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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视线·新时代双拥故事③R

5 月 的 长 春 ，莲 花 山 上 漫 山 梨 花 ，浸 香

十里。

莲花山同心村老兵郭志民一大早便守在

家门口，翘首盼望着老战友的到来。今天是几

位抗美援朝老兵时隔一年再次相聚的日子。

9 点不到，郭志民家已经开始热闹起来。

小院里，长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工作人员

带来了慰问礼包；客厅里，老兵们互相紧握着

手，有说不完的话、唠不完的嗑；厨房里，志愿

者们忙着和面、剁馅、包饺子……

这是一片红色热土。解放战争时期，这里

是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前线指挥所所在地；抗

美援朝出国作战期间，吉林作为重要后援地，长

春青年踊跃参军；进入新时代，发生在这里的一

个个拥军故事，犹如盛放的梨花，把芳香沁入老

兵的心田里。

党的十八大以来，吉林省长春市连续 10
年开展“情系驻长官兵、关爱革命功臣”拥军活

动，用心用情倾听老兵的心愿心声，积极为驻

长官兵办实事解难题，带动社会化拥军服务全

面开花，在全社会营造尊崇军人的浓厚氛围。

“你们对待老兵就像亲
人，把关怀送到了我们心
坎上”

告别的家门口，紧紧拉住的双手，说什么

也不愿意放开；走出几十米后回头，依然能看

见老人趴在窗边不舍的眼神；后视镜里，拄着

拐杖的身影渐渐缩小，直至车子转弯，再也看

不见……

这是柏合暖兵服务队队长李桂梅最常见

又最不忍心看到的画面。李桂梅是中华志愿

者协会的一名志愿者，2014 年成立了柏合暖

兵服务队，定期组织志愿者前往吉林省荣军

院看望伤残老兵。

在长期走访慰问老兵工作中，长春市退

役军人事务局的工作人员发现，全市健在的

参战老兵数量众多，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战功

赫赫，却深藏功名。

为关爱革命功臣，2020 年开始，长春市退

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吉林省慈善总会、长春柏

合暖兵服务队启动慰问高龄老兵的“暖兵行

动”，带动社会各界一同加入关心关爱退役军

人的队伍。

没想到，“暖兵行动”团队第一次前往抗

美 援 朝 老 兵 于 显 庭 的 家 ，却 差 点 吃 了 闭 门

羹。看见老人跛着脚出来开了门，李桂梅赶

忙说起来意：“我们是寻访老兵足迹的暖兵志

愿者，找到您家是想听听您的英雄故事。”

于老只是淡淡地说：“我不是什么英雄，

没啥说的。”大家轮番沟通不仅无果，于老还

下了“逐客令”：“这么远来看我，你们也累了，

就请回吧。”

见于老不愿讲起当年的故事，李桂梅转

移话题关心起老人的腿脚：“于爸爸，是不是

腿脚不舒服啊？”一边亲切叫着“于爸爸”，一

边捧起老人的腿按摩起来。于老不好意思地

说：“这是老毛病了，一到下雨天就痛。孩子，

你不嫌我老头子脚脏吗？”

李桂梅边按边说：“很多跟您一样上过朝

鲜战场的，都因为当年挨冻落下病根，你们作

出了这么多贡献，我们得感谢你们才是。”

看着一脸真诚的李桂梅，于老的眼里泛起

了泪光，终于打开了话匣子。1951 年，于显庭

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作为炮排排长，他有一本

随时记录上级指令的战地本夹子，收藏了 70
来年，上面还模糊可见“保卫和平”四个字。

临走的时候，于显庭把本夹子送给了李

桂梅，他说：“孩子，你们能来看我，陪我聊天，

给我按摩，我没啥可表示感谢的，就把这个送

给你留个纪念吧。”

在走访的过程中，有许多老兵都像于显庭

一样，他们的苦难与辉煌不常对人讲，但内心渴

望理解与陪伴。团队成员细心观察和倾听，李

桂梅把老兵们的“心愿清单”夹在这个本夹子

里：王爸爸需要助听器、郭爸爸需要常去外面晒

晒太阳、李爸爸提到了小时候的橘瓣糖……

“暖兵行动”团队在前方寻访慰问，了解到

老兵们的需要后立马传回后方，由爱心企业和

个人认领老兵心愿，前后紧密配合，帮助老兵

们一一圆梦，更给予了老兵精神上的慰藉。

在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

的引领下，“暖兵行动”用了不到 2 个月时间，

行程 4500 多公里，寻访慰问了 130 多名高龄

老兵。为了能多陪伴老兵，柏合暖兵服务队

的志愿者们在每个月的 26 日，走进老兵和军

烈属的家里，陪他们聊天、给老人剪指甲、理

发、表演节目。老兵宋恩波说：“你们对待老

兵就像亲人，把关怀送到了我们心坎上。”

