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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 是 人 民 军 工 创 建 90 周 年 。

回 望 90 年 特 殊 而 厚 重 的 历 史 ，也 给

革命老区统筹行业拥军 、推动科技支

前带来深刻启示。

中央苏区第一个红色兵工厂——

山塘兵工厂旧址，坐落于福建省龙岩

市新罗区江山睡美人景区，是闽西红

色军工摇篮，也是人民军工的重要孕

育地。

从 山 塘 看 今 朝 ，人 民 军 工 亦 军 亦

民、益军益民、爱军爱民的传统优势什

么时候也不能丢。

亦 军 亦 民 ，意 味 着 益 军 益 民 。

1927 年 秋 ，在 山 塘 兵 工 厂 ，农 会 发 动

当 地 群 众 献 铁 、献 木 炭 ，在 师 傅 们 不

懈努力和乡亲们大力支持下，兵工厂

很 快 投 入 生 产 ，不 久 就 造 出 了 17 支

“ 老 底 枪 ”和 一 批 土 炮 、弹 药 。 今 天 ，

有 声 有 色 、落 地 见 效 的 科 技 支 前 ，同

样 离 不 开 发 动 各 界 群 众 广 泛 参 与 。

这 就 需 要 我 们 传 承 好“ 听 党 话 、跟 党

走 ”的 红 色 基 因 和“ 闹 革 命 走 前 头 、

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

益 军 益 民 ，意 味 着 爱 军 爱 民 。 大

河 有 水 小 河 满 ，国 富 军 强 军 威 壮 。

从 党 在 老 区 的 浴 血 奋 战 史 、艰 苦 奋

斗 史 、改 革 发 展 史 中 汲 取 精 神 营 养

的 同 时 ，乘 着 党 中 央 、国 务 院 大 力 支

持 新 时 代 革 命 老 区 振 兴 发 展 的 东

风 ，抓 住 机 遇 推 动 高 质 量 发 展 ，让 发

展 成 果 惠 及 更 多 军 民 ，是 当 前 老 区

做 好 行 业 拥 军 、科 技 支 前 工 作 的 大

前 提 和 基 本 目 标 。 把 爱 军 爱 民 落 到

实 处 ，就 要 求 各 级 各 类 支 前 队 伍 平

时 在 促 进 地 方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支 持

国 防 和 军 队 建 设 上 多 谋 划 、勤 拉 动 ，

在 促 进 地 方 生 产 力 、部 队 战 斗 力 同

步 提 高 上 见 成 效 。

爱 军 爱 民 ，意 味 着 军 民 同 心 。

为 中 国 人 民 谋 幸 福 、为 中 华 民 族 谋

复 兴 ，是 一 代 代 共 产 党 人 的 初 心 和

使 命 ，是 莽 莽 神 州 的 历 史 回 响 ，是

跨 越 百 年 的“ 国 之 大 者 ”。 大 盘 取

势 厚 ，落 子 开 新 局 。 新 时 代 的 行 业

拥 军 、科 技 支 前 向 纵 深 推 进 ，呼 唤

干 部 群 众 明 责 于 心 、担 责 于 身 、履

责 于 行 ，继 续 实 行 拥 军 项 目 推 进 落

实 责 任 制 ，梳 理 各 项 重 点 工 作 ，细

化 分 解 任 务 ，明 确 具 体 责 任 ，确 保

不 同 地 域 、不 同 行 业 以 更 大 努 力 交

出 更 加 优 异 的 答 卷 。

更好发挥人民军工的传统优势
■福建省龙岩学院教授 杨玉凤

福建省龙岩市一项民用自动快速

切换技术可实现大功率应急供电，先

后多次为重大会议活动及通信、消防

等重点工程项目提供应急用电保障。

前不久，龙岩市支前办组织科技支前

应急供电演练，对相关技术参数进行

了再次验证，以确保将动员潜力转化

为胜战实力，提升支前保障能力。

应急供电演练
■王 毅 文/图

10 月 22 日 ，长 征 出 发 地 主 题 邮

局、共和国邮政摇篮展览馆、“红古田”

惠农产品展销中心揭牌仪式，在长征

国家文化公园（长汀段）核心区、红军

长征出发地之一的福建省龙岩市长汀

县南山镇中复村举行。

曾经，中复村是中央红九军团的

长征出发地，有着“红军长征第一村”

