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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年 1 月，苏村阻击战中，面对

1000 多日军的疯狂进攻，八路军 130 多

名战士用自己的身体筑起一道长城，掩

护主力部队和群众转移。”

“苏村烈士陵园里的 126 名烈士个

个是英雄：营长钟铭新被敌人的子弹打

伤了腹部，他捂着流出的肠子滚出工事

与进攻的敌人同归于尽……”

“六一”前夕，山东省莘县张寨镇联校

举行红色故事会，学生踊跃上台讲述英烈

故事。地处冀鲁豫三省交界，聊城所辖 8

个县（市、区）均为革命老区，革命战争年

代涌现无数英烈。在这片热土上，崇尚

英烈、缅怀英烈、学习英烈、捍卫英烈蔚

然成风，并在新时代书写新的精彩篇章。

记忆·历史远比故事精彩
——“记录者”吴明正的故事

“对于我而言，拍摄这部电影不仅是

一次创作过程，更是一次寻根之旅……”

6 月初，红色电影《绝地防线》将在网络

视频播放平台上线，回忆创作过程，制片

人吴明正感慨不已。《绝地防线》是莘县

的第一部红色电影，它首次将苏村阻击

战的 126 名英烈事迹搬上银屏。

“1941 年，八路军官兵在莘县牵制

了十几倍于己的日军，126 人壮烈牺牲

……”几年前，吴明正在一篇文章中看

到苏村阻击战的记录时，心绪难平。作

为退役军人，他明白这数字后面必然有

震撼人心的故事；作为莘县人，他惊讶

和 惭 愧 于 自 己 竟 然 不 知 道 这 段 历 史 ！

多方考察验证后，吴明正发现，历史远

比故事精彩，他决心将这个历史片段搬

上大荧幕。

然而，电影的首次立项申请未获通

过。吴明正告诉笔者：“乍一听故事情

节，当时很多人感到惊讶：130 多名装备

落后的八路军怎么可能在十倍于己的日

军的陆空联合进攻中坚持了那么久，并

击毙日军 300 余人？他们不知道，参战

的八路军官兵大多是参加过长征的，有

很强的战斗力，更有坚定的信仰、钢铁的

意志和视死如归的精神。现在了解那段

铁血历史的人越来越少，我更觉得有责

任用电影这一大众化的方式记录和传播

先烈事迹。”

吴明正的想法与当地政府相关部门

不谋而合。再次提出申请获批后，去年 6

月，电影开机仪式在莘县张寨镇苏村烈

士陵园举行。有老乡找到片场，讲述从

老人那里听来的当年战场的细节；招群

众演员时，乡亲们争相报名，一位村民直

言：“先烈流血牺牲不都是为了我们吗？

我们苦点、累点算啥？还要啥报酬？”

拍红色电影、编制“红色记忆”实施方

案、推出“聊城·红色记忆”电子地图……

聊城市民间志愿者与政府相关部门共同用

现代的方式记录下不能忘却的红色历史。

寻找·寻的是根守的是魂
——“寻亲者”王忠祥的故事

2020 年“八一”前夕，154 位聊城籍

英烈的名字补刻在了河南开封烈士陵园

的石碑上。那一刻，聊城市东昌府区侯

营镇退休干部王忠祥热泪盈眶。

2016 年，王忠祥在搜集侯营镇 68 名

烈士的资料时发现，有众多聊城籍烈士

牺牲在开封战役中，但开封市烈士陵园

中没有他们的名字。为补上这一遗憾，

王忠祥决定搜集、整理烈士事迹。然而，

由于年代久远、信息不全、行政区域调整

等原因，寻找的路困难重重。王忠祥没

有退缩，“我自己就是烈士遗腹子，这是

我的责任和使命。”骑上三轮车，王忠祥

走遍聊城市 122 个行政村。不会用手机

导航，他就专门买了一张聊城地图，每走

过一个地方就画一个圈，直到地图上画

满了大大小小的圈圈。历时 4 年时间，

总行程超 5000 公里，他收集到 154 位聊

城籍烈士的信息。

为何坚持为烈士寻亲？为 17位烈士

找到亲人的志愿者艾海鹰谈起几年前接

待烈属蔡述曾的经历。蔡述曾的大哥蔡

念曾，1940年 1月在莘县富裕集对日作战

中牺牲。家人多方找寻，1974 年才在鲁

西北革命烈士陵园找到烈士的埋骨之

地。2018 年清明节前夕，蔡述曾再一次

拄着拐杖，步履蹒跚地来到陵园。艾海鹰

劝他：“您都 90 岁了，让晚辈来祭奠您大

哥就是了！”蔡述曾却说：“我来，不光是为

了祭奠大哥，也是祭拜安葬在这里的 900

多位革命英烈。我哥哥很幸运，他毕竟还

留下了名字，找到了亲人。可那些无名的

烈士姓甚名谁？他们的家人在哪里？只

要我活着，以后每年都来……”那一刻，艾

海鹰的心灵受到巨大的震撼，更坚定了为

英烈寻亲的决心。他说：“我已到了快退

休的年纪，但这件事我会继续做下去。不

为别的，只为让牺牲在这片土地上的英烈

事迹能世世代代流传下去！”

