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 合2 实习编辑 /吴晓婧2022年 11月 17日 星期四 Tel：010-66720759

微 新 闻微 新 闻

本报讯 王永介、吴永亮报道：

“同学们请看，我手上的这个飞机模

型，就是按照 1∶48 的比例制作的歼-

20 战机，是中国空军新一代的尖刀

利刃。”10 月底，在贵州省施秉县第

一小学，由该县人武部协助打造的校

园 航 模 室 面 向 师 生 开 放 。“ 歼 -20”

“武直-10”等装备模型亮相，让学生

们大开眼界。

“叔叔，这架飞机是什么型号？”

“战斗机里有没有雷达？”面对好奇的

学生们，该县人武部部长刘喜耐心予

以解答。在前期走访调研中，了解到

该小学开展国防教育设施不够完善

的现状后，该县人武部领导当即拍

板，决定购置一批航模装备送到学

校，帮助指导学校打造校园航模室。

同时，人武部定期组织专门人员走进

校园进行相关授课活动，与学生面对

面交流。

“战斗机模型太酷了！我长大也

想成为一名飞行员，开上‘歼-20’。”

参观完航模室后，六年级 3 班学生王

顺贻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打造校园航模室是该县人武部

推动国防教育进校园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该县人武部不断健全完善

校园“国防文化角”等场所设施，在全

县中小学教室悬挂全军英模挂像、设

置国防教育专栏，在校园走廊和文化

墙等场所宣传战斗英雄故事和英模

语录，浓厚国防教育氛围。下一步，

该县人武部将继续通过打造“校园红

色广播站”、开展军营开放日等活动，

开设“情景式”军事体验场和军事体

验课程，完善授课教案和操作规程，

丰富学生第二课堂，让学生在实践参

与中强化国防观念。

下图：施秉县人武部部长刘喜为

学生讲解航模知识。 邰露露摄

贵州省贵州省施秉县人武部施秉县人武部

打造校园打造校园航模室航模室

本报讯 于斌、张光勇报道：“他们

当年都是 20 多岁的小伙子，那么年轻

就 牺 牲 了 ，我 不 守 着 他 们 ，哪 天 他 们

‘家’没了怎么办……”近日，“中国好

人”、山东省道德模范万金河老人应邀

走进山东省乐陵市人武部，深情讲述自

己 45 年守护 6 座无名烈士墓的心路历

程，让现场官兵深受感动。

时间拉回到 1970 年。那年，27 岁

的万金河就任乐陵市铁营村联办中学

校长。交接工作时，老校长将一项特殊

任务托付给他：“要守护好咱学校附近

的 6 座 无 名 烈 士 墓 ，不 能 让 烈 士 受 冷

落。”对于这 6 座烈士墓，万金河再熟悉

不过，他从小就是听无名烈士的战斗故

事长大的。抗日战争年代，铁营村是八

路 军 渤 海 军 区 第 三 军 分 区 机 关 所 在

地。1943 年农历腊月二十九，日军突

然发动“扫荡”。我军 400 多人的队伍，

最后只有 10 多人突出重围。战斗结束

后，大部分烈士的遗骸被亲人带回老家

安葬，只剩 6 位无名烈士就地安葬在铁

营村。

烈士把生命留在了铁营村，万金河

老人把心留给了烈士墓。从 1970 年到

2015 年，万金河几乎每周都会扛着铁

锹到烈士墓转一转，除除草、添添土、陪

烈士“说说话”。风里来雨里去，一晃就

是近半个世纪。

“ 没 有 先 烈 ，哪 来 咱 们 的 幸 福 生

活。”这是老人重复最多的一句话，也是

老 人 守 护 无 名 烈 士 墓 长 达 45 年 的 信

条。有一次，一位外地商人想搞特色养

殖，打算在无名烈士墓附近承包一块土

地。老人听说后，立即找到那名商人，

向他讲述 6 位无名烈士的故事。了解

故事始末，这名商人不仅变更了承包计

划，每逢清明节还会带着家人来为烈士

扫墓。

2015 年 6 月 27 日，这 6 座无名烈士

墓迁入冀鲁边革命烈士陵园，了却老人

的一桩心事。万金河无比欣慰：“看到

烈士的后事有了着落，我比谁都高兴。”

“只为半世纪前的一句相托，你守

住誓言，为我们守住心灵的最高阵地。

添一捧土，土里是岁月峥嵘；敬一个礼，

是对先烈最真的情义。雪下了又融，草

黄 了 又 青 ，你 岿 然 不 动 ，一 生 无 悔 。”

