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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廉颖婷

　　在一起部队与某通信公司排除妨害纠纷案

件中，人民法院立足净空区超高基杆塔整治，聚

焦解决影响军航安全的突出问题，深入、有效地

开展工作，促使问题一体化解决。

  该案中，某机场系军民合用机场、空军永

备机场。随着机场所在地经济社会发展，该机

场附近建（构）筑物不断增多。经评估，100多

个超高建（构）筑物影响军航安全。某县政府

会商某战区空军保障部门，形成机场净空区

整改方案。该方案落实过程中，某通信公司所

属机场净空区超高基杆塔问题一直未整改到

位。某通信公司被诉至法院，要求立即停止侵

害行为，整改超高建（构）筑物，排除妨害，消

除危险。

　　本案审理过程中，人民法院深入了解案

情和原因。为及时高效化解纠纷，实质性解决

问题，切实保障军航安全，人民法院组织军地

相关单位多次就该机场净空问题、整改措施

推进等事项进行协调，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

最佳途径。

　　经过人民法院和其他相关单位协同开展工

作，某通信公司主动承诺按照军事设施保护相

关规定整改。随后，某通信公司等共投入600余

万元对机场净空区域内影响飞行安全的超高建

（构）筑物予以彻底整改。整改完毕并通过验收

后，人民法院还协同当地政府修改完善关于军

用机场净空保护的政策文件。

　　良好的净空环境是军用机场安全运行的

基础，加强军用机场净空保护，对保障军航安

全具有重要意义。人民法院以此案为切口，协

同当地政府修改完善军用机场净空保护相关

文件，体现了持续服务保障国防建设的司法

担当。

　　本报讯 记者廉颖婷 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正

式公布第七批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名单，新增包括北

京“三一八”烈士公墓等71处设施。至此，我国国家级烈

士纪念设施达348处，覆盖全国各省（区、市），这些设施

纪念意义重大，基础设施完备、规划特色鲜明，在教育

功能发挥方面更为突出。

　　据了解，烈士纪念设施实行分级保护管理，目前全

国共有县级及以上烈士纪念设施4400余处，每年接待

各界群众祭扫瞻仰1.5亿多人次，成为弘扬英烈精神、

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培育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重要阵地。

