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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斌、段艳梅报道：“呜

呜……”一阵急促的防空警报声划破

长空。“停止一切活动，有序撤离，快！”

9 月 16 日上午，安徽省萧县鹏程中学

师生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开展

防空演练。

在第 21 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到来之

际，该县人武部联合当地宣传、教育、

人防等部门，通过在辖区中小学开展

形式多样的活动，进一步增强青少年

国防意识，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

“90 年前，日本军国主义发动蓄谋

已久的九一八事变，建立伪满洲国傀

儡政权，开始对东北人民长达 14 年的

奴役和殖民统治……”县人武部副部

长王善引沉痛的讲述将同学们瞬间带

回中国人民饱受欺凌的屈辱岁月。高

二年级 15 班学生张育宁听后不由攥紧

双拳：“没有强大的人民军队，就不可

能有强大的祖国；没有强大的祖国，就

不可能有和平安宁的生活。作为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我们必须学好

知识、练好本领，接过前辈的枪，建设

祖国、保卫祖国。”

“居安当思危，警钟要长鸣。每年

组织防空警报试鸣，就是要提醒我们

时刻勿忘国耻、奋发图强。”随后，师生

们来到操场，聆听县人防办工作人员

讲解防空警报的分类及听到防空警报

时如何隐蔽防护等知识。

活动继续进行。主席台上两位身

着不同样式军装的一老一少，引起师

生的注意。年老的一位名叫梁恒义，

曾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抗美援

朝战争等上百次战斗；坐在旁边的年

轻人名叫许中卫，刚刚从空降兵某旅

侦察连退役，曾荣立三等功、二等功各

1 次。接下来，两位不同年代的军人向

学生们讲述了自己的军旅故事，赢得

阵阵热烈掌声。

掌声未落，8 名武警官兵带来的一

段以战术动作为主要内容的“快闪”表

演 ，将 活 动 现 场 气 氛 再 次 推 向 高 潮 。

“军人，真酷！”高二年级 12 班的赵子恒

眼睛里闪着光：“长在新时代，吾辈当

自强。我一定好好学习、立志成才，为

国家建设贡献一分青春力量。”

该县人武部部长周磊告诉笔者，这

次国防教育主题活动，军地协同、密切

配合，取得明显效果。下一步，他们将

持续发力，推动学生军训、兵役登记、征

兵宣传等武装工作与学校政治教育工

作深度对接融合，让国防观念、国防情

怀在学生心中根植得更深入、更浓厚。

安徽省萧县开展青少年国防教育主题活动

国防观念刻入学生成长年轮

本报讯 伍海峰、记者晏良报道：

“家事国事天下事，国防建设是大事！”

第 21 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前夕，西藏昌

都军分区某团组织 11 支宣讲分队进牧

区、入村落，运用藏汉双语，宣讲国防

政策法规，将“爱我国防、人人有责”

