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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老兵心路

10月 15日，纪念辽沈战役胜利暨锦
州解放70周年文艺晚会在辽宁省锦州市
工人文化宫上演。晚会中一个情景诗朗
诵节目《浴血配水池》，给观众留下深刻印
象。演员们声情并茂的表演配以精美的
舞台效果，生动再现了辽沈战役中那场关
键的攻坚战——配水池战斗，让观众们仿
佛身临其境，见证了解放军官兵的浴血奋
战，引来他们阵阵热烈的掌声。

殊不知，这个节目的创作者和大多
数表演者，来自一个业余的文艺团体，
“业余”到团队成立的时间只有两年多，
“业余”到成员大多无任何文艺特长和基
础，“业余”到他们的平均年龄已近古
稀。但出于对推动国防教育事业的热
忱，出于对创新国防教育形式的追求，出
于“退休不褪色、倾力献余热”的信念，辽
宁锦州军休三中心的 109名离退休干部，
组成了一支老兵国防教育艺术团，通过
多种艺术表现形式让国防故事感染人、
教育人、影响人，不辞辛劳地“奋战”在国
防教育第一线。

倾力投入传承红色血脉

说起艺术团的成立，还要源于军休
中心里一名年过八旬老干部的感叹。

2016 年初，辽宁锦州军休三中心成
立，召集老干部为中心的发展献言献
策。孰料，谈到老干部们经常参加的国
防教育讲座这一话题时，一位老干部突
然一声长叹，讲起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件
尴尬事。他曾应邀去一所小学参加国防
教育系列活动，尽管他根据小学生的性
格特点作了自认充分的准备，可作报告
时还是发现了不少小学生听得并不认
真。接下来，一群志愿者为学生们表演
了一个以国防教育为主题的情景剧，孩
子们却看得目不转睛。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老干部的叹
息引来军休三中心主任李伟的深思：国
防教育事关国防基础，老干部们也将此
视为己任，赋予很大热情，但随着社会环
境和人们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的多样化，
国防教育形式也需要跟上时代的发展。
老干部讲述的那个情景剧给了李伟启
发，他萌生出组织老干部成立国防教育

艺术团的念头。
不过，出于对老干部身体情况的考

虑，李伟原本有点犹豫，可当他征求意见
时，没想到大家的参与热情很高。经过
公开遴选，第一批 22位军休干部组成了
中心的老兵国防教育艺术团。

成立之初，从排练节目到演出，艺术
团遇到的困难一言难尽。没有排练场
地，就在一座大桥的桥洞下排练；没有排
练器材，就支起一个小音箱……尽管来
往的车辆激起尘土飞扬，但阻挡不住老
干部们的排练热情。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那年年底，经
过层层选拔推荐，他们表演的《红旗唱红
旗》节目登上辽宁电视台的《百姓春
晚》。首战告捷让老兵们信心倍增，在他
们的鼓励和影响下，艺术团的成员越来
越多，如今已有 109位军休干部。在军休
三中心的办公楼建成后，中心立刻为艺
术团腾出专门的排练室，请来专业老师
辅导。就这样，这个老兵国防教育艺术
团红红火火地办起来了。

倾情创作以求润物无声

不久前，辽沈战役纪念馆迎来一批
客人——59位满头银发的军队离退休干
部，人人手持记事本，边参观、边聆听、边

记录……“我们团的每个成员都多次来
过这里参观。”艺术团副团长魏恒星表
示，“为让舞台上的国防故事演绎得更鲜
活更生动，需要我们一次次从这里汲取
精神营养，激发创作灵感。”

除此之外，锦州附近以及辽宁省的
很多革命旧址和纪念馆都留下了艺术团
成员的足迹。根据搜集整理到的相关素
材，艺术团创作演出了诗朗诵《忆辽沈锦
州》、男女声对唱《辽沈英雄》等一批脍炙
人口的文艺节目，搬上舞台后在当地引
起不小的反响。锦州市文联主席王桂荣
表示，这个老兵国防教育艺术团创作表
演的节目最大的特点，就是主题鲜明、内
涵丰富，达到了专业水准。纪念锦州解
放 70周年文艺晚会上，《浴血配水池》也
成为整台晚会唯一由业余人员创作又由
业余演员表演的节目。
“不论是创作还是表演，大家都全身