的美誉。村口的红军桥廊柱上至今留

着“生命等高线”，那是当年红军征兵

时的身高标准线，人比枪高才能当红

军。中复村一带 2000 多位青年曾从

那条线旁走过，但许多人只留下永远

的背影。数据统计显示，中央红军 8.6

万余人的长征队伍中，有 2.6 万余闽西

儿女。

如今，中复村依然保持着一个延

续了 87 年的民俗——提前一天过中

秋节。1934 年 9 月 23 日恰逢中秋节，

这一天松毛岭阻击战打响了，战斗持

续了七天七夜。为缅怀战斗中牺牲的

红军将士，从那以后，每年的中秋节，

中复村的乡亲们总是提前一天过节，

而中秋节当天，则前往扫墓。

遗迹无言，力重千钧。在中复村，

老百姓支持红军、缅怀历史的故事心

口相传，数不胜数。

近年来，中复村依靠红色旅游走

向振兴之路。由国家统一启动的长征

国家文化公园项目如期建设，红色旅

游配套设施和体系愈发完善，每年接

待游客量近 30 万人次。

游 客 踏 上 石 板 路 ，来 到 村 中 的

“ 红 军 街 ”，便 可 见 两 旁 店 铺 悬 挂 着

“汀农淘宝”“长征淘宝”等招牌。村

子 里 上 了 年 纪 的 老 人 都 知 道 ，这 里

当 年 是 红 军 时 期 的 贸 易 中 心 ，如 今

被 打 造 成 远 近 闻 名 的“ 电 商 一 条

街 ”。 抚 今 追 昔 ，正 可 谓 ：老 街 焕 新

颜，村民笑开颜。

红军长征第一村
■钟 鸣 钟振华

前不久，福建省龙岩市几位退休

老同志相约重返龙岩市新罗区苏坂

镇美山村，一起寻访“美山红军医院

旧址”。

美 山 就 是 解 放 前 的 赤 美 山 。 它

地 处 龙 津 河 下 游 九 龙 江 上 游 ，在 没

有公路、铁路的年代，是龙岩通往漳

平、华安、漳州的水道必经地。一面

背山、三面环水的美山，有上、中、下

3 个渡口码头。当地人介绍，当年红

军经常出入下渡码头。

史 料 记 载 ，1929 年 8 月 ，朱 德 率

红四军二、三纵队首克漳平县城后出

击闽中受阻，围攻大田县城受挫，从

永春返回龙岩途中，又发动了溪南突

袭战、二克漳平县城、攻占永福等激

烈战斗。

战斗中许多红军指战员负伤。红

军伤病员如分散安置，既不利于救治

康复，更有被敌人伤害的可能。经与

时任中共龙岩县委委员林雨膏和赤美

山赤卫队队长林宗明反复商议，朱德

下决心将分散于各地的 30 名危重伤

病员转移，安置到赤美山冠山中药店

旁的新祖厝和五房祖厝集中救治，并

要求红四军后勤部迅速筹办“美山红

军医院”。

“当年国民党军听说赤美山藏有

红军伤员，便组织攻打赤美山，可早在

敌人到来前，红军伤员就已经被赤卫

队用船渡到对岸转移走了。”林宗明

的小儿子林进宝说。

74 岁的退休教师、美山村新祖厝

保护责任人李金銮之子林跃鸿介绍，

当时红军医生和护士忙不过来，还请

村里两家中药店的中医林冠山、林玉

藻 和 店 员 共 4 人 帮 忙 医 治 护 理 伤 病

员。听了这番介绍，老同志们感慨：水

乳交融、生死与共的军民情谊，今天仍

然值得传承。

美山红军医院旧址
■邓建芬 符维键

那是至今令人难忘的幸福时刻。

2014 年 10 月 30 日，全军政治工作

会议在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古田镇召

开，习主席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会议期间，习主席专门把 10 位老红军、

军烈属和“老地下党员、老游击队员、老

交通员、老接头户、老苏区乡干部”代表

请到古田党员干部教育基地，同他们亲

切座谈。

“老地下党员、老游击队员、老交通

员、老接头户、老苏区乡干部”为中国革

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在龙岩市被广大军

民尊称为革命“五老”。截至 2020 年 12

月，全市登记在册、健在的革命“五老”

