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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视线·新时代双拥故事②R

“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

宝 塔 山 下 ，延 河 水 旁 ，饱 含 深 情 的 朗

诵 ，伴 着 悠 扬 婉 转 的 乐 曲 ，温 暖 了 新 兵 的

心窝。

台上表演者，是陕西延安革命纪念地女

子民兵连的姑娘们。她们用一首首陕北民

歌、一支支红色舞曲，为即将奔赴军营的家乡

新兵壮行。

延安革命纪念地女子民兵连成立于 2000
年 4 月，连队成员由延安革命纪念地管理局系

统的讲解员组成。在枣园，在杨家岭，在凤凰

山，在延安各处革命旧址里，她们宣讲双拥故

事，践行延安精神，在参观者心中播下一粒粒

红色火种。

一处处革命旧址就是
一本本生动教材，一幅幅老
照片诉说着军民鱼水情

5 月的艳阳，洒在陕北黄土高坡，漫山的

绿在蓝天下格外清亮。

走在延安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操着各地

口音的参观者。在宝塔山、在革命纪念馆、

在 枣 园 窑 洞 ，浏 览 着 、聆 听 着 、触 摸 着 、沉

思着。

“延安用五谷杂粮滋养了中国共产党发

展壮大，支持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延安和

延安人民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共中央西北局革命纪念馆里，女子民兵连

民兵讲解员罗玉在展厅的一幅油画前站定，

向参观者娓娓道来。

这 幅 画 名 为《铜 墙 铁 壁》。 画 中 ，清 晨

的 阳 光 洒 向 大 地 ，蜿 蜒 不 断 的 队 伍 沿 着 起

伏的山岭行进。面带微笑的毛主席与支前

的 队 伍 相 遇 ，群 众 簇 拥 在 他 周 围 ，充 满

深情。

“在陕甘宁边区，共产党人住在简朴的

窑洞里，睡在硬邦邦的土炕上，吃着粗糙的

小米饭，穿着打补丁的旧衣服，与人民群众

同甘共苦。”罗玉动情地说，谁把人民放在心

上，人民就把谁放在心上。党中央转战陕北

期间，陕北人民在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候，

踊跃支前，谱写了一曲军民生死与共、血肉

相连的壮歌。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

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罗玉字字

铿锵，一番话赢来阵阵掌声。

80 年前，双拥运动在延安展开的光辉历

史，她们铭记于心——1943 年 1 月 15 日，陕甘

宁 边 区 政 府 颁 布《关 于 拥 护 军 队 的 决 定》；

1943 年 1 月 25 日，八路军留守兵团发布了《关

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和《关于拥政爱

民月的工作指示》……

80 年前，边区人民爱军拥军的生动场景，

她们如数家珍——宝塔区史家沟村一位战士

参军后，将家里的 1 孔窑洞和 60 余亩地捐赠

给边区政府；延川县一个历经日伪军扫荡的

山村，在部队经过时，群众拿出自家所有的粮

食给战士……

延安市共有革命旧址 445 处，革命类纪

念馆 30 座，馆藏革命文物 4.3 万余件。延安

革 命 纪 念 地 女 子 民 兵 连 指 导 员 石 小 丽 说 ：

“一处处革命旧址就是一本本生动教材，一

幅幅老照片诉说着军民鱼水情。保护好革

命旧址，讲述好双拥故事，是我们义不容辞

的责任。”

漫步在延安革命纪念馆，会遇到满头银

发的老人，追寻曾经的战斗足迹；会遇到戴着

红领巾的学生，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记者停

下脚步，和他们聊一聊——

“聆听讲解，仿佛又回到了那段激情似火

的峥嵘岁月。”

“真切感受到了：没有哪一种力量，比军

民团结更强大。”

…………

站在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广场前，回望我

党我军波澜壮阔的历史，抗战时期陕北流传

的一首《花鼓词》在脑海响起——“军民本是

一家人，根根叶叶心连心……”

延安精神永不褪色，红
色基因薪火相传

前不久，一场跨越数千公里的视频连线

成功举行。

一端是雪域高原，新疆军区某团“进藏英

雄先遣连”官兵整齐列队；一端是革命圣地，

延安革命纪念地女子民兵连民兵英姿飒爽。

“党中央和红军安家延安后，由于敌人的

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条件十分艰苦。‘一把锄

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1941 年春，

王震率领八路军第三五九旅，肩挎钢枪、手握

锄头挺进南泥湾，开辟了陕北‘好江南’。”女子

民兵连民兵钱文艳为大家生动讲解。

聆听历史故事，传承红色血脉。通过屏

幕，官兵看到了先辈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我们连队所在部队的前身可以追溯到第三

五九旅。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更要发扬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坚定信念、扎根边疆，

