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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立凤，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红梅

街道翠竹南第一社区群众。2020年10

月20日，被表彰为全国爱国拥军模范。

热点聚焦

庆祝建党百年

双拥影像

党领导人民军队奋战的每一个地
方，都留下军民之间深情厚谊的印记。
拥军优属、拥政爱民，这是我党我军特
有的政治优势。建党百年之际，重访党
史纪念地，感悟军民鱼水情，我们深深
感到，双拥之花一路芬芳，历久弥香。

开天辟地悟初心

乌漆木门、砖红雕花门楣、朱红窗
棂……春暖花开时节，位于上海市兴
业路 76号的中共一大会址完成修缮。

历时 5个月，这栋“修旧如旧”的百
年石库门建筑，再次向世人展现其厚重
的历史内涵。《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
译本、李大钊用过的打字机……中共一
大开天辟地，会址纪念馆内 12万件馆藏
见证红色历史。

令许多游客惊奇的是，这里也有许
多珍贵的军史文物：除了新四军政治部
印发的木刻水印年画、贺绿汀《游击队
歌》手稿等文物外，还有被誉为《西行漫
记》姐妹篇的《红色中国的挑战》。这部
由根室·史坦因撰写的纪实采访，报道
了抗战后期我抗日根据地的人民斗争，
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72年前，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攻
城部队不入民宅，露宿街头。72年后，
为这座城市“站岗”的人民子弟兵，依然
保持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胜利之师的
良好形象。步入新时代，双拥传统得到
传承和弘扬，上海市近年来梳理完善了
拥军优属法规政策，出台 20 余项拥军

优抚安置政策。全市设立军人军属法
律援助工作站（点）97 个，维护军人军
属合法权益。新一轮全国双拥模范城
（县）命名暨双拥模范单位和个人表彰
大会上，上海 14 个区被命名为全国双
拥模范城（县）。

重访一大会址，领悟中国共产党立
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建党初心，许多历
史细节“像地图一样展开”。上海市青
浦区朱家角镇民兵水上应急分队，组织
队员在这里重温入党誓词。作为专职
水上民兵应急救援队伍，他们 11年如一
日处置重大灾情险情，应对各类突发事
件，转移受灾居民，成为一支不可替代
的力量。上海市青浦区白鹤镇沈联村
村民委员会主任姜兴全去年被表彰为
全国爱国拥军模范，他表示，到一大会
址看一看，投身乡村振兴的信心更坚定
了，拥军劲头更足了。

一船星火见精神

“一船红中国，万众跟党走。”4 月
的浙江嘉兴南湖，景色宜人。建党百
年之际，“南湖革命纪念馆”成为全国
军民瞩目的地方。数据显示，自 2011
年南湖革命纪念馆新馆建成开放以
来，累计参观人数达近 2000 万人次。
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在这里聆听建
党故事，重温“红船精神”，感悟军民鱼
水情深。

2005年，武警浙江总队嘉兴支队机
动一中队士兵王洪滨，受领一项“特殊”
任务——定期为红船打扫卫生。16年
过去了，已经成为红船义务讲解队一员
的他，将“红船精神”融进了生命，变成
了信仰。

秀水泱泱，民拥军情意绵长；红船

依旧，军爱民初心永驻。
在嘉兴，关爱驻军部队官兵的暖心

举措一项接一项。营区周边道路高架
桥两侧安装隔音墙；南湖景区向现役军
人免门票，免收摆渡费。全市凝聚各方
力量，为驻军解决了40多项难事。

重访党史纪念地，我们欣喜地看到，
近年来，嘉兴市传承“红船精神”，双拥工
作成果更加丰硕，蝉联省级双拥模范城
“七连冠”、全国双拥模范城“四连冠”。

嘉兴市为实现城乡低收入家庭增
收脱贫，从激活城乡低收入家庭资源
性资产入手，探索实行“飞地抱团持股
增收”项目。仅 2020 年，平湖和海宁
两地 86 户符合条件的低收入退役军
人家庭就已全部参与，户均增收 9000
余元。

