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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是至高无上的品德、是民族的
灵魂。爱国情怀是人们对祖国的一种深
厚感情、是整个民族对国家的忠诚和热
爱。古往今来，多少仁人志士为国家兴亡
而奔走呼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又有多
少文人墨客因国家兴亡而豪情满怀，抒写
爱国篇章，给我们留下了不朽的古典诗歌
名作，或表达对祖国山河的热爱，或表现
对民族命运和祖国安危的担忧，或抒发自
己保家卫国和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今
天，再看这些历史人物，依然为他们所感
动，佩服与惊叹之余留给我们的是深远的
现实教育意义。

我国历史上杰出的爱国主义诗人屈
原出身贵族，有着优厚的文化素养，也有
高远的政治理想和为之奋斗的无畏精

神。他对内主张举贤任能、改革时政，对
外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强盛起来。他的
代表作《离骚》是我国古代篇幅最长的政
治抒情诗，体现了诗人忠贞不渝的爱国情
感和追求崇高理想而九死不悔的精神。
其中“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

“汤禹俨而袛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亦余
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是他爱国
的真实写照。后来，屈原遭谗言被迁放，
长期流亡，远大的抱负和强烈的爱国热忱
终抵不过现实的残酷，最后含恨自沉汨罗

江而死。如今端午节我们吃粽子、赛龙舟
就是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

作为忧国忧民的士大夫文人，苏轼与
辛弃疾的荡气回肠和情真意切，使他们成
为具有爱国忧民的中国文人的代表，他们
的思想及文学作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英雄抱负、浩然正气无一不体现在
苏辛词作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爱国
是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永远的情结，爱国
是我国五千年文明史中的一个永恒的文
学主题。今天，我们衣食无忧，祖国正以

卓越风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没有
先辈对国破家亡和民族命运的担忧，但我
们应该从这些激情满怀的文字中领略古
代文人的一身正气、豪情壮志，将民情国
事纳于眼中、铭记心中、书于笔中，为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作出贡献。

“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是屈原的爱国忧思。“人生自古谁无死”，
是文天祥的爱国豪情。“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是林则徐的爱国操
守。“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是谭嗣同的爱国义举。爱国是一种永远
无法释怀的情感、是一种至高无上的信
仰、是一种天性。诗人艾青深情地说，“为
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
地爱得深沉”。

看历史走过 感受爱国情怀
本报记者 祝琪尧

爱国是个人道德价值观
的重要体现，大家以振兴中
华为己任，促进民族团结，维

护国家统一，自觉奉献国家和社会。
新时代的爱国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重要内容，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
力量。爱国主义一直是兴国之本、强国之魂，弘扬
爱国主义就是形成一种强大的精神纽带和动力。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人民为
之长期奋斗的伟大梦想，凝聚着中华儿女的共
同夙愿，那么，想早日实现这个伟大梦想，就必
须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
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新时代的爱国精神，就是要把自己的“小我”
融入祖国的“大我”、人民的“大我”之中。离开了
祖国需要、人民利益，一切都只是孤芳自赏。尤其
对新时代中国青年来说，热爱祖国是立身之本、成
才之基。尽爱国职责，尽爱国本分，永存爱国心，
满怀爱国情，是新时代中国人应有的基本共识。

全国、全社会也应该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
育人，在广大青少年中开展深入、持久、生动的爱国
主义教育，让爱国主义精神植入他们心中。然后，练就过硬的爱国、
报国本领。增强时代责任担当能力。按照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要求，我们需要全面提高素质能力本
领，增强担当意识、担当勇气、担当精神，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
者、开拓者、奉献者。以真才实学服务人民、以创新创造贡献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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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我爱我的家，家里有爸爸
妈妈，一个个小家组成大家，就
是我们的国家。有国才有家，
祖国像妈妈，我们都爱她，一起
守护她……”宝妈李莉给 3岁大
的女儿唱着自己随口编的儿
歌。当被问到对孩子进行爱国
教育会不会太早时，她说：“谁
说几岁大的孩子不懂爱国？孩
子们每天听的歌里就有《东方
红》《七子之歌》《我爱北京天安
门》……很多儿歌都有歌颂祖
国的内容。他们看的动画片、
故事书里也有很多爱国故事。”
李莉的女儿最喜欢《神笔马良》
的笔，也知道那笔让马良成功

反抗地主老财的压迫。李莉也
问过女儿“马良没有了笔该怎
么办”？女儿说可以找红军叔
叔来帮助他。简单的故事逻
辑，一样有很多的大道理，而孩
子对祖国的热爱也正是通过家
长的教导，一点点地学会的。

孩子已经在上小学的刘亮
说：“爱国是融入生活的情感，我们
家只过传统节日，不过‘洋节’。
不是说不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圣

诞节、感恩节，而是知道这些节
日的由来就可以了。而在过传
统节日时，我们不仅是要让孩子
知道这些节日的由来、意义，更
重要的是通过全家人重视传统
节日的氛围，让孩子对祖国产生
认同感和自豪感。”对待传统节
日，刘亮家不仅做到有仪式感，
还要通过过节让孩子感受中华
文明传承、了解祖国的历史和强
大。就拿之前的端午节来说，他