2015 年 ，万 金 河 老 人 荣 登“ 中 国 好 人

榜 ”，2019 年 ，被 评 为“ 山 东 省 道 德 模

范”。老人的一言一行潜移默化影响着

家人。2005 年，孙子万光志主动报名

应征入伍。

烈士有“家”了，但万金河老人守护

烈士的步履未停。如今，退役后的万光

志常带着老人到冀鲁边革命烈士陵园

擦拭墓碑、祭奠烈士。“只要我能动，墓

我会一直扫下去。”万金河老人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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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马子中、位启林报道：“太

感谢你了，为了我的事前前后后跑了这

么多趟。”“都是我应该做的，你太客气

啦。”10 月下旬，安徽省涡阳县退役军人

事务局退役老兵法律服务工作室，“兵

律师”葛岭撂下空军某部战士小陈打来

的致谢电话，长舒了一口气。

小陈入伍前承包了 160余亩土地用

于种植白蜡、桂花等景观树。入伍在即，

他将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进行转让，不

料与现经营单位发生经济纠纷。不得

已，小陈一家人向退役老兵法律服务工

作室申请援助。了解情况后，值班律师

葛岭多方奔走，妥善解决纠纷，维护了小

陈的合法权益。葛岭是一名专业律师，

也是一名退役军人。服役期间，他表现

优秀，曾 3次荣获嘉奖。参加工作后，他

连续 5 年被评为涡阳县优秀法律顾问，

并获评涡阳县“最美拥军人物”。对于现

（退）役军人而言，他是“知心老班长”；对

于群众来说，他是贴心“兵律师”。

“为解决现（退）役军人及军属的涉

法涉诉问题开辟‘绿色通道’，为群众提

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是我们成立工

作室的初衷。”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

葛胜利介绍，2020年 11月，县人武部、县

司法局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等单位联

合召开涉军维权协调会，签署了军民共

建协议。按照该协议，包括葛岭在内的

4 名退役军人律师进驻县退役军人事务

局设立的退役老兵法律服务工作室。

随后，他们以工作室为依托，向镇

（街道）、村（社区）延伸，设立公共法律

服务工作站（室），要求县退役军人事

务局从退役军人扶持就业专项岗位拿

出一定名额设置司法工作人员（分为

人民调解员、社区矫正协理员、安置帮

教协理员等）专项岗位，引导退役军人

参与公共法律服务工作，推动乡村法

治建设。截至目前，工作室（站）已覆

盖 全 县 23 个 镇（街 道）、383 个 村（社

区），519 名退役军人加入到公共法律服

务工作队伍。

“如果不是包老弟出面，我和侄子现

在估计还闹得不可开交哩。”提起公共法

律服务工作站，天静宫街道居民张彦俊

老人直竖大拇指。张彦俊老人无子女，

对侄子视如己出，但因一些家庭琐事发

生矛盾。得知这一情况，专职调解员、退

役军人包勇三次上门，给双方摆事实、讲

道理，引导他们面对面冷静沟通，最终叔

侄二人握手言和。

该县人武部领导告诉笔者，一年多

来，“兵律师”共为现（退）役军人提供法

律咨询 2700 余人次，办理法律援助 116

件，处理矛盾纠纷 230 余件。该县还利

用“八一”建军节、宪法宣传月等特定节

日节点，组织“兵律师”走进县人武部开

办法治讲座，现累计开展相关活动 10余

次，发放民法典等法律书籍 260余册。

安徽省涡阳县引导退役军人参与公共法律服务工作

维权调解有了专业“兵律师”

连日来，辽宁省铁岭军分区大力开展民兵岗位练兵创（破）纪录比武活

动。图为民兵训练尖子投掷手榴弹。 刘 罡摄

北京市西城区军休六所

方便老干部出行

本报讯 武胜报道：11 月 9 日上午，

两块“高德打车暖心车站”站牌落户北京

市西城区军休六所。军休干部及家属如

需用车，通过扫描站牌二维码或拨打站

牌上的电话，可享受优先派车服务。另

外，如打车到医院，每季度还能享受一定

额度的补贴。

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

组织民兵比武

本报讯 车万里、张伟报道：10 月

底，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人

武 部 组 织 120 名 基 干 民 兵 进 行 比 武 考

核。他们打破以往惯例，将民兵拉至陌

生地域，围绕伪装防护、武装越野等 10

多个重难点课目开展比武考核，摸清了

民兵训练的短板弱项，为下一步补差训

练找准了抓手。

11 月 11 日，江

苏海洋大学艺术设计

学院学生来到江苏省

军区连云港干休所，

与老干部老阿姨一同

体验剪纸文化。

耿玉和摄

本报讯 汤继平、记 者龙礼彬报

道：“中国式现代化包括哪几个方面”