截至目前，嘉兴市已连续 11年为现
役义务兵父母免费体检，在全省形成可
复制可推广的先进经验；实现市县镇村
退役军人四级服务体系全覆盖，创造了
“嘉兴样板”；建立退役军人网上招聘平
台，较早实现“云招聘”……一项项领先
的双拥举措，打造出具有嘉兴辨识度的
“双拥名片”，为提升部队战斗力提供了
强有力的支持。

同甘共苦一家亲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里，陈列着一
只棕色陶罐，里面装的盐表面已经结
成灰黑色晶体。这一罐深埋地下多年
的盐，正是井冈山军民鱼水情深的生
动见证。

1928年，红军在打土豪中缴获一罐
盐，分发给当地老乡。后来红军主力转
战赣南、闽西，敌人乘机窜进井冈山腹
地，残杀根据地军民，抢夺物资。为防

止这罐宝贵的盐落入敌手，一位老乡将
盐密封好埋在了屋后的菜园。这罐盐，
他还想留给红军战士。

1959 年，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建馆
时，老乡才把这罐盐挖了出来，捐献给
博物馆。
“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军民一家

亲，新时代的军政军民关系在井冈山更
不一般。

几年前，吉安笔架山景区索道发生
故障，200 余名乘客滞留在索道轿厢
中。武警江西总队吉安支队井冈山中
队闻讯后，立即组织官兵赶往现场救
援。景区山高林密，山路两旁都是深不
见底的悬崖。救援中，官兵们有人割伤
了手臂，有人磨破了脚掌，最终协助解
救受伤游客 4人，运送 29名老人、孕妇
和儿童平安下山。
“红军在最困难的时期，仍想着让

老百姓吃饱肚子。我们作为红军传人，
建设老区、服务老区是义不容辞的责
任。”吉安支队领导动情地说。严炳光
老人家住在井冈山中队附近，他的子女
常年在广东打工。战士们经常上门帮
助打扫卫生，和老人拉拉家常，双方结
下了深厚情谊。每年老兵退役，严大爷
都会早早起床，等退役士兵经过他家门
口时，他就点燃一挂鞭炮，在爆竹声中
目送大家远去。

军爱民民拥军，新时代双拥在继承
中创新。2020 年 5月，6名荣立二等功
的吉安籍现役军人的先进事迹，载入了
吉安地方志。

鱼水新曲传佳音

延安是中国革命圣地，也是双拥运
动发祥地。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
开展“拥护军队、优待抗日军人家属”
活动，八路军留守兵团开展“拥护政
府、爱护人民”活动，改善和密切边区
军政军民关系，形成了军民团结、共御
外侮的生动局面。1943年 1月，毛泽东
同志号召各根据地军民普遍开展这一
活动，双拥运动从延安迅速推广到各
个抗日根据地。

新时代的延安，充分发挥“三大教
育基地”优势，把分布在全市的革命旧
址、烈士纪念场所作为革命传统教育基
地和不挂牌的“党校”，近年来又修缮马
栏革命纪念馆、中共七大旧址、南泥湾、
照金纪念馆等革命遗址 400多处，延安
革命纪念地成功创建国家 5A 级景区。
延安八一敬老院传承红色基因，组织老
红军、老八路、老复员军人进学校、进社
区、进军营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累计作
报告100多场次。

喜迎建党百年，延安职业技术学
院士官学院传来喜讯：经过军地多方
协调，学院被军委政治工作部、军委国
防动员部确定为海军、武警和空军定
向培养士官定点院校，目前有在校生
838 名，已向部队输送海军、武警定向
培养士官生 199名。

延安时期，部队“战时作战，闲时
种地”。如今，驻军在完成备战训练
任务的基础上，把练兵备战与支援地
方建设紧密结合起来。经延安军分
区积极协调，各方为黄陵县 3 个定点
帮扶贫困村投入资金，改善基础设
施、发展致富产业。空军部队在延川
县永坪镇开展“蓝天携手春蕾、助力
脱贫攻坚”活动，援建学生宿舍楼，筹
建留守儿童快乐家园，为黄家圪塔村
援建大棚 231 座，实施村容村貌、入户
道路改造等基础设施建设，受到当地
群众欢迎。