冠县贾镇宁茉莉营村志愿者宋建国

帮助烈士赵明仁找到了亲人；高唐县志

愿者徐文峰帮助 14 位烈士找到亲属，并

搜集整理了 1100 余名山东籍烈士的资

料；聊城天涯寻亲志愿者协会专门成立

烈士寻亲工作小组……参与寻找和记录

的志愿者队伍还在不断扩大。

传承·让英烈精神注入血脉
——“讲述者”韩秀婷的故事

“79 年前，冠县桑阿镇前李赵庄村

20 名手无寸铁的村民在这里被日军残

忍杀害，一个个被推入到那口‘血水井’

中……”聊城职业技术学院老师韩秀婷

每次讲述《“血水井”的故事》，总是眼含

热泪，观者也无不动容。

“首先触动自己，才能打动别人。”韩

秀婷告诉笔者，备讲时，她多次到前李赵

庄村实地走访。村党支部书记李金魁把

她带到村西农田间的那口水井旁，井已

干涸，井壁四周覆盖着深褐色风干的苔

藓，一块黑色石碑上“血水井”3 个字格

外醒目：“村民被一个个推到井里，日本

人还用机枪向井里扫射，水涨丈余，变成

一井血水……”

聊城，是一方英雄的红色土地，全市

在册的知名烈士达 1.49 万名。为了让红

色记忆历久弥新，让英烈精神永续传承，

该市常态化开展“红色聊城·我家乡的英

烈故事”征文活动。作家、教师、驻军官

兵、英烈后代、中小学生以及普通市民等

社会各界人士纷纷拿起笔，追忆烽火岁

月，讴歌革命先烈。这些红色故事经过

评审委员会专家们的精心选编，放在网

上，点击量达到 10 万次以上。部分优秀

作品还被汇编成册，作为红色教材使用。

“根据线上教学安排，我们今天上午

的红色文化课程主要是为同学们讲‘华

北抗战三烈士’……”5 月 24 日，东昌府

区兴华路小学的老师正在给学生上网

课。该市不仅编写了红色文化系列特色

教材，设置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必修地

方课程，同时结合疫情防控实际，开办了

“红色基因教育网络大讲堂”，把红色故

事和英烈事迹搬到网上课堂。

小满时节，聊城气温陡升。在东昌

府区侯营镇，王忠祥骑着三轮车，分批拉

着制作的 108 块国防教育展板走遍全镇

64 个 村 庄 宣 讲 烈 士 故 事 ；莘 县“ 五 老 ”

（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

范）志愿者走进校园讲传统；大街小巷、

公交站牌、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随处可

见红色故事和英烈画像……红色基因在

这里传承，红色血脉在这里赓续。

这里有一群热血传人
—山东省聊城市多措并举开展烈士褒扬工作记事

■黄 涛 刘朋利

本报讯 钟志光、记者龙礼彬

报道：“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江

西省井冈山市人武部开展“国防教

育进校园”活动，为井冈山市毛泽

东红军学校的学生们送上一份特殊

的儿童节礼物。

吉安市教育体育局有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随着“双减”政策的落

地，中小学生拥有了更多的课后时

间。为高质量统筹课余时间，丰富

中小学国防教育课程体系，吉安市

军地共同探寻把培塑青少年爱国主

义情怀融入教学内容和校园文化、

将爱国主义和强国强军教育融入德

育培塑的方法和路径。他们一方面

挖掘和使用好当地红色资源优势，

在 开 学 第 一 课 、 国 防 教 育 日 等 时

机，组织退役军人、拥军模范走进

中小学校讲故事、话传统；另一方

面，针对青少年特点，开展形式多

样的体验式教育，让青少年在潜移

默化中接受国防文化，培塑国防观

念，强化国防意识。

5月 25日，井冈山市柏露革命历

史展览馆，来自井冈山市鹅岭中心小

学的学生们戴上 VR 眼镜，重温当年

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柏露会议的场

景。校长王剑告诉记者，“现在学校

每周开设一节国防教育实践课程，让

学生们走出校园，无论是参观红色革

命历史场馆，还是赴国防教育基地体

验军营生活，都深受学生欢迎。”

“学生完成每天的功课之余，也

期待更多的拓展课程。新颖的特色国

防课程，为孩子们开启了一扇了解国

防、认识国防的窗户。”吉安县永和

中心小学教师周娟欣喜地说，丰富多

彩的国防教育活动不仅充实了孩子们

“双减”政策后的课余生活，也让一

颗颗爱国报国的种子扎根青少年心

中。

上图：井冈山市人武部工作人

员向学生们介绍枪械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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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5 日晚，河南省新乡

