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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军区某师

组织卫勤技能培训
本报讯 郑钞、李杰忠报道：近日，

新疆军区某师组织野战卫勤技能培训，

培训区分基层卫勤骨干、机关干部等不

同人员类别展开，通过理论宣讲、仿真训

练、战场模拟考核等方式，帮助官兵掌握

野战救治技能。

安徽省太湖县人武部

浓厚征兵工作氛围
本报讯 李进、韩强报道：连日来，

安徽省太湖县人武部通过广播、新媒体、

宣 传 标 语 等 载 体 ，并 结 合 送 立 功 喜 报

等活动，深入宣传征集对象范围、征集时

间、征集条件、征集办法及流程等政策规

定，切实提高适龄青年参军报国的热情，

浓厚征兵工作氛围。

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

扎实推进国防教育
本报讯 李永、李爱平报道：新年伊

始，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国防教育广

场正式落成。去年年初以来，北林区军

地相关单位部门全面摸排辖区红色遗址

遗迹和纪念设施分布情况，并组织力量

对多处不可移动红色革命文物进行修

缮，开发利用新发现的革命遗址遗迹，把

红色教育基地串点成线，扎实推动国防

教育走深走实。

江西省婺源县人武部

开展森林防火演练
本报讯 王璐报道：近日，江西省婺

源县人武部组织民兵应急分队开展森林

防火培训及应急演练。培训中，专家对

森林防火的预防与扑救、战术运用以及

扑火安全注意事项等内容作了详细讲

解，并组织实战演练，进一步巩固了民兵

应急分队防火灭火理论知识，提高了应

急处置能力。

“阅兵式上举起的右手，是我见过

的最美军礼”“当将军把妻子刘振华去

世后的抚恤金捐给学校，并设立‘振华

奖学基金’时，我的眼眶又一次湿润了”

“向革命老前辈致敬”……

日前，以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

军第一大队第一中队指导员、原南京军

区副政委、已故将军张玉华为原型拍摄

的电影《布衣将军》在央视电影频道与

某短视频平台同步播出，吸引近千万网

友在线观看。大家纷纷留言盛赞将军

光辉传奇的一生。

1916 年，张玉华出生在山东省文

登县（现威海市文登区）张皮村。1935

年 4 月，张玉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

年开始，他参加了天福山起义和雷神

庙、大青阳、大辛店、孙祖等战斗。雷神

庙战斗中，张玉华在自身受伤情况下，

仍然背着身负重伤的胶东党组织负责

人突出重围。此后，他又相继参加了解

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可谓九死一生，

战功赫赫。

战争年代，张玉华是一名身经百战、

出生入死的英雄战士；和平时期，他是一

位 不 忘 初 心 、甘 于 奉 献 的 革 命 老 兵 。

1986 年离休以来，张玉华坚持捐款助

学、捐资扶贫，并担任多所学校的校外辅

导员，累计捐款近百万元、捐赠大米 20

余万斤，2012年被评为“中国好人”。

2015 年 9 月 3 日，年近百岁的张玉

华受邀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阅兵式，在

受阅的老兵方队中，他举起曾被子弹打

穿的右手，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这一

幕令人动容。

一生奉献，奉献一生。坦荡豁达的

张玉华多年前就立好遗嘱。其中，他这

样写道：“我活着为人民，我的后事也要

为人民着想，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不

去做于死者无益、于活者有损的事。”

