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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高原，天气多变。
“去年出现的 10户返贫户在‘返贫

救助基金’的帮助下，全部实现脱贫！”刚
从挂钩联建村回来的青海省同德县人武
部部长李宏永，迫不及待地向部里同事
分享这一喜讯，短暂的兴奋后，大家又立
刻投入到如何发挥好基金最大效能的讨
论中，气氛异常热烈。

脱贫了为何又返贫？“返贫救助基
金”又是怎样建立的？

面对记者的提问，人武部政委谢鹏
讲起这样一个事例：家住下阿格村的藏
族村民多加，人勤劳能干，这几年在国家
政策扶持下，靠着牧牛牧羊和草山补助
等收入，彻底摘掉了“穷帽子”。谁知天
道无常，家中突遭火灾，辛勤劳动积累的
财富瞬间化为乌有，4口人挤住在一顶6
平方米的帐篷里艰难度日。

事实上，多加的遭遇只是一个缩影，
翻开“返贫救助”人员情况统计表，记者

发现：因病因灾因学等返贫的情况还不
少。“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作为同德县的挂钩联建单位，“脱贫
又返贫”问题摆上了省军区领导的案
头。2017年召开的扶贫工作推进会上，
省军区党委达成一致：要合理撬动军地
资源，多方联动参与脱贫攻坚。同年 8
月，海南州军地联合发出倡议，在江苏省
盐城市盐都区政府、国家电网青海电力
公司、宝武集团等20多家单位的鼎力支
持下，在同德县正式创建党政军企“脱贫
攻坚返贫救助基金”，专门用于救助因病
因灾因学的返贫户。

“现在多加缓过来了，以他的本事，
再把日子过好一定没问题！”多加所在乡
武装部部长王明德接过话茬，得知多加
家遭火灾的消息后，乡人武部第一时间
派出民兵义务队，帮他把烧坏的房屋修
缮一新，并以乡党委的名义写了“返贫救
助基金”申请书，一笔5万元的救助金马

上汇给了多加。拿着这笔如同及时雨一
般的资金，多加又购买了一批种牛种羊，
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

“苗弱难经风雨”。谈到脱贫又返
贫的原因，正在人武部参加集训的乡镇
专武干部们颇有心得：有的群众因为家
底薄，遇到天灾人祸，靠一己之力难以
承受；有的则是因为享受了“输血”，但

“造血”功能弱，虽然脱贫，但在致富路
上只是刚出发，尚无稳定财源。总而言
之一句话：就是荷包还不够鼓，腰杆还
不够硬。

“扶贫不能搞一锤子买卖，指标暂
时达到了就不管了，而是要跟踪问效，
不彻底摘掉穷帽子，绝不撒手。”在加大
基金筹措力度、及时救助返贫群众的同
时，省军区还依托海南军分区开展了

“民兵+脱贫攻坚 131”行动，即 1个专武
干部带 3个民兵帮扶 1个贫困或返贫
户，对返贫对象建档立卡，分析查找原
因，实施精准救助，注重“造血赋能”，突
出“授人以渔”，确保在小康路上不漏 1
户、不落1人。

返贫救助的效果究竟如何？记者来
到尕巴松多镇赛加村村民夸本加的家，
他女儿、儿子相继患病，由于昂贵的医疗

费用而导致返贫。走进夸本加家中，窗
明几净，一家人脸上洋溢着笑容，看不到
一点阴霾。“没有党和部队的关心照顾，
我不会像今天这样开心幸福。”见到记
者，夸本加高兴地说道。在军地各方的
关注帮助下，夸本加领到“返贫救助金”，
买了一批牛羊，儿子女儿的病也基本康
复。前不久，他还加入了“民兵+山林管
护员”队伍，每月多了近2000元的收入，
日子逐渐红火起来。

同行路上，尕巴松多镇副镇长切杰
说，这几年，在军地各级各类资金的扶持
下，尕巴松多镇成立了砖厂、有机肥料
厂、榨油厂等，包括返贫救助户在内的许
多贫困户都利用扶持资金入了股，有效
解决了造血功能弱的问题。同时，还在
贫困户和返贫户中选拔了不少符合条件
的青壮年加入“民兵+山林管护员”队
伍，按月发放工资，不仅提高了收入，还
为大美青海的生态建设作出了贡献。