每当听说团队要来看望时，许多老兵总

是早早守在家门口等候，每到告别的时刻，步

履蹒跚的老兵总是执意要送大家离开。他们

的小小心愿，团队成员用心倾听，尽心实现。

“行”“能”“没问题”，一声声响亮的回应，换来

了一句句“谢谢你们”“常来看看”“很知足了”

真挚的道谢。

长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双拥工作处处长

孙久兴说：“实践中我们感受到，开展社会化拥

军服务，既要靠党委政府和双拥部门主导，

也要靠社会各界对国防事业的热爱。”目

前，长春拥有社区志愿者服务队、巾帼

拥军服务队、爱民医疗小组等群众性

双拥服务组织 100 多个，有近 10 万

人活跃在基层双拥第一线。

“老兵不怕牺
牲，还望发挥余热”

“史老走了。”

今年年初，正在准备春节慰问

的社区工作人员收到了这条令人难

过的消息。

走在长春的大街小巷，人们常能看

到这位老兵敬礼的照片。他叫史保东，2015
年应邀参加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阅兵观礼，

已 90 岁高龄的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受阅部队

全程行军礼，被亲切地称为“敬礼老兵”。

2020年，吉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联合省委

宣传部、省军区政治工作局、省文联，共同开展

“寻访老兵足迹、讲好英雄故事、传承红色精

神”主题活动。文艺工作者们走进史老家，为

他创作画像。捧着自己的肖像画，史老难掩激

动之情：“我活了 90 多岁，还是第一次有人给

我画像，谢谢你们惦记我。”

从战火硝烟中走来，每一位参战老兵，都

是红色历史的鲜活教材。随着时间流逝，健

在的参战老兵越来越少，做好老兵历史的“抢

救”工作，是在与时间赛跑，迫在眉睫。

在莲花山，记者见到了抗美援朝老兵罗

文革。“我没什么事迹，我只是个军医，不是前

线的战士，怕是要让你们失望了。”罗老以这

样的话开头，但讲出的故事却可歌可泣。

“我们包扎的战士大多是被飞机炸伤的，

当时医疗物资特别匮乏，没有麻醉药的时候，

只能让战士自己忍着了……”回忆起战场的

故事，罗老数次哽咽，却不愿意停下来，仿佛

有说不完的话。

“老兵不怕牺牲，还望发挥余热”，在走访

中，许多老兵道出了心声。

参战老兵的亲口讲述是对红色历史有力

的支撑与补充，深藏于他们记忆中的战斗细

节，常常直抵人心、动人心魄。长春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与部队、学校、社区等联合组建红色

老兵宣讲团，为学生们讲述革命历史。在寻

访老兵的同时，开展老兵“口述历史”系列活

动，深入挖掘、记录老兵的英雄故事。

把老兵的故事记在心里，更要把老兵的

需要放在心里。长春市二道区东站街道十委

社区里老年人居多，其中优抚对象 17 人。今

年 95 岁的老兵曲广兴经常自己搬个椅子坐在

楼门口晒太阳，腿脚不方便的他，总是一点一

点把椅子挪出去，回家时再慢慢挪进楼。

十委社区党委书记林静看见后默默记在

心里，趁老人不在的时候在楼门口安装了一

个有靠背的固定休闲椅。第二天，老人看到

休闲椅高兴得合不拢嘴，还让老伴给他做了

个坐垫放上去，别提有多喜欢。

林静说，在十委社区，从社区各党组织书

记，到网格长、楼栋长、单元长，都有包保慰问

的老兵，针对年老体弱的老兵，他们还提供

“上门服务”“代跑代办”服务。

一路走来，同行者渐多，让林静备受鼓

舞。有热心居民看到林书记安装的休闲椅，

主动提出要在夏天前给曲老再安装一个遮阳

棚。依托社会组织，社区还办起了“幸福食

堂”，参战老兵可以免费就餐，退役军人享受

最低折扣。

“自 2013 年起，长春在全市范围内探索推

进社区拥军服务工作，各社区对服务对象进

行普遍走访，详实掌握拥军服务对象的基本

情况，登记在册、分类建档。”长春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副局长曲春蕾介绍，各社区还积极整

合服务资源，充分发动志愿者、利用社区卫生

服务站等服务设施，从生活照顾、急难救助等

多方面为拥军服务对象提供个性化服务。

“历史要牢记，传统要发扬”

