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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咔嚓—合影成功—下载保存”旅

游达人蔡鹏熟练地在大连市红星村纪

念馆门口打卡，转头向记者介绍起他

的工作。

今年春天以来，疫情阻滞了他的出

行脚步，以经营旅游自媒体谋生的他，

转而向网友介绍起他的家乡大连。他

沿着大连市委综合服务中心和大连新

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的“红色地图”按

图索骥。今天刚好走到“初心之行”路

线的第二站——红星村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

红星村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大连

退休干部休养所为纪念曾经服务过的

38 位兵团级以上离休老将军而建设的

展馆。展馆中一幅幅珍贵的老照片，讲

述了老将军们戎马一生的革命生涯，展

示了我党、我军从无到有、由弱变强、从

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战斗历程，体现了

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如今，大

部分老将军已经离世，他们的光荣事迹

怎样才能不被时光遗忘，是当下急需深

入研究的课题。

辽宁省军区党委充分意识到，挖掘

整理老干部的故事，只是迈开了第一

步，更重要的是发挥资源优势、彰显时

代特点、兼顾军地红色教育需求，最大

化地突出红色基因传承、辐射、宣教的

作用。

为更好组织引导老干部讲好中国

故事、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声音，省

军区明确各干休所按照“服务中心、尊

重意愿、量力而行、发挥特长”的原则，

鼓励老干部参加社会公益事业、国防教

育、关心教育下一代工作。

该省军区政治工作局老干部工作

办公室主任付大勇告诉记者，3 月初以

来，省军区政治工作局遴选组织沈阳、

大连、锦州等多地老干部优秀代表进机

关、进军营、进学校、进社区，上好“开学

第一课”“役前教育第一课”，广泛开展

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通过以

老带少、老少共建等形式，向青年官兵

和全社会传导辐射正能量。

今年 1 月，沈阳警备区吕品、程茂

友、南启祥、铁源等 15 名平均年龄 85 岁

的离退休老干部，自发成立“红色启航”

宣讲团，积极投身革命传统教育和关心

下一代工作。宣讲团组建仪式上，他们

表示，要满腔热忱地传播红色精神、播

撒红色火种。

燃己微光，烛照四方。暑假来到，

沈阳科技学院学生方震和 2 名同学，再

次走进锦州第三离职干部休养所的大

门，这是他们第三年来干休所进行社会

实践活动。前年，帮助干休所收集整理

老干部红色档案；去年，帮助编写了干

休所荣誉室讲解词。今年，不知又有怎

样的活动在等待他们。对此，他们满怀

期待。

躬身力行播撒红色火种

2019 年，刚走出校门的我，迈进

了营口干休所的大门，成为一名“孔雀

蓝”。从小对部队和军人有着深厚感

情的我，来到这里工作不仅圆了军营

梦，还让我的专业有了用武之地。

作为门诊部的一名护士，日复一

日的琐碎工作，逐渐让踌躇满志的我

心生疑惑：这是我向往的生活吗？

迷茫时，我接到了一项新任务，收

集整理老首长们的战斗故事。在拍摄

过程中，那位常常关心我吃得好不好、

想不想家的老首长田万福，讲起他在

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一次战斗经历：为

了给部队反攻开辟通路，他主动领命，

在敌人猛烈攻击下孤身匍匐前进，成

功炸毁敌军设置的障碍物。原来，他

阴天下雨腿疼的老毛病，就是打那时

留下的。

透过一枚枚闪亮的奖章勋章，重

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战斗场景，挖掘

一个个舍生取义的英雄壮举……我领

悟了“老干部是历史的见证者、亲历

者，更是历史的建设者、参与者”这句

话的含义。我每天服务保障的老人，

是为保卫祖国流过血、拼过命的老英

雄。没有他们，哪有如今的国泰民安。

想通了这个理，我愈发坚定了做

好服务老干部工作的决心。一天上

午，我在陪同一名老首长看病的路上，

他突发不适，在车上呕吐起来，我立即

帮其清理，心里没有任何抵触。老首

长情况稳定后，对我连声道谢。对我

来说，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不仅是我的

职责，更是我发自内心尊崇英雄的实

际行动。

（苑 双、本报记者 范奇飞整理）

辽宁省军区营口离职干部休养所文职护士李晨雪——

当梦想照进现实

辽宁省军区加强文化建设辽宁省军区加强文化建设涵养干休所发展底蕴涵养干休所发展底蕴——

弦 歌 不 辍 照 芳 华弦 歌 不 辍 照 芳 华
■史多义 本报记者 范奇飞 鲍明建

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加强干休所文化建设，将红色资源利用好、红色传统发扬好、红色基因传承好，既有
利于丰富老干部精神文化生活，筑牢红色资源挖掘根基，也有助于工作人员赓续光荣传统，提升服务管理水平。