据悉，截至目前，前后两批接受扶贫
救助的50余户群众中，近半数已渡过了
难关，生活逐步步入正轨，还有一些群众
正在为幸福生活努力奋斗着。雪域高
原，小康路上，军民携手脱贫攻坚的生动
故事仍在继续书写……

“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精准扶贫工作5年来，效果显著，如何防止脱
贫再返贫呢？请看记者发自青海省海南州同德县的报道—

“返贫救助基金”帮助摘掉贫困帽子
■邓革虎 本报记者 谭 健

本报讯 佟本正、特约记者陈立涛
报道：7月 10日，完达山东麓某无名高
地野外训练场，黑龙江省鸡东县人武部
组织的民兵分队训练考核正在紧张进
行。鸡西军分区领导介绍说：“按照训
练大纲实打实落实，研究实施 10余种
训练方式方法，在考核时采取临时抽
考、实名认证、现场打分、视频监控、实
战化检验的考核方式，有效提升了民兵
实战能力。”

鸡东县地处边境地区，为全面提高
民兵分队实战能力，他们围绕制约民兵
战斗力提升的重难点问题设置课目，紧
贴实战要求制订考核标准。从加强民
兵连基础设施入手，协调县委县政府先
后建起 10余个独立式民兵连“野战”指
挥部；由曾经在某边防团“老虎连”参加
过“猎人集训”、多次在上级组织的军事
比武中夺魁的训练尖子、现任鸡东县人
武部部长的李光族担任民兵训练总教
头；采取科学整合现有训练资源，实行

基地化区域联训，实现民兵训练基地
化、训练手段模拟化、训练保障一体化，
采取因人而异、循序渐进、以强带弱、小
型练兵、升级训练等10余种训练方式方
法，充分调动民兵训练热情，训练质量
不断提高。

他们出台《民兵分队训练考核实施
细则》，对考核条件、考核标准、考核环节
进行细化，使每名参考民兵详知考核要
求。坚持所有课目都在实战背景下展
开，把考核场地设在山区生疏地域，设置
固定和移动目标靶，军地领导和各民兵
分队民兵代表坐上考核席，逐个过筛子，
实战化检验，现场打分公布成绩。经考
核，355名民兵5项大纲要求的训练课目
全部达标。近期，他们的正规化建设和
民兵训练经验将在全区进行推广。

黑龙江省鸡东县紧贴实际需求组织民兵训练考核

355名民兵考核全部达标连日来，南部战区陆军某海防旅组织预提指挥士官进行应用射击等课目训练，全方位提升他们的技战术水平。图为 7月 17日，教练班长为学员纠正立姿据枪
动作。 黄明钐摄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7周年

“骑鲸蹈海日游八万里五洋捉
鳖”，这是前不久中国第一代核潜艇
总设计师黄旭华在海军博物馆留下的
笔墨。

就是为了能够“骑鲸蹈海日游八
万里五洋捉鳖”，这位耄耋老人比他的
老伙计“长征一号”更加寂静无声，隐
姓埋名数十载。

1924年，黄旭华出生于广东汕尾
的一个医学世家，从小的梦想便是当
医生。无奈，当时偌大的中国竟没有
一块可以给他安心读书之地，侵华日
军飞机不断轰炸，路毁了、船没了、中
学停办，年少的黄旭华一路求学来到
桂林，“躲在山洞里，警报不解除，学校
不开课。”

战火纷飞中，饱受苦难的少年终
于意识到，“医生可以救人，但不能救
国。救国家，还得有飞机、军舰和大
炮，我要造飞机造军舰。”1945年，黄
旭华如愿考入国立交通大学(今上海
交通大学)造船系，开始为自己新的
航程打下根基。在同学推荐下，他提
交了入党申请书，里面有这样一句
话：“党需要我把血一次流光，我做
到；党如果不是要求一次流光，而是
一滴一滴慢慢流，一直流尽为止，我
也坚决做到。”

上世纪50年代，一穷二白的新中
国下定决心要研制核潜艇。“当时国家
的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能力是不具备
研制核潜艇的基本条件的。”黄旭华每
每回想起来都唏嘘不已，一没有人才，
二没有知识，甚至没有任何参考资料，
是真正的白手起家，“毛主席说过核潜
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但是一万年太
久，我们只争朝夕。”