“‘三个务必’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面对主持人抛出的一个个问题，官兵踊

跃举手抢答。10 月 31 日晚上，江西省

吉安军分区机关学习室内一派火热景

象。收看新闻联播后，军分区机关组织

的“学报告、谈体会”微宣讲活动拉开帷

幕。这是该军分区通过开设“五微课

堂”，利用“三个半小时”、训练间隙等时

机，广泛开展微宣讲、微分享等活动，以

灵活多样的方式，组织官兵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一个镜头。

哪里有官兵的身影，哪里就是学习

的课堂。为营造浓厚学习氛围，激发官

兵学习动力，该军分区建立“五微课堂”

学习模式，即观看实况“主课堂”，组织

全体官兵通过电视网络、广播电台等平

台，实时收看收听实况直播、专题报道、

热点解读；集中宣讲“大课堂”，成立由

军分区、人武部政治主官和理论骨干组

成的宣讲小组，采取集中宣讲与小组串

讲相结合的方式，原原本本读报告全

文，通过摆身边事、讲现实理，引导官兵

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内涵；网络媒

体“e 课堂”，利用“三个半小时”收听收

看新闻，学习主流媒体社论评论和理论

文章，及时了解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

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任务间

隙“微课堂”，及时整理会议精神要点，

尤其是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论

述等，汇编成口袋书印发至每名官兵，

让大家在任务间隙，见缝插针学一学，

互相抽问背一背，每天集会抽点问一

问、考一考，促进官兵准确掌握精神要

义；文化熏陶“活课堂”，让党的二十大

精神上院墙、进灯箱、入橱窗，悬挂主题

横幅，制作主题板报，在办公室、会议室、

值班室设置“报告关键词橱窗”“重要论

述灯箱”，让官兵随时随地受教育、受启

发，在潜移默化、润物无声中受熏陶。

盛会精神鼓舞斗志，苦练精兵矢志

强军。该军分区领导告诉记者，开设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五微课

堂”极大激发官兵练兵备战动力。连日

来，军分区部队持续开展群众性岗位练

兵活动，官兵不畏艰难，敢打敢拼，打破

多项纪录。

江西省吉安军分区多措并举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

“五微课堂”激发学习动力

二 十 大 精 神 进 基 层

本报讯 张军报道：“有疑问，去看

‘图’；要学习，去找‘图’！”最近一段时

间，笔者在云南省富民县人武部采访

时，听到这样一句有意思的顺口溜。

究竟是什么“图”，让大家常挂嘴

边？见笔者一脸疑惑，该人武部政委江

凌带笔者来到一楼大厅，映入眼帘的是

电子屏幕上宽约 1 米、高约 2 米的党的

二十大报告知识结构思维导图，部分干

部、职工和文职人员正围在屏幕前认真

讨论交流。江凌告诉笔者，为提升学习

质效，让大家能够一目了然看报告、脉

络清晰学理论、言简意赅记要点，他们

制作了这样一张知识全面、内容丰富、

理论系统的“思维导图”，党的二十大报

告的 15 个方面的重点内容和重要知识

点全“长”在这张“树状图”上。

“自从有了这张‘思维导图’，一楼

大厅就成了学习讨论区。”政治工作科

文职人员黄泽民介绍说，以往他们上下

班来去匆匆，很少在一楼大厅逗留。现

在大家每天一有空就“相约”屏幕前，研

读“思维导图”，交流学习体会。

江凌介绍，为帮助人武部干部、职

工和文职人员加深对党的二十大精神

的学习理解，他们创新方式方法，以营

区环境和各类文体活动为载体，通过大

家喜闻乐见的形式，引导全体人员联系

实际学习思考、立足岗位践行运用。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

务是什么？请回答。”笔者刚走进 3 楼

学习室，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学习党的

二十大精神知识竞赛”。

“开展知识竞赛，检验了学习效果，

激发了学习热情。要我说，多亏有了‘思

维导图’，让大家理解更容易。”江凌告诉

笔者，人武部党委多次召开常委会，就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进行专题分

析，定下“人人学、人人讲、人人践行”的目

标。他们还编印了“党的二十大报告知识

要点 100问”口袋书等学习资料，人手一

本便于随时翻阅；要求大家课后自主绘制

思维导图，加深体会理解、巩固学习成效。

理论学习入脑入心，练兵备战激情

满格。近日，该人武部在参加上级组织

的年终军事训练考核中，在 3 公里武装

越野、手工标图、手枪射击等多个课目

考核中表现突出。

云南省富民县人武部创新方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思维导图”深化理解掌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