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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这是红军转战黔东南时

用过的发报机，当年他们就是用这些装

备打了胜仗。”近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

侗族自治州黎平县人武部组织县第一

小学学生，通过视频连线方式，“云参

观”吴世国创办的贵州万礼行长征馆。

镜头缓缓拉近，长征时期红军用过

的大刀、军号，红军后代捐赠的红色文

物，保存完好的红色书籍……这些珍贵

的红色藏品，大多是馆长吴世国在重走

长征路的过程中收集的。据统计，目前

馆内收藏红色文物 30 多件，长征书籍

60 多个版本，红色书籍 1000 多册，藏品

总数近 2000 件。

“贵州黎平被称为‘曙光之城’，红

军长征在这里留下了光辉的足迹，我是

听着长征故事长大的。大学期间看到

中央电视台播放‘重走长征路’的节目，

我心里也产生了重走长征路的念头。”

据吴世国介绍，大学毕业后，他对长征

这 段 历 史 进 行 了 系 统 研 究 。 10 多 年

来，他阅读了 50 多个版本与长征有关

的书籍，拜访老红军及红军后代，参加

全国各类纪念长征活动，向有重走长征

路经验的人“取经”。

2018 年 10 月 10 日，吴世国参与由

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主办的“365 重走

长 征 路 大 型 系 列 文 化 公 益 活 动 ”。 他

从 江 西 瑞 金 出 发 ，重 走 中 央 红 军 长 征

路 线 ，历 时 13 个 多 月 ，经 过 15 个 省 市

区、150 多个县市、900 多个乡镇，行程

超过 2 万公里。“途中好几次遇险。”吴

世 国 告 诉 记 者 ，2019 年 4 月 15 日 下 午

行 至 贵 州 省 安 龙 县 境 内 时 ，一 辆 大 货

车呼啸而过，车上一块石头飞出来，打

在 吴 世 国 头 上 ，他 瞬 间 眼 一 黑 坐 到 地

上。“当时首先想，要是走不了了，该多

么遗憾啊！”同行的伙伴陪他到当地医

院检查，所幸没有大碍。休息 2 天，他

继续出发。

途中，收集到红色书籍、红色物件

等，吴世国随时寄回家里。在湖南省通

道县一位老乡家中，他被一盏长征时期

当地群众给红军指路照明的马灯吸引。

为此，他先后 3次登门拜访。被吴世国的

诚心打动，老乡将马灯赠送给他。吴世

国说：“这盏马灯意义非凡，它曾照亮红

军前行的路，也照亮中国革命的未来。”

“5 月 26 日 星 期 天 ，安 顺 场 ，过 先

锋，经德绥，到泸定桥，93 公里，也就是

186 里……”吴世国的长征日记上有这

样一段记录。“以前红军是在山上走，还

要打仗，一天走完 240 里，我现在沿着大

渡河公路走，一共是 186 里。走完这一

次，我几乎睡了 3 天。”吴世国深刻感受

到红军奔袭泸定桥的艰辛与勇毅。

一路上，吴世国应邀走进多个党政

机关、中小学校分享“让长征精神照耀

人 生 ”主 题 报 告 。 长 征 之 行 画 上 句 号

后，他用心打磨“长征归来说长征”主题

报告，在线上线下推出。“通过这样的方

式让大家了解红军长征历史、学习长征

精 神 ，我 感 到 特 别 自 豪 。”吴 世 国 说 。

2019 年，吴世国被有关单位授予“发扬

爱国主义精神特别贡献奖”“2019 年全

国十佳长征榜样奖”。

2021 年 5 月 1 日，吴世国自筹资金

创办的贵州万礼行长征馆在贵阳市正

式开馆，免费向公众开放。作为馆长，

凡有参观者来访，吴世国总会耐心地向

大家讲述每一件展品的来历，借助 PPT

等展示重走长征路的历程。

“ 这 双 绣 着‘ 长 征 ’字 样 的 鞋 垫 是

我母亲为我做的，我一直背在身上，从

瑞金背到延安。”吴世国说。如今，他

将 这 双“ 走 ”过 长 征 路 的 鞋 垫 放 在 馆

内，作为这段行程的见证。馆内“章说

长征”一栏，保留着重走长征路上党政

机关、学校社区、公益组织等给吴世国

的签章。“我们在长征路上得到许多人

的 关 心 。 他 们 关 心 的 是 我 们 ，纪 念 的

是红军长征这段历史。”吴世国告诉记

者 ，现 在 每 当 有 人 重 走 长 征 路 路 过 贵

阳，他都主动去见面交流，问一问能提

供什么帮助。

开 馆 一 年 来 ，该 馆 接 待 观 众 近 万

人 。 不 少 机 关 单 位 工 作 人 员 、学 校 师

生、红色文化爱好者通过实地参观或视

频连线等方式进行学习交流。“一个人

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只要我坚持把展馆

办下去，就能积蓄起更多的红色能量。”

