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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各地不断以生动实践拓展
红色文化的传播渠道，在加强红色遗址、
革命文物保护的同时，多措并举推进红
色文化阵地建设，精心打造双拥主题公
园即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漫步在双拥主题公园，人们在沉
浸式体验中潜移默化陶冶爱国主义情
怀。在采访中，记者深有感触。此外，记
者了解到，双拥主题公园涵盖丰富的
红色记忆，不仅以革命先烈、英模事
迹、双拥模范、功臣为主要内容，还包
括烈士陵园、纪念馆等红色基因库，是
红色文化传播的集大成者。

建设双拥主题公园意义深远，既
是 新 时 代 军 政 军 民 团 结 的“ 重 要 窗
口”，更是市民、干部职工、青少年学生
接受国防教育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
重要基地。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传播红色文

化的路径之一，这类红色地标式景观
的传播效能在互联网语境下被赋予了
更多期待。为此，主管单位在唤醒红色
记忆的过程中，应综合考虑历史、当下
和未来多个层面，认真分析人物、故
事、精神、传承等多重内涵，发掘专属

于地方红色记忆的独特魅力，切实让
红色文化成为可持续开发的内容富
矿。在做好线下功课的同时，结合当前
数字化的发展浪潮，积极谋划、开通线
上参观渠道，最大化发挥双拥主题公
园的教育意义。

我们期待，每一处被唤醒的红色
地标，在保留质朴情怀的同时，能创新
管理运营机制，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
段和传播途径，为红色文化教育提供
更广阔的视野和平台，进一步提升其
效能和影响力，让那些当地人耳熟能
详的红色故事薪火不息，代代相传。

最大化发挥双拥主题公园的教育意义
□本报记者 何祖谋

步入福州梅峰山地公园，迎面而来是
一座全天候开放的“双拥国防教育”主题
园。在园区，“双拥雕塑”、八闽开国将军印
鉴墙、“八一七”纪念园等展区，生动再现了
人民军队解放与建设福州的光辉历程。

建成开放以来，无论是驻榕部队新兵下
连、老兵退伍，还是机关单位开展党日活动，往
往会来到这里，回顾峥嵘岁月，赓续红色血脉。

像这样的“双拥园”全省共有 77 座，各
具特色。“近年来，各地因地制宜依托绿地、
凉亭等园林景观，或革命陈列馆、纪念馆，或
革命烈士陵园，按照大体量、多模块、高扩展
的思路建设双拥主题公园，打造百姓喜闻乐
见的双拥工作新地标，让群众在休闲的同
时，潜移默化地接受双拥和国防教育熏陶，
最大限度地激发八闽儿女爱国强军的热
情。”省双拥办专职副主任熊大勇介绍。

在“八一”建军节前后，记者选择位于
东山、晋江、龙海等地的三个双拥主题公园
进行走访，从一个个感人的“双拥”故事中，
感受浓浓的军民鱼水情深。

鱼水深情 薪火相传

仲夏时节，东山县双拥主题公园林木
葱茏、绿意正浓，丛林中火苗一般簇红的五
角星在天地之间愈发夺目。

东山县双拥主题公园又名虎山公园，
是 1953 年东山岛保卫战的一处阵地旧址。
70 年前的 7 月 16 日，东山保卫战打响，经
过 36小时激战，取得最终胜利。

“这里见证了当年东山岛军民同心协力
战斗的红色历史。”陪同记者采访的东山县
退役军人事务局干部朱胜东介绍说。2021
年，东山县以保护开发革命旧址为契机，对
公园进行改造提升，让其焕发新生机。

站在东山县双拥主题公园最高点，中心城
区广厦高楼尽收眼底，足见其地理位置之重要。

在公园地面上，清晰呈现描述东山岛
保卫战惊心动魄战斗的文字；在步道中间，
以铭刻主题句的形式把战斗过程的时间节
点、党的领导、军事指挥、支前双拥运动以
及胜利果实一一展示……“我们在公园建
设中通过多种方式普及双拥知识、宣传国
防教育，使广大市民在休闲娱乐中与历史
对话、与英雄交流。”东山县退役军人事务
局局长许世齐说。