工程学院，大四学生王培森跟

随着校“迷彩夜跑”跑步爱好者

团队再次出发了。王培森告诉

笔者：“跟着老兵学长夜跑，不

仅强身健体，也感受到团队的

力量，感觉自己距军营梦更近

了一步……”

下半年征兵宣传工作展

开，针对各高校实行闭环管理

的实际，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

人武部联合新乡工程学院创新

征兵宣传方式：一方面将政策

宣讲等活动搬到线上；另一方

面，组织在校退役大学生士兵

带领应征青年开展“迷彩夜跑”

等活动，振奋精神、提升体质、

培养团队精神。目前，该院已

有 126 名大学生报名应征，较

去年增加 20%。

迷彩夜跑
■谷巍峰

本报讯 梁冰清、记者周海良报

道：端午节前，在安徽省夏粮主产区

之一的阜阳市，750 余万亩小麦收割

大赛开镰；与此同时，一场跨区域军

地防汛勘察暨综合演练在阜南王家坝

紧锣密鼓展开。令人耳目一新的是，

参演的除阜阳军分区、市气象局、水

利局等军地相关部门外，还有相邻六

安市、淮南市以及河南省信阳市的人

员。2 省 4 地共同探讨创建淮河流域防

汛工作区域联动机制。

王家坝闸管理处主任张家颍告诉

记 者 ， 淮 河 干 流 河 南 信 阳 至 安 徽 阜

阳、六安、淮南段，落差 180 米，是

最 易 发 生 洪 涝 灾 害 的 地 段 。 唇 齿 相

依 ， 几 地 民 间 素 有 守 望 互 助 传 统 。

2020 年，安徽省六安市固镇镇遭遇洪

涝灾害，来自河南的民间救援力量冲

锋 一 线 。 去 年 ， 郑 州 市 遭 遇 特 大 暴

雨，城市内涝严重，安徽退役军人志

愿者连夜驰援。民间多次成功携手抗

洪的经验，推动着豫皖两省沿淮军分

区改变应急抢险“各管一段、各守一

摊”思路，展开“上下联动、攥指成

拳”探索。

5 月 初 ， 经 上 级 军 事 机 关 批 准 ，

安徽省阜阳军分区牵头协调六安、淮

南军分区和河南省信阳军分区等军地

有关单位召开军地会商会议，审议通

过 《淮 河 流 域 防 汛 工 作 区 域 联 动 机

制》，明确从信息共享、指挥通联、兵

力协同、物资统筹等方面加强协作。

他们明确，进入汛期后，4 市军地实

时互通雨情、汛情、险情等监测预警

信息，组织联合防汛勘察，预判区域

联动重点，科学部署防汛工作。出现

汛情险情时，4 市成立临时防汛救灾

联合指挥部，搭建抗洪抢险移动视频

指挥系统，实现语音指挥通信和远程

交互式联动指挥。发生重大险情时，

事发地按照就近就便、快速用兵原则

提出兵力需求，按规定申请跨区兵力

支援。同时，4 地互相报送当地防汛

物资品类、数目和分布状况清单以及

技 术 专 家 名 单 ， 急 时 可 就 近 就 便 调

动，解决装备物资保障不足等问题。

皖豫沿淮河4市携手建立区域联动机制

应急抢险不再“各管一段”

根据年度出版计划，《中国国防

报》2022 年端午节放假期间休刊一

期，即 2022 年 6 月 3 日休刊。6 月 6

日正常出版。

预祝广大读者端午节安康！阖

家幸福！

休 刊 启 事

本报成都 6月 1日电 6 月 1 日 17

时 00 分 ，四 川 省 雅 安 市 芦 山 县（东 经

102.94 度、北纬 30.37 度）发生 6.1 级地

震，震源深度 17 公里。17 时 03 分，雅安

市 宝 兴 县（东 经 102.92 度 、北 纬 30.37

度）发生 4.5 级地震，震源深度 18 公里。

地震发生后，西部战区联指中心迅

即启动三级部署加强班模式，展开灾情

分析研判，指挥信息保障、国防动员、气

象水文等相关要素席位，及时跟踪掌握

情况，派人到四川省应急管理厅对接协

调，了解救灾用兵需求。同时，指挥陆

军第 77 集团军某旅、西部战区空军某部

集结收拢人员，做好驰援灾区准备。

四川省军区雅安军分区组织官兵、

民兵 190 余人徒步赶往震中了解灾情，

展开先期救援。武警四川总队雅安支

队派出 100 余名官兵，携带专业应急救

援器材，于 18 时 40 分赶赴现场，展开灾

情核查和排险除危等工作。武警四川

总队机动二支队 125 名官兵，携带专业

应急救援器材，紧急奔赴灾区。

截至 21 时，地震造成芦山县太平镇

震中落石较多、部分道路中断；宝兴县 4

人死亡、14 人受伤，部分房屋受损。

（综 合 记 者郭丰宽、聂宏杰、孙绍

建，特约记者杨晓波、姜永安来稿）

四川芦山发生6.1级地震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展开救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