心地投入进去了。”刚刚从军分区政委岗位
退休的车伟凡主动请缨，独立完成了《忆辽
沈锦州》的诗词创作和诗朗诵表演。和大
家交流创作体会时，他说：“由于被英烈们
的精神和事迹所感动，我在创作这首诗时
常常无法抑制住强烈的情感，真的是一边
写一边掉眼泪，好几次都写不下去……”
“正是因为如此倾注情感，艺术团创

作表演的作品才让观众觉得鲜活生动，有
感染力。所以不论是进社区还是进学校，

或是走上电视屏幕，都受到观众的欢迎。”
曾参加了10多个节目创作和表演的老干
部赵洪超说，为让演出的主题更鲜明，他
们还整理出了类似“没有强大的国防，哪
有人民的安宁”“家事国事天下事，国防建
设是大事”等几十条标语“嵌入”节目中，
让观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国防教育。

倾心演绎点燃爱国情怀

“你们是‘铁打的汉’，我们就是打铁
的人，一锤子下去，你们就是块铁疙瘩，
我们也要把你们砸扁！”舞台上，老干部
们扮演的东北野战军第 3纵队 7师 20团
1营官兵，以英勇无畏的气势，打掉了敌
人的嚣张气焰，全歼守敌，夺取了被国民
党军自诩为“第二个凡尔登”的配水池据
点……在舞台下观看情景诗朗诵《浴血
配水池》的观众被这一幕深深震撼，时而
热泪盈眶，时而神情坚毅……“用艺术表
演形式再现革命故事，是一种形象直观
的国防教育方式，更具有感染力和吸引
力。”锦州市国防教育办公室主任杨楠对
老兵国防教育艺术团给予很高评价。

为了让节目更加精彩，老干部们付出
的不只是满腔热情。艺术团团长郭凯珠
患有眼疾，为赶拍节目一直忍着疼痛拖着
没去医院；老干部赵洪超身上起了红疹，
一边抹药一边排练，因排练强度大出汗
多，红疹迅速扩散，衣服一蹭钻心的疼，即
使这样依然咬牙坚持，直至完成4个节目
的演出；82岁高龄的马野，原本常年患病，
上下楼都吃力，可他在家自编自演了一个
诗朗诵节目，苦练 3个月，最后不仅上了
舞台，还成了艺术团的保留节目。
“我们的演出不在于讲述多少战斗故

事，重点是希望能和观众产生情感共鸣，
真正点燃他们心中的爱国情怀。”中心李
伟主任一语道出了老兵国防教育艺术团
的期冀，“军休干部们虽然年纪大，但思想
并不落伍，人民群众喜欢什么样的国防教
育方式，特定受众需要什么样的接受方
式，我们就努力去达成什么样的方式，归
根到底就是要让国防教育更加深入人心，
为国防教育增添新的生机和活力。”

左上图：艺术团成员表演节目《红军

不怕远征难》。 梁 宸摄

当古稀老兵“遇上”国防教育，很多人的脑海中会浮现出一个熟悉的场景：讲台上，头发斑白的老兵动情讲述着冲锋陷阵的战斗故
事；讲台下，观众入神聆听，从那一幕幕战火硝烟中感悟红色精神，激发爱国情怀。

也有不一样的画面。在辽宁锦州，有 109名军队离退休老干部组成了一个老兵国防教育艺术团，通过多种艺术形式深情演绎国
防故事，让国防教育生动形象起来，寓教于乐，润物无声，拓宽了军休干部开展国防教育的新途径——

舞台夕阳别样红
■杜成强 李东哲 高 颖

9 月下旬以来，东部战区陆军政
治工作部领导分头带队，先后赴浙
江、江苏、北京、上海、福建五省（市），
与相关省（市）委组织部门领导面对
面座谈，逐个推介今年的 17名师职转
业干部。

近年来，东部战区陆军联动驻地
地方政府，弘扬“马上就办、真抓实干”
的工作作风，采用“上下联动”“上门推
介”的措施，积极做好转业干部安置工
作，用“暖心”安置打造军心士气的“稳
心”工程。

“规定动作”有力度

转业干部的心事就是组织

的急事

“转业干部的心事就是组织的急
事！”东部战区陆军转业办负责人表
示，针对调整改革期间转业干部数量
多、地方安置压力大的新形势，东部
战区陆军建立了战区陆军、集团军、
旅级单位 3级转业工作领导小组，要
求各级军政主官负总责，分工常委具
体抓，职能部门一线抓，确保各层级
转业干部的矛盾问题有人解决，“这
是每年的‘规定动作’，要一步一个脚
印扎实推进！”

