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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党史纪念地

感悟军民鱼水情

军地时评

笔者过去 17 年间曾 4 次重走长征

路，有过翻雪山、过草原的经历，也体验

过攀越悬崖峭壁、露宿街头的艰辛。最

近，全国双拥办正组织编写“百年党史

中的双拥档案”，为各地积极整理双拥

档案提供了良好契机。无论是重走长

征路，还是编写双拥档案，让更多人强

烈感到，发掘地方史志，讲好双拥故事，

是新时代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必然要

求和生动体现。

地方史志中的双拥故事，有的家喻

户晓，有的鲜为人知。家喻户晓的，有待

补充具体细节，让历史立体丰满起来。

鲜为人知的，亟待考证来龙去脉，尽可能

还原历史真相。从女红军剪下半床棉被

留给百姓，到沂蒙红嫂用乳汁救伤员；从

长征路上刘伯承与小叶丹歃血为盟，到

朱德总司令与格达活佛的生死情谊；从

于都数十万人守住“天大的秘密”，到遵

义“红军菩萨”救穷人的“红军坟”，这些

堪称历史“教科书”的双拥经典为什么总

能令人潸然泪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各地党史、军史、地方志工作者精心搜集

整理。讲好新时代双拥故事，呼唤更多

史志工作者与广大军民共同努力，在发

掘地方史志过程中补充历史环节、丰满

历史细节，让更多人用历史和发展的眼

光看待双拥工作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双拥故事中的光辉名字如同灿烂星

河，照亮历史的天空，也照亮未来的征

程。星光灿烂的名字，聚成了熠熠生辉

的“双拥星团”，他们中有戎冠秀、王杰、

雷锋、庄印芳、卡德尔、李素芝、庄仕华、

王继才、拉齐尼·巴依卡等等。军爱民，

民拥军，这些双拥模范令人景仰，值得更

多人看齐追随。将于今年 8 月 1 日起施

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地位和权益

保障法》第二十七条中明确规定，“获得

功勋荣誉表彰和执行作战任务的军人的

姓名和功绩，按照规定载入功勋簿、荣誉

册、地方志等史志”。这也说明，用双拥

人物先进事迹丰富地方史志，用地方史

志记载和表彰双拥人物，是一项值得军

地双方共同下大力气做好的重要工作。

发掘地方史志，讲好双拥故事，功

在当代，利在千秋。在许多革命老区、

纪念场馆，常常能看到感人肺腑的双拥

画 面 ，时 时 能 感 受 炽 热 朴 实 的 双 拥 情

怀。老百姓口耳相传的双拥故事朴素

自然，为广大军民所喜闻乐见。进入新

时代，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

坚 持 发 展 和 安 全 兼 顾 、富 国 和 强 军 统

一，发展不忘国防、富裕不忘拥军，破解

军人后院、后路、后代“三后”难题，聚焦

部 队 练 兵 备 战 的 前 方 、前 线 、前 沿“ 三

前”重点，深入开展倡导新风尚、树立新

气象、建立新秩序“三新”活动，为新时

代双拥工作注入了新的内涵。凡此种

种说明，在新时代双拥画卷上，有许多

值 得 持 续 探 索 的 崭 新 内 容 和 鲜 活 形

式。用双拥眼光续写地方史志新篇章，

以地方史志为新时代双拥工作提供新

借鉴，广大军民大有可为。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京市双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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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夏时节，河南省禹州市人武部组

织精干力量，帮军烈属抢收抢种。在小

吕镇，一位军属笑着说：“军属可光荣哩，

俺们全家人都支持当兵的儿子在部队好

好干，多为家乡争光！”

“1927 年 8 月 3 日 ，南 昌 起 义 第 3

天，朱大桢带来了南昌群众为起义军

捐赠的款项和物品，并将募集到的一

万银元送来支持起义……”6 月上旬，

江西省南昌县人武部组织干部职工和

专武干部 80 余人来到南昌八一起义纪

念馆参观学习，讲解员魏宸声情并茂

的讲解深深感染了大家。

南昌是人民军队诞生的地方。南

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前身为“江西大旅

社”，被誉为“军旗升起的地方”。为纪

念八一南昌起义而在这里兴建的专题

纪念馆，筹建于 1956 年，1959 年 10 月 1

日正式对外开放，所辖 5 处革命旧址

1961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据统计，纪念馆自

2008 年 8 月免费开放至 2019 年年底，

共接待游客约 2000 万人次。

“南昌起义时，南昌一个普通家庭

月收入约 3 块银元，一万银元在当时可

是一笔巨款，而这些都是群众自发捐

出的。”魏宸介绍，盖有方形公章的收

条和回信，如今已经成为纪念馆的“镇

馆之宝”。

时至今日，有着“英雄之城”美誉

的南昌双拥氛围依然十分浓厚。去年

7 月，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南昌境内赣

江、抚河、鄱阳湖支流及军山湖内湖水

位大幅上涨，多处重点江河水位超历

史警戒线，形势异常严峻。危急时刻，

东部战区 2000 余名官兵携带救援设备

兵分多路跨省机动，紧急驰援。南昌

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主动走访

慰问在辖区内抢险救援的部队官兵，

送上防暑降温物品、防血吸虫药品等。

“事关战斗力建设，决不能含糊。”

