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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 日清晨，家住安徽省定远县朱

湾镇的严明友，带着自己手写的《松花

江上》词谱挂图走出家门，步行到几公里

外的复兴小学，为孩子们上“开学第一

课”。走上讲台，他挂起词谱，打开电子

琴，铿锵激昂的旋律一响起，孩子们清亮

稚嫩的歌声立刻飞出了教室……

“严老师常对我们讲，要做共产主义

接班人，以后入团、入党，为人民服务，这

样的人生才有价值、有意义。”复兴小学

的一名学生告诉笔者。

严明友已经 92 岁高龄，但步履间依

然有军人的影子。1942 年冬天，13 岁的

严明友参加了新四军。“我那时还不知道

什么是共产主义，就知道新四军打鬼子、

帮穷人。”严明友说，自己爱好唱歌，在新

四军二师当文艺兵。第二年，因年龄小、

个子矮，被部队劝回家。6 年后的 1949

年 7 月，20 岁的严明友再次入伍，成为安

徽省滁县（滁州）军分区的一名战士，后

来提了干。

1952 年，严明友转业到盱眙县教育

局文教科任会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两个月后，严明友提出申请，到条件艰

苦的乡村学校教书。“乡村学校师资力

量很薄弱，我要用自己所长帮助孩子们

学文化、长知识、强本领，长大后建设好

家乡。”从军的经历，让严明友对党和人

民的事业充满热情与忠诚。从此，乡村

学校的三尺讲台成为他一生耕耘奉献

的园地。

教书育人近 40 载，严明友已是花甲

之年，到了办理离休手续的年纪。然而，

他选择了“退休”：“与那些为解放事业牺

牲的战友们相比，我已经很幸运了。”离

休变成了退休，严明友不但不觉得亏，又

做出了一个让人惊讶的决定：支教。

“我们学校师生和严老的交情，就是

从他退休后开始的。”复兴小学校长杨开

武告诉笔者，当时他们学校缺音乐老师，

听说严明友退休了，就想请他代课，严明

友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后来，陆续有学

校慕名请他，严明友一一答应，担任起多

所乡村学校的音乐老师，每周上 10 余节

课。只要时间排得开、身体能允许，他都

按时步入教室，风雨无阻。

严明友的音乐课很受学生欢迎。《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人民解放

军军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不

仅教唱革命歌曲，还为学生讲歌曲背后

的革命故事，讲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

的光荣传统。

这一教又是 30 年。穿着中山装，拎

着布袋子，是严明友上课的“标配”。布

袋子里除了词谱挂图，还有一个老旧的

铝制饭盒。“严老是义务教学，分文不取，

中午还自己带饭，从不用学校为他准备

的饭卡。”杨开武说。

“我们不少人都是严老师的学生。”

校门外，笔者与等候孩子放学的家长攀

谈起来。提起严明友，不少头发半白的

老人争先恐后地介绍。“严老师是我小学

三年级到五年级的老师，他用音乐教我

们做人的道理，鼓励我们成长成才。”今

年 50 多岁的朱湾镇社保所所长宋运动

激动地说，“严老师待我们如自己的孩

子，谁家有困难，他都会尽力帮一把。”

