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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李影博、于畅仟报道：6

月 12 日，辽宁省沈阳市档案馆派人到

辽宁省军区沈阳第七离职干部休养所

著名作曲家铁源家中，接受铁源再次捐

赠的 120 件档案文献资料。至此，铁源

把积攒的 4690 件珍贵档案文献资料，

全部无偿捐赠给沈阳市档案馆。

铁源今年 90 岁，是原沈阳军区文

工团作曲家，1947 年参加革命，1950 年

从事部队文化工作，有 30 余首（部）作

品获得全国、全军奖项。

“档案馆是这些资料的最好收藏

处。”铁源表示，2017 年档案馆向他征

集档案资料，他才意识到资料的价值，

当即捐赠大部分保存的资料，后经陆续

整理，又将剩余资料全部捐出。

笔者从物品清单上看到，有《在那

桃花盛开的地方》《十五的月亮》《望星

空》等大众耳熟能详的歌曲创作手稿，

也有书信、照片等物品，对于研究当代

军旅歌曲具有重要价值。多年来，铁源

创作了许多经典军旅歌曲，以真挚饱满

的情感、优美的旋律，生动描绘军营生

活、展示官兵精神风貌，不仅在军营唱

响，而且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我这一辈子只有 7 个‘兵’，还不

到一个班。”铁源风趣地对笔者说，一个

音符就是一个兵，创作美妙的歌曲就

要当好指挥。退休后，铁源还创作了

300 多 首 歌 曲 ，歌 颂 党 、国 家 和 军 队 。

他坚持上高原、下海岛、走边防、进哨

所采风，最近几年尽管行走不便，他仍

然就近就便深入沈阳驻军部队。铁源

说：“只有这样，才能了解并亲身感受官

兵的所需、所盼、所想，才能创作出官兵

喜爱的作品。”

干休所领导介绍，铁源还热心参加

公益演出活动，经常到沈阳音乐学院等

院校和社会团体开展音乐教育和普及

活动。

著名作曲家铁源——

捐赠 4690 件珍贵档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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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马聘、记者贺志国报道：

