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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

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

主义行。”12 月上旬，“时代楷模”、陆军

工程大学“星火”理论宣讲服务政治教

员群体成员张伟来到江苏省徐州军分

区，为官兵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徐

州军分区领导介绍，他们与“星火”理

论宣讲服务政治教员群体签订联学联

教 协 议 ，共 建 教 育 平 台 、共 育 理 论 骨

干、共享授课资源。

陆 军 工 程 大 学“ 星 火 ”理 论 宣 讲

服务政治教员群体，长期奋斗在军队

政治理论教学和理论宣讲服务一线，

坚 持 不 懈 用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官兵，学习宣传贯

彻 习 近平强军思想，积极推动新时代

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通俗化，学风教

风过硬，教学成果丰硕。11 月下旬，该

群体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

“我们与‘星火’理论宣讲服务政

治教员群体共建多年。在开展理论学

习方面，他们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帮助

和 支 持 。”徐 州 军 分 区 政 委 黄 建 新 介

绍，党的二十大闭幕后，为了学懂弄通

报 告 中 提 出 的 新 思 想 、新 观 点 、新 战

略、新要求，他们邀请“星火”理论宣讲

服务政治教员群体加入军分区教育协

作机制，展开联学联教合作。

2022 年，徐州军分区按照就近就

便、资源共享的原则，划分了 4 个教育

协作区（即军分区机关、县市人武部、

城区人武部、干休所系统）。“教育协作

区的划分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点位分

散带来的授课难集中、资源不平衡的

问题，但本质上仍是一个‘自我循环’

系 统 。 他 山 之 石 可 以 攻 玉 。 把‘ 星

火’理论宣讲服务政治教员群体引入

协作区，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资源优

势，让军分区人员学起来更有目标、更

有动力。”徐州军分区政治工作处主任

周磊说。

翻看徐州军分区第 4 季度理论学

习计划表，记者看到：由“星火”理论宣

讲服务政治教员群体主讲的“如何理

解党的二十大重大意义”“如何认识党

的十八大以来人民军队的伟大变革”

“如何理解提高人民军队打赢能力”等

11 个课题已列入协作区教学计划。

周磊介绍，以往学习教育大多自

上而下层层部署、依次展开，容易出现

“指定动作”多、“自选动作”少、参与度

不高等问题。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宣

传中，各协作区与“星火”理论宣讲服

务政治教员群体一同设计课件共享、

体会互评等活动，激发官兵学习的积

极性、主动性，形成自觉学、主动研、深

刻悟的良好局面。

为增强学习教育效果，徐州军分

区还组织所属人员与“星火”理论宣讲

服务政治教员群体开展“忆家乡变化、

看驻地发展、讲强军故事”面对面座谈

会，让大家在热烈交流中感悟时代巨

变、激发奋进动力。“星火”理论宣讲服

务政治教员群体还紧密围绕报告中与

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有关的内容展开

授课，深入讲解“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

战略体系和能力”“加强国防动员和后

备力量建设”等战略部署的时代背景

和现实考量，进一步增强军分区官兵、

文职人员、专武干部和广大民兵预备

役人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予人星火者，必心怀火炬。“星火”

理论宣讲服务政治教员群体在指导帮

带徐州军分区理论骨干时倾囊相授。

11 月 12 日，徐州军分区动员处处长王

少亭接到市委党校邀请：以“推动党管

武装工作在基层落地生根”为题，给全

市 基 层 乡 镇（街 道）党 工 委 书 记 授

课。接到任务后，王少亭主动向联系

协 作 区 的“ 星 火 ”理 论 宣 讲 服 务 政 治

教 员 群 体 骨 干“ 取 经 ”。“ 把 握 战 建 分

离体制特点，军地形成上下畅通的沟

通机制……夯实拥军支前保障链条，

持 续 完 善国防动员体制机制……”经

过教员指点，王少亭打开思路。后来，

他的授课获得好评，市委党校送来锦

旗。王少亭说：“有了‘星火’理论宣讲

服务政治教员群体做后盾，授课不怕

讲不透、说不到位。”