宋 运 动 告 诉 笔 者 ，1989 年 春 节 前

夕，严明友来到他家，背来 30 斤大米，还

有一块蓝色卡其布布料，嘱咐宋运动做

身新衣服。原来，宋运动正准备结婚，但

家里实在困难，严明友知道后便帮他张

罗起来。一晃 30 多年过去了，每每提到

这件事，宋运动还是忍不住激动。

今年 57 岁的张祖福也是严明友的

学生。“我小时候经常看到严老师把自己

的粮票、布票、肥皂票接济给家庭困难的

学生。”张祖福说，直到现在，严老师还是

一 位“ 月 光 族 ”，他 每 月 退 休 工 资 4000

元，除了留下几百元钱当生活费，剩下的

都资助困难学生了。他对学生很大方，

对自己却很“抠”，一身中山装不知穿了

多少年。

笔者曾问过严明友，这些年资助了

多少钱。严明友说，没算过，就是尽一分

老党员、老兵的心意和责任。“您本该好

好享享清福，却还四处奔波上课，不觉得

辛苦吗？”“我的人生字典里就没有‘苦、

累’这两个字，为人民服务有什么苦的、

有什么累的？”严明友笑着对笔者说，趁

现在还能走能唱能弹，就争取给孩子们

多上课，用音乐的力量帮助他们树立正

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教师节前夕，笔者来到严明友家看

望这位 92 岁的老兵“园丁”。20 多平方

米的瓦房里摆放着简单的家具，没什么

昂贵的电器，十分简朴。书柜里整齐地

码放着书籍和他订阅了几十年的《解放

军报》，最显眼的是一套旧式军装、一架

擦得铮亮的钢琴……

上图：严明友为复兴小学学生上“开

学第一课”，教唱革命歌曲《松花江上》。

李邦杰摄

老兵“园丁”今年九十二
■王德浩 蒋 冉 本报特约通讯员 潘正军

本报讯 刘以华、本报记者郭冬明

报道：“1957 年，在南昌下沙窝，正是这

副脚镣，让凌凤梧辨认出方志敏烈士的

遗骸……”近日，革命文物“云”展览进

军营活动，由江西省军区与江西省博物

馆联合举办。这是江西省军区创新思

想政治教育方法手段的举措之一。

“今年，中央军委印发《关于构建新

时代人民军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意

见》，省军区深入学习贯彻，在‘创新’二

字上下功夫。”省军区政治工作局主任

邹铁平告诉记者，他们依托驻地红色资

源富矿，按照“体系化设计、精细化搭

建、工程化推进”的思路，积极构建思想

政治教育“红色矩阵”。

他们整合南昌、井冈山、赣州、上饶

等区域红色教育资源，形成以寻根、铸

魂、为民、奉献等为主题的内容体系。

通过领导讲大课、基层讲小课、官兵讲

微课等形式，宣讲建党精神、井冈山精

神、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等中国共产党

人的精神。

他们拍摄制作“南昌起义”“跨越时

空的井冈山精神”等 11 部红色专题片；

编写《红土地上的永恒记忆》等红色书

籍；考评命名 44 个省级国防教育基地；

开设数字军史馆、红色基地网上展馆，

并运用 AR、VR 等技术，再现“黄洋界

保卫战”等经典战斗，线下线上齐发力，

提高教育质效。

他们还将思想政治教育课堂搬到

现地，组织官兵到井冈山、瑞金、兴国等

地，开展“烈士陵园明宗旨、三湾村里话

军魂、八角楼前强信念、挑粮小道悟艰

辛”等实景化教学，教育引导官兵坚定

信念、振奋精神、提升境界。

此外，红色故事会、向烈士遥寄跨

越时空的回信、诵读红色家书、百年百

史百人讲等系列活动的开展，让官兵在

主动参与、互动交流中更好地追根溯

源、赓续传统。

“‘红色矩阵’的构建，让我们找到

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好路径。”省军

区领导介绍，组织新交流干部、新招录

文职人员、新入伍战士、预定新兵走进

“红色矩阵”上好“第一课”，已成为他们

的“规定动作”。记者在省征兵办了解

到，在红色精神的熏陶下，今年上半年，

该省有 850 名新兵主动要求奔赴新疆、

西藏等艰苦地区卫国戍边。目前，正在

进行役前训练的预定新兵又有多人申

请戍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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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陈涛、谢孟昆报道：“呈搜

