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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层白色小楼，大小数十个房间，

占地面积 2100 平方米。如果不是挂着

“辽宁省国防教育示范基地”“沈阳市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等标识，这里很容易

让人误以为是一处工厂。这座位于辽

宁省法库县的东北航空历史纪念馆，是

革命烈士后代李伟民依托一家企业的

厂房改建而成。

李伟民生于辽宁抚顺，是抗日义勇

军烈士李洁尘的孙子。“我建这个纪念

馆，一不图名，二不图利，只希望能有个

场所留存历史记忆，给烈士后人以慰

藉。”李伟民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

奶奶才告诉他，爷爷是抗日英雄、革命

烈士。奶奶常常叮嘱他，要以爷爷为榜

样，做好人、做好事。

一次，李伟民在丹东抗美援朝纪念

馆发现，有一些志愿军空军烈士的英雄

事迹鲜有人知。那一刻，他萌生了为这

些革命烈士寻亲的想法。收集好烈士

名单后，他利用工作之余赶赴哈尔滨、

南京、北京、昆明等地的纪念馆和烈士

原籍地调查核实。

2011 年，为了寻找一名烈士后代，

他几次赶往西安，每次都是满怀希望

去，带着失望回。直到一年后，李伟民

终于联系上烈士后代。当他拿出烈士

的照片，已经 70 多岁的烈士儿子仔细

打量后说：“您看看，我是不是和我的父

亲长得很像……”话音未落，老人已是

热泪盈眶，感同身受的李伟民和老人紧

紧相拥在一起。

2014 年 3 月，李伟民在沈阳棋盘山

烈士陵园发现，志愿军空军烈士赵志才

安葬于此。1951 年 1 月 21 日，志愿军

空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与敌空军展开

第一次空战，赵志才为了掩护长机，与

敌机展开空中格斗，最终壮烈牺牲。

“后来，几经辗转，烈士遗骸安放到

现在的陵园，加上烈士的相关信息不全，

一直没能联系上烈士家属。”烈士陵园工

作人员说。李伟民立即和烈士的原籍地

河北省相关部门人员取得联系，并通过

多家媒体帮助寻找烈士后人。2016年，

在各方努力下，终于找到赵志才烈士的

儿子赵文台。第一次来到父亲的墓前，

当年的小男孩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

李伟民告诉笔者，这些年，他收集

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足足堆满了一间屋

子。“只要有人记得，他们就永远活着，

要让更多人知晓那段历史，铭记先烈的

事迹。”于是，他和妻子商量着办个专题

展馆。

在寻亲过程中李伟民发现，法库县

有 7 名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志愿军

空军老战士依然健在。了解后得知，法

库 籍 抗 美 援 朝 老 兵 和 牺 牲 烈 士 共 有

100 多人，烈士后人也有不少在法库生

活。李伟民决定将展馆建在法库。

2015 年 3 月，在位于法库县财湖机

场附近的一处废弃厂房里，东北航空历

史纪念馆正式开始规划建设。在军地

支持下，半年后纪念馆正式面向公众免

费开放，馆内由抗战风云、空军摇篮、壮

志凌云、大国之翼 4 部分组成。后来，

纪念馆升级改造，新增了 500 余张历史

照片，包括烈士赵志才、首创击落敌空

军最新式飞机纪录的飞行员刘涌新等

志愿军空军英烈的照片和事迹。纪念

馆现有空军英雄照片 1500 余张，历史

文物 500 多件，飞机实物 1 架，飞机模型

300 架 ，艺术绘画作品 15 幅 ，文献、手

稿、图书资料 100 余本，重点展示了人

民空军不同时期的发展历史，特别是东

北老航校和志愿军空军部分历史更加

详实、完善。开馆以来，已先后接待社

会 各 界 人 士 30 多 万 人 次 。 有 观 众 留

言：“这是一个有民族魂、英雄气的红色

展馆。”