吴世国说。

13 个多月时间，走过 15 个省市区、150 多个县市、900 多个乡镇，行程超过 2 万公里。贵
州万礼行长征馆馆长吴世国——

做“曙光之城”的红色传人
■王永介 贾 华 本报特约记者 吴永亮

“同学们，贵溪是闽浙赣革命根据

地和红十军的诞生地，方志敏、黄道等

革命先烈曾在这里开展革命活动。作

为后来人，我们要继承先辈遗志，守护

好这片红色江山……”

初冬时节，在江西省贵溪市一中广

场，一场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活动正在

进行。讲述红色历史、普及国防知识、

发放宣传手册……宣讲员、基干民兵罗

志璇忙得不亦乐乎。

据介绍，贵溪市人武部按照“骨干

先行、以点带面”的思路，从部机关、基

层武装部和基干民兵分队挑选 40 余名

政治素养高、群众基础好的理论骨干，

围绕“如何搞好重大理论观点解读”“如

何运用新媒体开展宣传”等问题抓好系

统培训。“培训内容干货满满。”白田乡

理论辅导员张冬成告诉记者，截至目

前，他们已深入 18 个乡镇街道、13 家企

业、25 个村，为当地 5000 多名民兵和群

众带来近 60 场宣讲。

“搞好宣讲活动只是上篇文章，真

正把学深悟透的精神落实到维护社会

安全稳定、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的使命任

务上，才是我们着力做好的下篇文章。”

该市人武部领导说。

民兵宣讲员黄志强按计划到白庙

村宣讲。这两年，该村受益于“两不愁”

“三保障”等党的好政策，村民生活越来

越舒心。与村干部讨论交流后，黄志强

建议进一步拓宽村民增收致富路子。

他积极协调沟通引进一家鳗鱼企业，通

过“公司+农户”模式发展鳗鱼规模养

殖；联系多家商超签订定向采购大米、

红薯、香猪等农副产品协议。近期，市

农投公司还专程来村商洽合作意向。

“感谢党和政府，现在我们干劲十足。”

村民梅文豪满面笑容。

这几天，河潭埠垦殖场基干民兵吴

敏比以前更忙了：在线上用“家常话”帮

助大家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人民至

上”“文化自信自强”等概念；协调农林

牧渔等方面专家为群众进行技术指导，

促 成 专 家 与 100 多 户 垦 殖 户 结 成“1+

N”帮 扶 对 子 ，提 供 常 态 化 咨 询 服 务 。

“民兵宣讲队不仅送来‘精神食粮’，还

为解决现实问题出谋划策。”谈及宣讲

队队员，多个村党支部书记纷纷点赞。

该市人武部领导表示，接下来，他们

将进一步发挥民兵“平时服务、急时应

急、战时应战”职能作用，成立市、乡两级

民兵志愿服务队，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安

全秩序维护、环境清理整治等系列活动，

切实把民兵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焕发的

政治热情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

江西省贵溪市民兵将学习热情转化为实际行动

骨干先行 以点带面
■范润华 本报记者 向黎鸣

连日来，新疆军区某团新兵营利用严寒天气组织战术训练，磨砺新兵血性

胆气。 陈继亮摄

本报讯 于斌、马玉涛报道：“手

榴弹投掷平均 87 分，战术动作平均 91

分……”前不久，山东省德州市民兵分

队在上级组织的拉动考核中，交出一

份不错的成绩单。问其诀窍，市民兵

训练基地主任靳同峰笑着回答：“我们

的教练员功不可没。”

靳同峰所说的教练员，指的是今

年 5 月份正式上岗的 5 名事业编制人

员。“过去，市民兵训练基地只有牌子，

没有编制。组织民兵训练，主要依靠

临时找兼职、搭班子。一旦遇到大项

任务，人员捉襟见肘。”军分区战备建

设处领导介绍。为改变这一现状，去

年 9 月，市委编办专门下发文件，明确

训练基地级别和编制员额。

翻阅文件，笔者了解到：训练基地

为正科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核定事业

编制 10名，配备主任 1名，副主任 1名，

人员原则上从退役大学生士兵中公开

招聘。“为保证队伍梯次搭配、结构合

理，确定 2021 年先行招录 5 人，以后逐

年增加。有了这支力量，组织训练再也

不用临时抱佛脚。”靳同峰难掩兴奋。

为了切实选出懂专业、会管理、善

组训的金牌教练员，在去年 11 月组织

的招考中，军分区、市人社局严格标

准，在笔试中突出军事知识内容，面试

环节专设“四会”教学、武器装备操作

等考核。“这样做，目的就是提高教练

员的含‘军’量和含‘战’量。”

