放军

管控边塞要点。

2017 年 10 月 ，卓 嘎 、央 宗 姐 妹 给

习 主 席 写 信 ，介 绍 玉 麦 的 情 况 ，表 达

为 国 守 边 的 决 心 。 没 想 到 很 快 收 到

习主席的回信，勉励她们继续传承爱

国 守边的精神，带动更多牧民群众像

格桑花一样扎根在雪域边陲，做神圣

国 土 的 守 护 者 、幸 福 家 园 的 建 设 者 。

沐浴党的春风，如今的玉麦面貌焕然

一新，在卓嘎、央宗的带动下，越来越

多的后来人加入守边固边队伍。小小

的山村，建起了学校、广场、卫生院，联

通了路网、电网、互联网，成为网红旅

游点，被命名为“幸福美丽边境小康示

范乡”。卓嘎如今的家，已是一座轻钢

龙骨结构的藏式别墅。

在卓嘎的新家旁，“桑杰曲巴旧居”

格外醒目。去年翻新整修以来，旧居已

接待游客 40 余拨次。央宗的儿子索朗

顿珠主动请缨，兼职担任旧居讲解员。

索朗顿珠是玉麦乡走出的第一个大学

生，毕业后，他放弃城市待遇优厚的工

作，回乡加入巡边队伍。卓嘎的大女儿

巴桑卓嘎 2019 年大学毕业后，也回到

玉麦。

新生代戍边力量不断成长壮大。

去年 9 月，玉麦乡走出了首批新兵：适

龄青年尼玛扎西和次仁旦巴，披红戴花

踏上从军路。

放 牧 戍 边 之 余 ，卓 嘎 始 终 没 闲

着。去年年初，玉麦乡军地基层党组

织结对共建试点工作展开，卓嘎和央

宗作为特邀嘉宾，为新发展军地党员

戴党员徽章，带领新战士重走桑杰曲

巴 巡 边 路 …… 在 今 年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中，卓嘎将父亲的事迹搬上课堂，赢得

现场阵阵掌声。

“阿爸，今天的玉麦如您所愿。”闲

暇时，卓嘎喜欢坐在玉麦河边的石头

上，听河水叮咚，看雾锁群山，回忆过

去、憧憬未来。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

人民心向党。玉麦山谷中，党旗与国

旗交相辉映，成为雪域高原最亮丽的

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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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俞根林报道：“对大学毕

业生退役军人逐人建档入库，遴选优秀

干部一对一联系帮带，力争到 2023 年

底，实现每个村（社区）‘两委’中都有退

役军人任职……”日前，江苏省苏州市

吴江区出台《关于在大学毕业生退役军

人中培养推选村 （社区）“两委”后备

干部的实施意见》，为加强基层政权建

设、促进退役军人稳定就业提供了政

策依据，规范了培养路径。

意见要求，年内全区对辖区内所

属大学毕业生退役军人进行全面调查

摸底，逐人建档入库，做到组织关系

明、家庭信息明、工作情况明、思想动

态明，同时落实动态管理机制。严密组

织考察，严格遴选择优。各村（社区）提

出优秀大学毕业生退役军人推荐名单，

由镇（街道）对推荐人选进行考察，甄选

一批政治立场坚定、热爱基层工作、事

业心责任感强、能力素质突出的人员，

作为村（社区）“两委”后备干部人选，定

期组织集训。同时，区镇（街道）从本级

领导班子、村 （社区） 书记 （主任）、

“第一书记”等群体中确定一批帮带干

部，对大学毕业生退役军人一对一联

系帮带，帮助提升服务群众工作水平。

加强跟踪培养和考核，对实绩明显、群

众公认、考核优秀的，优先列为村“两

委”正、副职后备人选，条件成熟的及

时提拔使用。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加大大学毕业生退役军人培养力度

逐人建档入库 结对联系帮带

卓嘎（前）和央宗姐妹与官兵一起巡逻

7月 6日，河南省信阳市平桥

区人武部联合空降兵某旅完成实

战背景下跨区机动转场演练，检验

国防动员能力和支援保障能力。

图为官兵和民兵联合排除故障。

王武锋摄

本报讯 赵温祥、兰国洪报道：7 月

9 日，贵州省都匀军分区组织干部职工

和民兵骨干走进驻地“红色课堂”——

猴场会议会址，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现地

教学。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教学活动，

军事训练贯穿全程。

翻 阅 方 案 笔 者 看 到 ，此 次 教 学 活

动，干部职工和民兵骨干全员进行全副

武装长途拉练。行进过程中，既有摩托

化机动，也有“重走长征路”5 公里武装

越野；既有指挥所开设演练，也有瞻仰

红色遗址安排；既有野战宿营，也有歌

咏比赛……军事训练和党史学习教育

穿插开展，学习氛围浓，军味战味足。

以史领训，以学促练。大家自觉把

参观路线图换成行军路线图，把照相机

换成望远镜，把“旅游心态”调整到“战

斗状态”。

“ 习 主 席 在‘ 七 一 ’重 要 讲 话 中 指

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坚持中

国共产党坚强领导。’猴场会议就是因

为实现了党指挥枪，才终止了错误的军

事指挥，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猴场会

议纪念馆铜像群雕前，干部职工和民兵

骨干驻足瞻仰，热烈交流。

“当年红军将士不畏天险，不惧恶

敌，强渡乌江，开辟通路，靠的就是对党

的 无 限 忠 诚 和 对 革 命 事 业 的 必 胜 信

念。”在纪念馆“突破乌江”专题前，该军

分区现地开设军事课堂，引导大家在经

典 战 例 中 感 悟 如 何 听 党 指 挥 、谋 战 制

胜。大家纷纷表示，这样的学习有动力，

这样的训练很有劲头。

贵州省都匀军分区组织干部职工和民兵骨干

以战斗姿态走进“红色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