为努力提升干休所全面建设层次和老干部服务保障水平，不断推动军队老干部工作创新发展，辽宁省军区将干休所
建设作为省军区全面建设的重要板块，统筹制订《辽宁省军区 2022年度推动干休所建设高质量发展措施》，一体推进在
工作人员中开展专项教育整顿活动、重点帮建干休所保障设施优化服务条件、突出打造系列文化强化干休所发展底蕴支
撑等多方面工作。盛夏时节，记者走进该省军区，探寻他们加强文化建设涵养干休所发展底蕴的鲜活做法。

2018 年调任干休所所长以前，我

从未接触过老干部工作。上任后，营

院综合整治、开展红色资源抢救性挖

掘等重大活动接踵而至。面对新领域

新挑战，我常在心中自勉“在做中学、

在学中做，劳有所得、无怨无悔”。

生活环境建设是干休所的一项基

础工作，基础工作做不好，何谈细致保

障服务？营院综合整治开始后，我和

政委各带一队，对相关住户上门做思

想动员，加装电梯、腾退仓房、修整道

路。工作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实际操

作起来困难重重。作为一名党员干

部，不能躲事怕事，迎难而上的同时更

应讲究方法策略。我们查找规定、咨

询律师，弄懂弄通后一一上门说服，每

个环节都经得起检验。

路拓宽了，车辆进出门不再拥堵；

收纳杂物的仓房建起来了，原仓房用

地变成休闲广场……下一步，“家文

化”宣传工程也将破土动工，营区的环

境会更上一层楼。

我们的点滴工作，获得了老干部

的认可与信任：“这届班子能干事，会

干事，敢担当！”修建荣誉室，我们的工

作推进得非常顺利。

在刚开展“口述历史”拍摄工作时，

一些老干部心存顾虑。于是，我和工作

人员亲自上门劝说：“不需要人为拔高，

您老只要原原本本讲自己的故事，就足

够打动人”“您代表的是一个时代、一个

集体，您的亲身经历，就是当代年轻人传

承红色基因最生动的教材”……经反复

劝说，许多老干部终于同意接受采访。

为应对预防突发情况，我们请来

医护人员全程陪同采访，同时也邀请

亲属来到现场照看。采访结束后，不

少老干部和他们的子女，把一些珍贵

的老物件捐给了干休所荣誉室。如抗

美援朝战场上写下的日记、用打掉的

敌机制作的勺子、抗美援朝战地银行

的汇款单……如今，一件件保存完好

的实物，陈列在荣誉室展柜，向后人诉

说一段段峥嵘岁月。

这几年在干休所的工作，让我更

加懂得，事必躬亲、想其所想，终能以

真心换真心。

（刘思波、本报记者 范奇飞整理）

辽宁省军区沈阳第三离职干部休养所所长龙演——

以真心换真心

“其他老干部的故事更多，别采访

我”“比起牺牲的战友，我的战功微不足

道”……今年年初，辽宁省军区联合省委

宣传部部署开展老干部“口述历史”资料

采集工作。对于锦州第三离职干部休养

所助理员刘志颖来说，拍摄中遇到的最

大难题是老干部的谦虚和推让。

“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

的故事，能够让党的好传统好作风发扬

光大、代代相传。”刘志颖晓之以理、动

之以情说服老干部，有时还发动医护人

员一起做工作。刘志颖告诉记者，只要

做通了老干部的思想工作，会有意想不

到的收获，他们讲起战斗故事可是滔滔

不绝。

一棵大树，能固方寸水土；一片森

林，能涵养一地水源。该省军区着眼于

把干休所建设成红色的“基因库”、精神

的“文化园”，推动实施红色基因代代传

工程。他们把“打造系列文化强化干休

所 发 展 底 蕴 支 撑 ”纳 入《辽 宁 省 军 区

2022 年度推动干休所建设高质量发展

措施》。在省军区党委的高度重视下，由

政治工作局牵头，老干部工作办公室具

体组织协调，全省干休所快速行动起来。

去年以来，在省军区老干部工作办

公室组织下，每个干休所均修建荣誉室

（墙），各干休所为每名老干部制作一本

红色档案，结合辽宁革命军事馆建设，形

成一部老干部光影史、一本革命战斗故

事书、一套老照片老物件电子相册集。

如今，走进辽宁省军区各干休所大

门，浓浓的红色气息扑面而来：营区内