　　此次获批的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涵盖辛亥革命、

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社

会主义建设等不同历史阶段，既有红军长征湘江战役

纪念园、黑山阻击战烈士陵园(黑山阻击战纪念馆)等

反映重大战役战斗的遗址，也有王尽美烈士纪念馆、叶

挺纪念馆等纪念著名英烈人物的场所，进一步织密了

全国红色教育网络。

　　烈士纪念设施是党和国家的红色基因库，第七批

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的公布，不仅是对英烈的深切缅

怀，更是对红色文化的赓续传承。退役军人事务部要

求，各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

理好、运用好红色资源，挖掘英烈事迹，提升展陈水平，

讲好英烈故事，进一步发挥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宣教

示范引领作用，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等重大活动营造崇尚英雄、缅怀

先烈、争做先锋的浓厚氛围。

　　本报讯 通讯员王友松 “家中的涉法维权问题

得到妥善解决，我可以全身心投入训练了。”近日，贵池

籍现役军人刘某打电话到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法律援

助服务站表示感谢。

　　今年以来，池州市贵池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更新了

在外军人“数据库”，做到人员一口清；联合池州市贵池

区司法局、贵池区法律援助服务站，利用新兵入伍、官

兵休假、退役返乡等时机发放法治拥军卡，标记电话、

微信、邮箱，做到时时通，依法维权事项一目了然。同

时，贵池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结合“送法进军营”活动，通

过法治授课、维权答疑、以案宣讲，让军人军属提高依

法维权意识和能力。

　　有了法治拥军卡，一经确认身份并审核事实，军人

军属维权事件即做到当日申请、当即审批、当天指派，

安排一对一法律援助、键对键答疑解惑，全程跟踪问

效、及时解决反馈。5年来，贵池籍在外官兵军属和驻地

官兵维权案件件件有答复、事事有落实。

□ 本报记者   廉颖婷

□ 本报通讯员 周姗元 郭芳万

　　在第62个学雷锋纪念日到来之际，武警福建总

队三明支队组织官兵深入学校、社区和老兵家中，

开展“雷锋精神代代传”主题活动。橄榄绿身影穿梭

在驻地大街小巷，用实际行动诠释新时代军民鱼水

深情。

红歌嘹亮 雷锋精神薪火传

　　“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在三

明市泰宁县实验小学课堂上，某中队副中队长严道

浚带领雷锋小分队与50余名师生共唱《学习雷锋好

榜样》。

　　“大家知道雷锋叔叔是怎样节约每一颗螺丝钉

的吗？”严道浚站在孩子们中间，用“钉子的挤劲和

钻劲”作引，讲述雷锋补袜子、修汽车的故事。当讲

到雷锋冒雨护送大娘回家时，四年级学生肖芸禾激

动地举手说：“我爸爸曾经也是一名军人，我从小在

军营长大，长大后我也要像雷锋叔叔那样，把温暖

送给需要帮助的人！”

　　活动中，武警三明支队创新开展的“五个一”教

育实践——— 共唱一首红歌、讲述一组故事、赠送一

本画册、组织一次劳动、开展一堂国防课，让雷锋形

象从课本走向现实。官兵们精心制作《雷锋日记》漫

画读本，用童趣笔触展现“出差一千里，好事一火

车”的经典场景，深受孩子们喜爱。

勋章闪耀 红色基因永赓续

　　活动期间，雷锋小分队走进驻地抗美援朝老兵

张正明家中，官兵们向99岁老英雄致以崇高的军

礼。随后，大家帮老人整理房间、擦拭家具，还帮忙

检修家里电路。经过一番打理，老人的房间窗明

几净。

　　官兵们围坐在老英雄身前，聆听那段枪林弹雨

的抗战岁月，每一个细节都扣人心弦。

　　“帮老英雄擦拭军功章时，仿佛触摸到历史

的温度。”警士熊柏洋感慨道，“听老英雄讲述抗

美援朝峥嵘岁月，让我对军人使命有了更深理

解。能把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这样的青春特别

有意义。”

　　近年来，武警三明支队将“寻访百名老兵”作为

必修课，建立“1+1”结对机制，每月上门开展医疗巡

诊、需求响应式服务。

军民携手 服务送到心坎上

　　活动中，雷锋小分队联合驻地城乡建设和交通

运输局巾帼志愿服务队走进社区，清扫街道、规范

停车区，开展垃圾分类知识科普活动。官兵们和志

愿者带着自制环保手工艺品刚一摆开，便吸引居民

围成一圈。

　　“没想到当兵的小伙子讲解环保知识不仅专

业，而且手还很巧。”社区居民李阿姨说。上等兵赵

士顺带着工具上门，帮李阿姨把积攒的纸箱现场改

造成多功能储物架。

　　“这不是简单的义务劳动。”三明市泰宁县水西

社区书记邓英艳指着焕然一新的文化墙说，“官兵

们在活动前期走访收集了23条民生建议，连窨井盖

防滑处理这些细节都考虑到了。”