2017 年 9 月 10 日，张玉华逝世。遵照

遗嘱，家人将他的眼角膜捐献给南京市

红十字会眼库，骨灰撒在了天福山上。

“我们兄妹 5 个都是党员，这是父

亲生前最欣慰的事。父亲留给我们的

没有金银钱财，而是更加宝贵的精神传

承。”张玉华的小儿子张建文告诉笔者，

父亲生前经常教导子女们要把党和人

民装在心里，把忠诚体现在行动中、岗

位上。

张玉华逝世半个月后，正值中秋节，

他的儿女们按照惯例，来到所在社区以

及张玉华生前担任校外辅导员的学校，

将慰问品送到困难群众以及学生手中，

向大家表达中秋祝福；2018年 1月 16日，

农历春节来临之际，张玉华的孙女带着

慰问品冒雨看望社区困难群众。

在张玉华生前所在社区，居民们

观看电影后纷纷流下热泪。“老将军离

休 30 多年对自己处处节约，而对于需

要帮助的困难群众，总是慷慨解囊，能

与 这 样 的 老 首 长 为 邻 ，我 们 倍 感 自

豪。”社区党委书记范洁表示，他们准

备 在 颐 和 路 将 军 馆 循 环 播 放 这 部 影

片，让更多的人了解张玉华老将军，铭

记革命前辈的丰功伟绩，把他们的精

神火炬传承下去。

光影寄丹心，精神励后人。电影

《布衣将军》首播当天，张玉华生前所在

老部队——陆军第 71 集团军某部组织

官兵观看。电影中，老将军面对生死考

验的英勇，面对个人职务升降时的淡

然，给官兵留下深刻印象。某连连长孙

金龙坚定地说：“作为英雄传人，我们要

像张玉华老将军那样坚决听党指挥，苦

练战斗本领。当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

我们必将以冲锋的姿态，坚决完成一切

任务。”

图①：张玉华生前接受采访的画面。

图②：电影《布衣将军》截图。

图③：电影《布衣将军》播出当天，

网友纷纷留言。

本文图片由倪 超提供

以“敬礼老兵”张玉华为原型的电影《布衣将军》上映，引发热议—

光影寄丹心 精神励后人
■王 飞 陈 靖 倪 超

本报讯 赵延存、王佳报道：新年

伊 始 ，在 吉 林 省 辽 源 市 的 乡 镇 村 屯 、

街头巷尾活跃着一群身穿迷彩服、臂

戴 红 袖 章 的 退 役 军 人 。 他 们 结 合 本

职 工 作 ，发 挥 自 身 优 势 特 长 ，进 村 入

户宣传征兵政策，精准发动适龄青年

参军报国。

“唯有创新宣传手段，才能掌握征

兵工作主动权。”辽源军分区政委郝晓

军介绍，为进一步提高征兵宣传质效，

2023 年上半年征兵工作展开后，他们

及时调整工作思路，在坚持拉横幅、贴

标语、发传单、开展政策“咨询周”“宣传

月”等成熟做法的基础上，不断丰富拓

展宣传渠道。

军分区充分发挥退役军人群体“过

来人”的优势，联合退役军人事务局等

单位，从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个体户

中遴选 200 多名优秀退役军人，组成征

兵宣传队。退役军人征兵宣传队组建

之初，军分区安排专人就征兵政策、宣

讲技巧等内容进行系统培训。

东丰县小四平镇钢铁村党支部书

记杨宇，紧贴应征青年兴趣爱好，白天

挨家挨户上门走访做好宣传发动，晚上

利用短视频平台开启网络直播。在直

播间，他掰着手指帮助算好应征入伍人

生经历、经济待遇、个人前途“三笔账”，

为适龄青年及家长解疑释惑。

“工作以后还能找，当兵的机会一

旦错过就不再有！”得知车上的乘客是

放假回家过年的大四学生，退役军人、

“的哥”张锐主动聊起征兵话题。行驶

到目的地后，张锐还主动递上一本《征

兵 宣 传 手 册》，并 嘱 咐 道 ：“ 小 伙 子 ，

2023 年征兵新政策全在这小册子里，

好好看看。”