重访党史纪念地 感悟军民鱼水情
—新时代军政军民关系的缩影和见证

■本报特约通讯员 赵 威 记者 王 钰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今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

诞。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
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
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
人民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

为庆祝建党百年，本版从下期
开始推出“重访党史纪念地 感悟
军民鱼水情”专栏，通过重访重要
党史纪念地，在历史与现实的呼
应中，加深对人民军队性质、宗旨
的理解，加深对党的群众路线的
理解，加深对广大军民共同理想、
信念和奋斗目标的理解，加深对
军政军民根本利益完全一致的理
解，呈现新时代党史纪念地的新
型军政军民关系，激励广大军民
继承弘扬双拥传统，同呼吸、共命
运、心连心，为实现建军百年奋斗
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磅
礴力量。

来稿要求回顾历史，关注现实，
见人见事，启人心智。篇幅控制在
1500字以内。

收稿邮箱：jfjbjmrh@qq.com

征稿启事

4月下旬，两条消息引发众多关

注：一场别开生面的“百位博士讲党

史”示范教学活动，在华东交通大学

图书馆举行；“党史巴士”现身上海，

起点是中共一大会址，终点在浦东

开发开放30周年主题展。

喜迎建党百年，各地主题活动

内容丰富多彩，形式灵活多样。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深刻领悟我

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先进

性和执政理念，更加感到从历史

中汲取双拥工作营养，既是加强

党性修养的必然要求，也是开创

新时代双拥工作新局面的重要支

撑。

维护人民利益，坚持人民至

上。当年，毛主席和党中央针对

军地关系中的现实情况，组织发

起巩固军政军民团结的双拥运动，

结果一经展开，立即赢得广大军民

的热烈欢迎和积极参与，并在全国

各抗日根据地得到广泛响应和积极

推广。而今，要实现建军百年奋斗

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还有许

多工作要做。对军地双方而言，把

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高高举过头

顶，思想改造就不能止步，务必真正

从内心深处亲近人民、依靠人民，凡

遇到矛盾和问题，主动想一想人民

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

不答应。

涵养人民情怀，当好人民一

员。踏访党史纪念地，重温历史，

品读文物，便会发现，无论是井冈

山时期，还是延安时期、西柏坡时

期，军政军民团结都是一个重要保

障。“兵民是胜利之本”作为一条颠

扑不破的真理，战争年代管用，和

平时期仍有效，改革开放有发展，

新时代还要进一步发扬光大。作

为新时代的双拥工作者，应该善于

继承创新，学会用人民群众喜闻乐

见的形式服务人民。强国兴军，呼

唤军地双方充分利用各自资源和

优势，实现促进地方生产力与提升

部队战斗力的同频共振，既让人民

群众真正得到实惠，又让这种实惠

服务于国家安全、国防安全。

不改赤子之心，永葆革命本

色。前段时间，热播电视剧《觉醒年

代》赢得交口称赞，一个生动现实尤

其发人深思：革命者往往拥有强大

内心，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面对赞

美还是诽谤，依然从容镇定、云淡风

轻，努力改变国家、改造国民。今

天，与其他社会工作相比，双拥工作

有其显著的自身特征，覆盖对象广

泛、活动内容丰富、服务保障多样、

功能效益综合，涉及的行业领域也

多。这就要求双拥工作者应当像革

命前辈那样锻造强大内心，胜不骄

败不馁，逆境不放弃，顺境不放松，

一往无前，永不止步。

自觉改造主观世界，坚持当好

人民一员，始终保持强大内心。回

望党的百年征程，从历史中汲取双

拥工作营养，是双拥工作者的基本

功和必修课。

从
历
史
中
汲
取
双
拥
工
作
营
养

■
陈
军
强

过去 25 个年头，我去过新疆边防
地区 18次，先后为近 90名立功和考上
军校的战士颁发成才奖，为驻守在边关
的连队送去电脑、健身设备、课桌椅等
文体器材。

我是如何走上这条拥军之路的？
这还得从我的知青岁月说起。

1966 年夏，不满 16周岁的我瞒着
父母报名支援边疆。从那以后，我把自
己宝贵的 13 年青春年华都献给了那
里。在那段“一年只有六两油，风沙戈
壁看不到头”的苦日子里，我咬着牙挺
了过来。1978 年底，在“知青返城”大
潮中，我回到常州，可新疆的一草一木，
一沙一石和那一身身绿军装，我怎么也
忘不了。