“迅速启动无人机侦察前方情况！”只见

民兵迅速从马背上取下便携式无人机，

启动、升空、搜索……随着指令快速下

达 ，4 架 无 人 机 实 时 传 回 任 务 区 域 画

面。仲夏时节，一场包括制定预案、道

路封控、现场封锁、快速救援、善后保障

等环节的航天搜救综合演练展开，内蒙

古四子王旗民兵骑兵连新配备无人机

的侦察班第一次参演。

“无人机不受地形影响，可开展立体

侦察，让骑兵连执行目标搜索任务更加

精确高效。”四子王旗人武部副部长杨启

武介绍，骑兵连主要担负区域搜索、目标

外围警戒等任务，先后参与神舟系列飞

船和嫦娥系列飞行器降落搜救回收保障

任务。为了适应发展，他们今年编建了

一个 8 人的侦察班，按照空投、搜救、侦

察等任务，配备了大、中、小 3 种型号的

无人机。

“近年来，军区编建的 9 支民兵骑兵

连经过任务实践的磨砺，不断提升能力

素质，日益发展成为草原民兵的一支重

要力量。”内蒙古军区战备建设局局长剑

啸介绍。

内蒙古八千里边境一线地形复杂，

西部有茫茫大漠戈壁，中部有丘陵山地，

东部有莽莽林海雪原。荒滩、湿地和原

始森林等地形复杂区域，道路不通，现代

化巡逻装备无法发挥优势。从 2020 年

开始，该军区在西乌珠穆沁旗民兵白马

连和阿巴嘎旗民兵黑马连的基础上，按

照就近就便、人装结合的原则，在巴彦淖

尔市、乌兰察布市和锡林郭勒盟等边境

盟（市）的山地丘陵、森林草原等地区，编

建了 7 支民兵骑兵连，以弥补现代化执

勤装备的不足。

骑兵连民兵都是边境地区养殖马匹

的牧民，他们对自己的马很熟悉、有感

情。骑兵连采取人马结合的形式编组，

以缩短训练适应时间。

近日，记者行走在辽阔美丽的西乌

珠穆沁草原，西乌珠穆沁旗民兵白马连

正在进行训练。只听指挥员下达“冲击

前进”的口令，50 名民兵骑马快速冲向

障碍物。“这是马队在进行行进、卧马警

戒、跨越障碍等课目的训练。”民兵连连

长苏德额尔登告诉记者，白马连成立于

1958 年，不仅是牧业生产的骨干力量，

还是抗击自然灾害的生力军，多次圆满

完成草原灭火、雪灾救援等任务，有效维

护了边疆地区安宁稳定。

在训练方面，不同地区骑兵分队根

据担负的任务展开针对性训练。乌拉特

中旗民兵骑兵连骨干都是退役军人，曾

在骑兵部队服役，军事素质和专业技能

过硬。巴彦淖尔军分区组织他们结合使

命任务，开展乘马斩劈、马上倒立、镫里

藏身等骑兵高难度课目训练，人马配合

协调默契，遂行任务能力不断提升。呼

伦贝尔军分区与边防部队开展联合边境

封控演练，对两个边境旗（县）的民兵骑

兵连进行拉动点验。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从东部呼伦

贝尔大草原到西部乌拉特草原，民兵骑

兵连针对边境地区实际需要，先后出动

4500 余人次参与边境巡逻等任务，完成

鼠疫防控 6 个防控区、6000 多亩草原的

灭鼠任务，积极捍卫北疆生态安全。

内蒙古军区结合边境地区实际打造 9 支民兵骑兵连

马背上的民兵卫北疆

“时代楷模王继才牢记民兵职责，始

终做到组织有召唤、响应见行动……”6

月 15 日，在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北高镇

民兵活动中心，镇党委书记胡建新以“牢

记民兵光荣使命，勇担急难险重任务”为

题，为参加点验的民兵授课。听镇党委

书记讲课还是第一次，现场民兵纷纷表

示受益匪浅。

5 月以来，八闽大地民兵训练火热

展开，民兵思想政治教育同步跟进。细

心的民兵发现，课堂里不仅有身着军装

的军分区、人武部现役军官，还有许多地

方党政领导干部、参战老兵、院校专家学

者走上讲台。

“当前，民兵训练、征兵工作等头绪

多任务重，仅靠自身力量开展民兵思想

政治教育有些吃力。”福建省军区政治工

作局主任时尽岭告诉记者，针对施教力

量不足的实际，该省军地积极动员各方

力量，按照“选聘结合、专兼互补”模式，

组 建 民 兵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教 员“ 三 支 队

伍”，有效破解了这一矛盾。

不久前福建省委宣传部、省军区政

治工作局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

民兵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明确，“三支

队伍”分别为：以现役军官、文职人员、基

层武装部教导员、专武干部、民兵干部为

主体的教员队伍；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离

退休老干部等兼职教员队伍；国防教育

讲师团成员组成的教员队伍。同时，文

件还明确了民兵思想政治教育由地方党

委主导、军事机关主抓的职责分工，强化

了地方党委和职能部门的责任感、提高

了参与度、激发了积极性。

以现役军官、文职人员、专武干部等

为主体的政治教员都是“国动人”，熟悉

相关领域知识，平时接触民兵多，了解民

兵思想动态，授课针对性较强。他们主

要对民兵开展人民战争思想和民兵光荣

传 统 教 育 、职 能 使 命 和 形 势 战 备 教 育

等。为了提升课堂魅力，做到“年年讲、

年年新”，省军区通过备课示教、经验交

流等形式帮助教员进一步掌握授课技

巧，专攻精练访谈式、案例式、互动式等

新教学形式。

“炮兵班‘六姐妹’，名扬全国不一

般。班长名叫许丽柑，二级战斗英雄给

她颁。”近日，泉州市泉港区人武部政委

熊洪将一段说唱带进了课堂。他针对民

兵身份认同的问题，将民兵地位作用、身

边民兵榜样和中外民兵对比等编入唱

词，引导大家争当民兵“铁拳头”。课后，

民兵李志强感叹：“这样的课非常吸引

人，加入流行元素后，很容易就记住了怎

样做一名合格的民兵。”