在展馆里，记者看到东山保卫战支前
模范一等功臣方雪华的故事。今年 88 岁的
方奶奶身体依然硬朗，见到记者来访她很
高兴，回忆起自己 16 岁时帮助藏护解放军
战士的故事。

“人家恐吓你打你关你，你不害怕吗？”
回答问题时，方雪华从容地说：“刚开始会
害怕，但想到有解放军在身边，心里就很踏
实，就不会再害怕了！”

在东山岛保卫战中，还涌现出许多像
方雪华一样的支前模范。“一把菜刀夺机
枪”“海防战士的妈妈”“为解放军带路的农
民向导”“解除敌兵武装的儿童英雄”等故
事在人民群众中广为传颂。

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

期，东山军民始终勠力同心，用实际行动，
诠释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军民鱼水之
情愈加深厚。

在东山岛近海处，记者见到了拥军楷模
陈安顺和他的儿子陈勇军。年过七旬的陈安
顺是一名退伍军人，曾被评为福建省“爱国拥
军模范”。驻地部队指战员正在海上游泳训
练，他们驾驶着小船游弋在四周，时而挡住远
处飞驰来的渔船，时而靠近搏浪的人群。

“看到部队在这里海训，父亲就主动为
部队训练提供力所能及的保障，也带着我一
起干，这件事一干就是20多年。”陈勇军说。

陈安顺将家中的两条渔船用于部队海
上训练保障，不计报酬、坚持不懈，只要部队
需要，随叫随到。当年有 6 名战士在海上训
练中遇险，是陈安顺父子俩冒着大风浪在雾
海中苦寻一天，最终把这些战士抢救回来。
战士们亲切地称那艘渔船为“父子拥军船”。

“父子拥军船”的佳话传开后，东山县
广大群众纷纷加入拥军队伍。东山县澳角
村个体户老郭新建一幢三层楼房，准备给
儿子作婚房，他听说部队要来驻训，便找县
领导要求部队一定要住进他家的新房，费
用分文不收；铜钵村年逾八旬的老奶奶谢
清香，每天给住在她家的战士们煮鸡蛋；每
年部队到当地驻训，群众像迎接远归的亲
人一样，敲锣打鼓欢迎子弟兵，纷纷腾出最
好的房子把官兵请到家里……

在东山，“双拥”不是一个人的情怀，而
是一群人的情怀、一片热土的情怀。

优良传统 历久弥新

记者参访围头村当天，虽然飘着雨，但
来参观的游客依然络绎不绝。

鳞次栉比的红砖古厝建筑，狭长结实
的防炮洞，弹痕累累的番仔楼……围头村
双拥公园，又称“八·二三”战地公园，就建
在“八·二三”炮战遗址上。如今走进围头
村，清晰可见“八·二三”炮战时的炮位、战
壕，一下将参访者的思绪拉回那段军民并
肩战斗保家卫国的烽火岁月。

闻名于世的“八·二三”炮战，围头村战
地临时党支部发挥战斗堡垒作用，300多位
党员和民兵踊跃报名，支前参战，涌现出海
军英雄“烈火金刚”安业民烈士和民兵英模

“战地小老虎”洪建财等一批英雄人物，“英
雄的围头”也因此名闻遐迩。

紧挨着围头村双拥公园的是毓秀楼，这
是一栋富有东南亚建筑风格的菲律宾番仔
楼，曾是“八·二三”炮战时我海军炮连的指挥
部，至今仍保留着弹洞与残窗，足可见炮战的
惨烈。目前，毓秀楼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我们正在考虑以VR技术再现当年炮
战场景，让人们以沉浸式的体验铭记战争，
珍惜当下的和平。”围头村党委书记、村委会
主任洪水平说，下一步将进一步挖掘好毓秀
楼红色底蕴，争取立项把毓秀楼纳入围头村
双拥公园范畴，让园区更有特色。

“建好围头村双拥公园意义深远，参观
中人们得以走进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时
光，知道美好生活来之不易，学会珍惜和