的理念传递给藏族同胞。

该团下辖点位分散，防区面广线

长。如何搞好全民国防教育，激发边

防一线群众爱国热情，形成齐抓共管、

军民联动的管边控边格局，是该团党

委一直探索的课题。

着眼扎实推进全民国防教育，该

团在各村党员活动室开设国防教育讲

堂，以上大课的方式开展教育，也取得

了一些成效，但仍有部分藏族群众因

农忙或是居住偏远，没能参加。当务

之急是将教育触角向更多藏乡百姓延

伸，“既要提高人员覆盖率，更要提升

教育精准度。”该团领导决定组建宣讲

分队，分方向、分片区“走出去”，代替

往常在固定场所开设国防教育讲堂的

方式，切实将国防教育送到藏族群众

的身边。

“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开展国防教

育 ，必 须 突 出 民 族 特 色 、走 进 百 姓 生

活、融入时代元素。”随后，该团深入村

寨调研，结合村寨特色和村民文化程

度，精心打造了 11 支以藏族官兵为主

的宣讲分队，以藏族群众喜闻乐见的

形式、通俗易懂的语言，向他们讲解党

的惠民政策和法律法规，不仅将党的

阳光照进藏族儿女的心田，更促进了

军民团结。鲜活的国防教育形式取得

积极的效果，越来越多的村民自觉加

入巡边护边员队伍。

进村入户拉家常，春风化雨润心

田。9 月 16 日，该团宣传分队走进约

日村，一阵阵欢笑声从村民德西扎多

家传出，连队藏族干部斯朗江村正在

声 情 并 茂 地 为 藏 家 儿 女 讲 述 自 己 的

军旅故事，在德西扎多小儿子罗布的

心头撒下从军报国的种子。

“ 我 们 的 军 队 是 人 民 军 队 ，我 们

的 国 防 是 全 民 国 防 。 让 国 防 教 育 覆

盖 雪 域 高 原 的 每 个 角 落 ，是 我 们 义

不 容 辞 的 责 任 。”该 团 领 导 欣 慰 地 告

诉 记 者 ，如 今 ，宣 讲 分 队 成 了 该 团 开

展 群 众 性 国 防 教 育 的 有 效 载 体 ，同

时 也 成 为 了 藏 族 儿 女 口 口 相 传 的

“幸福使者”。

西藏昌都军分区某团组建藏汉双语宣讲分队

家国情怀厚植藏族儿女心田

今年的 9 月 18 日，是一个发人深

思的日子。这一天是九一八事变爆发

90 周年，也是第 21 个全民国防教育日。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那些

镌刻在历史书卷中的伤痕，警示我们

牢记忘战必危的历史训诫，时刻保持

“当那一天真的来临”的忧患意识。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是人类

赖以生存的重要智慧，也是中华民族

绵延不息、赓续繁荣的精神基因。新

中国成立前夕，在商议将《义勇军进行

曲》作为国歌时，有人认为“中华民族

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提法已经过时了，

建议修改。周恩来严肃地说：“我们面

前还有帝国主义反动派，我们的建设

愈进展，敌人愈嫉恨我们，想法破坏我

们。你能说就不危险了吗？倒不如留

下 这 句 词 ，使 我 们 耳 边 警 钟 长 鸣 的

好！”这是对国家民族的长远忧患。时

至今日，每当我们高声歌唱国歌时，那

激 昂 的 旋 律 似 乎 仍 在 猛 烈 叩 击 着 灵

魂，仿佛在诉说山河破碎的沧桑岁月，

又好似在告诫我们天下并不太平，必

须坚持安不忘危、防患未然。

抗 战 胜 利 时 ，《解 放 日 报》刊 登

的 一 篇 文 章 中 有 这 样 一 句 话 ：“ 我 们

今天胜利了！但是决不能忘记，赢得

来的胜利是艰难；而保有这胜利的果

实——不为豺狼所吞食，更需要无限

的坚决和勇敢！”

“忧先于事者，不及于忧；事至而

忧者，无及于事。”一个民族最可怕的

是贪图安逸，最可贵的是忧患长存。

“ 我 们 党 是 生 于 忧 患 、成 长 于 忧

患、壮大于忧患的政党。”因为深知“国

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所以坚持“我

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国从设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胜利纪念日、烈士纪念日、南京大屠杀

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到隆重举行纪念

抗战胜利 70 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庆祝建军 90 周年、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系列活动，全民国防

观念持续增强，全社会关心国防、支持

国防、建设国防的行动蔚然成风。正

因如此，我们才能更加豪迈地向世界

宣告：“中国人民也绝不允许任何外来

势力欺负、压迫、奴役我们，谁妄想这

样干，必将在 14 亿多中国人民用血肉

筑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

不忘乱。”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加速演进，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格局

产生深刻影响，我国安全形势不确定

性不稳定性增大。“民族的生存和荣誉，

只有靠自己民族的头颅和鲜血才可保

持。”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

识、始终居安思危，警惕“太平岁月最蹉

跎”，铭记“最危险的时候”，把忧患的子

弹压上膛，做好随时出征、随时打仗的

准备，真正做到“即使那一天真的来临，

也请祖国放心！亲人放心！”