近 3年来，东部战区陆军政治工
作部领导先后 15次带队，赴浙江、江
苏、河南以及上海、厦门等 11 个省
（市）委组织部，以安置推介会形式对
43名师职转业干部进行逐个推介，各
集团军机关工作组重点推介团职转业
干部，各旅级单位重点推介优秀功臣
模范和长期工作在艰苦偏远地区的营
职以下转业干部。地方军转安置部门
表示，通过部队推介，他们能更深入考
察了解转业干部，实现人才选配“最大
公约数”。

推介展示有精度

用精准“画像”确保安置有

的放矢

个人特长有哪些？择岗意向怎么
定？记者了解到，在东部战区陆军举
行的推介会上，每一名转业干部都会
有一份为自己量身制作的推介书。
“推介会不能大而化之，要细致精

准地为每名转业干部‘画像’！”东部战
区陆军政治工作部领导介绍，推介会
上重点介绍战区陆军部队官兵在转型
建设、实战化训练以及执行重大任务
中艰苦奋战的感人事迹和精神风貌，
并以组织名义提出个人诉求，努力争
取安置时人尽其才、人岗相适。

记者打开一本推介书，看到里面
的内容既有个人简历也有工作成果展
示，既有自荐内容也有组织鉴定，推介
单位会提前逐个收集转业干部相关资
料，逐人核实任职经历、学习培训、表
彰奖励和执行重大任务等情况，逐人
征询安置意愿，提供安置政策指导，确
保每个人的情况介绍特色鲜明、“画
像”精准。
“一本‘推介书’就把个人特点特

长和工作成绩展示得清清楚楚，为我
们岗位选配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查阅
陆军第 73集团军保障部原副部长周

谋的推介书后，厦门市委组织部领导
感慨地说，“转业干部把宝贵的青春年
华献给了国防和军队建设事业，我们
必须以实际行动为他们提供保障。”

排忧解难有温度

多措并举把好事办出满意

度

如何让转业干部转得舒心顺心？
怎样让他们对未来生活安心放心？东
部战区陆军积极做好转业干部推介工
作的“下篇文章”。

东部战区陆军坚持以“解难题、
办实事、送温暖”为主旨，与省军区和
地方军转安置部门合力构建定期走
访、信息互通、合署办公等机制，掌握
工作进度，抓好情况反馈，定期组织
工作点评，主动配合地方抓实档案移
交、考试考核、教育培训和定岗定位
等重点工作，协调解决问题，协力推
动落实。

军地齐心，难事不难。去年以
来，东部战区陆军对江苏、福建、江西
等安置矛盾较多地区近几年安置中
出现的 4类倾向性问题分类梳理，在
双拥联席会议上面对面协商，第一时
间得到回复敲定。省（市）安置部门
对以往存在异议较多的转业干部安
置地、家属随调身份等问题，由军地
采取一事一议会商办法，均得到妥善
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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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根据中共中央《深化党和国家