平。”洪水平说，围头村具有悠久的双拥光
荣传统，战争年代形成的“军爱民、民拥军，
军民鱼水一家亲”的优良传统，也在新时期
不断得到巩固、创新和发展。

7 月上旬，围头村第 55 个“双拥主题
日”。7月 7日一大早，驻地指战员们便扛上
大米、提上食用油等生活物资，带上扫帚等
劳动工具，来到围头幸福院看望、慰问老人
们。接着，他们有的扫地，有的擦玻璃，里里
外外打扫得窗明几净，为老人们“过年过
节”营造了温馨的氛围。最后，指战员还为
老人们带来《中国海军陆战队之歌》等大合
唱，增进了军民鱼水情谊。

自 2019 年开始，围头村确定每月第一
个星期五为“双拥主题日”，成为新时期围
头村“军民鱼水情”不断深化的生动实践。
每当“双拥主题日”到来这一天，围头幸福
院就会欢声笑语一片，呈现“军民一家亲”
的温馨一幕。

在晋江市驻军某部大院，记者参观了由
晋江市双拥办、市妇联联合市女企业家联谊
会创办的一所特别的学校——“军营儿童之
家四点钟学校”。在这里，每天下午四点半，
社工辅导员都会准时为放学的军娃们开展
课后作业、手工制作、书法美术辅导等服务，
让军人在后方有一个安心的港湾。

同时，学校还开设了“学习乐园”、“课后
四点班”、“儿童乐园”专项成长营、“童心大本
营”周末工作坊等，并在寒暑假期间开展夏

（冬）令营。自创办以来，学校已服务军娃及
其家庭2600多人次，开展各类活动120多场
次，获得军人军属的连连点赞。

“部队之事无小事，细微之处见真情”，
从围头到晋江全市，致富不忘国防，发展不
忘拥军。近年来，晋江市获得全国双拥模范
城“七连冠”、省级双拥模范城“十连冠”等
一批“叫得响、过得硬”的双拥品牌。

盘活资源 打造阵地

远远望去，位于龙海区海澄镇古月港
临江逵海处，“月港双拥公园”几个描红大
字，在阳光下更显夺目。

进入烈士陵园，庄严肃穆，幽静雅致，
“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矗立，直指云天。不
远处，一组厦鼓战役渡海作战立雕呈现在
眼前，展现了龙海船工渡海作战的风采，其
中手持竹竿奋力撑船的是张水锦烈士。

1949 年，在厦鼓战役中，龙海渔村出
动渔船 157 艘、船工 128 名，运送解放军渡
海作战，在海战中共有 27 名渔民船工壮烈
牺牲，特等功臣张水锦烈士一家五口同时
捐躯，这是 74 年前龙海渔民支前参与解放
厦门做出的壮举。

74 年过去了，勤奋朴实、坚韧不拔、敢
为人先的龙海人民没有忘记历史，继续将
支前拥军的革命传统发扬光大，一如既往
地支持驻军部队建设，做到军地共赢，在军
民共建中实现融合式发展，在新时期演绎
了一个个动人故事。

“拥军，要少算经济账，多算强军账。没
有人民子弟兵，哪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龙海区双第华侨农场鹭凯庄园负责人张翔
鸿斩钉截铁地说道，支持部队训练我们义不
容辞。今年 5月 31日，鹭凯庄园与驻闽某部
签署《关于场地使用的军地共建协议》，鹭凯
庄园无偿为部队提供训练场地，这一举措不
仅满足了部队训练需求，也充分体现了企业
拥军情怀和责任担当。

“在工作和生活中，政府和学校领导、同
事给了我很多的关怀和支持，让我在这里找
到了归属感，作为一名军属我感到非常自
豪。”军嫂吕晓燕告诉记者。为解决驻军军嫂
住宿问题，龙海程溪中学专门建设一座军嫂
楼，截至目前已接收安置 36名军嫂教师，成
为龙海双拥工作的一张亮丽名片。

