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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兵 工 作 进 行 时征 兵 工 作 进 行 时

这是冀中平原一座普通的农家院

落：白墙灰瓦，鸡啼犬吠，几棵挂满果

实的苹果树和柿子树树枝争相伸出墙

外，分立大门两侧墙上鲜红的“读书”

二字，散发着浓郁的书香气息。

走进院落，一排整洁的平房门口

悬挂的“家庭国防教育图书室”“民兵

理论学习室”等牌匾，在阳光照射下熠

熠生辉。

“这个书屋的主人叫刘玉柱，今年

84 岁，是一位几十年倾心国防教育事

业的‘军事发烧友’。”河北省沧州市泊

头市人武部政委刘哲介绍，书屋是刘

玉柱老人自己设计、自掏腰包创办的，

先后投入了四五十万元，现有藏书 4 万

余册。多年来，来这里借书、读书的群

众数以千计，是当地群众和民兵了解

国防知识、接受国防教育的一扇窗口。

据介绍，2014 年，刘玉柱家庭获评

首届全国“书香之家”，2017 年他的书

屋被评为“全国示范农家书屋”。

刘玉柱自幼酷爱读书，尤其喜欢

军 事 题 材 方 面 的 书 籍 。 小 时 候 家 里

穷，他上完小学就到工厂做了学徒，即

使忍饥挨饿，也要省下钱来买书。

成家后，面对沉重的生活压力，他

依然保持买书、读书的好习惯。一次，

他用省吃俭用几个月攒下的工资，从

天津背回了两大编织袋旧书。妻子见

他累得气喘吁吁的样子，既心疼又生

气。再后来，看到刘玉柱沉浸在买书

看书的乐趣中，妻子也被感染熏陶，开

始支持他的爱好。

随着藏书逐渐增多，来刘玉柱家

借书的乡亲也逐渐多了起来。每每这

时，刘玉柱心里总是美滋滋的。

1989 年，沧州市在河北省率先成

立国防教育领导小组，开始深入推进

全民国防教育工作。当时，农村国防

教育资源匮乏，考虑到村里一无资金

二无场所，刘玉柱就琢磨着把自己的

书房改造成国防教育书屋，免费为周

围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提供国防教育

读物和场所。

说 干 就 干 。 刘 玉 柱 和 家 人 商 量

后，拾掇腾出 4 间平房，自己动手平整

地面、修补墙皮，从并不宽绰的生活费

中挤出钱来购买书柜、添置桌椅，跑了

几 家 书 店 精 心 选 购 了 一 批 新 书 。 不

久，沧州市首家农村国防教育书屋建

成并对外开放。随后，泊头市委宣传

部、泊头市人武部相继把“民兵理论学

习室”“家庭国防教育图书室”两块牌

匾，挂在了图书室门口。

退休以后，刘玉柱把全部精力放在

书屋的建设上。藏书之余，他还书写军

旅诗词楹联 5000 多幅。每当人们来借

阅图书，也会一起诵读这些名言警句，

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农家小书屋，国防大课堂。随着

书屋在十里八乡名气越来越大，吸引

一批又一批中小学生、农村群众和党

员干部前来读书、借书。为方便附近

村庄学生借阅图书，刘玉柱经常和儿

子推着小车，把精心挑选的红色教育

书籍送到校门口。

每到征兵季，刘玉柱还主动当起

宣传员。在他的鼓励和影响下，所在

村适龄青年报名参军人数始终位居全

市前列。

“没有强大的国防，就没有幸福的

小家。关心国防、支持国防是每个公

民的责任和义务，这句话不能只喊在

口头上，更要落实在行动中。”老人常

常这样教育子女。

在刘玉柱的言传身教下，供职于

沧州市教育局的儿子刘涛，把父亲的

国防情结从家庭书屋延伸到了校园。

多年来，刘涛一直参与全市大中

小学校的国防教育工作。在他和同事

们的筹划组织下，沧州市先后在中小

学校开设“国防教育云课堂”，在大专

院校开设“国防教育暨征兵宣传大讲

堂”，创建了 110 所业余少年军校，通过

持续开展“寻访革命英雄”“英模故事

我来讲”“国防教育文化节”等活动，把

“崇尚英雄，爱国学军”的种子植入学

生心田，增强青少年国防意识。近年

来，泊头市先后有 4 所学校被评为“全

国国防教育先进学校”，5 所小学获评

“河北省国防教育示范学校”，11 所小

学跻身省级国防教育先进单位。

河北省泊头市退休工人刘玉柱倾心国防教育事业，自费创办的“家庭国防教
育图书室”被评为“全国示范农家书屋”，其家庭获评首届全国“书香之家”——

农家小书屋 国防大课堂
■本报记者 郭泓斌 通讯员 黄子岳 王武章

今年的 9 月 18 日，是第 21 个全民

国防教育日，也是九一八事变 90 周年

的日子。当这两个非同寻常的日子交

汇在一起，引发了我们对全民国防教

育工作的新思考。

无论过去多少年，1931 年 9 月 18

日，永远是中国人民心头无法忘却的

记忆。就在那一天，日本关东军按照

事先预谋，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

的一段铁路，并诬陷是中国军队所为，

