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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据 年 度 出 版 计 划 ，《中 国 国 防 报》

（邮发代号：1-188），2021 年国庆节放假期

间休刊五期，即 2021 年 10 月 1 日、4 日、5

日、6 日、7 日休刊，10 月 8 日正常出版。

预祝广大读者节日快乐！

休 刊 启 事

■本版责任编辑 张和芸 单慧粉

本报讯 王大文、刘一报道：又到

一年一度黑龙江、乌苏里江捕捞鲑鱼

的繁忙季节。江面上，捕鱼船只有序

出港，在规定水域撒网捕鱼；鱼市里，

车水马龙，人员往来穿梭；江边，黑龙

江省抚远市沿边 5 个乡镇的民兵加入

边防官兵队伍，巡逻守护在边防线上。

抚远市地处黑龙江、乌苏里江汇合

的 三 角 地 带 ，管 辖 着 212 公 里 的 边 境

线。这里渔业资源丰富，每年 9 月的鲑

鱼捕捞季，人员流动增加，边境管理任

务繁重，而此时又适逢边防部队老兵退

役。为此，抚远市人武部主动组织民兵

协勤助勤，加强边境管控力度。

人 武 部 以 边 境 管 理 重 点 难 点 地

段、沿边属地结合部和村屯为重点，突

出边情多发易发江段和复杂水域，按

照配合处置边情到位快、报知准的要

求，把地处边境一线、靠江临湖的村屯

作为重点编兵单位，将党员、退役军人

及长期抵边生产生活的边民择优编入

民兵应急分队和边防民兵班。军地联

合出台联合管边控边管理规定，规范

民兵协勤助勤程序，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畅通指挥链路，同时注重在实战中

练兵强兵。去年以来，人武部主动组

织民兵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在边防部队管控力量薄弱的点位设立

民兵帐篷执勤点，以防范非法入境问

题的发生。

老兵退役期与边境人员流动高峰期重叠

民兵协防加强边境管控

9 月 25 日 ，江 苏 省 徐 州 市 泰 山 脚

下，郭宪亭烈士墓前，雪白的菊花与墓

碑上鲜艳的红五星交相辉映。看着修

葺一新的墓地，烈士亲属郭子立拉着人

武部和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的手

连声道谢。

郭宪亭，江苏徐州人，生前为八路

军第 25 团侦通队队员，1944 年 8 月在

解放官庄战役中牺牲，后埋葬于泰山脚

下。由于年久失修，烈士墓墓碑残损、

字迹不清。泉山区人武部和区退役军

人事务局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积极筹措

资金，对墓地进行修缮。修缮后的烈士

墓整洁肃穆，通往墓地的道路也得到修

整硬化，以方便群众祭扫。

泉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办公室主

任王琦告诉笔者，退役军人事务部和最

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全国

县级及以下烈士纪念设施管理保护专

项行动的通知》后，他们在全区范围内

开展了零散烈士墓摸底排查修缮保护

工作。各街道武装部和退役军人服务

站密切配合，通过查阅历史资料、街道

走访调查、烈士后人申报等方式，从信

息校核、规范整修、有效管理、宣传教育

4 个方面对全区烈士纪念设施，特别是

零散烈士墓管理保护情况进行全面摸

排。此次排查出的包括郭宪亭烈士墓

在内的 7 座存在墓体损坏、管理缺失等

问题的零散烈士墓，其中 4 座已修缮完

毕，另外 3 座已制定修缮方案，计划年

底前完成。

工作人员在排查中得知，因市政工

程建设需要，桃园街道张庄社区大堤上

的张洪德烈士墓地需进行搬迁。张洪

德烈士生前为志愿军第 23 军第 69 师山

炮营五连战士，1952 年 11 月牺牲于朝

鲜江原道五郎里，此处是他的衣冠冢。

工作人员找到烈士的女儿张黎，按其心

愿将烈士墓搬迁至其家族墓地。“你能

帮我找到父亲的遗骸吗？”面对年近古

稀的烈属提出的请求，他们立即联系相

关部门，查找相关信息。

“包括零散烈士墓在内的各类烈士

纪念设施，既是安葬、缅怀和褒扬革命

先烈的重要场所，又是开展爱国主义教

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现实载体，还是鲜

活的党史学习教育教材和宝贵的精神

财富。”区人武部政委杜法祥告诉笔者，

“下一步，我们和退役军人事务局将建

立长效工作机制，进一步加强零散烈士

纪念设施保护，推动全区形成尊崇英

烈、捍卫英烈、学习英烈、关爱烈属的良

好风尚。”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加强烈士纪念设施保护

让零散烈士墓旧貌换新颜
■胡绍武 赵 振

月圆中秋。9月21日，云南省临沧市

云县茶坊乡大路边村，一个悬挂着“光荣

之家”“烈属光荣”“百岁寿星”牌匾的小院

里，不时传出热闹的欢笑声和悠扬的葫芦

丝声。军地志愿者正在陪同 108岁的烈

士母亲熊八娣老人共度中秋。老人用云

南方言表达喜悦之情：“你们来到（家里）

我喜欢，要搭（和）我吃饭！”