近年来，南昌市委、市政府聚焦服务驻

军部队练兵备战，在支持部队基础设

施建设、战备训练、后勤保障等方面持

续发力：优先为驻南昌部队解决建设

用地，将“智慧动员”纳入“智慧城市”

建设，统筹规划、同步组织，提升国防

动员信息化水平和动员能力。南昌警

备区司令员陆建刚介绍，伴随全市加

速推动轨道交通和“十横十纵”快速路

网建设，南昌军地严格按照作战需求

建设战备道路，地面交通战备网络基

本形成。

踏访南昌，处处可见“八一”字样：

八一大道、八一学校、八一公园……这

不仅是独特的文化地标，更是一种内

化于心的精神符号。八一起义纪念馆

副馆长熊艳燕介绍，近年来纪念馆几

乎没有旺季淡季之分，每天参观者都

在万人以上。

去年 10 月，南昌市全国双拥模范

城（县）命名实现“九连冠”。截至目前，

全 市 已 建 立 退 役 军 人 服 务 中 心（站）

2073个，市县两级均配备了双拥专职工

作人员，市县乡三级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站）定编（定岗）724 个，村（社区）配备

退役军人服务专干 3565名。

“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作为

城防屏障的城墙与城门尽管已不复存

在，人们在南昌却可以看到，建设强大

国防的铜墙铁壁，已成为广大军民自

觉的双拥行动。

英雄之城军民情
镇馆之宝见精神

■张富华 本报特约记者 郭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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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多时间，一个偏远的北方小山村