保持“当那天真的来临”的忧患意识
■秦 霏 周燕虎

本报讯 张先达、翟田田报 道 ：

“ 战 友 们 ，我 能 成 功 考 取 陆 军 工 程 大

学，首先要感谢组织的培养，如果没有

单位开展的‘育人工程’，我的圆梦之

路不会如此顺利……”9 月上旬，在无

锡联勤保障中心某基地组织的考学经

验分享会上，即将入学报到的战士文

博心怀感激地说。

“ 人 才 是 强 军 兴 军 的 决 定 性 因

素，高素质新型人才是国防和军队建

设发展的第一战略资源。”近年来，无锡

联勤保障中心某基地党委高度重视“育

人工程”建设，积极创造各项条件助力

官兵学习成才，努力营造“学有所教、学

有所成”的良好氛围。

“我英语基础不好，单靠自己努力

感觉进步幅度不大，有没有更科学高效

的复习方法”“我复习数学有些吃力，公

式 都 懂 ，可 一 到 解 题 环 节 就 犯 迷 糊

了”……年初，在组织考学士兵摸底考

核时，该基地领导发现，不少战士或多

或少存在文化学科短板弱项，需要专业

老师的点拨和辅导。

外请名师进军营，解答疑惑面对

面。针对这一实际，该基地邀请驻地优

秀教师走进军营，集中开设考学课堂，

为每名考学士兵量身订制复习计划，全

力打造“1+1+N”学习模式，即：一项常

态性学习考测机制、一次考前集中补习

培训、N 名官兵互教互帮，助力考学战

士攻克难点，补齐短板。

与此同时，在备考期间，该基地还请

来地方心理疏导团队，全程引入“音乐减

压”等心理疏导方式，为考学战士减轻心

理负担。已是第二次参加军校招生考试

的下士杨子辉考场发挥不理想，一度灰

心沮丧。对此，基地安排心理咨询师及

时跟进科学疏导，并建议他调整改报士

官院校。前不久，杨子辉终于如愿被陆

军工程大学军械士官学校录取。

倾情相助换得喜报频传。据统计，

今年，该基地共有 21 名士兵圆梦军校，

其中 7 人考取军官院校、14 人被士官学

校录取。

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某基地

“育人工程”助力战士圆梦

今年下半年征兵网上报名工作开

始后，就读于辽宁省沈阳城市建设学

院的穆旭阳第一时间报名，经过体检、

政考等环节严格筛选，于 8 月 27 日作

为准新兵参加役前训练。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穆旭阳入营

不到一天，他的父母就在外出时不幸

遭遇车祸。8 月 28 日傍晚，在基地组

织新兵集训的沈阳市浑南区人武部政

委黄大鹏接到穆旭阳亲属的电话后，

当即批假让穆旭阳回天津老家。

穆旭阳回到家中，看到昔日幸福

的家庭支离破碎，失声痛哭。次日，他

强忍悲痛与哥哥将去世的父亲安葬。

看着在医院里昏迷不醒的母亲，穆旭

阳产生了放弃参军的念头。穆旭阳的

哥哥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参军是咱

爸生前最大愿望，我希望你能回去继

续参加训练。你穿上军装保家卫国，

就是对咱爸最好的告慰。”听罢，穆旭

阳陷入沉思。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

他决定带着父亲的遗愿参军入伍。8

月 30 日，穆旭阳踏上返程列车。一

回到集训营，他就换上迷彩服，奔向训

练场。

黄 大 鹏 看 到 穆 旭 阳 红 肿 的 双

眼，让他休息几天再参加训练，但他

谢绝了。

接下来的训练中，穆旭阳始终严

格要求自己，处处向先进看齐，刻苦

训练，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被首批定

兵。穆旭阳在笔记本上这样写道：

“这身军装有父亲的期盼，也有自己

的理想，我相信爸妈一定会理解、支

持我的选择，我也一定不会辜负他们

的期望。”