据统计，截至目前，该市退役军人

征兵宣传队开展入户宣传 500 多次，悬

挂 横 幅 标 语 400 多 条 ，张 贴 宣 传 海 报

600 多张，发布征兵信息 10 万余条。与

往年同期相比，该市适龄青年应征报名

人数翻了两番，其中大学生报名人数同

期增加 60%。

吉林省辽源市多措并举增强征兵宣传质效

优秀退役军人为征兵代言

图①：1 月 3 日，西藏昌都军分区某边防团开展边境封控、刺杀操等 10

多个课目的训练。图为训练前展开队形。 陈长宏摄

图②：1月 3日，新疆军区某红军团组织开展突击车战术训练。

张诗宏摄

一江袁水河蜿蜒回环，缓缓而流；

一脉罗霄山重岩叠嶂矗立。冬日的阳

光洒在红色沃土上，暖意融融。

“1927 年，时任秋收起义总指挥卢

德铭率部队经过芦溪县山口岩村遭到

敌军伏击。为掩护部队撤退，卢德铭

不幸壮烈牺牲……”元旦假期，专程来

卢德铭纪念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

在展览大厅，民兵周国胜为游客热心

讲解。

卢德铭纪念馆位于江西省芦溪县

山口岩村。近年来，山口岩村以建设

“红色名村”为契机，在芦溪县人武部

的指导帮助下，充分挖掘本地红色资

源，打造红色产业示范村，推动乡村治

理、促进乡村振兴。

2022 年，该村将卢德铭烈士纪念

碑、山口岩阻击战发生地、红军小道等

革命遗址串联成红色旅游路线，推出

吃红军饭、走红军路等特色项目，受到

游客们欢迎。不到一年时间，过去不

起眼的小山村，如今变成红色旅游“网

红村”。

“一有时间我们就会带小孩过来，

既重温红色历史，又能吃到绿色食品，

大人小孩都受益。”游客李女士对山口

岩村的红色旅游体验赞不绝口。

除了红色资源，依山傍水的山口

岩村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这几

年，该村还在该县人武部的指导下，建

立马家柚、梨子、荷花、富硒蔬菜等绿

色产业基地，打造以农耕文化为主题

的耕种园、采摘园、农家乐、红军体验

民宿屋等旅游产业，吸引众多游客前

来体验。

村民刘开文在外务工多年，看到

家乡的发展变化后，毅然返乡创办了

一 家 红 色 民 宿 ，到 了 旺 季 一 房 难 求 。

“村子成了‘网红村’，我们的钱包鼓起

来了，日子越过越起劲。”尝到红色旅

游带来的甜头，刘开文勤劳致富的劲

头更足了。

“节假日游客接待量超过 5000 人

次，去年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 38 万

元，带动村民人均增收万元以上。”山

口岩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必

清介绍说，有人武部的帮助，我们有信

心共同把这个红色小山村建设得更加

美好。

上图：山口岩村俯瞰图。

刘新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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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赵婵娟、陈芳报道：“为国

防添彩，让青春出彩，展男儿风采……”

连日来，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各村

田间地头的大喇叭里传出令人印象深

刻的宣传口号，在辖区适龄青年中掀起

应征热。

六枝特区地处偏远山区，乡村征兵

宣传存有诸多不便。随着“村村通”广

播工程的完成，乡村广播实现全覆盖。

而且，如今的村头喇叭已不需要专人在

广播室操作，只需通过手机 App 便可远

程控制，具有高频次、大密度、全方位等

传播特点。

针对这一实际，今年上半年征兵工

作展开后，六枝特区紧抓大学生寒假返

乡黄金时机，借助“村村通”广播工程的

宣传优势，开设“国防天地”“征兵动态”

等专题栏目，并采取“一周一循环、一周

一更新”的模式播放征兵优惠政策、军歌

等内容，大力激发适龄青年应征热情。

此外，六枝特区人武部还组织各乡镇专

武干部将征兵政策翻译成苗语、彝语等

少数民族语言，利用村头喇叭在各村寨

播放，提升少数民族群众对征兵政策知

晓率和应征积极性。

梭戛乡应届大学毕业生谢维维正

为找工作发愁，听到村头喇叭里播报的

征兵信息后，他迅速将这一好消息分享

到朋友圈，次日与两名同学到乡武装部

咨询后完成报名应征。

据统计，截至目前，六枝特区报名人

数已达 300多人，应征人数日益攀升。

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大力宣传优惠政策

村头喇叭广播征兵“好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