灯箱、橱窗、电子屏等设施，通过图片、

文字、音视频相结合的方式，立体展现

老干部先进事迹，传递红色力量；荣誉

室内配置的投影仪、触摸式互动一体机

等设备，充分利用科技手段，播放老干

部个人影像回忆录，诉说革命故事唤醒

红色记忆。

一些干休所更是为文化传承插上

数字之翼，将红色资源纳入数字化管

理。大连第七离职干部休养所结合“智

慧康养系统”，打造红色资源数据库，将

老干部红色档案、老照片电子影集等完

成数字化存储；沈阳第二退休干部休养

所打造数字档案馆，把为每一名老干部

拍摄的“口述历史”资料纳入馆中珍藏。

光影留存唤醒红色记忆

“ 特 立 遗 嘱 如 下 ：上 交 党 费 20 万

元，支援国家建设，希望我的后代不忘

党的恩情，永远跟着共产党走……”6

月初，在沈阳警备区开展的“点赞身边

好党员”活动中，离休干部冯玉君的生

前遗嘱被公开。沈阳第四离职干部休

养所工作人员王霞，深情讲述遗嘱背后

的故事。

在干休所护师屈国黎的记忆中，冯

老可是出了名的“会过日子”——一块

怀表用一辈子，一双皮鞋修修补补穿十

几年，就连平时拿药也反复询价，只挑

便 宜 的 ，总 是 念 叨 着“ 给 公 家 省 几 个

（钱）”。老首长攒下的钱去了哪里？今

年 4 月 ，一 份 由 中 组 部 出 具 的 党 费 收

据，解开了大家的疑惑。随即一场学习

老干部精神、“点赞身边好党员”的活动

在该所轰轰烈烈展开。

年初以来，辽宁省军区在干休所

工作人员中，开展“整肃思想作风、正

规建设秩序、提升服务质量”专项教育

活动和“续家史、遵家训、守家规、树家

风、创家（佳）绩”主题实践活动，引导

干 休 所 工 作 人 员 学 习 老 干 部 不 忘 初

心、对党忠诚的革命本色，解决政治站

位不高、组织功能不强的问题；学习老

干部无怨无悔、忠于职守的敬业精神，

解决服务意识不够、工作能力不足的

问题；学习老干部勤俭节约、艰苦奋斗

的生活作风，解决管理秩序不好、精神

状态不佳的问题。

该省军区政治工作局主任闵守斌

介绍，沈阳警备区以正向引领拓展教育

整顿成效，在各干休所同步开展“敬老

崇德、敬业奉献、敬法守纪”教育实践活

动，广泛开展“点赞身边好党员”活动，

拍摄展播“榜样就在身边”微视频；大连

军分区依托各所红色场馆和设施，因地

制宜开展“史馆里学党史、广场上讲传

统、橱窗前话使命”实践活动，邀请老干

部讲亲身经历、讲革命故事、讲光荣传

统，引导工作人员在见贤思齐中回望初

心、砥砺斗志。

“政委，我即将担任学校团委学生书

记，学校领导和老师都很支持我……”

5 月 25 日，大连第十一离职干部休养

所政委计如林，收到了从该所退伍返

校大学生士兵何健峰的电话。刚复学

时，何健峰一度难以融入学校集体生

活，心情十分低落。计如林了解情况

后，通过电话为其讲述胡文轩老首长的

战斗故事激励何健峰振作起来，并鼓励

他给老首长写信。通信中，老首长用自

己丰富的人生阅历，解答他在学校生活

中遇到的困惑和问题，催生出何健峰追

随前辈足迹、以实际行动向老首长学习

的决心和意志，如今他以全新面貌投入

学习生活。

家风文化培塑红色传人

制图：扈 硕

辽宁省军区丹东第三离职干部休养所老干部为青少年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安晓琳摄

辽宁省军

区沈阳第四离

职干部休养所

老干部与新兵

交流。

谭长俊摄

辽 宁 省 军

区 沈 阳 第 四 离

职 干 部 休 养 所

组 织 官 兵 到 沈

阳 抗 美 援 朝 烈

士 陵 园 重 温 入

党誓词。

谭长俊摄

辽 宁 省 军

区 沈 阳 第 二 退

休 干 部 休 养 所

老 干 部 参 加 沈

阳 市 浑 南 区 第

八小学“赓续红

色基因”活动。

李恩鹏摄

辽 宁 省 军

区 沈 阳 第 二 退

休 干 部 休 养 所

开 展 建 党 百 年

文艺汇演。

李恩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