图①：训练场上，穆旭阳（图中）刻

苦训练。

图②：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人武

部政委黄大鹏找穆旭阳谈心，帮他减

轻思想压力，坚定生活信心。

在第21个

全民国防教育

日到来之际，

贵州省纳雍县

人武部联合地

方开展国防教

育 进 校 园 系

列活动，引导

学生增强忧患

意识，强化国

防观念。图为

该县人武部职

工向学生讲解

枪械知识。

王庆泽摄

甘肃省庆阳市

营造拥军优属好氛围

本报讯 胡昌团报道：连日来，甘

肃省庆阳市军地联合开展“三送三挂

三帮”活动，即送入伍通知书、送立功

喜报、送优待金，挂光荣军属牌匾、挂

光荣烈属牌匾、挂光荣榜，并以此为契

机帮军人家庭解难、帮随军家属就业、

帮军人子女入学，大力营造浓厚的拥

军优属氛围。

江西省婺源县人武部

组织政治教导员集训

本报讯 王璐报道：9 月 14 日，江

西省婺源县人武部采取理论授课、观

看录像、考核讲评等方式，组织基层武

装部政治教导员集训。集训内容包括

文件精神学习、形势政策教育、法规知

识宣讲、现地参观教学。通过集训，进

一步提高了基层武装部政治教导员责

任意识和抓建能力。

忠 魂 归 来 ，浩 气 长 存 。 9 月 3 日 ，

第 八 批 在 韩 中 国 人 民 志 愿 军 烈 士 遗

骸 安 葬 仪 式 在 辽 宁 省 沈 阳 市 举 行 。

家 住 甘 肃 省 武 威 市 凉 州 区 和 平 镇 新

胜 村 的 梁 德 保 与 儿 子 梁 润 全 作 为 烈

士梁佰有的亲属，受邀前来参加安葬

仪式。

在 烈 士 英 名 墙 前 ，梁 德 保 按 照 传

统习俗，撒下家乡的黄土，摆上祭品和

鲜花。此时，泪水在他的眼眶内不停

打转：“二爷爷，您终于回来了，这一天

我 们 全 家 人 等 了 几 十 年 。 您 看 到 了

吗？咱们国家强大起来了，祖国从未

忘记你们，从未停止寻找你们……”

“ 为 烈 士 梁 佰 有 寻 亲 的 过 程 几 经

曲 折 。”甘 肃 省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厅 褒 扬

纪 念 处 四 级 调 研 员 章 小 冬 告 诉 笔

者 ，去 年 ，他 们 整 理 相 关 史 料 和 档 案

记 录 时 ，在 北 部 战 区 某 边 防 旅 的 烈

士 登 记 册 中 发 现 了 梁 佰 有 的 相 关 线

索 。 登 记 册 上 记 录 ：烈 士 梁 佰 有 ，出

生 日 期 不 详 ，籍 贯 为 甘 肃 省 武 威 市

凉 州 区 金 塔 乡 李 家 佛 陀 庄 ，生 前 系

志 愿 军 64 军 190 师 570 团 战 士 ，1951

年 4 月 25 日 牺 牲 于 朝 鲜 半 岛 京 畿 道

金坡里 。

按照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提供的线

索，凉州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迅速展开

亲属摸排工作，但始终一无所获。随

后 ，工 作 人 员 翻 阅 当 地 地 方 志 ，在 上

世 纪 60 年 代 的 武 威 县 行 政 区 域 图 中

发 现 ，早 在 1965 年 ，金 塔 乡 的 一 部 分

就 被 划 入 凉 州 区 和 平 镇 。 工 作 人 员

推测，烈士梁佰有登记的籍贯地有可

能就是现在的和平镇。

后 来 ，在 省 、市 两 级 退 役 军 人 事

务部门联合多家媒体开展的“为抗美

援 朝 烈 士 寻 亲 ”活 动 中 ，一 位 市 民 向

省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厅 工 作 人 员 提 供 线

索 ：曾 听 家 里 的 长 辈 提 起 过 ，在 和 平

镇 新 胜 村 有 一 位 梁 姓 的 爷 爷 年 轻 时

赴朝作战，此后便杳无音信了。

从 孤 证 到 多 个 线 索 相 互 印 证 ，工

作 人 员 最 终 将 寻 找 目 标 锁 定 在 和 平

镇 新 胜 村 。 今 年 6 月 底 ，区 退 役 军 人

事务局工作人员通过进一步走访，找

到了 52 岁的梁德保。梁德保回忆说，

小时候父辈们就告诉他，家里有位爷

爷参军入伍，牺牲在朝鲜战场。过去

的 几 十 年 ，老 一 辈 人 也 曾 试 图 寻 找

过，但受条件的限制，一直未能如愿。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将这条重要线

索逐级上报，最终经退役军人事务部

烈 士 遗 骸 搜 寻 鉴 定 中 心 DNA 比 对 和

多种技术手段反复确认，确定了烈士

梁 佰 有 的 身 份 以 及 与 梁 德 保 的 侄 孙

亲缘关系。

英 雄 不 朽 ，豪 气 长 存 ；念 兹 在 兹 ，

无日或忘。离开烈士陵园前，梁德保

嘱咐儿子，要把先烈的故事告诉后人，

让孩子们自觉传承红色基因，当好烈

士后代，不给先辈脸上抹黑。

“ 祖 国 不 会 忘 记 每 一 个 英 雄 儿

女 。”参 与 此 次 寻 亲 工 作 的 武 威 市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局 褒 扬 纪 念 科 工 作 人 员

蔡 晓 元 坚 定 地 说 ：“ 虽 然 为 烈 士 寻 亲

的过程艰辛而又漫长，但我们一定会

竭 尽 全 力 ，让 不 惧 艰 险 、英 勇 牺 牲 的

烈士能回到祖国、回到亲人身边！”

捐躯赴国难 落叶终归根
■苗 翔

②②

家庭遇变故
不改报国志

■崔国春摄影报道

①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