近几年，李伟民将纪念馆的工作重

心转移到对相关文物史料的调查研究

中。他还牵头组织了东北老航校首长

子女亲属座谈会，让纪念馆成为英雄后

代交流沟通的桥梁。

32年来，李伟民共为 31名烈士找到

亲人。去年以来，他又整理了 50多名志

愿军空军烈士的英雄事迹。“我年近 70

了，余生之年唯一的愿望就是想进一步

丰富馆藏内容，讲好红色故事，为子孙

后代守护好这座精神家园。”李伟民说。

烈士后代李伟民自费筹建东北航空历史纪念馆—

“只要有人记得，他们就永远活着”
■房笑晗 孟祥瑜 金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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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 北 航 空 历

史纪念馆外景。

▷ 李 伟 民（ 左

一）在作讲解。

受访者供图

“宅吉乡中心学校有球场啦！”这几

天，贵州省开阳县宅吉乡村民黄忠仁在

微信朋友圈发的这条动态获赞多多。

宅 吉 乡 中 心 学 校 是 黄 忠 仁 的 母

校。读书那会，他和同学们便梦想能在

平整硬化的球场上酣畅淋漓地打篮球，

如今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今年年初，贵阳警备区积极展开

“一部一村一校”军民共建活动。在调

研期间，教学条件相对落后的宅吉乡中

心学校、乌当区羊昌镇黄连民族小学引

起警备区党委一班人的关注。

本着“改善硬件设施，浓厚国防氛

围”的原则，宅吉乡中心学校的帮建方

案很快敲定：兴建操场，升级网络教室，

打造校园文化墙。走进改建后的网络

教室，只见室内窗明几净，崭新的电脑

整齐排列，还配上了护眼灯。令人耳目

一新的还有校园文化墙，新增了中国共

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

历程等内容。

“昔日黄连苦，今朝蜜糖甜。”同样受

益的还有黄连民族小学师生。走进该

校，崭新的校舍、升级换代的“班班通”、

操场新修的塑胶跑道，焕然一新的教学

环境让师生们喜不自禁。

正在新建图书室读书的六年级学

生李曼曼告诉笔者，这里不仅有舒适的

沙发凳、类型多样的书籍，还有电子阅

览器，“阅读体验变得‘高大上’。”

军地共建不仅让乡村校园有“颜

值”，也更具“红色气质”。“学校所在的

黄连村，是贵阳市第一个农村地下党支

部所在地。”黄连民族小学校长李宪明

介绍，80 多年前，我党地下党员在学校

以教员身份为掩护，积极开展抗日宣传

活动，在学校成立了临时党支部。

“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是开展青少

年国防教育的生动教材。”李宪明说。前

不久，军地共同组织师生来到抗战时期

遗留的“还我河山”崖刻旁，上了一堂别

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孩子

如同培育树苗，为孩子们提供良好的成

长环境，是军地的共同职责。”贵阳警备

区领导说，他们将持续关注基础设施相

对薄弱的学校，主动靠前帮建，在改造

校舍和校园环境的基础上，将国防元

素、红色基因注入学校，引领学生争做

新时代好少年。同时，将继续实施“百

名学子成才计划”，每年为百名家庭困

难的学子捐赠教育资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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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陈健、记者陈建文报道：