立功送喜报，尊崇暖人心。今年 3月 31
日，龙海区捷报频传，喜讯连连。龙海区退役
军人事务局联合浮宫镇、白水镇、榜山镇、程
溪镇及东泗乡武装部和退役军人服务站为
在部队荣立三等功的郭勇川、陈国川、郑建
清、吴文旭、苏振军等 5 名现役军人家属送
去立功喜报，将党和政府的关心送到家。

一路上，鞭炮礼花、敲锣打鼓的热闹景象
迎来了许多群众围观。“能获此殊荣，这不仅
仅是个人的荣誉。也是全村、全镇、全区的荣
誉。”在郭勇川家中，区退役军人局有关负责
人为其父母佩戴绶带，送上喜报和慰问金，感
谢他们培养了优秀的人才，支持部队建设。

立功喜报，既是个人荣耀也是家族荣
誉，对军人军属来说，每一张喜报背后都彰
显着军人的无私奉献和忠诚担当。喜报不
仅要送进门，还要送进军人军属的心，不仅
要让军人的奉献得到社会认同，也要让军
属共享尊崇荣光。

“我每次路过，都会来这里转转，收获
特别多，不仅了解了‘双拥’的内涵，而且进
行了一次次红色文化洗礼。”退休干部郑先
生说，不管时代如何变迁，先烈们舍生忘
死、前赴后继，为人民谋幸福的高尚品德应
该得到高度颂扬，他们的英勇无畏和无私
奉献的精神万古长青。

作为福建省革命老区县，龙海区具有拥
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2020年，该区
投资 6700万元对革命烈士陵园进行提升改
造，建成月港双拥公园。在园里，革命历史陈
列馆、革命历史纪念墙、支前船工雕塑的落
成，进一步营造尊崇英烈的浓厚氛围。

当前，各地双拥公园建成开放后，因其
独特的红色底蕴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参
观，也成为人们接受国防教育、弘扬红色文
化的热门“打卡地”。

如何科学地管理运营，更好地扩大影响
力，充分发挥、提升其教育效能？有关人士认为，
要以强化双拥公园运营为牵引，着力盘活军地
各方资源优势，创新运用网络和现代传媒载
体，科学统筹、多维发展、系统建设，公园主管方
要主动作为，定期开展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干
部党性教育、市民国防教育、退役军人活动、工
会文化活动、社会企业团建，以及部队新兵入
列仪式等线上线下活动，多形式将双拥公园打
造成一个党史军史融合教育学习活动阵地，通
过看展览、听故事、做体验等形式，让红色文化
和红色精神融入现代社会和群众生活中。

东山县双拥主题公园丛林中火苗一般簇红的五角星

今年 88岁的方雪华是东山保卫战支前模范一等功臣。

弹痕累累的毓秀楼

围头村双拥公园里有一处掩体，连接一段地道。

月港双拥公园以立雕形式展现月港双拥公园以立雕形式展现
龙海船工渡海作战的风采龙海船工渡海作战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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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思想学思想 强党性强党性 重实践重实践 建新功建新功
——党报记者八闽调研行党报记者八闽调研行

核心
提示

闽山苍苍，闽水泱泱。30多年来，福建广大军民始终牢记殷切嘱托，在忠诚践行使命宗旨中接续
奋斗、砥砺前行。如今，“爱我人民爱我军”的光荣传统，已深深扎根八闽大地，时时处处可见军民鱼水
情深的动人场景，不断焕发强大生机活力。

为进一步营造“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浓厚氛围，《福建省“十四五”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规划》强调要
注重发展双拥文化，要求我省全国双拥模范城（县）至少建设1个双拥公园、双拥广场、双拥文化长廊。近
年来，我省精心打造77座双拥（主题）公园，融入国防教育、双拥主题等红色文化元素，以全新的角度展示
双拥文化底蕴。在“八一”建军节前后，记者走访一些双拥公园，感受崇军拥军氛围，领略浓浓鱼水情。

““八一八一””前夕前夕，，驻福州武警某部官兵走进福州驻福州武警某部官兵走进福州““双拥国双拥国
防教育防教育””主题园主题园，，接受接受““爱我人民爱我军爱我人民爱我军””的光荣传统教育的光荣传统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