们不仅让孩子知道端午节的来
历、讲述出屈原的故事，而且每
年都带孩子一起买粽叶、泡糯
米、选蜜枣、包粽子，再把粽子送
给亲人和朋友，这样传统节日对
孩子才会有着深刻、牢固的记忆
和感受。

“别以为小孩子就不懂爱
国，他们的这个年纪正是在感知
社会、了解世界的时候，有了来
自家长、老师和社会的正确引

导，孩子们才会将对祖国的热爱
根植于血脉之中。”对此，幼儿园
老师乔玲推荐了一些爱国教导
的建议：不要生硬地教导孩子，
除了学校里的教育，家长也可以
利用孩子睡前的讲故事时间，为
孩子讲讲历史，这时候是亲子间
做心灵沟通的最好时机。这些
故事可以让孩子们知道我们的
祖国曾有多少英雄人物创造过
辉煌盛世。也要讲讲落后就要
挨打的道理，现在祖国能重新强
大是一辈辈的先烈努力完成
的。想要祖国一直强大，不想再
受欺辱，就要好好学习，长大才
能报效国家。

爱国教育从娃娃抓起
本报记者 刘红娇

弘扬爱国精神 凝聚民族之魂
编者按：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构
成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生生不息的发展动力。爱国主义的基本要
求就是发自内心地维护国家的主权、统一和尊严，自觉融入到推动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当中。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坚持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本报讯（记者 闫书御琳）7月 31日，龙山区表彰
“龙山好人·最美退役军人”，旨在动员广大退役军人以
先进为榜样，坚守为民初心、担当时代使命、砥砺奋进
前行，为加快龙山振兴发展贡献力量。

据了解，首届“龙山好人·最美退役军人”评选活动
自7月初启动以来，在全区退役军人中引起强烈反响，
经过各乡（镇、街道）推荐、资格审查、组委会审定、向社
会公示等环节，共评选出10名“龙山好人·最美退役军
人”。活动中，退役军人代表刘铁彬、陈庆祥作交流发
言。活动勉励全区退役军人要充分发扬军人优良传
统，发挥从军创业的特有优势，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积
极作为，为推动新时代龙山高质量转型发展作出新的
更大的贡献。

这次“最美退役军人”以评选表彰活动为契机，进一
步挖掘、树立身边的退役军人典型，多种渠道、多种形式
宣传先进事迹，切实把宣传最美、传颂最美抓出成效，进
一步在全社会营造尊崇、关爱退役军人的浓厚氛围。

本报讯 为树立典型、鼓励先进，7月29日，东丰县
首届“东丰好人·最美退役军人”表彰评选活动，在南
山礼堂隆重举行。

此次评选活动由中共东丰县委宣传部、东丰县退
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开展。经过单位推荐、资格审查、组
委会审定、向社会公示等环节，最终评选出王凤杰、金
鑫、赵树臣、王学宏、赵秋山、张明阳、金祥雷等担当作
为、敬业奉献、自主创业、脱贫攻坚、见义勇为五个类别
23名“东丰好人·最美退役军人”。

表彰会上，“东丰好人·最美退役军人”代表杨宇、
王学宏分别作了事迹介绍。他们中，有卫国冲锋陷阵
的战斗英雄，有投身脱贫攻坚事业的致富带头人，有不
等不靠、搏击改革大潮的创业模范，有致力于志愿服
务、积极奉献社会的公益明星，有视疫情如命令、身先
士卒的抗“疫”先锋。23名“最美退役军人”以平凡的
故事诠释了不平凡的人生，用行动传递榜样的力量。

“最美退役军人”纷纷表示，必定会珍惜荣誉，戒骄
戒躁、再接再厉、再立新功。近年来，东丰县退役军人
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创业能手、扶贫人、道德模范和先进
个人，他们在地方仍然保持着军人的品格，秉承着军人
的作风、延续着军人的足迹，在经济社会建设的主战场
书写着人生壮丽篇章。

东丰县将以此次表彰评选活动为契机，深入挖掘、
选树身边的退役军人典型，切实把宣传最美、传颂最美
抓出成效，在全社会营造尊崇、关爱退役军人的浓厚氛
围。 （李莹）

东丰县23名“东丰好人·最美退役军人”受表彰

龙山区表彰“龙山好人·最美退役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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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闫书御
琳）7月 31日晚，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在中农大市场举行

“拥军爱国迎‘八一’”主题晚
会演出。

伴随着优美的音乐声，
晚会在军鼓舞《军歌嘹亮》中
拉开了序幕。男声独唱《绿
色军衣》铿锵有力，让观众沉
醉其中。水手舞蹈《中国海
军》将整场演出推向高潮，表
现他们心系国家，对党忠诚
的情感，赢得现场观众阵阵
掌声。最后，在台上、台下激
昂的大合唱中，演出落下了
帷幕。