有 271 人。他们是我党我军早期的双

拥模范。

“ 五 老 ”们 回 忆 中 的“ 半 部 电

台 ”，让 人 们 看 到 了 科 技 支 前 的 特 殊

作 用 。 1930 年 ，红 军 在 第 一 次 反“ 围

剿 ”中 缴 获 敌 人“ 半 部 电 台 ”，只 能 收

听 而 不 能 发 报 。 仅 有 15 瓦 功 率 、只

能 近 距 离 通 信 的 这“ 半 部 电 台 ”，却

成 了 中 国 工 农 红 军 拥 有 的 第 一 件 科

技 通 信 装 备 ，漫 漫 长 征 路 上 立 下 了

卓越战功。

而今，“五老”传人遍闽西，全民行

动的拥军队伍在龙岩市不断壮大，像

“五老”那样爱党爱军成为广大干部群

众的自觉行动，“半部电台”也成为科技

支前的历史见证。

回望“十三五”期间，龙岩市在科

技 支 前 上 谋 篇 布 局 、分 类 推 进 ，依 托

市 内 医 院 组 成 伤 员 预 备 救 治 基 地 集

群，依托机械生产制造企业组成武器

装备预备维修维护基地集群，依托车

辆 生 产 维 修 企 业 组 成 军 队 运 输 工 具

预 备 维 修 基 地 集 群 。 龙 岩 市 国 防 科

工办领导介绍，三大“基地集群”打造

出一支支过硬的支前队伍，顺利实现

“平战转换”：平时民用、急时救急、战

时应战。

据悉，“十四五”期间，龙岩市将坚

持“部队所需、官兵所盼、地方所能”原

则，抓住重点领域求突破，大力推动国

民经济动员中心建设，全面打造适应

未来战争需求的科技支前队伍。

2015 年 5 月 19 日 和 7 月 22 日 ，

龙 岩 市 所 辖 长 汀 县 、连 城 县 发 生 特

大 洪 灾 。 驻 军 部 队 官 兵 奉 命 抢 险

救 灾 ，紧 急 奔 赴 灾 区 一 线 ，与 地 方

干 部 群 众 一 道 投 入 搜 救 转 移 群 众 、

灾 后 重 建 等 工 作 。 两 次 抢 险 救 灾 行

动 中 ，原 定 10 天 以 上 的 灾 后 抢 修 重

建 时 间 均 缩 短 一 半 ，提 前 5 天 完 成 了

任务。

千军万马看指挥，排兵布阵看协

作，并肩作战看士气。龙岩市支前办

有 关 领 导 说 ，部 队 行 动 迅 速 ，归 功 于

深 化 国 防 和 军 队 改 革 成 果 和 强 军 兴

军实践。同时，地方拥军效率的提高

同样值得关注。精准的气象、交通信

息 共 享 和 保 障 ，为 部 队 快 速 出 动 、高

效行动提供了便利。一呼百应、八方

来 援 ，从 人 员 、物 资 到 技 术 ，一 系 列

“ 硬 核 ”操 作 展 示 了 龙 岩 市 科 技 支 前

的 成 效 和 令 人 鼓 舞 的 发 展 前 景 。 军

队一位领导称赞说，福建省作为全国

唯 一 保 留 省 、市 、县 三 级 支 前 工 作 机

构的省份，为龙岩市科技支前奠定了

坚强的组织领导基础。

走 进 新 时 代 ，龙 岩 市 围 绕 全 面

响 应 提 高 拥 军 效 率 ，市 、县 两 级 支 前

办 尽 职 尽 责 ，赢 得 部 队 官 兵 认 可 和

点 赞 。

龙 岩 市 重 点 落 实 列 入 国 家 和 省

“ 十 四 五 ”规 划 交 通 战 备 项 目 ，完 善

部 队 机 动 入 闽 通 道 ，打 通 铁 路 、高

速 、国 道 、省 道 、县 乡 道 路 之 间 迂 回

通道。

针对防弹衣、救生衣、防寒服等军

用服装智能化需求，市、县两级支前办

动 员 相 关 机 构“ 弯 道 超 车 ”“ 变 道 超

车”，研发适应我军实际、具有我军特

色的智能穿戴防弹衣、智能鞋垫、智能

潜水服及配套产品。

龙岩市还与东部战区密切合作，

以农副产品加工为依托，各县（市、区）

配合，搭建“军 e 平台”，鼓励龙岩市相

关企业参与军队肉类副食品供应，积

极开发肉类配套系列产品。为尽快让

天然绿色农副产品进军营，他们运用

科技手段，重点扩大了河田鸡、连城白

鹜鸭、槐猪、闽西南黑兔等地方特色产

品的养殖规模。

龙岩市永定区博物馆内，藏有两件

闽 粤 赣 军 区 兵 工 厂 1931 年 生 产 的 兵

器：一件是梭镖，长 27.5 厘米；一件是刺

刀，长 23.5 厘米。两件兵器都已经锈迹

斑斑，均被列为国家三级文物。

1931 年创办的江西官田兵工厂是

党中央直接领导的第一家大型综合兵

工厂，标志着人民军工的正式发端。鲜

为人知的是，早在 1927 年，闽西大地上

就已经出现了人民军工的萌芽，位于福

建龙岩大山深处的山塘兵工厂就是其