磨砺战斗意志，锤炼过硬本领，更好地完成党

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进藏英雄先遣连”

连长齐楠的话掷地有声。

像这样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国防教育和

双拥宣传主题实践活动，在女子民兵连经常

开展。延安革命纪念地女子民兵连连长黄卉

青介绍，杨家岭、南泥湾等革命旧址分别与武

警延安支队、空军工程大学等单位建立军民

共建学习点；王家坪山上的“八一林”每到春

季都能看到女民兵们的身影；建军节、重阳

节、春节等节日，女民兵们都会走进延安八

一敬老院，和老红军、老八路共忆火红的革命

岁月，共话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的一言一行代表着延安的形象。”

这是女子民兵连民兵的口头禅，更是她们对

自己的鞭策。熟稔历史、讲解生动的背后，离

不开一次次挑灯苦读，一遍遍精心打磨。

“民兵连姑娘们大多来自延安，不少讲解

员都带地方口音。为了纠正发音，一个字有时

要读上千遍。”石小丽说，为了将历史讲真、讲

准、讲活，她们就从一件件文物展品入手，认真

研究，请教党史专家，精心编写每一篇讲稿。

如今，她们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先后赴

北京、上海、广东、云南等 10 多个省份，为党政

机关、企事业单位、部队官兵和乡镇农村义务

宣传演出 1000 余场次，受到各地干部群众和

部队官兵的好评，获得“全国三八红旗集体”、

陕西省“拥政爱民单位”称号。

每逢节假日或寒暑假，人们总会在宝塔

山、延安革命纪念馆等处看到一个个戴着红

领巾的“小小讲解员”。

这些“红领巾”是女子民兵连培养的“延安

精神小小宣讲团”成员。“为了弘扬革命传统，

讲好红色故事，近年来，女子民兵连在争当延

安精神传人的同时，积极培养宣传延安精神的

新传人。”延安市宝塔区人武部部长曹文龙介

绍，女子民兵连先后有近 30 人在全市 12 所中

小 学 担 任 校

外辅导员，并

培 养 了 200
多名“小小宣

讲员”。

“延安精

神永不褪色，

红 色 基 因 薪

火 相 传 。 我

们 会 一 直 讲

下 去 、练 下

去、传下去。”

