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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温州，百岛洞头。
由302个岛屿组成的洞头岛，犹如

一串镶嵌在东海万顷碧波之上的珍
珠，山海兼胜、风光旖旎。岛内，海霞
村、白迭村、七彩洞头村等渔村，已成
为乡村振兴新样板和“网红打卡点”。
这就是我们的海岛洞头，先后实现陆
岛相连、撤县设区，赢得国家海洋经济
发展示范区、全国平安建设先进县
（市、区）等20余张“国家级名片”。

洞头从昔日渔岛变身现代港城，
成为一座美丽的“海上花园”，离不开
岛上的一支红色力量——洞头先锋女
子民兵连。新中国成立前，洞头岛是
国民党、渔霸、土匪的地盘，渔民出海
要过三关：牌照关、海匪关和风浪关。
那时，渔民中流传的一句话是洞头旧
社会的真实写照：“东海水，水连天，人
民生活苦黄连，脚踏船板三分命，十家
九户断炊烟。”苦难的日子让我坚信，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穷苦百姓于水
火。解放洞头的战斗中，我和海岛姐
妹们自发支前，帮助解放军战士洗衣
服、种菜、养猪，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

就是这样逐步建立起来的。
1960年4月，我代表海岛民兵参加

全国民兵代表会议，在会上作“军民联
防”发言。会后，国防部以毛主席名义
授予我一支 56式半自动步枪。这一
年，女子民兵排扩编为女子民兵连，
1978年 9月，连队被授予“洞头先锋女
子民兵连”荣誉称号。

那个年代，女民兵配合驻岛部队
抢修战壕、构筑掩体、站岗放哨，组成
东海沿线一条坚固的军民联防线。
我记得当时林静叶才 20岁出头，身子
单薄，练射击时被机枪后坐力震得牙
龈出血；王素莲训练时头部受伤，缝
了 8针；许玉莲怀有身孕还坚持射击
训练……这样的热血故事不胜枚举，
女民兵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为连队
赢得了无数荣誉。特别是 20世纪 70
年代中期，根据洞头女子民兵连发展
历程为原型的电影《海霞》一经公映，

“洞头女子民兵连”在全国名声大噪。
也是从那时起，我们多了一个美丽的
名字——“海霞”女民兵。

女子民兵连在党的旗帜下组建，
沐浴党的光辉成长。建连以来，一代
代“海霞”女民兵紧紧团结在党的旗帜
下，积极投身兴武惠民实践，铸就了

“爱岛尚武、励志奉献”的“海霞精神”，
形成了海岛的“红色根脉”，连队建设
也始终充满朝气。我们这支队伍先后
两次荣立集体一等功，11次被评为“基
层民兵工作先进单位”，2019年获评

“全国国防动员工作先进单位”，2020

年被表彰为“浙江省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先进集体”，今年3月获评“全国巾帼
文明岗”。

时代洪流，奔涌向前。如今的洞
头发生了巨变，女子民兵连却依旧坚
守在海防一线。洞头 60%以上的女民
兵拥有船艇驾驶证、A3驾驶证，实现了
传统民兵向新质民兵的华丽转身。

回首过往，我感到非常自豪。自
豪的不仅仅是连队取得的发展成就，
还有在“海霞”的助力下，海岛花园村
庄创建覆盖率达 86%，涌现出“海霞故
里?红色小镇”“海阁渔村?忠孝下郎”

“古韵风情?魅力花岗”等亮点村。这
些精品示范村连点成线、辐射全区，串
起了红色风光带，实现了“党建+文旅”
的融合发展。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61年的“海
霞精神”传承史就是一部民兵改革史
和创新史。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中，
我非常乐意把“海霞”这段历史分享给
大家。我们不能忘记来时的路，要继
续走好前行的路。我相信，这支与时
代同行、与使命同在、与改革同频的民
兵队伍将会在“海岛振兴”中发挥更大
作用，带动海上花园建设呈现新面貌。

（林挺、杨燕辉、本报记者宋芳龙
整理）

图图①①：：2020世纪世纪 6060年代年代，，老一辈老一辈““海海
霞霞””女民兵苦练军事技能女民兵苦练军事技能。。

图图②②：：20202020年年 66月初月初，，新一代新一代““海海
霞霞””女民兵进行交替射击训练女民兵进行交替射击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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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时兴海、记者郭冬明报
道：理论授课、课题研究、集中研讨、方
案对接……近日，记者走进江西省军区
备战打仗能力集训现场，浓厚的实战实
训氛围扑面而来。