晚会现场，观众好评不
断，台下掌声连连。演出节

目围绕讴歌党、讴歌军人、讴
歌祖国为主体，共涵盖了歌
舞、相声等 10个精彩节目，
令人难以忘怀。

此次演出旨在展现军旅
生活和军人风采，为精神文
明建设添砖加瓦，讴歌新时
代铁血军魂。

军歌迎“八一” 共叙鱼水情

本报讯（记者 闫书御
琳）有这样一群人，守土卫国
的记忆在他们心中永远鲜
活，枪林弹雨的经历影响了
他们的人生轨迹。他们有个
共同的名字——老兵。7月
30日早，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组织 23 名老兵及退役军人
企业家带着米面油和慰问
金，来到老兵们家中慰问。

在 92 岁的抗美援朝老
兵刘珠家中，记者得知，刘
珠与 52 岁的儿子刘德友都
是退役军人。刘德友患有

脑血栓后遗症，两人一直都
是由刘德友的姐姐照顾。
烈士张立东曾经在辽沈战
役中立一等功，于朝鲜战争
中牺牲。张立东的儿子如
今已经 73岁了，患有眼部疾
病和腰肌劳损。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一行详细了解他
们现在身体及生活状况，倾
听老兵们和烈士家属讲述
抗战经历，感谢抗战老兵们
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
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
诚挚的祝福，为他们献上了

慰问品，还为张立东烈士的
孙女进行了捐助。

抗战老兵是党和国家的
宝贵财富，人民不会忘记这
些功臣。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将进一步服务好、关心好退
役军人及军烈属，以实际行
动弘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
的光荣传统，不断增强退役
军人荣誉感、归属感、幸福
感。当天下午，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一行来到烈士陵园进
行祭扫，同时组织了拉练活
动，重温当兵时的峥嵘岁月。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慰问老兵活动

本报讯（记者 赵强 魏利军）7月30
日，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中国人民银行
辽源市中心支行，深入到武警辽源支队
龙山中队，开展迎“八一”送法进军营普
法宣传活动，为武警官兵们送上一份

“特殊”节日礼物。
“《民法典》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

书，涉及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也与
我们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当
日，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申颖向官兵们
普及了《民法典》颁布的时代背景以及
历史意义，简要介绍了《民法典》的组成
章节及涉及内容。同时，法官结合部队
官兵婚后面对分居两地生活的实际，为
官兵们解读了《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
新理念、我国婚姻家庭法的基本制度及
婚姻家庭编内容的具体变化等，讲解了
有关军婚保护的法律知识。

课堂上，中国人民银行辽源市中心
支行两名优秀金融宣讲师分别以“存款
保险条例”和“防范非法集资”为题，宣
讲银行存款保险适用范围和偿付限额，
提醒广大官兵对个人财产进行安全、合
理的规划。同时，还宣讲了非法集资六
问、从事非法集资活动会受到哪些法律
处罚，警惕非法集资领域新动向以及如
何有效分辨、预防和远离非法集资等内
容。课后，官兵们纷纷表示，授课通俗
易懂，事例鲜活、语言生动，听后深受启
发。

“通过此次联合普法进军营活动，
旨在共建共营金融法律普及平台，使广
大官兵增强金融法律知识，提高金融风
险防范能力，提升金融法治意识，共同
维护辖区金融安全。”中国人民银行辽
源市中心支行相关部门负责人说。

我市军民迎“八一” 普法宣传进军营

本报讯（记者 刘鹰 实习生 苏展）为庆
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3周年，市公安局以
丰富警营文化生活，增强公安队伍向心力、
凝聚力和战斗力为宗旨，相继开展了形式
多样、丰富多彩的庆祝“八一”建军节 93周
年纪念活动，不断增强公安队伍中退役军人
的荣誉感、责任感和幸福感。

活动中，市公安局通过在全市公安系
统中组织一次政治理论学习，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重要论述、《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
进一步增强退役军人国
防意识和国防观念，坚

定退役军人服务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国防
和军队建设的信心和决心；通过召开一次
座谈会，听取退役军人意见建议，详细了
解和掌握本单位退役军人生活的基本状
况，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提升幸福
感；通过开展一次走访慰问，将困难退役
军人生活中亟待解决的事作为头等大事
解决，将市局党委对退役军人的关怀和
温暖传递到户、落实到人；通过开展一
次军事日活动、重温一次军营生活，唱
军歌、叠军被、徒步拉练、军事讲座等
形式，在退役军人中牢固树立大局观
念和全局意识，不断提升工作履职能
力。同时，组织一次文化体育活动，开
展具有军人特色的军体项目比赛，提
升退役军人的荣誉感和使命感，在全

市公安系统中营造出尊崇军人职
业的浓厚氛围。

军魂犹在 警心不改

市公安局庆祝建军93周年系列活动丰富多彩

继续发扬军人优良作风，时刻保持昂扬向
上精神面貌。 本报记者 刘鹰 摄

7月30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23名退役军人到抗美援朝老兵家中慰问。
本报记者 吴培民 摄

“拥军爱国迎‘八一’”主题晚会演出现场。
本报记者 吴培民 摄

策划 咸凯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