作为师资力量补充的兼职教员，大

多结合自身岗位和经历为民兵授课，讲

授内容丰富多彩、说服力强。党政领导

干部着重宣讲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政

策，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民道德

等教育；离退休老干部主要讲述红色历

史、战斗故事，弘扬军队光荣传统、培育

民兵战斗精神。

“开展国防教育是强化民兵思想政

治教育的重要内容，而国防教育讲师团

队伍较为成熟，所以近年来我们将他们

也纳入教员队伍。”泉州军分区政委刘建

军告诉记者，国防教育讲师团成员涵盖

参战老兵、院校专家学者、英模人物等。

今年年初，省军区下发民兵思想政治教

育研究课题，帮助来自讲师团的教员确

定备课主题，并组织他们深入一线实地

授课。

“那是 1958 年 8 月，我作为民兵与围

头村的父老乡亲们一道奔赴前线，冒着

炮火为岸防阵地运送炮弹。”6 月 6 日，有

着“战地小老虎”之称的民兵英雄洪建财

走进围头海防民兵哨所。81 岁的他讲

述当年的参战支前故事时，声音依旧洪

亮。他说：“为年轻民兵讲历史是我的责

任，只要有需要随叫随到。”5 月以来，泉

州市国防教育讲师团成员分头深入各民

兵训练点位，宣讲“当前的国家安全形

势”“闽南红色历史”“我的战斗经历”等，

受到民兵广泛欢迎。

如今，福建省每个县（区）都有一支

10 至 15 人的民兵政治教员队伍。同时，

他们还建立了全省教员数据库，如果当

地授课力量不足，可申请异地支援，实现

资源共享、力量互补。

以 讲 促 比 ，以 评 促 讲 。 为 提 升 民

兵 政 治 教 员 授 课 能 力 ，他 们 邀 请 民 兵

代 表 畅 谈“ 我 眼 中 的 最 佳 课 堂 ”，组 织

民 兵 评 审 团“ 推 门 听 课 ”现 场 打 分 ，定

期开展优质课评选；利用组织集训、召

开会议等时机，采取专题讲座、好课分

享 等 形 式 开 展 教 员 培 训 ；每 年 组 织 政

治教员岗位练兵活动。

“三支队伍”持续深入开展思想政治

教育，激发广大民兵履行使命的昂扬斗

志 。 6 月 以 来 ，受 连 续 强 降 雨 影 响 ，龙

岩、三明、南平等地出现内涝、山体滑坡

等灾情，广大民兵闻令而动奔赴抢险救

灾现场。民兵政治教员穿插组织小辅

导、小讨论，将政治教育渗透执行任务全

过程，激励民兵当先锋、站排头，全身心

投入转移受灾群众、清除路障等工作，受

到群众好评。

福建省军区按照“选聘结合、专兼互补”模式建强民兵思想政治教育教员队伍

“三支队伍”激活民兵课堂
■周晓松 邹亚平 本报记者 肖芳菲

1992 年，吴陆益怀揣军旅梦，从家

乡安徽枞阳踏上西去的列车，一路辗转

数千公里，来到驻西藏拉萨某部服役。

3 年服役期满，吴陆益难以割舍对

高原的情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报考了

西藏民族学院成教部文秘班。没想到，

他被顺利录取，成为一名定向西藏培养

的大学生。拿到录取通知书，吴陆益暗

下决心：“既然西藏选择了我，我就留下

来，在这里干出一番事业。”

上世纪 90 年代末，西藏大力推进

普及小学六年义务教育工作，教师队伍

亟待壮大加强。吴陆益毕业后，和同届

的几名同学“改行”成为小学教师。

到察雅县扩达乡岗卡小学“走马上

任”的经历，吴陆益记忆犹新。当时的

岗卡小学，“除了孤零零的校舍什么都

没有”——宿舍里没有水电，周边也没

有商店。

支撑吴陆益留下来的，是学生们渴

求的眼神——40 多名学生飞奔到校门

口迎接他，围着他问东问西。那一刻，

他坚定了自己的目标：“再苦再难，决不

落下一个学生。”

雪域高原的军旅经历，让吴陆益养

成吃苦耐劳的品格。通往县城的路途遥

远，他很快就学会了骑马。没有水吃，他

就挑着水桶，每天徒步到山下担水。

吴陆益深知，只有通过学习，孩子

们才有可能走出大山、改变命运。他在

教学上一丝一毫都不懈怠。有些学生

跟不上学习进度，吴陆益就在课后抽出

时间，为他们耐心讲解。有些学生因种

种原因辍学，寒冬腊月里他冒着风雪家

访，劝说他们重返校园。

吴陆益同时负责学校语文、英语等

多个学科的教学。授课中，他发现学生

汉语基础薄弱，就尝试把当兵时学的歌

曲教给他们，为的是纠正他们的发音，

培塑他们艰苦奋斗的品格、保家卫国的

志 向 。《团 结 就 是 力 量》《我 和 我 的 祖

国》……动听的歌声从孩子们口中唱

出，爱国的种子在他们心里扎根。

从教 24 年来，吴陆益先后在岗卡

小学、吉塘镇小学、香堆镇小学任教，

2008 年调入察雅县第一小学。从一名

普通教师成长为区级学科带头人，吴

陆益见证了西藏教育事业翻天覆地的

变化。

更令吴陆益欣慰的是，很多学生毕

业后选择回到西藏工作。当年的学生

扎西次培，如今成为吴陆益的同事。“吴

老师教给我人生的‘启蒙曲’，更教会我

如何去实现人生价值。”扎西次培说。

格桑花开了一年又一年，毕业生走

了一届又一届。如今，吴陆益已到退休

年龄，但他依然选择坚守。

“我是一名党员，还是一名老兵，要

用比普通党员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

吴陆益说，他将继续扎根在祖国需要的

地方，浇灌雪域高原希望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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