由此挑起九一八事变，揭开了第二次

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从 1840 年

第一次鸦片战争到英法联军火烧圆明

园，从中日甲午海战到南京大屠杀中

30 万同胞惨遭屠戮……时间或许可以

抚平伤痛，但那些用鲜血和生命换来

的教训仍在时时刻刻警示我们：强大

的国防是民族自立自强之本，是国家

生存与发展的安全保障，是人民安居

乐业的根本保证。

2001 年 8 月 31 日，第九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定设立全

民国防教育日，确定每年 9 月的第 3 个

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目的是弘

扬爱国主义精神，普及国防教育，使全

民增强国防观念，掌握必要的国防知

识和军事技能，自觉履行国防义务，关

心、支持、参与国防建设。

习主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

指出，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

国防是全民国防。要加强全民国防教

育，巩固军政军民团结，为实现中国梦

强军梦凝聚强大力量。

家事国事天下事，国防建设是大

事。加强新时代国防教育，是树立“总

体 国 家 安 全 观 ”的 内 在 需 要 ，是 筑 牢

“ 中 国 梦 和 强 军 梦 相 统 一 ”的 现 实 需

要，是推动国家安全发展的深层动力。

近年来，各地各级依法开展国防

教育，公民国防观念、家国意识不断增

强，全社会关心国防、热爱国防、支持

国防的氛围日益浓厚。同时，我们必

须清醒地意识到，一方面，当今世界正

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动荡变

革加速。另一方面，承平日久，有人躺

平在和平温床“长醉不愿醒”；还有人

只顾追求个人利益，淡忘了公民的国

防义务。

国无防不立，民无兵不安。今年，

全民国防教育日主题是“迈向强国新

征程·军民共筑强军梦”。凝聚起全民

国防的强大力量，要求我们必须树牢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观念，

进一步浓厚爱国奉献、崇军尚武的社

会氛围。要不断丰富教育形式，让国

防教育看得见、摸得着；要增加教育内

容，让国防教育有影响、见实效。每个

公民都要自觉接受国防教育、参与国

防建设，强化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的忧

患意识，坚守尊崇英雄、弘扬正气的价

值底线，让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

国防成为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自觉行

动，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筑起坚不可

摧的钢铁长城，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

凝聚全民国防强大力量
■范帅帅 焦东明

本报讯 肖力民报道：“我已立志

革命，而现革命尚未成功，我必将继续

为之。革命不成功，我不回家，成功之日

见……”9月10日晚，江西省于都县征兵

办组织预定新兵集体朗读红三军团第

五师参谋长、于都籍红军烈士李骏牺牲

前写给妻子的战地家书，感人肺腑的家

国情怀深深感染着现场每名热血青年。

于都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是

伟大长征精神的发源地。该县充分利

用当地丰富的红色资源，开展传承长

征精神系列教育活动，引导准新兵传

承红色基因，培养血性胆气，争当无愧

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辈的新

时代革命军人。他们为即将入伍的准

新兵开设了内容丰富的“红色课堂”：

组织准新兵网上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出

发地纪念园、革命烈士纪念园等革命

旧址，观看以于都籍开国将军曾雍雅

为原型的红色电影《诱狼》，观看于都

县长征源合唱团演唱的《长征组歌》录

像，集体朗读红军烈士的战地家书，并

由县征兵办工作人员为准新兵讲一堂

于都革命故事课。

一系列教育活动，加深了准新兵

对伟大长征精神的理解，坚定了从军

报国的信心和决心。红军烈士后代、

大学毕业生葛海明感慨地告诉笔者：

“到部队后，我一定刻苦训练，严格要

求，发扬长征精神，当好红军传人，坚

定走好军旅人生的每一步，绝不辜负

祖国和家乡人民的重托。”