机构改革方案》，公安消防部队、武警森

林部队退出现役，成建制划归应急管理

部，组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1

月9日，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成立，

消防救援人员穿上了新式制服。

只是，我再没有机会穿上那身新式

制服。但我有幸，见证了武警森林部队

这支有着70年历史的兵种，正式告别一

个时代，开启新的篇章。

2007年底，19岁的我从云南建水应征

入伍，来到位于成都的原武警四川森林总

队。当兵没多久，我就体会到森警是一支

随时要面对各种灾难的部队，南方冰雪灾

害、汶川大地震、大兴安岭火灾……这些救

灾现场，都有我和战友的身影。在执行任

务中，目睹了一幕幕灾后景象、生离死别，

内心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2009年，我花了4个月的津贴买了

一台“傻瓜”相机。长年在野外执行任务

的森警部队，没有微博微信的关注，听不

到喝彩的掌声，但我坚持认为，我的战友

们是和平年代距离危险和孤独最近的

人，需要有人把他们记录下来。

战友舒鹏在一次扑救森林火灾时身

体被烧伤95%，抢救了70天后，生命永远

停留在了18岁。我们部队曾有60名官

兵牺牲在抢险一线，舒鹏牺牲时可能是

年龄最小的。几年后，我和战友去烈士

陵园看他，给他带去一瓶老酒，献上了一

束鲜花（图①）。
2016年冬天，我来到大兴安岭北部

原始森林腹地的“林海孤岛”，那里一年

中有半年大雪封山，不通邮政，没有网

络……对于原武警内蒙古森林总队大兴

安岭支队奇乾中队的50多名官兵来说，

他们面对的是95万公顷原始森林，人均

防火面积为 24000个标准足球场（图

②）。我本想拍摄他们在恶劣环境中如
何坚守，却发现他们的幸福指数比我要

高。新兵魏征告诉过我：“一次从外面取

水回来发现被冻硬的裤子能立起来，看

到就想笑。”这样的笑容，时常浮现在他

们的脸庞。

其实，与森警部队官兵相伴的不只

有危险和孤寂，也有希望。2017年2月

15日，原武警云南森林总队退伍士兵岩

罕陆来到位于云南西双版纳的亚洲象种

源繁育及救助中心，看望他曾经救助过

的野象然然（图③）。退伍后，岩罕陆选
择了从事野生动物保护事业，如今是亚

洲象观测保护小组组长。

2017年7月 21日，西藏那曲，我拍

下了原武警西藏森林总队战士们一张张

通红的脸（上图），他们在平均海拔4500

米以上的地区守护包括藏羚羊在内的野

生动植物。整个那曲城区看不到一棵

树，战士们就把树苗种在桶里，树活了，

他们休息时就会围在小树旁，深深吸一

口气。这些年，经多次联合打击盗猎行

为，藏羚羊数量已恢复到超过20万头，但

反盗猎的路还很长。

今年，是我参军的第11年。我曾走

进偏远的大兴安岭，走上世界屋脊青藏高

原，走近中缅边界……参与了地震、洪水、

泥石流抢险，扑救了119场森林火灾。不

久前，我选择成为5700万名退役军人中的

一员，但我由衷地感谢部队，锤炼了我的

意志，让我拥有随时从零开始的勇气和顽

强自律的精神。我也庆幸，能用手中的相

机，定格住那段过往，记录下一段历史。

（程雪力图/文）

前不久，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在乌镇举行。远在湖南省花垣县的退
伍老兵吴中林，格外关注这一全球
“网事”，他正在从事的是把贫困地区
百姓和互联网“联系”起来的工作，
“这关系着贫困地区百姓的未来。”

“我们团队是受商务部中国国际
电子商务中心培训学院委派，配合‘电
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活动，来花
垣县做电商人才培训工作。”吴中林介
绍，在 1年左右的时间里，他们要培训
1万余人次，培训对象包括贫困户、返
乡青年、大学生村官、退役军人以及其
他有志从事电商的人。

花垣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
县，吴中林正在做的就是一项开创性
扶贫工作，他是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
心培训学院的特聘讲师。然而，就在
1年多前，吴中林还是一名电商培训
“小白”。吴中林 1997 年入伍，两次
荣立三等功。2005 年退役后，他和
战友合伙开过网店，后来回老家湖南
岳阳开了家广告公司，因经验不足难
以为继。2017 年，他又转型做起了
农村电商服务。虽然重返电商行业，
但此时创业的大环境和方式与十几年
前已大为不同，吴中林一时无所适
从。一次，他偶然看到首期农村电商
讲师培训班的招生信息，毫不犹豫地
报了名。2017 年底，他参加了第二

届中国电商讲师大赛，获得全国总决
赛优秀奖，之后的一年时间里，他已
赴全国 30多个县市开展了农村电商
人才培训。“电商扶贫是一种新型扶
贫模式，我们的工作就是希望培养更
多的农村电商人才参与创业，让贫困
地区的旅游和特色农产品资源搭上电
商的快车。”吴中林表示，“作为一名
退役军人，能在自主创业的同时助力
国家扶贫大计，我感到既幸运又光
荣。”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培训学院
院长胡杨是一名军转干部，这让他对
吴中林很是看重：“小吴是退役军人投
身数字经济的优秀代表。退役军人整
体素质高、可塑性强，是新兴人力资源
市场的‘潜力股’。服务退役军人培
训、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我们责无
旁贷。”

接下来，将有更多的吴中林蓄势
待发。日前，商务部中国国际电子商
务中心与某招聘平台正式签约，将面
向退役军人开展电子商务专业培训。
该平台创办人陈蕾是一名退伍女兵，
这重身份让她对战友们的求职就业需
求有着更深刻的认识，“这项培训为退
役军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创业可能，
只要他们继续保持部队培养的优良作
风，积极转型，创新实践，就能在新的
舞台实现自身价值。”

退役士兵探索就业创业新途径—

为精准扶贫出份力
■朝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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