省军区战备建设局局长封晓冰介
绍，他们按照“课题化教学、模块化研
练、全过程考核”的流程，将国防动员
重难点问题区分若干个课题，逐个研
究攻关，全面提升关键岗位指挥员能
力素质。

记者在集训现场看到，参训学员刚
刚放下行李，就马不停蹄来到考场接受
指挥能力考核。“这次集训要求我们在
实战化背景下研战练战，既考出真实水
平，也考出现实差距。”德安县人武部副
部长沈亮坦言，“虽然从事国防动员工
作多年，但平时忙于业务工作，对国防
动员理论研究不深，这次集训给了我一
次充电的机会。”

抓好民兵工作是国防动员系统的

重要任务。集训期间，该省军区围绕民
兵分散教育管理难落实、高新企业民兵
训练难组织、新兴领域编兵难突破等问
题，邀请专家授课、开展经验交流、组织
课题攻关。“民兵组织整顿既要突出传
统行业编兵，更要强化新质力量编组。”
九江军分区战备建设处处长刘魁在分
享交流会上介绍，去年九江市发生超历
史性流域大洪水，民兵无人机分队在灾
情预警、信息传输等方面大显身手。今
年，他们将继续加大新兴行业领域的民
兵整组训练。

该省军区还把年度军事训练计划
会审搬上课堂，组织关键岗位指挥员对
军事训练课目设置、筹划组织、检查督
导等全过程进行模拟研练，预设预想各
类情况，在实景化、实案化背景下开展
集智攻关，一批富有创新成果的战法训
法进入年度训练方案。“南昌高新企业
较多，民兵训练大多是集中组训，依托
岗位自训难以普及全员。”南昌警备区

战备建设处处长谭来长介绍，今年他们
将根据行业特点，对符合单兵专业训练
要求的行业，把部分单兵训练权限下放
到高新企业武装部，让民兵不脱岗就能
落实训练课目。参训学员下课后纷纷
找谭来长取经，加紧结合实际制定高新
企业民兵训练方案。

年度训练全面展开之际，该省军区
党委瞄准“五个不会”问题，让“关键少
数”成为集训主角，全部心思精力向备
战打仗聚焦。这次集训既把机关参谋
人员编进集训队，又把一线指挥员编入
训练席，让大家同步进入情况、同步研
究思考、同步训练考核，先后梳理出 4
个方面56个主要问题，探索形成9条军
事训练方法路子，全面提升关键岗位指
挥员的指挥能力。

集训结束后，学员们纷纷表示，他
们将做好集训成果转化的“下篇文章”，
将这次学习取到的“真经”带入演训场，
牵引推动各级各类训练全面走深走实。

江西省军区组织关键岗位指挥员战备能力集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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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叔，我们终于知道您牺牲后葬
在了新疆奇台县烈士陵园，我们正计划
去那里祭拜您！这也是爷爷奶奶临终
前的嘱托。”4月 4日，在山西省盂县孙
家庄镇常家沟村，村民常书明站在叔叔
常银春的衣冠冢前激动地说，“您是为
国捐躯的烈士，是我们一家的骄傲！”

4月 2日，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媒
体公布 100位烈士的寻亲线索，其中就
有盂县籍烈士常银春。

帮助完善烈士资料，为烈士寻找
亲人，这个清明节，超过 51万人次网友
登录退役军人事务部“烈士寻亲政府
公共服务平台”，通过为烈士寻找家人
这一特殊方式向英烈致敬。截至4月5
日 9时，该平台共收到网友提交线索数
据 442条，提交寻亲申请 4490条，首批
发布的 100位烈士中有 22位烈士亲人
被找到。

这些烈士亲属中，有的知道烈士牺
牲但一直不知道详情，有的曾寻找烈士
安葬地但未能找到，有的家中长辈四五
十年前曾祭扫过烈士，但后来因故断了
联系。“为烈士寻亲”活动，让 22位烈士
家属找到了亲人。

湖北汉川籍烈士刘家彝、雷楚新的
资料公布后，汉川市人武部马上发动干
部职工、全市专武干部和基干民兵转发

“寻亲”信息，搜集烈士资料。同时，市
人武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组成“联合
寻亲团”，合力开展寻亲工作，很快找到
两名烈士的后代。4月 4日上午，在市
人武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以及沉湖镇
相关人员陪同下，两位烈士的亲人分别
在烈士墓碑前祭扫，并同步启动“文明
清明节，云上祭英烈”直播。