索状态前进！前方发现‘敌情’，卧倒、射

击！”军训教官全副武装，一边携带自动

步枪向前方“假想敌”发起进攻，一边为

学生讲解单兵战术动作要领。这是山东

省青岛市第十七中学学生军训场上的一

个镜头。

9 月 1 日，青岛市各学校开学，高一

新生军训工作也相继展开。青岛警备

区 战 备 建 设 处 参 谋 朱 劲 伟 告 诉 笔 者 ，

今 年 是 落 实《高 中 阶 段 学 校 学 生 军 事

训练教学大纲》第一年，军训课目增设

了战术动作、格斗基础与军事体育、卫

生与救护 3 个必训内容 ，轻武器射击、

手榴弹投掷等专业性较强的课目成为

选 训 内 容 ，对 学 生 军 事 素 质 培 育 提 出

更高要求。

为此，该警备区严格选拔军训教官，

开展岗前培训，并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

为高一新生量身定制军训教学计划，丰

富军训内容与手段，打破整内务、站军

姿、走队列的学生军训“老三样”模式，让

军训更具“战味”。

“ 扣 动 扳 机 后 ，不 仅 能 射 出 激 光 ，

还 会 产 生 后 坐 力 ，真 棒 ！”这 是 学 生 在

进行轻武器射击课目模拟训练时发出

的 感 叹 。 据 了 解 ，警 备 区 与 有 关 部 门

协 调 ，引 进 了 轻 武 器 模 拟 射 击 训 练 系

统。该系统使用的模拟枪械具有较高

仿真度，用可见激光代替子弹，射击时

可直观看到激光点在靶面上的弹着点，

同时语音报靶。

“打开设备盖子自动开机，按照提示

在患者身上贴好电极片，按动按钮开始

除颤放电……”在青岛市第二中学教室，

学生正在学习如何使用 AED 自动体外

除颤器。军训教官表示，掌握心肺复苏

技能是卫生与救护课目的重要教学目标

之一，之后还会进行止血、包扎、固定和

搬运等基础救护内容的学习，以提升学

生应对意外伤自救互救的能力。

“原以为军训就是站站军姿、走走队

列，没想到内容这么丰富。”第十七中学

学生刘相融说，他们既学到了军事技能

又提高了应急本领，受益匪浅。

山东省青岛警备区着力提升学生军训质效

打破军训“老三样”模式

本报讯 刘志兵、张北川报道：“我

们被敌人重重包围，虽然只有 10 个人 2

杆枪，但大家毫不畏惧……”近日，辽宁

省军区兴城离职干部休养所老干部、91

岁高龄的谷凤兰来到兴城市预定新兵

役前训练场，以和战友们在抗美援朝战

场上浴血奋战的故事为主题，为预定新

兵上了一堂生动的国防教育课。

再忆烽火岁月，谷凤兰讲得动情，

预定新兵听得入心。大家表示，听了老

英雄的事迹，奉献青春、建功军营的决

心更坚定了。

老干部们的战斗经历、奋斗精神，是

开展国防教育的鲜活教材。9年前，兴城

离职干部休养所组建了老干部“红色故

事宣讲队”，坚持深入部队、党政机关、企

事业单位、学校进行国防教育宣讲活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部分老干部因身

体原因退出宣讲队。为使宣讲接力不

断线，该所将人员组成由老干部向老干

部子女、所内官兵拓展。同时，为提升

宣讲效果，他们还组建“红色故事挖掘

组”，以老干部战斗经历为主要内容，拍

摄制作红色微视频、采访撰写红色故事

集，将“宝贵财富”转化为“红色记忆”，

并在新媒体平台定期推送。

93 岁高龄的老干部李淑范平均每

月有 3 至 4 场宣讲，为了保证宣讲质量，

她每次都认真备课，根据授课对象调整

内容。“只要身体允许我就会一直讲下

去！”李淑范说。

据统计，9 年时间，“红色故事宣讲

队”共开展宣讲 300 余场，6 万余人接受

了教育。

辽宁省军区兴城离职干部休养所“红色故事宣讲队”

“播火”9年不间断

在安徽省定远县，新四军老战士严明友鲐背之年仍坚持教书育

人，奔走在乡间小路上。当乡村教师近 40载，之后又义务支教 30年，

严明友几乎将一生都奉献给了乡村学校的三尺讲台。他用音乐育人，

用歌声传递力量，诠释了一位老兵“园丁”的初心。今天是第 37个教

师节，本文讲述了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严明友的故事，也借此

方寸之地，向军地教育战线上的所有“园丁”道一句：老师，辛苦了！

——编 者

日前，西藏军区某旅官兵

携某新型高原降落伞，在海拔

4800米的青藏高原上空展开高

海拔地区伞降训练，锤炼高原

空降作战能力。

左图：官兵携伞登机。

上图：官兵一跃而下。

曾 云、王述东摄影报道

朵朵伞花在高原盛开朵朵伞花在高原盛开

9月上旬，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开展比武竞赛活动，100余名参赛队员围绕

22个课目进行角逐。图为参赛队员正在飞跃矮板墙。 董欣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