据了解，除了理论学习，徐州军分

区还与“星火”理论宣讲服务政治教员

群体在课题研究上集智攻关，目前已

联合发表《国防动员直接影响战争的

进程和结局》等多篇研究文章。黄建

新说：“‘星火’理论宣讲服务政治教员

群体有 60%以上的成员获评全军优秀

教师、军队院校育才奖，荣获三等功以

上奖励。他们不仅是授课能手，也是

精武标兵，本身就是值得官兵学习的

榜样。我们要与他们继续加强合作交

流，感悟真理魅力、播撒信仰火种、扛

起使命担当，为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

奋斗目标贡献力量。”

携手“星火”播火种
——江苏省徐州军分区与陆军工程大学“星火”理论宣讲服务政治教员群体联学联教纪事

■陈根宝 代海军 本报记者 胡绍武

二 十 大 精 神 进 基 层

本报讯 冷淞宇、记者孙有权报

道：近日，记者从吉林省委宣传部获

悉，该省考古工作队在吉林市红石

砬 子 抗 日 根 据 地 发 掘 出 3000 多 个

抗 联 有 关 遗 迹 ，并 出 土 大 批 遗 物 。

红石砬子抗联遗址被证实为目前国

内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抗联

遗址。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孟庆旭介绍，红石砬子抗日根据地创

建于 1932 年，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

地 区 创 建 的 第 一 块 抗 日 游 击 根 据

地。1981 年，红石砬子抗联遗址被

吉林省政府公布为吉林省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现存遗址分布范围 32 平

方公里，于 2019 年被列为全国第八

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21 年 7 月，吉林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吉林革命军事馆建设办公室和

吉林省军区史志工作组组成工作队，

分期在红石砬子抗日根据地展开考

古发掘工作。经过两年的调查和发

掘，考古人员完成对遗址周边的调

查，初步摸清了该根据地的防御体

系，确定了联络线路和防御预警等基

本情况。

今年，考古人员对遗址内小姚家

沟抗联遗迹进行重点发掘，发现多处

地窨子遗存、带火坑的房址、用以训

练的大型平台，出土 91 日式手榴弹、

三八式步枪残件、苏式雷明顿子弹以

及瓷制、铁制生产生活用具等各类遗

物近 400 件，许多遗存遗物系东北抗

联考古工作首次发现，真实还原了东

北抗联将士战备、训练和生活情况，

推翻了此前对红石砬子抗日根据地

密营不能生火、不能稳定生产生活等

推断，充分证明红石砬子遗址群是集

武装斗争、生活、生产于一体的抗日

根据地。

吉林革命军事馆建设办公室研

究员杜云中介绍，吉林省是东北抗日

联军创建地、东北解放战争发起地、

抗美援朝后援地和新中国汽车工业

的摇篮、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中

国人民航空事业的摇篮。近年来，他

们以挖掘“三地三摇篮”特色资源为

主线，深化全民国防教育，助力文旅

研学深度融合发展，红色资源开发保

护质量显著提升。在《中国红色旅游

消费大数据报告（2021）》中，吉林省

位居“红色旅游热度提升最快排名”

榜第 3 位。

上图：吉林市红石砬子抗日根据

地遗址出土的东北抗日联军使用过

的火炕遗存。

吉林省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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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邢磊、特 约 记 者乔振友