毕业于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曾在

陆军某旅服役的孙余洋，一路过关斩

将，从 40 多个考生中脱颖而出。“我在

部队摸爬滚打了 5 年，这次能从事‘老

本行’，特别有归属感。”孙余洋高兴地

说。同孙余洋一样，这次“披挂上阵”

走上民兵教练员岗位的其他 4 名同志

都有从军经历，对工作上手很快。

上岗证有了，还要“加钢淬火”。

去年年底开始，军分区组织 5 名教练

员开展为期半年的强化训练。“集训队

规模小，内容可不少，我们学习掌握了

民兵单兵、班组、分队的组训内容。”聊

起这段经历，大家纷纷表示收获满满。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今年 7

月，军分区组织市民兵分队封闭式训

练，5名教练员一出手，便让民兵竖起大

拇指：“这些教官，个个都有两把刷子。”

5 名“金牌教头”有效发挥“种子”

“酵母”作用，在他们带动下，分队整体

训练水平显著提高。11 月下旬，省军

区组织民兵训练考核验收，德州民兵

凭借扎实功底和出色表现，取得片区

第一名的好成绩。

上图：民兵教练员进行包扎固定

示范教学。 张光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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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李岩、特约记者孙有权报

道：“案例剖析深入浅出，疑惑难题有问

必答，这样的课听得‘解渴’！”12 月 4 日，

正在吉林省军区新兵连参训的新兵们，

通过视频连线聆听哈尔滨军事法院法

官讲授普法专题课。课后，新兵张轩豪

兴奋地说。

12 月份以来，吉林省军区以“宪法

宣传进基层”为契机，持续开展以“一堂

专题授课、一场法律咨询、一套普法读

本、一次众创活动”为主要内容的普法

活动，会同军地司法机关组建普法服务

分队，通过“小群多路”、就近就便的方

式，线上线下为基层官兵和民兵解答法

律问题，受到大家欢迎。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军人军

属荣誉激励和权益保障。依法维护军

人军属合法权益，首先要树立学法、知

法、守法、用法的法治观念。”吉林省军

区政治工作局副主任刘伟介绍，他们面

向全区收集整理官兵和民兵关注度较

高的财产纠纷、婚姻家庭等常见法律问

题，区分不同法律适用情况，有针对性

地组织法院法官和军队律师开展宣讲。

活动期间，吉林省军区依托“学习强

军”APP 开设活动专栏，为基层部队和民

兵分队开展法治教育提供鲜活素材和展

示平台，通过创作拍摄“兵哥说法”微视

频、开展法治军营辩论赛、组织官兵创作

《“图”说宪法》系列漫画，进一步激发全

员学习热情，浓厚学法、守法、用法氛围。

据了解，为推动法律服务基层便捷

化常态化，该省军区协调哈尔滨军事法

院打造线上服务平台。平台运行以来，

收到的近 20 余条涉法涉诉问题已得到

回 复 和 解 决 ，进 一 步 强 化 官 兵 自 觉 守

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

靠法的观念。

吉林省军区

多措开展送法进基层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武部

参观见学明思路

本报讯 何凯、胡涛报道：12 月

初，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武部组织

干部、职工赴铜陵市大数据中心参观

见学。他们通过实地参观城市超脑体

验馆、观看城市超脑系统演示、开展军

地双方座谈交流等活动，真切感受数

字赋能、科技创新的强大力量，为国防

后备力量建设和动员潜力数据调查提

供思路借鉴。

江苏省邳州市人武部

征兵宣传进企业

本报讯 刘海林、王海同报道：连

日来，江苏省邳州市人武部组织开展

“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暨征兵宣传进

企业”活动，在引导企业员工深入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同时，对

企业适龄员工进行 2023 年上半年征

兵宣传发动，通过面对面讲解应征入

伍报名流程及相关征兵优待政策，激

发广大适龄青年响应国家号召，为强

军事业贡献青春力量。

冲锋舟载着民兵救援人员向目标水域疾驰，无人机升空搜索“被

困群众”、空投救生圈等救援物资，水上救援机器人迅速抵达现场对

“落水群众”实施救援……12月 8日，湖南省沅江市市委议军会暨“军

事日”活动在该市区域应急救援益阳中心举行。充满战味的水上救援

演练让与会人员大开眼界。

上图：冲锋舟驾驶训练。

右图：民兵队员操控无人机模拟装载救援物资。

蒋 艳、龙 浪摄影报道

“军事日”战味浓

二 十 大 精 神 进 基 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