女 子 民 兵 连

民兵、延安革

命 纪 念 馆 讲

解 员 白 婷 婷

的话，道出了她们共同的心声。

双拥赞歌仍像一曲曲
信天游，在延安山山峁峁间
绵延回荡

“正月里来是新春，赶上了猪羊出了门，猪

哇、羊呀送到哪里去？送给那英勇的八路军

……”一曲《拥军花鼓》，女子民兵连民兵、枣园

革命旧址管理处主任党婕睿唱得悦耳动听。

党婕睿是土生土长的延安人，这首诞生于

革命年代、礼赞双拥的信天游她从小就会唱。

“对我们延安孩子来说，张思德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第三五九旅开垦南泥湾等红色

故事从小就刻在了记忆里。”党婕睿说，80 年

前，军爱民、民拥军的双拥赞歌从延安唱响。

如今，双拥赞歌仍像一曲曲信天游，在延安山

山峁峁间绵延回荡……

在延安爱国拥军协会办公室，存放着一

堆特殊的日记本，细数数，竟有 20 多本。老红

军、老八路有哪些光荣历史？现役军人及其

军属有哪些困难？如何更好帮扶退役老兵自

主择业？一笔一画，清清楚楚。

这是“全国退役军人工作模范个人”、延

安爱国拥军协会顾问高树丽多年的习惯。从

1981 年到 2018 年，高树丽在宝塔区民政局一

干就是 37 年，主要负责退役军人安置工作。

2018 年后，她推动成立延安爱国拥军协会，影

响带动一批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积极参与拥

军优属活动。“爱国拥军，是我一生的信仰、一

辈子的事业。”高树丽说。

像高树丽这样，自发拥军优属的感人故

事，在延安还有很多，社会化拥军呈现新气象。

军属牵动军心。官兵们的拼搏奋斗，离

不开军属的默默付出。延安市出硬招、落实

招，用心用情解决官兵的后路、后院、后代问

题。随军家属就业、子女入学入托等“挠头

事”，在军地各级的携手联动下，几乎“件件有

着落，事事有回音”。

“我老家在河南济源，爱人在当地一所中

学工作。这些年，我们一直两地分居。去年，

我向延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提交了解决随军

家属就业安置的申请。很快，我爱人的工作

便有了着落：去延安市实验中学任教。”烦心

事得以解决，武警延安支队执勤一中队指导

员李亚凯有说不出的高兴。

延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付艳雨介

绍，近年来，军转干部全部安置在党政机关，

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的 2522 名退役士兵全

部安置在企事业单位；组织 3994 名自主就业

退役士兵参加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积极开

展退役军人、随军家属就业服务季活动，市县

两级举办线上线下招聘会 84 场次，提供岗位

2.6 万个；全面落实军人子女教育优待规定。

最伟大的力量是同心合力。“这个队伍完

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

益工作的。”枣园革命旧址旁，《为人民服务》

讲话纪念广场上的这句话，已深深刻在驻延

官兵的心里。

从延安市区出发，驱车 80 多公里，翻过一

道道蜿蜒的山脊，记者来到驻守在南泥湾腹

地的武警延安支队执勤一中队营区。一声声

呐喊响彻山谷，官兵们正在训练。

“中队官兵扎根南泥湾，以革命先辈为榜

样，坚持把惠民生、暖民心、解民忧作为践行

拥政爱民优良传统的自觉行动。”李亚凯说，

中队扎实开展“帮建党支部”扶贫活动，以“中

队帮支部、班带党小组、党员结对子”的形式，

军地联建联学，提高村党支部带领群众致富

能力。2016 年，驻地附近突发山林大火，中队

官兵连续奋战 9 个多小时，成功扑灭大火，救

出被困群众 6 人，紧急疏散 368 人。

“老百姓有急事难事，总能看到他们。今

年 2 月，我突发脑溢血住院，部队官兵主动捐

款 ，第 一 时 间 把 6000 多 元 慰 问 金 送 到 了 医

院。”说起执勤一中队的官兵，宝塔区临镇镇

姚家坡村民孙启斌竖起大拇指，一个劲儿称

赞：扶危济困、雪中送炭，他们是人民子弟兵！

…………

巍巍宝塔山，滚滚延河水。

“一道道的那个山来呦一道道水，咱们中

央红军到陕北……千家万户哎咳哎咳呦，把

门开，快把咱亲人迎进来。”漫步在延河岸边，

女子民兵连姑娘们经常唱的这首信天游再一

次在耳边响起……

80年前，双拥运动在延安兴起；如今，一支女子民兵连在这里讲述军爱民、民拥军的故事—

宝塔山下，共谱双拥赞歌
本报记者 金正波

■强军路上R

■金台点兵R

近日，空军蓝天文艺轻骑队围绕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走边关、下基层、到一

线，用丰富多彩的文艺形式唱响强军

梦想、讴歌强军风采。在戈壁、在高

原、在海岛，歌声飘扬、掌声阵阵，军味

浓郁的文化节目如春雨般沁入官兵

心田。

习主席强调，“要打造强军文化，

巩固部队思想文化阵地，坚定官兵革

命意志、升华官兵思想境界、纯洁官兵

道德情操”。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

也是军队发展之基。实现党在新时代

的强军目标，需要努力打造与之相称

的强军文化，全面提振官兵精气神，为

推进强军事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文

化支撑和强大精神动力。

优秀的强军文化，发挥着激励人、

鼓舞人、教育人、引导人的作用，是一