中之一。

山塘兵工厂旧址讲解员郭梦华介

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山塘兵工厂为

农民武装暴动、红军三打龙岩城提供了

枪支弹药保障，后来与江西官田修械所

合并成立中央兵工总厂，成为中华苏维

埃中央兵工总厂。

山塘兵工厂见证了人民军工的创

建，是龙岩红色军工文化的代表。

新 时 代 的 龙 岩 市 科 技 支 前 发 扬

“军工”发源地的光荣传统，不断推陈

出 新 ，实 现 了 全 程 有 备 的 拥 军 制 造 ：

从大型装备到零部件，从高端智能设

备到普通应急器械，龙岩市依托相关

机 构 和 企 业 ，初 步 打 通 了 产 业 链 的

上、中、下游。

围绕军工需求，打造军地两用专

用车装备，提升机械制造业的军民科

技 协 同 创 新 发 展 水 平 。 重 点 推 进 应

急 电 源 指 挥 车 、军 用 排 障 车 、高 层 消

防车、军用炊事车、军用洗浴车、物流

装卸车、医疗专用车等项目发展。结

合龙岩现有工程机械制造优势，发展

野营保障、军事能源与油料保障等装

备，提升军民两用大型工程机械装备

制造能力。

近年来，龙岩市还积极开展军事拓

展、野外实弹射击、军事模拟对抗等体

验活动，策划启动军工公园、军事文化

和军工文化体验园项目。大力宣传龙

岩军工配套企业、产品及技术，展示龙

岩军工文化，为持续深化军地项目对接

奠定基础。

他们还瞄准军队需求，研发生产军

用环保车、部队营区养路机械装备及清

扫装备、子母式供排水车等，受到部队

欢迎。

初冬时节，位于龙岩市新罗区苏坂

镇的美山依然满目苍翠。外地人很少

知道，90多年前这崇山峻岭间竟“隐藏”

着一座红军医院——美山红军医院。

当年，红军医院为什么选在这里？

龙岩市委统战部退休干部林金庭介绍，

美山原名赤美山，地处水陆交通要道，

商业发达，方便采购医疗药品；河宽水

深，上中下渡对岸竹茂林密，便于突围

时转移。更重要的是，当地群众基础

好，赤美山赤卫队战斗力也强。

山山水水“可动员”，不只是在革命

战争年代。

这片红色土地拥军传统源远流长，

拥军成果有目共睹。2009 年、2013 年、

2017年，龙岩市及所辖 7个县（市、区）同

时被命名为“全省双拥模范城（县）”，三

度实现“满堂红”。2020年 10月，龙岩市

蝉联“全国双拥模范城（县）”，实现五连

冠，形成具有闽西特色的双拥品牌。

走进新时代，龙岩市全域统筹，初

步实现县（市、区）、不同行业的拥军全

覆盖。全市上下紧紧盯住科技支前发

力，统一调动技术、人才、资金、需求等

项目要素，着眼拥军部署长期目标，以

阶段性发展目标为子项目，有序推进

整体建设。“行业联动+县域互补”的路

子，正逐步构建起龙岩市科技支前的

大格局。

未来拥军之路怎么走？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保障能源和

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加快构建废旧物

资循环利用体系是国家“十四五”规划重

要内容。龙岩市国防科工办领导表示，

龙岩市作为“中国专用车名城”、矿产资

源宝地，培育发展特种装备产业、特种新

材料产业、特种资源综合利用产业，既是

地方经济融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的现实需要，也是维护国家战略安全、加

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迫切需要。

同样令人欣喜的是，龙岩市以科技

创新为支撑，发挥农副产品资源丰富和

军服生产传统悠久的优势，主动为军队

食品供应和军服生产服务，在满足国防

和军队建设需要的同时，有效促进了革

命老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军地时评

红色印迹

科技支前的“老区样本”
——走进福建省龙岩市感受新时代拥军魅力

■罗少元 曾繁伟

全程有备的拥军制造

3.“军工”发源地推陈出新

全面响应的拥军效率

4.“支前办”名不虚传

全民行动的拥军队伍

1.“五老”传人遍闽西 2. 山山水水“可动员”

全域统筹的拥军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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