核潜艇研制之初异常艰辛，但在
黄旭华老人眼里却是满满的幸福回
忆，“靠着算盘和计算尺起步，几千吨
的大家伙里面藏着几十公里长的管道
电缆，为了一个数据，往往要动用几批
人，用几天几夜的时间计算，算的一样
才敢用，有一个不一样就得重来。”

1970年12月26日，“长征一号”核
潜艇顺利下水。使我国成为继美、苏、
英、法四国后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1988年4月29日，在当时，世界上
有10艘潜艇在试验或航行时沉没的年
代，黄旭华院士不顾众人反对，坚持下
艇，只为在第一线第一时间采取第一

手数据资料，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亲
自参加核潜艇深潜试验的总设计师。

隐姓埋名 30年，满头青丝已成
白发，别离了父亲和二哥，再见 90多
岁的老母亲时，黄旭华眼中饱含泪
水，“父母亲的理解和支持给了我巨
大的宽慰，对党和国家尽忠，就是对
父母尽孝。”

2013年，作为中国海军第一艘核
潜艇，承载着历史使命的“长征一号”
核潜艇光荣退役，进入海军博物馆展
出，标志着我国核潜艇从研制生产、
使用管理到退役处置形成全寿命保
障能力。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长征一号”
退役了，而 94岁的黄旭华依然在“服
役”。每日，在放满了书籍资料的办公
桌前，总能看到他和年轻科研人员探
讨的身影。“只有把个人理想和国家命
运联系在一起，个人的理想才叫理想，
个人的前途才叫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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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某单位在开展“破除‘和平病’大
讨论”时，有领导提出：不妨想一想，有哪些
事不做了，反而更有助于提升战斗力？

战斗力提升的过程如同攀登高峰，
越往上走就会越艰难。而那些不做反而
会更好的事，恰如登山中累人的包袱，背

负的越多，攀登的脚步就会越踉跄。当
前，部队建设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期、
战斗力提升的黄金期。我们正行进在新
时代强军路上，尤要注意甩掉“包袱”，
轻装前行。

那些令人烦扰的“包袱”，往往是与
打仗无关或者关联不大的事，也是基层
官兵最为反感的事。有的反映“机关通
知如雪花，应接不暇”，有的抱怨“迎检如
过关，突击搞卫生”，还有的觉得“抄笔
记、补记录、背题库，不堪重负”。在一些
网文中，“文山会海”“通宵推材料”“随意

出公差”等现象也屡被吐槽。甚至有人
慨叹，官兵最大的无奈，就是以打仗的标
准干与打仗无关的事。

“包袱”虽然无形，每个却都有千斤
重。“包袱”背得越久，越会冲淡主责主
业，消磨掉官兵从军报国的热情。“人不
明于急务，而从事于多务、他务、奇务者，
穷困灾厄及之。”在相对和平时期，准备
打仗就是军人的“急务”。每天只有 24
小时，官兵的精力是有限的，一旦耗费大
量心思应对“五多”，或陷入点灯熬油“补
本子”、精雕细刻“拍土埂”等杂七杂八的

事务上，还有多少精力去投身“急务”？
又拿什么扛起打仗的重任？

习主席指出，军队建设各项工作，如
果离开战斗力标准，就失去其根本意义
和根本价值。剖开“包袱”仔细瞅瞅，不
难发现里面有很多“和平病”的根子。反
观这些“包袱”的背后，本质上都是些与
战斗力标准相悖的“标准”。各项工作的

“准星”如果不瞄着战斗力“靶心”，那所
谓的“高标准”就是伪标准、反标准，下的
功夫越大、费的心思越多，对战斗力的伤
害就越大。

越是无形的“包袱”，越是难以彻底
扔掉。它们具有隐蔽性和反复性，往往
看起来赏心悦目，甚至很难让人割舍。
这就需要各级领导干部把打赢举过头
顶，经常清清头脑中的“和平病”，扎实做
好“削冗举要”工作，筹划工作时多想一
想“准星到底瞄向了哪里”，检验工作时
多问一问“官兵到底怎么看”，切实把战
斗力标准在部队立起来、落下去。

减“包袱”也是减“和平病”
■王海超 何志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