报道：12 月 13 日，辽宁省辽阳市白塔

区 南 林 子 小 学 的 学 生 们 上 了 一 堂 生

动 的 国 防 教 育 课 。“ 全 国 最 美 退 役 军

人 ”、东 北 军 事 后 勤 史 馆 馆 长 徐 文 涛

被该校特聘为名誉校长，定期为全校

师生上国防教育课。

今年，白塔区人武部联合区教育

局、驻军部队开展“兵老师”进校园活

动，聘请现役官兵和优秀退役军人担任

名誉校长和国防教育辅导员，常态化开

展国防教育，推动青少年国防教育高质

量发展。

白塔区人武部部长隋东玉介绍，他

们为每所学校选择一个连以上驻军单

位作为共建对子，由部队遴选优秀官

兵，担任学校国防教育辅导员和军训教

官，定期走进学校为学生讲解党史军

史、组织军事训练。他们还邀请驻军团

以上单位领导和优秀退役军人担任学

校名誉校长，帮助学校制订国防教育授

课计划，在重大节日、纪念日等时机开

设国防教育讲座、组织现地教学活动。

9月 1日，白塔区 16所小学（含部分

幼儿园）开学第一课同上一堂课，万余

名师生同步在线收听收看“兵老师”讲

授国防知识。南林子小学校长王剑峰

说：“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这些‘兵老

师’有力地支持了学校德育工作。”

白塔区人武部政委来新年告诉记

者，今年，《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全民

国防教育工作的意见》印发，明确指出

着力加强青少年国防教育，探索建立军

人、退役军人担任青少年国防教育辅导

员制度。目前，该区已有 112 名“兵校

长”“兵老师”，9 月份以来共为学生授

课 134 堂次。

辽宁省辽阳市白塔区

中小学校迎来“兵老师”

本报讯 夏磊、孔庆珊报道：改善

驻 军 部 队 基 础 设 施 、推 动 优 抚 政 策 落

地 ……12 月 14 日 ，山 东 省 委 召 开 议 军

会，总结 2022 年党管武装和双拥工作，

驻军部队对地方各部门交出的拥军支

前答卷表示满意。

年初，山东省各级党委政府多次征

求驻军部队意见，梳理出练兵备战、官兵

“三后”、历史遗留等 3 方面 13 项需求、45

项问题。为推进工作整改，省委主要领

导在常委会上带头表态：“凡是事关部队

备战打仗急需的问题，要事事有回音、件

件有着落，坚决为战斗力建设助力、为部

队发展减负、为官兵家庭解忧。”

省军区领导介绍，在省委领导带领

下，“服务备战打仗不讲任何条件”成为

各级思想共识，多个长期制约部队练兵

备战的难题得到有效解决。某海防部队

通航停泊存在安全隐患，沿海地市依法

指导有关部门清理养殖区、拓宽航道、疏

浚港池；某驻海岛部队海底电缆维修难，

当地电力部门将海底电缆维修纳入应急

预案；陆军某部战术训练场面积不够、战

备道路需拓宽，省国土、交通等部门优化

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追加训练场地面积、

完善营区周边配套设施。

前方打胜仗，后方搞保障。为进一

步解决官兵后顾之忧，省退役军人事务

厅、省军区政治工作局、省双拥办制定出

台《关于军地合力推进“双清单、三助力”

建设的实施方案》（“双清单、三助力”指

部队需求清单、地方需求清单，助力拓宽

后路、助力巩固后院、助力扶持后代），指

导各级大力实施“稳后方工程”，积极推

动退役军人安置、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

女入学等方面政策落地落实。

山东省军区政治工作局副主任张全

华介绍，历史遗留问题是制约部队建设

发展的沉重包袱。近年来，在地方党委

政府大力支持下，事关驻军部队的 32 项

历史遗留问题得到妥善解决。2022 年，

军地有关部门携手帮助驻军部队解决司

法、土地、人员移交等许多老大难问题，

为部队轻装上阵、加快战斗力提升创造

有利的环境。

为战斗力建设助力 为部队发展减负 为官兵家庭解忧

山东省 交出拥军支前合格答卷

隆冬时节，喀喇昆仑。南疆军区某合成团“燎原”理论宣讲服务队成员来到驻训地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为便于官兵理解和掌握报告内容，他们将报告要点融

入快板词、三句半等。图为“燎原”理论宣讲服务队成员在驻训地商讨三句半创作的场景。 刘 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