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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责任编辑 卢 军

我叫陈玉琴，今年 72岁，老家在

辽宁省兴城市。我爸爸陈明 1950年

随部队跨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战

争。他出国参战时，我还没出生，这

一走就是五六年，村里人甚至传言他

已不在人世。1956 年 1 月的一天，

妈妈突然收到爸爸从朝鲜寄来的一

封信。在信中，爸爸让我们先去吉

林，然后由一位叔叔接我们娘俩去朝

鲜探亲。

就这样，妈妈带着我，按照约定的

时间地点来到吉林。果然，有一位志

愿军叔叔等在那里，接我们去朝鲜。

那时我还小，很多事记不清楚

了，但有一件事印象特别深：这位叔

叔对我非常关心关爱，一路上，他细

心地照顾着我。怕我冷，他把自己穿

的棉大衣盖在我身上。不懂事的我，

不愿接受陌生人的关爱，直接把大衣

踹掉了。叔叔也不生气，微笑着拾起

大衣又给我盖在身上……

我们顺利到达朝鲜，在部队见到

了日思夜想的爸爸。直到这个时候，

我才跟这位志愿军叔叔亲近起来。

当时，叔叔高兴地抱着我拍了一张珍

贵的照片（见上图）。

这次探亲，我和妈妈在朝鲜的志

愿军军营里待了 8个月。一年后，爸

爸奉命从朝鲜回国。

一晃 66 年过去了，如今爸爸已

不在人世。在怀念爸爸的同时，我会

时常想起这位志愿军叔叔，很想在有

生之年能找到这位叔叔，去看看他。

这个念头在我心里，但一想到人海茫

茫，无处可寻，又屡屡将它压在心

底。和爸爸一起入朝作战的志愿军

叔叔大部分转业、退休在东北。我曾

专门到我爸爸转业后工作过的单位

辽宁省锦州南山监狱，找他的老战友

打听过。由于不知道这位志愿军叔

叔的名字，一直没能打听到。只听说

我爸爸的老部队是志愿军东北四野

部队雷达 508 团。这位志愿军叔叔

当时是一名参谋，从朝鲜回国后还在

部队工作。

这位叔叔抱着我拍的照片，我一

直珍藏着。特别是这两年，看过《跨过

鸭绿江》《长津湖》等影视片后，思念的

泪水就像鸭绿江水滔滔不绝……

叔叔，您在哪？我想去看您！

（ 如 有 线 索 请 致 电 ：022 －

60239282）

66年前接我到朝鲜探亲的
志愿军叔叔，您在哪里？

■陈玉琴口述 本报记者 邢邦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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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张海涛、丛清洁报道：“跟

着支部走，越过越富有；民兵带着干，天

天把钱赚。”金秋时节，在山东省昌乐县

庵上湖村华安瓜菜合作社，村民赵光文

在民兵的帮助下卖完最后一棚黄金籽

西红柿，高兴地说起了顺口溜。

庵上湖村曾是一个无资源禀赋、无

区位优势、无产业支撑的“三无村”，如

今成了闻名全国的“旅游兴、产业旺、乡

村美、农民富”的乡村振兴样板村。谈

起这一巨大变化，村党支部书记兼民兵

连指导员赵继斌感慨：“这是县人武部

探索走开‘党支部+民兵连+合作社’模

式，助力乡村振兴结出的硕果。”

昌乐县人武部部长李守华介绍，从

扶贫帮困到助力乡村振兴，他们始终坚

持党支部发起、党员带动、民兵示范、群

众参与，积极走开“党支部+民兵连+合

作社”“三位一体”模式，把基层党组织

政治优势、民兵连骨干优势和合作社规

模优势结合起来，既解决如土地流转、

项目扶持等合作社自身难以解决的问

题，又充分发挥民兵骨干的带头作用，

“民兵已经成为昌乐县乡村振兴主力

军、合作社里排头兵”。

十几年前，为摆脱贫困，该县人武

部要求各村民兵连都要有民兵富民项

目。时任庵上湖村民兵连长的赵继斌

响应号召，带头发展反季节大棚蔬菜，

第一年便喜获丰收，看到成效的村民踊

跃参与。在村党支部和民兵连组织下，

村民们学会了反季节蔬菜种植技术。

但大棚建多了，蔬菜就卖不上价钱。为

解决这一问题，赵继斌又带着 16 名青

年民兵成立瓜菜专业合作社，注册“庵

上湖”有机蔬菜商标，探索走开规模化

生产、品牌化经营模式，解决蔬菜滞销

和价格问题。经过这些年实践，“三位

一体”模式让庵上湖村甩掉贫困帽子，

走上乡村振兴的幸福大道。赵光文告

诉笔者：“明年我准备向民兵连申请，联

合 2 名退役军人扩大富硒蔬菜种植，争

取继续增收。”