熊八娣的大儿子刘国忠，1956 年

在川西平叛剿匪的战斗中牺牲。由于

当年通信与交通不便，家人一直不知道

他安葬在何处，这成了熊八娣的心结。

65 年来，她一看到儿子的军装照就泪

流不止，念叨着要去找儿子。2021 年

春节，云南省退役军人关爱基金会“情

暖老兵·关爱帮扶”公益行动小组得知

了她的心愿。军地志愿者多方查询，终

于在四川省得荣县烈士陵园找到了刘

国忠烈士的墓地。清明节，四川省得荣

县烈士陵园、刘国忠烈士的家乡和昆明

市第十四中学三地联合举行“祭英烈、

安忠魂”祭奠活动。通过网络直播，熊

八娣老人看到了朝思暮想的大儿子的

墓碑。了解了儿子的事迹，她激动不

已。瘫痪在床的老人抬手向众人敬礼

致谢，让万千网友唏嘘不已。

中秋佳节，基金会再次回访熊八娣，

陪她过节。“上次知道了大哥的下落，母

亲的精神好多了，话多了，吃东西也利索

了！”熊八娣的小儿子刘国成将基金会工

作人员和志愿者迎进家门。正躺在院子

里晒太阳的熊八娣老人，看到身着迷彩

服的工作人员，忙询问：“你是我儿子的

战友吗？”得到肯定的回答后，老人高兴

地说：“共产党好，干部也好！”

听说熊八娣老人的“兵亲戚”又来

了，乡亲们也都聚进小院。基金会副理

事长蔡朝东给老人送上鲜花和定制的

蛋糕：“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大家

为老人送上真挚的祝福，小院里其乐融

融。得知熊八娣老人年轻时喜欢唱民

歌《小河淌水》，蔡朝东拿出葫芦丝，在

老人床前开始演奏。乐曲婉转，萦绕小

院，老人凝神静听，泪光闪闪。

云南省军地志愿者为烈属圆梦

与108岁烈士母亲共度中秋
■本报特约记者 欧阳治民

左图：熊 八 娣 老 人 向 众 人 行 礼 表 达 谢 意 。

视频截图

上图：老人凝神静听葫芦丝演奏。 谢成华摄

黑龙江省

抚 远 市

“没想到，我们双军人顾不上家，

人武部的同志已上门问需，接连帮忙

解决了两个孩子的入学入园问题，真

贴心！”9 月 26 日，正在南苏丹执行维和

任务的邓晓晓致电贵州省贵阳市花溪

区人武部表示感谢。

“没想到，我作为退役军人，我的孩

子还能享受上优质公立幼儿园的优待，

真暖心！”曾在艰苦边远地区服役 11 年

的贵阳市观山湖区退役军人倪世龙专

程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表达心声。

邓 晓 晓 和 倪 世 龙 的“ 没 想 到 ”背

后，是贵阳军地贯彻落实军人地位和

权益保障法和退役军人保障法，依法

为现役和退役军人子女提供优质教育

资源、创造良好教育条件的探索。贵

阳市提出“让优抚赶在问题提出前”原

则并出台实施细则，不仅拓宽教育拥

军范围，将退役军人子女纳入优待对

象 ，还 创 新 工 作 方 式 ，建 立 联 络 员 制

度，通过线上线下摸排，提前掌握教育

优待需求，将好事办好，让优抚对象感

受到“贴心”“暖心”。

翻阅《贵阳市拥军爱军“三优一尊

崇”工作措施》，笔者看到，其中不仅明

确规定“现役军人、户籍在本市的退役

军人子女就近就便安排入读公办义务

教育阶段学校和幼儿园”，同时还要求

对边海防部队服役、平时荣获二等功或

战时荣获三等功以上、功臣模范退役军

人以及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等现役和退

役军人子女根据本人意愿，结合教育资

源实际情况严格执行“免试、划片、相对

就近”入学政策，通过“政策+协调”优先

安排到教育质量较好的学校。

为做好符合条件的现役、退役军

人子女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全覆盖

的教育优待工作，贵阳市双拥办联合

贵阳警备区建立联络员制度，定期收

集汇总现役、退役军人子女符合优先

入学人员名单。他们要求各人武部联

合退役军人事务局，在开学季来临前，

即派人深入驻军部队，对辖区军人子

女 入 学 情 况 进 行 摸 排 统 计 。 与 此 同

时，了解掌握父母服役地在外省但子

女户籍在本地的“留守军娃”情况，通

过电话、发函等方式询问入学需求，指

导 其 监 护 人 做 好 材 料 准 备 工 作 。 同

时，与教育局建立沟通联系机制，及时

掌握招生名额和学位空缺等情况，保

证军人子女优先进入教育质量较好的

学校就读。今年以来，他们共为 434 名

军人子女和 65 名退役军人子女优先解

决入学入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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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金山街道拉犁山下，军地联合工作组对零散

烈士墓进行排查。 尹燕盈摄

国庆前夕，山东省郯城县妇联联合县教育和体育局，走进郯城县马头

镇求是小学开展“百年党史·书香传递”红色书籍进校园活动，500册《沂蒙

红嫂——孙玉兰》故事书籍进入中小学生课堂，助力青少年党史教育和爱

国主义教育。 高 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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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又逢烈士纪念日，每一抹灿烂的阳光，每一朵绚丽的
花儿都仿佛在提醒着我们，这一派风和日丽，是那些沉睡英灵
的心愿。

那些在黑白胶片里逐渐黯淡了的面孔和身影，对于无数的烈
士母亲“熊八娣们”而言，都是无休止的思念。那些零散分布在山
川旷野的坟茔，对于所有的烈士亲属来说，都是难割舍的牵挂。

“你是我儿子的战友吗？”108岁的烈士母亲轻轻问。
“你能帮我找到父亲的遗骸吗？”年近古稀的烈士子女目光

殷殷。
是的，我们都是。能，一定能。因为我们都是静好岁月的

享有者，我们也决心做负重前行的后来人。
——编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