　　主题活动延伸出的“微心愿认领”平台更显温

情——— 孤寡老人需要收音机、留守儿童想要课外

书……158个心愿3天内全部被官兵点亮。

　　“在此次学雷锋活动中，官兵们把自己所能与

人民群众所需紧密结合起来，以身作则树立人民军

队爱人民的良好形象。服务人民没有完成时，只有

进行时。”武警三明支队政治工作处主任黄志明说。

目前，他们正探索建立学雷锋常态化服务矩阵：在3

个区县设立军人服务站试行点，开通24小时应急热

线；组建法律、医疗及综合服务3支服务队，定期开

展“军营开放日”等活动。

　　从节日式慰问到常态化服务，武警三明支队正

不断探索和深化新时代学雷锋精神内涵。在这一过

程中，他们深刻认识到，构建服务矩阵并非简单的

堆砌，而是需要将军队专业优势与群众迫切需求精

准耦合，让雷锋精神在机制创新中不断焕发新的生

机与活力。

　　从校园到社区，从耄耋老兵到垂髫孩童，武警

三明支队官兵用传承点亮初心，用行动践行誓言。

正如战士们在《学雷锋实践活动手册》扉页写下的

承诺：“要做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紧紧铆在为人民服

务的岗位上。”

武警三明支队

开展“雷锋精神代代传”主题活动

□ 本报记者   廉颖婷

□ 本报通讯员 黄升辉 杨捷

　　近日，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官兵与驻地

道德模范、劳动模范、退役军人代表携手走

进军港，开展“新时代军地英模共话雷锋精

神”交流活动，一同重温雷锋故事、传承雷锋

精神。

　　步入该支队“雷锋人生哲学教育室”，一座

微缩雷锋雕像格外醒目。这里不仅有雷锋的奋

斗故事、文稿原件和历史资料，而且记录着支

队官兵30多年来坚持学习雷锋人生哲学感悟

和“学雷锋，当雷锋”的感人故事。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支队始终坚持将

学雷锋升华为人生哲学教育，让雷锋精神融入

官兵血脉……”战士讲解员于泓迪说，现在，这

些观念已经深入兵心。

　　“无论重大任务还是日常生活，官兵们坚

持发扬雷锋精神，全心全力投入部队各项建

设，圆满完成各类演习演训、亚丁湾护航、海外

撤侨等重大任务。”于泓迪说。

　　“一代代海军官兵扎根海疆、献身海防，才

有了我们强大的海防。”看着眼前一些泛黄的

官兵手记，广东省湛江市最美退役军人、广东

海洋大学教师朱剑感慨地说。活动间隙，他还

找到该支队宣传干事，筹划带学生来军港学习

感悟雷锋精神。

　　穿过军史长廊，沿着十里军港一路向前，

各型战舰长缨列阵，气势磅礴。军地代表登上

湛江舰，近距离感受现代化战舰的威严。

　　“我们是航母的带刀侍卫，装备有人民海

军最先进的武器，敌人在哪里，我们的武器就

能打到哪里。”主炮前，湛江舰某部门长方小军

自信地讲解，大家纷纷与战舰合影。

  “这是我第一次登上祖国的军舰。”湛江市

最美退役军人李浪平说，“有强大的祖国做后

盾，我们更要干好本职工作，为祖国建设添砖

加瓦。”

　　“我只会做一件事，就是修机器。”湛江舰

会议室里，“我心中的雷锋”交流会火热进行，

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湛江港维修工

人黄志科发言时说。从业20多年，他始终扎根

在一线维修岗位。凭着一股子钻劲儿、拼劲儿，

他从一名普通工人成长为技术大拿，在平凡岗

位上创造出非凡成绩。

　　交流活动现场，一级军士长李宝富走上台

前讲述转岗新型舰艇的经历。这名曾在第一代

湛江舰服役的老兵，现在是“新湛江舰”上资历

最老的“兵王”。他说，要做一颗铆在战位、铆在

南海的螺丝钉，守护好祖国南大门。

落实净空保护
保障军航安全

我国第七批国家级
烈士纪念设施公布

池州贵池区法治拥军卡

保障军人军属合法权益

关注第62个学雷锋纪念日

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

军地英模共话雷锋精神

　　3月1日，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紫蓬镇武装部与紫蓬镇中心学校联合，开展“大手牵小手一起学