“蝶变”后的庵上湖村，先后获评基

层党建示范村、民兵工作优秀村、“三

农”发展模范村。昌乐县人武部及时总

结推广该村成功经验，引导各村以党支

部为核心，以民兵连为骨干，依托专业

合作社，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助力乡

村振兴。目前，全县专业合作社已发展

到 540 多家，民兵们成为致富的骨干力

量，带动群众投身美丽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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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党委、政府和市人武部带

领咱们打赢脱贫攻坚战，乡亲们的日子

越过越红火。党的二十大又给我们描

绘了更加美好的蓝图，只要一心跟党

走，明天肯定会更好！”11 月 9 日，吉林

省集安市太王镇大荒沟村民兵活动室，

观看镇武装部拍摄的反映新时代十年

巨变的微视频《边陲小城奏响振兴进行

曲》，村党支部书记王淑芳兴奋之情溢

于言表。

“短视频是当下群众喜闻乐见的传

播方式之一，我们运用这种形式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既接地气，又

有活力。”军分区政委张庆华介绍，为了

让党的二十大精神第一时间走进民兵

心田，走进千家万户，他们组织线上授

课、专家解读，带领专武干部和民兵先

学一步、深悟一层。在此基础上，军分

区党委决定把报告中的新思想、新理

念、新论断以微视频的形式，通过身边

人身边事展现给广大群众，让党的二十

大精神的宣传实打实、心贴心，切实把

广大群众和民兵预备役人员的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

说干就干。在军分区和人武部指

导下，所属各基层武装部围绕“时代变

迁、身边变化、美好前景”等主题，挖掘

身边素材、讲好身边故事、展示身边变

化。“致富达人”王金良带领村民致富的

生动场面、“炼钢劳模”王勇带领民兵班

组挥汗如雨抓生产的火热场景、通化籍

“特战精兵”王光雷比武场上奋勇夺魁

的震撼画面、帮扶村村民脱贫奔小康流

下喜悦泪水的瞬间等场景都被悉数纳

入镜头之中。通过群众语言、基层视

角、精心制作，这些短视频成为党的二

十大精神宣传的有效载体。每个短视

频尽管时长只有 5 分钟，但一经推出就

受到群众欢迎和好评。

“百余个微视频用生活场景的小缩

影，展示当下新时代；以美好生活为笔，

绘就党领导下的人民幸福生活新画卷，

一部微视频就是一堂微课，让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有了更高的关注

度，有力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地生

根。”军分区司令员刘卫华表示，下一

步，他们将自下而上组织微视频评比，

将评选出的精品推荐给省以上平台展

播，扩大宣传范围，争取更好效果。

吉林省通化市——

百部微视频展示美好生活新画卷
■肖 锐 李 彬 李果威

二 十 大 精 神 进 基 层

因地制宜搞宣讲 灵活多样求实效
—国防动员单位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一组见闻

“这 10 年的光景一年更比一年好，

过去谁能想得到？党的二十大又描绘

了更加美好的蓝图，咱们的好日子还在

后头呢！”11 月 5 日，身穿红马甲的河北

省邢台市任泽区任城镇民兵霍国胜和

村民围坐在一起，精彩生动的宣讲，不

时引来阵阵掌声。

“我宣讲的秘诀就是四个字：对号入

座。面对老年人，我从养老医疗讲起；面

对年轻人，我以网络、微信朋友圈开头；

如果是农民兄弟，我就从脱贫攻坚和乡

村振兴开始讲。”霍国胜告诉记者，这是

他的第三场宣讲。10月 27日，作为邢台

市民兵“小马扎宣讲队”的一员，他拉开

了全市民兵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序

幕。如今，在邢襄大地的田间地头、厂矿

车间、学校社区，到处活跃着民兵“小马

扎宣讲队”的身影。他们手拎小马扎，头

戴小红帽，身穿红马甲，走街串巷、进村

入户，成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用家常话聊大道理，群众听得懂

记得住。”军分区政治工作处主任张志

国介绍，为提升宣讲质量，他们依托市

县两级党校对全市骨干宣讲员进行集

中培训；统一发放《党的二十大报告学

习辅导百题问答》等辅导资料和宣讲课

件、展板；建立“民兵小马扎宣讲之家”