2022 年 8 月 26 日，雨霁云开，空军航空开

放活动暨长春航空展在长春开幕。

空军航空大学“天之翼”飞行表演队飞机

低空通场，啸鸣声起，人群瞬间沸腾起来。在

如潮的观众中，抗美援朝老兵樊金良坐在轮

椅上，抬头仰望着飞过的一架架飞机，眼眶噙

着热泪，双手颤颤巍巍举起，久久不愿放下。

家人说，91 岁的樊老凌晨 4 点多起床，穿

上老式军装，胸前缀满勋章，是空军航空开放

活动的忠实观众，次次必到场。“看，这些飞

机，如今是盛世啊！”老人年事已高，难掩内心

激动，他一字一句地说，“当年志愿军空军‘空

中拼刺刀’，历史要牢记，传统要发扬！”

93313 部队钟山同志告诉记者：“为助力

传承基因，我们团作为空军航空开放活动的

具体承办地，‘红鹰’飞行表演队连续 9 次在春

城上空华美绽放，离不开驻地的大力支持。”

“长春是新中国航空事业的摇篮，是空军

飞行员的第二故乡，是雄鹰起飞的地方。”长春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双拥工作处相关负责人介

绍，为擦亮“航空城”名片，航空开放活动期间，

地方政府积极配合活动周边驱鸟工作，对 300
余家的养鸽户进行政策宣讲、定期排查、限时

管控。针对环境整治、交通管理等矛盾问题，

协调解决涉及 20 多个部门共 160 余项困难问

题，确保了 9届空军航空开放活动顺利举办。

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航校办起来靠

的不仅仅是一代代航校人的团结奋斗、艰苦创

业，更有赖于驻地老百姓对航校的大力支持、

默默奉献。”空军航空大学相关负责人说。

在空军航空大学航空馆，讲解员把那段

历史娓娓道来：老航校在战争废墟中建校，需

要解决飞机和航材问题，筹建人员发动群众

在深山里寻挖航空器材；东北零下几十摄氏

度的天气里，筹建人员就挤在老百姓家中；老

航校从吉林通化迁至黑龙江牡丹江，又转移

到东安的千里大搬迁过程中，许多物资靠老

百姓的马车运输……

几十年来，驻长官兵视人民如父母，把驻

地当成第二故乡。

漫步在北湖公园、南溪湿地公园等地，随

处可见武警吉林省总队官兵义务种植的树

木；65370 部队在各帮扶村开展巡诊工作，诊

疗 800 余人次；陆军装甲兵学院士官学校助推

二道区英俊镇胡家村特色产业发展……

人民把军人当亲人，以真心真情对待子

弟兵。

行走在长春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拥军街”