雷锋”活动。学生们通过聆听雷锋故事、学唱雷锋歌曲、参与志愿者服务等方式，传承雷锋精神，赓续

红色血脉。

　　图为肥西县紫蓬镇民兵向学生讲述雷锋故事。 　　本报通讯员 徐伟 摄  

大手牵小手一起学雷锋

典型案例

聚焦全国两会

□ 本报记者   廉颖婷

□ 本报通讯员 郭冬明 王勇

　　“实现我军建设‘十四五’规划圆满

收官，对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

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都具有重要意义。”3月7

日下午，习主席在出席十四届全国人大

三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

会议时发表重要讲话，在江西省军区引

起强烈反响。广大官兵和民兵以各种形

式展开学习讨论，大家一致表示，完成我

军建设“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离不开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体系支撑。江西省

军区要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用好地

方优势力量和资源，提高我军建设质量

和效益。

　　“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认真学习

领会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江西省军区某

局干事赵钰僮说，他们将充分发挥省军区

系统面向三军、协调军地的职能优势，坚持

军事需求为牵引，搞好与地方建设领域的

布局统筹、项目统筹、资源统筹和实施统

筹，加快推动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能源、

航空、医药等产业通用资源转化为助战实

力，实现新质生产力与新质战斗力双向拉

动、高效融合。

　　国防动员因战而生、为战而备。“随着

新质生产力与新质战斗力耦合越来越紧，

国防经济和社会经济、军用技术和民用技

术的融合度越来越深。”江西省军区某局参

谋胡佳民说，近年来，他们着力健全先进技

术敏捷响应和快速转化机制，注重向科技

要战斗力，加大向无人机、测绘导航、气象

水文等新兴领域民兵编兵力度，推动新质

生产力向新质战斗力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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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廉颖婷

□ 本报通讯员 白  皛

　　“青海省地处三江源头，如何通过文艺宣讲方式深入高原

牧区开展国防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青海省军区

多年来一直探索研究的课题。”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谈及做好

高原牧区国防教育工作，全国人大代表、青海省军区某室主任

张发菊说。

　　“去年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国防教育是增强民族凝聚

力、提高全民素质的重要途径。”张发菊说，青海省军区藏汉双语

宣传文化小分队成立12年来，发挥政治强、语言通、分布广、情况

熟的优势，上高原、到牧区、走村社、进校园、入寺院，累计开展宣

讲660余场次。

　　在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市木合沙村，小分队队员、女兵才仁

永尕以一曲《再唱山歌给党听》迅速拉近与村民的距离。小分队通

过“联系一处变化、解释一种现象、明白一个道理”的宣讲模式，引

导群众从生活变迁中增强“五个认同”。

　　张发菊介绍，青海省军区注重挖掘本土红色资源，将西路

军血沃祁连、“两弹一星”研制历程等红色故事融入文艺创作。

舞蹈剧《点亮光明梦》讲述军地援建、为藏族群众治疗白内障

的温情故事，这些作品在牧区演出时引发强烈共鸣。格尔木市

新村逸夫小学是邱少云生前所在部队援建的小学，该校通过

“少云道德讲堂”、国防教育长廊等载体，将英模精神融入校园

文化。

　　谈及如何运用新平台、新技术开展国防教育，张发菊表示，青

海省军区积极拓展线上渠道，通过“老高原”微信公众号编发稿

件，并结合短视频等形式扩大覆盖面。青海省人民武装学校开设

国防教育展厅，利用3D线上展厅、VR模拟射击等数字化手段，打

造“线上+线下”同步参观模式，增强国防教育吸引力。近3年来，全

省应征青年报名数超征集指标8倍，1800余名新兵志愿到高海拔

地区当兵服役。

　　“从雪山之巅帐篷课堂到高原城镇现代剧场，从双语宣讲

到新媒体传播，青海省发挥地域特色，实现牧区群众常态化接受

国防教育，为新时代国防教育提供了生动的实践样本。”张发

菊说。

全国人大代表张发菊：

让牧区群众常态化接受国防教育

  图为工作中的张发菊。 本报通讯员 白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