机翼飞旋巡海天，马达轰鸣震长空……

近日，粤东民兵训练场上，民兵分队实

战化训练掀起热潮。

在广东省汕头市国防教育训练基

地，市民兵无人机侦察排班长庄泽浩正

操作某新型无人机，快速对模拟目标展

开抵近侦察。训练间隙，他向记者介

绍，近些年，该市信息侦搜、水上救援等

一大批新质民兵分队陆续成立，手持导

航仪、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装备纷纷

列装。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增加新域

新质作战力量比重，加快无人智能作战

力量发展。这为拓展民兵应战应急能

力指明了方向。”刚刚结束海上侦测救

援集训的南澳县人武部文职参谋程浩

洋说。现场，编组在某海洋设备科技有

限公司的海上侦测救援分队携带水下机

器人潜水实施救援，不到 20分钟，“失踪

船只”位置被快速准确定位。驾驶室操

作平台的显示屏上，目标情况一览无余。

在车辆训练场，一辆辆运输车、保

障车、炊事车一字排开，民兵公路运输

排一班长廖佳创正带领民兵苦练驾驶

技能。

“接上级通报，一班迅速前出执行专

项物资运输保障任务，出发！”话音刚落，

廖佳创带领民兵分组登车，驾车向目标

区域开进，滚滚车流卷起漫天尘土。

结束训练，廖佳创与参训民兵围坐

在一起，以“学习二十大报告精神、争当

新时代胜战民兵”为主题畅所欲言。

“之前，通信基本靠吼、交通基本靠

走、训练基本靠手；如今，通信有电台、

出行坐汽车、训练有装备，野外驻训配

上了野战炊事车，再也不用啃干粮、吃

盒饭。”“兵龄”近 20 年的老民兵廖廷坤

的发言引起大家的共鸣。大家对照党

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新观点、新论

断、新思想，结合训练复盘、岗位职责和

使命任务交流心得体会。

广东省汕头市组织参训民兵学报告强本领

学思践悟，立足实战砺精兵

11 月 10 日，四川省崇州市人武部与崇州市第二实验小学共同开展国

防主题教育活动。 冯 超摄

湖北省咸宁军分区

组织专业民兵轮训
本报讯 徐亚宗、李鹏博报道：11

月初开始，湖北省咸宁军分区组织民

兵 医 疗 救 护 分 队 进 行 为 期 12 天 的 全

封闭集中轮训。他们区分共同课目和

专业技能，以战时医疗救护为重点内

容，设置战场包扎、心肺复苏等 20 多

个 训 练 课 目 ，采 取 统 分 结 合 、评 教 评

学 、互 帮 互 学 等 方 法 ，着 力 提 升 轮 训

质效。

本报讯 曹文勇、李国涛报道：初

冬，一场大雪刚过，笔者来到西藏山南

军分区某营驻地，走进官兵宿舍，顿觉

暖意融融。“今年供暖较往年提前了半

个多月，房间里暖和着呢。”下士龚浩

翔说。

“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

惠民生、暖民心举措……”深入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该军分区党

委一班人在讨论中达成共识：作为党

委机关，要当好基层一线官兵的公务

员，把官兵的冷暖安危、所思所盼系在

心上。针对今年高原地区天气骤然转

冷的实际，他们决定提前供暖，并开通

“常委热线”“常委信箱”，第一时间回

应 官 兵 关 切 ；制 订 服 务 基 层“ 解 难 清

单”，指定专门负责人、明确完成时限；

严格落实蹲连住班制度，党委常委不

定期深入雪山哨卡、高海拔驻训点，倾

力解决基层用水用电取暖如厕等实际

困难。在岗拉哨点，了解到大雪封山

期物资供应困难，军分区领导现场办

公，协调装载机、挖掘机上哨待命随时

保通道路。

该军分区所属部队驻地分散、交

通不便，有的哨所位于雪山之巅不通

公路，有的哨点距离城镇较远。“官兵

缺什么，就补什么。”他们打好提前量，

变“雪中送炭”为“未雨绸缪”。某观察

哨冬季风雪肆虐，气温可达零下 30 摄

氏度，在解决国家电网供电、罐装氧供

氧、电暖炉供暖的基础上，该军分区还

购买配发了柴油发电机、富氧新风净

化系统、空气能取暖系统，解决守哨官

兵过冬难题。

高原风雪舞，边关暖流涌。笔者

翻开近期的《党委机关服务基层满意

度 问 卷 调 查》看 到 ，官 兵 满 意 度 达

98.2%。暖心举措激发了广大官兵扎

根高原、练兵备战的动力。连日来，该

军分区多支巡逻分队爬冰卧雪，圆满

完成各项巡逻执勤任务。

西藏山南军分区党委提升服务基层质效

保障供暖，不看时间看温度

二 十 大 精 神 进 基 层

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人武部

组建理论宣讲分队
本报讯 廖勇报道：连日来，贵州

省铜仁市万山区人武部从现役干部、

文职人员、专武干部和基干民兵中，遴

选理论骨干组建 12 个宣讲小分队，深

入乡村社区、厂矿企业宣讲党的二十

大精神。宣讲中，他们运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围绕报告中“巩固拓展国防和

军队改革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等内容，与群众展开交流座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