“拥军车站”，如今，长春有拥军商圈 20 多处、拥

军企业 1000 多家、拥军门店 3000 余家、拥军窗

口 5000余个……让驻军时时处处感受到深情。

军民携手并肩，北国春城的大地上正处

处涌动着军爱民、民拥军的暖流，绘就一幅幅

动人的双拥画卷。

吉林省长春市连续10年开展“情系驻长官兵、关爱革命功臣”社会化拥军活动—

长春涌动双拥暖流
本报记者 冯春梅 李卓尔

■强军路上R

■金台点兵R

近日，习近平主席复信孟加拉国

儿童阿里法·沁，鼓励她努力学习、追

求梦想，传承好中孟传统友谊。这封

回信的背后，有一个温暖的故事——

阿里法·沁 2010 年出生时，其母

因患严重心脏病遭遇难产，一度生命

垂危。当时正在孟加拉国吉大港访问

的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接到

求助，派出军医第一时间赶赴当地医

院，顶着巨大压力进行剖腹产手术，最

终母女平安。

沁与“和平方舟”的故事，是中国军

队向世界传递和平和友谊的缩影。10
多年来，“和平方舟”带着使命一次次

鸣笛起航，多次踏上战胜恶劣环境的

救援之旅、缓和双边关系的破冰之旅、

建交后首次访问的开荒之旅、巩固传

统友谊的亲睦之旅，为数十万人次提

供医疗服务。多年来，“和平方舟”每

到一国都掀起强劲的“中国潮流”，每靠

一港就播撒下和平和友谊的种子，成为

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维护人

类共同福祉的生动见证。

《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明

确，新时代中国军队的使命任务之一，

就是“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战

略支撑”。中国军队始终忠实践行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努力为建设持久

和平、普遍安全的美好世界贡献力量。

国土有界，大爱无疆，一幕幕中国

军队履行国际责任、维护和平发展的

感人瞬间令人铭刻在心：去年 1 月，汤

加海底火山突然喷发，给当地民众造

成严重灾害，中国空军两架运—20 飞

机满载物资星夜兼程，跨越赤道、跨越

国际日期变更线，将中国人民的深情

厚谊送达汤加；“我是中国海军护航编队，如需帮助，请在

16 频道呼叫我”，自中国海军首批护航编队赴亚丁湾、索

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以来，这条以汉英两种语言播发

的通告从未中断，成为确保航行安全的“平安之音”；维和

任务中，在步步惊心的扫雷场、危机四伏的巡逻路，中国

维和军人奋勇向前，用热血与生命挑起维护世界和平的

重担，为任务区民众点燃希望的灯火……

从历史的长镜头来看，中国发展是属于全人类进步

的伟大事业。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从未像今天这样全面、

深刻、长远；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广泛、

深切、聚焦。中国军队越来越多地走上世界舞台，意味着

世界多了一扇了解中国的窗口、多了一支维护和平发展

的强大力量。

铁肩担道义，执戈卫和平。中国军队为和平而来，这

源于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天

下情怀，也彰显了中国的大国担当。当今世界，和平、发

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中国军队将永远做

和平之师、正义之师、文明之师，牢记服务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初心和使命，积极履行大国军队国际责任，全面

推进新时代国际军事合作，竭力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

共安全产品，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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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在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联合作战指挥培

训班的课堂上，由空军指挥学院鲍振峰教授讲授的关于

二战经典空战——“不列颠空战”战例课程，深受学员好

评。“空军名师讲空战，解答了我自学时的诸多疑问。”学

员李修华说。

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领导介绍，为使学员快速进

入角色、进入情况、进入作业，实现课堂与战场无缝对接，

他们采取战区部队深度参与、院际交流协作等方式开展

集智攻关和审查论证，对课程结构、教学内容、教学模式、

教学条件等进行一体设计，教学内容实现大幅“变脸”，课

程更加聚焦实战，教学方法手段富有特色。

今年以来，学院重点班次运用信息系统专业教学系

统组织相关课程教学，通过最近似实战的环境培养锻造

指挥人才。

翻阅某班次指挥类课程教学实施方案，11 门课程 48
个课题明确使用系统组织教学，占比达到 65%。今年 4
月，“基于系统提出某报告建议”的想定作业，在院兵棋大

楼导演大厅画上圆满句号，近百名学员运用此系统组织

实施教学，达到了预期效果。

学院某教研室主任楚桂华，全程参与该系统研发和

教学设计。他介绍，这种模式把以往“我讲你听”单向理

论灌输式调整为“我讲你练”双向问题研究式，强调精讲

多练，使作战指挥类课程真正向精算、深算、细算转变。

与此同时，学院突出高端引领，走出一条名师带团

队、团队育人才的新路子，搭建起名师名家、中青年杰出

专家、青年英才相互衔接的“旗舰方队”，构筑起可持续发

展的“人才金字塔”。

叶林发曾是北京大学的一名国防生。本科毕业后，

成为国防大学首届“卓越后备师资”班学员。去年 7 月

底，他被分配到学院一线教研岗位某演训中心。该中心

提供的优质教研平台和环境促使他迅速成长，他很快成

为某项目组骨干成员，全程参与了相关演训活动，随后在

全军创客大赛中拿下一等奖的优异成绩。

教战融合源头活，该院一手抓教学模式改革，一手抓

学员培养模式创新，大大提升了联合作战人才培养水平

和教研能力。学院多次承办“百望论坛”，突出新域新质

等专题研讨，仅联合作战指挥和联合岗位资格两个班次，

就有 100 余名学员走上学院讲坛论坛；承担 70 余本全军

新一代战略战役教材编著，10 多项成果获得军队科学技

术进步奖。

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

教战融合助打赢
李卓尔 罗金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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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志愿者看望慰问志愿者看望慰问

抗美援朝老兵陈茂芳抗美援朝老兵陈茂芳。。

柏合暖兵服务队柏合暖兵服务队供图供图

图图②②：：小学生听老兵李小学生听老兵李

洪祥讲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洪祥讲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

故事故事。。 赵立志赵立志摄摄

图图③③：：空军航空开放活空军航空开放活

动暨长春航空展动暨长春航空展，，现场观众现场观众

观看飞行表演观看飞行表演。。

李李 勇勇摄摄（（影像中国影像中国））

版式设计版式设计：：张丹峰张丹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