代代官兵成长成才的精神养分。党的

二 十 大 报 告 提 出“ 繁 荣 发 展 强 军 文

化”，吹响了以强军文化培育“四有”新

时代革命军人的号角。

红色是强军文化最鲜亮的底色。

强军文化着眼于人、作用于人，必须紧

紧扭住官兵这个主体，强化文化建设

的政治属性，保持文化建设的正确方

向。要把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强军思想铸

魂育人作为根本任务，充分发挥以文

铸魂、以文化人的功能，用优秀的作品

鼓舞人、先进的事迹感召人、高尚的精

神塑造人，让官兵在文化熏陶中传承

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这些年来，

空 军 推 出 话 剧《红 鹰》、微 电 影《志·
愿》，组织抢救性修复具有历史意义的

红色地标等等，在坚持政治引领、厚植

文化底蕴方面做出了有益探索。

在当前空军部队加紧备战、加快

转型、加力奋飞的关键阶段，要更加注重将文化建设的触

角向备战一线延伸，向火热的练兵场拓展，在为兵服务、

向战而行中彰显风貌。空军近年来推出《亮剑长空》《角

逐超高空》等一系列战味鲜明的文艺作品，通过讲好英雄

故事、奏响催征战鼓，助力备战打仗，激发广大官兵战斗

精神。

空军近年来抓文化建设的实践充分证明，从官兵中

来、到官兵中去既是强军文化的使命所系，更是繁荣发展

强军文化的重要方式。空军组织文艺轻骑队一路走来，深

切感受到兵写兵的节目官兵最喜爱，兵演兵的形式部队最

欢迎；直观感受到基层蕴含着无穷的灵感、滋长着丰富的

素材。推动强军文化建设，就要让文化贴近基层、走近官

兵。新时代的军队文艺工作者要发扬优良传统，做到一个

背包扎起全部“身家”，一声“集合”火速出发，乐于与基层

官兵同吃同住同备战，在基层汲取营养，创作出更多讴歌

时代、礼赞强军的精品力作。

（作者单位：大连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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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国防科技大学优秀毕业校友报告会现场，毕

业校友林裕昌受邀为大四学员们作报告，分享自己在部

队建功立业的经历与感悟。

林裕昌 2019 年从国防科大毕业，不到 4 年的时间里，

长期带队在备战一线执行任务，因出色完成重大任务，获

得全军一等成果奖、连续两次荣立个人二等功。

从普通军校学员到优秀中尉参谋，林裕昌踏着改

革强军的时代鼓点一路成长。他的青春履历，是国防

科 大 人 才 培 养 供 给 侧 精 准 对 接 未 来 战 场 需 求 侧 的 生

动映照。

紧紧扭住为战育人这一关键，国防科大以“培养通晓

战争的科技专家和掌握科技的军事专家”为目标导向，建

打仗学科专业、教打仗急需内容、学打仗管用本领。

在电子对抗学院某团队教研室，教授王海正从部队

收集来的需求清单中凝练研究课题。王海从教以来，常

常行走在边防侦察点位，破解备战过程中的难题，并将演

训一线的成果、部队装备的底数信息融入课堂，使教学更

加贴近实战需要、部队需求。

“追着硝烟”搞教研，“闻着战味”育人才。ATR 重点

实验室科研人员深入陆军某部，就智能巡飞弹通用化平

台项目的任务需求和应用模式展开调研；信息通信学院

某教研团队派出百余人次赴一线部队、科研院所等地了

解备战需求、开展技术交流；学校联合部队成立专家组滚

动推进课程教材建设大会战……

教学成果怎么样，实践任务来检验。前不久，陆军某

训练场，一场实战化演练拉开战幕。与以往不同，此次演

练的中军帐中多了新面孔——国防科大无人作战系统创

新团队成员。

演练现场，团队成员指导官兵操作某型智能化作战

单元。指挥大厅内，无人机实时传回的数据信息汇聚“云

端”，战场态势图一目了然。

翻开新年度服务部队的计划表，团队成员的日程安

排得满满当当：从练兵实践中发掘科研课题，邀请部队官

兵联合攻关，将实验室里取得的最新科研成果应用到演

兵场上，在炮火硝烟中接受检验。

团队负责人表示，释放无人作战系统科技效能，不

仅需要实验室里的“头脑风暴”，更需要演兵场上的“沙

场风暴”。

如今，国防科技大学校园处处洋溢着昂扬奋斗的气

息，涌动着岗位建功的热潮。一批批意气风发的青年学

员怀着强军之志，走进课堂、走入实验室，带着打赢本领

从这里走向战场。

国防科技大学——

向战而行育人才
张照星 方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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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女 子 民 兵女 子 民 兵

连听老复员军人讲述连听老复员军人讲述

红色历史红色历史。。

图图②②：：女子女子民 兵民 兵

连 赴 延 安 八 一 敬 老连 赴 延 安 八 一 敬 老

院慰问老战士院慰问老战士。。

图图③③：：女 子 民 兵女 子 民 兵

连在延安革命纪念馆连在延安革命纪念馆

讲解延安双拥运动讲解延安双拥运动。。

以 上 图 片 均 为以 上 图 片 均 为

钟钟超超摄摄

图图④④：：陕西省延安革命纪念馆外景陕西省延安革命纪念馆外景。。

延安革命纪念馆延安革命纪念馆供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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