江西省于都县引导预定新兵传承长征精神

红色课堂铸军魂

9月 1 日，山西省朔州军分区组织官兵赴山区学校开展“情系山区教育，关

爱留守儿童”爱心助学活动，为孩子们送上学习用品。 梁 江摄

9月上旬，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中学在国防教育示范基地集中组织军训，培养学生的尚武精神，增强国防意识。图为军训学生在铁索桥上体验当年红军“飞夺

泸定桥”的场景。 谭长俊摄

本报讯 余洪静、记者蔡永连报

道：新兵起运前夕，安徽省金寨县人武

部联合该县双拥办，代表 68 万老区人

民为入伍新兵送上红色礼包，激励他

们赓续红色血脉，早日建功军营。

革命战争年代，金寨有 10 多万英

雄儿女为国捐躯，被称为“将军的摇

篮，红军的故乡”。当年“母送儿，妻送

郎，父子争相上战场”的拥军传统一直

在老区薪火相传。

为引导预定新兵传承红色基因、

坚定理想信念，他们为每名准新兵精

心准备了一份红色礼包。该县人武部

政委陈卫从礼包中拿出一本《少年漂

泊者》告诉记者：“这本书的作者蒋光

慈是从金寨走出去的早期共产党员，

书中讲述主人公汪中历尽离乱艰难、

沧桑曲折，最终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

在战争年代激励众多青年投身革命洪

流。希望大家能在这本书里领悟共产

党人的信仰，坚定献身国防、建功军营

的远大志向。”

打开礼包，记者发现，除了红色书

籍外，他们还特意准备了藿香正气水、

风油精、创可贴、口罩等常备医护用

品。“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取消

了传统的送兵方式，改用红色礼包表

达送别之情。”该县双拥办负责人夏伦

梅说。

记者在礼包中还看到一张“安心

卡”，卡上标注着县乡各级双拥单位地

址及联系电话。据介绍，这张“安心

卡”，是为了确保新兵入营后其家庭遇

到困难需要求助时，能找到人、找对

人，及时为他们解决后顾之忧。

二次入伍的准新兵黄俊杰捧着礼

包激动地说：“接过它，就是接过红色接

力棒，接过使命责任。请父老乡亲放

心，我一定不负韶华、不负重托，争取用

优异的成绩为老区争光，为军旗添彩。”

安徽省金寨县激励预定新兵扎根军营建功

红色礼包励斗志

国防论苑国防论苑

刘玉柱与儿子刘涛交流读书心得。 穆广英摄

本报讯 王庆泽、李军报道：“谭

虎，到西藏方向……”当听到征兵领导

小组组长宣布自己的服役去向时，谭

虎那颗快提到嗓子眼儿的心终于放了

下来，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9 月 10

日，贵州省纳雍县人武部举行定兵大

会，二次入伍青年谭虎如愿以偿实现

了再次进藏的心愿。

两年前，谭虎怀揣着建功边疆的

梦想来到雪域高原，成为西藏军区某

部一名战士。两年的高原军旅生活，

把他塑造成了标准的军营男子汉，并

于 2019 年被评为优秀士兵。2020 年，

因士官选改名额有限，谭虎带着对军

营的眷恋抱憾退役。

回到家乡后，谭虎凭借过硬的素

质和吃苦耐劳的品质，很快应聘到一

家物业公司工作。

人 虽 回 到 故 乡 ，心 却 留 在 了 高

原。站岗执勤、官兵友爱的场景时常

在他脑海闪现：一次野营训练，大家都

以罐头食品作主菜，盘子里的青菜，谁

都舍不得动筷子夹，老兵心疼新兵、新

兵礼让老兵，到最后还是班长按人头

均分到了碗里……

为了找回当兵的感觉，谭虎报名

加入县民兵应急分队。今年 6 月，县

人武部邀请他担任征兵义务宣讲员。

他在准备宣讲材料时，发现自己符合

二次入伍的条件，就第一时间报了名。

经过报名筛选、体检、政考、役前

训练等环节，谭虎以排名第一的成绩

被确定为预定新兵。在填报去向时，

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西藏。面对亲友

的相劝，他说：“我已经习惯了高原的

生活，我想用这种独特的方式感受别

样的青春。”

在役前训练期间，谭虎发挥“过来

人”的优势，主动担任小教员，经常给战

友示范讲解队列动作，开导思想有波

动的战友，鼓励他们坚定从军信念。

谈及即将开始的高原军旅生活，谭虎

信心满满：“没想到自己能再次穿上军

装，更没想到还能回到雪域高原服役。

我要把这份幸运化作建功军营的动力，

努力争做无愧新时代的红色传人。”

贵州省纳雍县批准预定新兵重返高原戍边

红色传人再进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