山西省翼城县军地在4月2日找到
烈士续延德的后人。续忠章是续延德
的亲侄子，刚出生就过继给续延德为
子。后来，在扶眉战役中，续延德光荣
牺牲，战友给家中写了一封信。时隔70
多年，续忠章仍珍藏着这封信，纸张早
已泛黄，字迹也已模糊，但全家对烈士
的思念从未中断。

河南籍烈士靳升云的亲人是 2014
年 9月收到了民政部门颁发的烈士证
明书，才得知靳升云 1943年已在河北
南宫战役中牺牲，但具体安葬在哪里，
并不清楚。在靳升云的后辈中，红色血
脉得到赓续，他的侄子作为志愿军战士
参加了抗美援朝，曾侄孙是一名在西藏
服役的武警战士。靳升云的侄孙女靳
志峰给寻亲平台发来邮件说，感谢国家
还记得她的亲人。

广东省梅州市公安部门和退役军
人事务部门通过实地走访排查，大数据

分析研判等多项举措，连续奋战 24小
时，辗转几百公里，在福建省厦门市找
到萧迅烈士的侄孙肖海。“正是清明时
节，得知这一消息，非常意外、非常激
动！”现为中学教师的肖海说。

不同时代牺牲的一位位烈士，烈属
讲述的一个个故事，打动着参与寻亲活
动的每个人。目前，还有多位烈士的亲
属线索正在核实中。

纪念英烈历来是清明节的重要活
动之一，今年的纪念氛围格外浓厚。微
博上，“为英烈默哀三分钟”话题阅读量
近 10亿，“我国有约 2000万名烈士”话
题阅读量2.6亿；抖音上，“永远记住你”
播放量超 20亿次，“我家有烈士”话题
播放量超 4亿；微信朋友圈，祭奠戍边
英雄的文章刷屏。据悉，2月下旬至今，
兰州市烈士陵园的陈红军烈士墓，已收
到各地网友敬献的鲜花一万多束。

“今天，我们何以告慰英魂？”一名
网友写道：“从这一刻奋发，以一个更
好的中国。”纪念是为了更好地出发，
前行是最好的传承。今年是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周年，各地都在积极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清明节纪念英烈正是一
堂生动的党史教育课，每一次对英烈
的致敬，都将在新征程上凝聚起不可
战胜的力量。

“为烈士寻亲”在行动
■陶成龙 罗里威 本报记者 苗 鹏

本报讯 王梅、特约通讯员伍致健
报道：“南沙的风，南沙的雨，让这面五星
红旗斑驳残缺，但签名仍依稀可见，上面
还有几行字：兄送弟，南沙行，保国之地，
立大功……”4月 6日下午，湖南省永州
军分区某训练基地多功能教室内掌声雷
动，第一批南沙渚碧礁守礁人、原海军陆
战队队员唐永泉走上讲台，以曾在南沙
渚碧礁上空飘扬的第一面五星红旗为开
场，为 100多名民兵教练员讲述 33年前
的南海守礁经历。朴实的语言、真挚的
情感，让大家的思绪穿越时空，仿佛回到
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1988年，唐永泉登上渚碧礁，担任
副礁长。任务结束后，唐永泉将署有守
礁官兵亲笔签名的一面五星红旗带下
礁，一直妥善保存。2018年，唐永泉带
着这面五星红旗参加了“同升一面旗，
共爱一个家”国旗护卫活动。随后，这
面珍贵的五星红旗被收入中国人民革
命军事博物馆，成为人民子弟兵驻守南
沙的见证。

“上礁就是上前线，守礁就是守阵
地。回顾守礁生活，虽然艰苦，但我觉得
那是青春岁月中最美好的回忆！”唐永泉
用一张张老照片、一个个守礁故事抒发

着军旅情、爱国情，引起大家的共鸣。
“懂得过去的苦，才会明白现在的

甜。我们应该牢记红色历史，传承红色
基因，走好人生每一步。”“民兵也是兵，
我们也要为实现强军梦贡献力量……”
授课结束后，听课人员围在唐永泉身边，
继续与他互动交流，大家纷纷表示，要坚
定理想信念，将红色基因融入血脉、化为
行动，全心全意投身强军实践。

首批南海守礁人走进湖南省永州军分区党史军史课堂

同升一面旗 共筑强军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