1996 年 9 月，我重返阔别 18 年的

新疆。也就在那一次，我结识了伊犁
特克斯河畔格登山下的某部边防连官
兵。他们远离家乡和父母，冬天“吃”
冰和雪，夏天“喝”渠沟水，一年四季都
在 6级以上的大风口站岗放哨。望着
官兵们晒得黝黑发红的脸庞、吹得干
裂的皮肤和嘴唇，我不由鼻子发酸，泪
眼模糊。

临别之际，一位名叫蒋斌的班长突
然叫了我一声“朱妈妈”。我感动得紧
紧拥抱了他！从那时至今，这段母子情
缘延续了25年。

为国戍边的战士们常年处于战备
状态，与孤独和寂寞相伴的艰苦常人
难以忍受。为了能给他们增添些乐
趣，回到常州后，我把在那里拍摄的
178个胶卷的照片全部洗印出来，邮寄
到边防连每一位战士手中。不久，战
士们热情洋溢的回信犹如雪片而至，
“兵妈妈”的名字也在格登山下的军营
里传开了、叫响了。

1997 年香港回归前夕，我赴港采
风，拍摄了许多珍贵照片。我精选放

大了其中 97幅作品，赶在“七一”前用
特快专递寄到边防连。官兵们致信
告诉我，收到作品后大家争相传看，
连队还借此举办了“迎回归图片展”，
当地新闻媒体现场报道并作出高度
评价。

为激励边防战士努力成才，我设立
了针对战士的成才基金：凡是立功或考
上军校的战士，都会获得 500 元奖励。
500元奖金虽然不多，但给了边防战士
很大的精神鼓舞。在我的备忘录上，密
密麻麻地记录着边防官兵的每一件喜
事，也记录着为他们解开的一个个烦
恼。25年来，我与许多边防部队结缘，
松拜边防连、“红歌连”、“天山雄师”、某
部装甲团……足迹踏遍了天山南北，相
继给边防官兵写了近千封书信，为他们
拍了大量影像资料，与官兵一起度过了
4个春节、3个中秋节、3个建军节。

外孙女 10 岁的时候，也陪我一起
去边疆慰问。那一次，我们走了 18座
大小军营，在沙漠戈壁跑了 32天，行程
4万多里。一路颠簸加上水土不服，外

孙女拉肚子的时候哭喊：“我下次再也
不来了，也不准你再来！”可通过与官兵
们接触，她幼小的心灵受到巨大震撼。
后来，只要一听说我去边防，就主动帮
我收拾行李，说将来也要像外婆一样，
当一个拥军模范。

很多战士退伍后就业创业，常常会
遇到大大小小的困难。我除了鼓励他
们在部队当一名好战士外，还积极推荐
他们学习掌握通用技能。我也发动一
些企业家朋友与我一起，为退役军人拓
展就业创业渠道。从 1997 年至今，前
后有近 20名退役士兵到常州市参加工
作。另外，在常州市天宁区翠竹新村，
还有一家“咱们的兵站”，目的就是为过
往官兵提供坐一坐、住一住的地方，重
温那份久违的“家的感觉”。

拥军之路，在我的心中只有开始，
没有结束。“兵妈妈”是我永远的身份，
边防是我永远的思念和牵挂。爱国拥
军，我永远在“拉练”途中。

知青“兵妈妈”的边防情缘
■

双拥模范话双拥

93岁高龄的双拥模范、大连第二干

休所离休干部王明璋（中），1945年5月

加入八路军，离休33年来坚持为社区、

企事业单位、学校、部队上党课、作报告，

开展红色教育。截至目前，他已经作报

告390多场。图为王明璋在作报告的间

隙，向大家展示自己的军功章，讲述亲历

的烽火岁月。

课间交流
■马云山 安晓峰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