微信群，对宣讲情况每天一汇总、每周

一总结；设计统一的形象标识，配发统

一样式的小马扎和红马甲、小红帽、手

提袋和笔记本。在宣讲过程中，每位队

员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用群众听得懂

的语言、从群众愿意听的角度来宣讲，

“讲大白话、贴心话、实在话，像拉家常

一样，老百姓很喜欢。”

民兵“小马扎宣讲队”因其灵活的

组织形式和接地气的宣讲，被老百姓誉

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轻

骑兵”。听完他们的宣讲，邢台市委党

校副教授翟吉瑞深有感触地说：“围绕

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选小切口，讲群

众听得懂、记得住的道理，这样的宣讲

自然能入脑入心、落地落实。”

“截至目前，全市 195 支民兵‘小马

扎宣讲队’登记在册的 1127 名宣讲员，

所到之处均受到群众好评。”军分区政

委王厚恩告诉记者，下一步，他们将扩

大“小马扎宣讲队”的覆盖面，在做深、

做细、做活上下功夫，不断提升宣讲质

效。同时，联合地方党委政府加强督导

和帮带，确保宣讲活动取得扎扎实实的

效果。

河北省邢台市——

民兵“小马扎宣讲队”接地气有活力
■孙 宁 本报特约记者 王 健

“我是肉牛养殖户，今年粮食和饲

料一直涨价，利润直线走低，政府能不

能给予扶持？”“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要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和主产

区利益补偿机制。据县里相关部门介

绍，从明年开始，县里将在国家补贴基

础上，在养殖业上给予叠加补贴……”

11 月 9 日，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旧

庙镇民兵李艳民在少数民族人口较多

的梁北村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现场解

答村民关注的热点话题，受到少数民族

群众欢迎。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既

要注重抓好党委机关和党员干部这个重

点，也要面向广大群众做好宣传。”阜新军

分区政治工作处主任迟锋介绍，他们针对

当地少数民族多、分布广的实际，指导阜

新蒙古族自治县人武部和相关部门，抽调

80余名乡镇专武干部、民兵骨干成立 15

支民兵“理论轻骑队”，按照每个少数民族

乡镇不少于两支宣传队的标准，从 11月

初开始，深入少数民族人口集中的乡镇、

村屯、牧场和养殖区开展宣讲答疑。

“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解答群众关

切的热点话题，是此次宣讲活动的重

点。”担负民兵“理论轻骑队”培训任务的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县委党校领导告诉笔

者，为突出宣讲活动的民族特色和全面

普及，学院政治理论教研室抽调资深教

研人员，对宣讲人员进行专门培训，重点

围绕“中央对少数民族普惠政策、农牧业

发展前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群众生

活”等近百个焦点和热点问题，量身定制

宣讲提纲、理论活页和学习手册等。

笔者在哈达户稍镇平安地村村委

会会议室看到，上午 7 时 50 分，宣讲还

没开始，就有上百人来到会议室。种粮

大户、民兵应急连连长刘宗波以“未来

的农村养殖业展望”为题给村民作宣讲

辅导。辅导结束，他又现场回答了“农

机补贴标准、大豆种植收入对比”等 30

多个问题，每一次回答都赢得热烈掌

声。现场参加活动的镇领导说：“这样

的宣讲效果事半功倍。”

“钻山沟、下村屯、走牧场、进农家，

近一段时间，15支宣讲队开展集中宣讲

活动 300 多场，解读各类热点问题近千

个，收到感谢信、慰问信 20余封。”阜新军

分区政委刘魁毅告诉笔者，下一步，他们

将发动老军人、老劳模、优秀退役军人组

成宣讲团，面向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和民兵

预备役人员进行宣讲，助推党的二十大精

神在基层全面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

民兵“理论轻骑队”回应关切赢赞誉
■聂 林 蔡鸿锴

11 月 9 日 ，浙 江

省文成县人武部结合

当地少数民族聚居的

实际，成立双语宣讲小

分队深入西坑畲族镇

让川民族村，宣讲党的

二十大精神。

张 琨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