通了盘山路，有了自来水，用上了太阳能

照明灯，荒山坡种满了绿油油的树木。村

民们感谢党和政府，也感谢被他们称为

“上校村官”的宋顺祥。

宋顺祥，原广州军区空军后勤部政

治部副主任，一位有 30 多年党龄的退休

老兵。担任河北省武安市伯延镇双玉泉

村村委会主任的他，从 2015 年回村担任

“第一书记”起，先后向军地党组织递交

了 10 份述职报告。透过这些述职报告

的字里行间，乡村振兴的双拥魅力扑面

而来，令人欣喜，让人感动。

回村
一部影片带来的震撼

得知刚退休的宋顺祥离开广州回老

家双玉泉村义务当村官时，战友们大都

一脸惊诧。

2015年 8月 1日，宋顺祥呈报给原广

州军区空军后勤部的第一份述职报告揭

开了谜底。在报告中，他深情讲述：“群众

路线教育活动必看影片《周恩来的四个昼

夜》深深震撼了我，也让我茅塞顿开”。

影片的故事，就发生在宋顺祥的家

乡伯延镇。1961 年 5 月 3 日，周恩来总

理一行来到伯延镇时，新中国正面临旱

灾和饥荒。四天四夜里，周总理走访了

几十户农民家庭，与乡亲们同吃同住同

劳动，在走访调研考察中了解真实情况，

伯延由此成为全国第一个取消集体食堂

的人民公社。

宋顺祥在退休命令下达前休假探

亲，回到了家乡伯延镇双玉泉村。那次

返乡，看到乡亲们的种种难处，一个声音

总在他耳边响起：党和群众的需要，就是

我冲锋的阵地，既然不能继续扛枪守护

祖国安宁，那就换一个阵地，带领村民一

起脱贫奔小康。

影片《周恩来的四个昼夜》成为一个

重要诱因，促使宋顺祥下决心返乡、带领

乡亲们建设美丽乡村。

那次返乡，他还做了一次详细的调

查走访，向军地党组织报告双玉泉村的

村民构成：全村人口 2036 人，其中军烈

属 10 户，评残 65 人，享受低保 26 人，60

岁以上 250 人，非在本村居住 180 人。

“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我是

一个兵，爱国爱人民……”退休教师、老

党员李本文动情地说，宋顺祥当兵“跳出

农门”、退休“重返乡村”，既说明他能力

强、不忘本，也说明他对中央“三农”政策

理解深入，对老百姓感情深厚。

发力
“荣誉村民”诞生记

2015年 12月 6日，对双玉泉村村民来

说有着特殊意义。40年前，当地有名的基

础设施后河大桥建成开通。40年后，在宋

顺祥组织下，村里举办纪念大会，曾经作出

突出贡献的 36名健在者被表彰为“荣誉村

民”，53名已故人员被追认为“名誉村民”。

细心的村民发现，“荣誉村民”中退役军人、

军烈属约占10%。

“谁给村里作了贡献，我们就要记住

谁、纪念谁。”宋顺祥在 2016 年 4 月 9 日

提交的述职报告中，提及实行这一举措

的初衷时说：“大力表彰先进，才能提升

社会正能量”。

在宋顺祥看来，乡村道路、水利设

施、气象监测等重要基础设施建设，一定

要兼顾国防功能，满足国防和军队建设

需要，而国防动员也必须借助乡村振兴

之力。关注这些重要的现实问题，既需

要村“两委”班子坚强有力，又需要双拥

工作及时精准介入，提供科学的解决方

案。

宋顺祥回村担任“第一书记”之初，

就曾自掏腰包购买党章、宪法发给村“两

委”成员，组织大家认真学习领会。2018

年 9 月村“两委”换届，他被推选为村委

会主任后，又集中组织村干部和党员学

习新发展理念，把脉村子的贫困病根，瞄

准“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发挥退役

军人、军烈属的模范带头作用，带领村民

在小康路上发起冲锋。

村里富裕起来以后，经宋顺祥提议，

每年组织一次“荣誉村民”茶话会，并相

应给予救助、优待、奖励等。茶话会上，

军属贾海燕由衷赞叹：“当兵有地位，军

属很光荣。”

拥军
43 名退役军人有了“家”

回村担任“第一书记”不久，村民们

强烈感觉到，当过兵的宋顺祥就是不一

样。当年 9 月 3 日，恰逢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

念日，全村 43 名退役军人第一次集合在

一起，举行升旗仪式，并集中观看了阅兵

式直播。

2019 年 9 月，村里有 11 名中学生考

上大学。开学报到前，村里专门组织了

一个欢送会。宋顺祥在会上说，特别盼

望村里将来多出几个考上军校的大学

生，同时希望考上大学的学生也能报名

参军，报效国家。

宋顺祥服役期间，曾 5 次荣立三等

功；2001 年，在抗洪抢险中受伤，被评定

为七级残疾。从返乡担任“第一书记”那

天起，他就特别重视关爱退役军人。在

2018 年 1 月 31 日提交的述职报告中，他

在“把党的关怀落实在人民群众身上”一

条中郑重写道：“建立退役军人服务站，

保证 43 名退役军人领取补贴”。

多年的军旅经验和曾担任团级主官

的经历，让宋顺祥坚信：让退役军人后顾

无忧，能鼓励更多优秀青年应征入伍，鼓

励更多服役官兵建功军营。他发动村

“两委”班子成员一起，与全村 8名现役官

兵保持密切联系，同时努力发挥全村 43

名退役军人的示范作用。

村里既给退役军人优待，又倡导大

家多作奉献。宋顺祥与村支部书记胡延

平、村委会副主任孔永学一起，带领班子

成员、退役军人、党员、大学生村干部担

任攻坚克难的“突击队”，哪里有困难，哪

里就有他们的身影。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期间，“突击队”义务值班 95 天，检查来

往车辆和人员 2.3 万余次，全村无一人感

染。

展望
“藏兵洞”的当代价值

春风吹过原野时，双玉泉村 3 条 11

公里的山路修通了。盘点全村 5 年来的

变化，村民们欣喜地看到，路通了，山绿

了，灯亮了，生活用水免费了。现在某部

服役的孟维涛兴奋地说，家里人在视频

中 告 诉 他 ，全 村 人 均 收 入 由 2016 年 的

6416 元提高到 2020 年的 1.1 万元，建档

立卡 11 户 34 人全部脱贫。

有两件事，让曾在空军服役的宋顺

祥印象深刻：一是空军某运输搜救团一

大队飞播造林，助力地方脱贫攻坚；一是

空军蓝天幼儿园教育扶贫，助力延安幼

教系统全面发展。发扬军队传统，向子

弟兵学助力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精神

和做法，成为宋顺祥积极而主动的选择。

2016 年春天，他开始带领村民在山

上种树，由近及远，两年时间，17400棵树

苗让往日的荒山秃岭变成了满眼绿色。

退役军人杜海江介绍，购买树苗的 9万余

元，是宋顺祥从积蓄中拿出来的。随后，

在当地林业部门帮助下，双玉泉村南部近

1000亩荒山全都种上了树。

在 2020 年 1 月 3 日提交的述职报告

中，宋顺祥写道：“走访慰问了双玉泉小

学 12 名教师”。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

兴。乡村振兴包括产业、人才、文化、生

态、组织振兴，而人才振兴离不开教育支

撑。80多岁高龄的退休教师武爱琴感慨

地表示，为教育事业下功夫，宋顺祥尊师

重教做出了样子、赢得了民心。

双玉泉村附近有座山名叫鼓山，山

上有个藏兵洞，相传是北宋将领杨延昭

驻扎时构筑的，附近还有练兵旧址。宋

顺祥在发展乡村旅游的同时，悟出了“乡

村双拥”的另一番道理：“乡村振兴也要

学会藏兵于民，善于发现‘藏兵洞’的当

代价值。”他布满污渍与泥巴的迷彩服洗

得有些发白，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庞上，

洋溢着军人的自信与幸福。

乡 村 振 兴 的 双 拥 实 践
——解读退休老兵宋顺祥的述职报告

■本报记者 王雁翔 李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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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解员向游客生动讲解 卢成行摄

宋顺祥（左三）与老党员、老干部、退役军人一起畅谈乡村振兴战略 白海鑫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