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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浙江省玉环市鸡山乡武装
部部长苏雪平登上栈台至鸡山的客运渡
船，偶然听到船老大张加仁提起：“开完
这趟，一会儿还要为披山部队运送物资
去。”好奇心令她寻根究底，也为我们带
来一个渡船拥军的故事。

鸡山乡由20余个岛屿组成，当地人
出行多靠客运渡船。去年“五一”，鸡山
乡政府出台政策、拨出专款，为全乡退役
军人提供免费乘船服务，此举在当地好
评如潮。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在此之前，
这艘渡船已经给岛上 60岁以上的退伍
军人半价优惠，为70岁以上退伍军人及
岛上军人军属提供免票服务，并连续50
多年免费为披山部队运送物资。

在鸡山乡政府，笔者见到了老中青
三代船老大，听他们讲述风浪里半个多
世纪的拥军情。77岁的陈立仙老人曾
是鸡山航运站首任站长、船老大。“1963
年10月1日，鸡山航运站成立，我们与披
山部队就此结下不解之缘。”老人口中的
披山部队，常年驻守披山岛，守护祖国东
大门。岛上生活条件艰苦，物资需靠海
上运输。当年，鸡山航运站只有往返于
坎门至鸡山、栈台至鸡山的两条航线。
自担负运送物资任务后，披山也被纳入到
航线之中。“当年，我们先到披山码头接司
务长前往坎门买菜，隔天再把他接回来。
从2000年开始，部队接受蔬菜配送服务，
我们便从栈台码头装上蔬菜，直接送往披
山。”从最初不定期的运送，到隔天一趟，
再到现在每星期两趟航班，从未间断，提
起这些往事，陈立仙如数家珍。

茫茫大海，天气瞬息万变。渡船在
风尖浪谷颠簸过，在狂风暴雨中穿行过，
在突如其来的大雾中迷失过。但风再
急、浪再高，渡船依然及时将补给物资运

送到部队放在首位，“不能耽搁”是他们
冲破狂风巨浪的法宝。曾是航运站班子
成员的北山村书记尤先福说：“还有什么
比保障部队和官兵更重要的呢？”

现任栈台至鸡山航线的船老大、后
岙村民兵连长张加仁，去年10月接过前
辈的“拥军接力棒”，继续为部队运送物
资，给现役、退役军人提供免费服务。来
自湖北的四级军士长张殿明已在披山部
队服役14年，“军人军属不仅乘船免票，还
会被安排到最舒适的座位上。”身为军人，
张殿明体会到船员们发自内心的尊崇。

采访中，驻披山岛部队领导蒋其盼
告诉笔者，每逢退伍老兵返乡，船老大会
提前将渡船停靠在码头。在部队欢送仪
式后，按照当地习俗，载着退伍老兵环岛
绕行三圈，这三圈既是为他们的军旅生
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也是全体船员
对老兵的祝福，祝愿他们以后平安圆满。

从最初的小木船到现在的渡船，船
老大换了一任又一任，鸡山航运站也几
经重组，但他们拥军的热情从未改变，他
们的拥军之歌在海面上继续唱响、回荡。

� 为他点赞

有的人说了不做，有的人做了不
说。渡船船员们就是这样一群做了不说
的人，他们践行“部队的事不能耽搁”的
诺言，数十年如一日搏击风浪不求回
报。默默奉献的他们，没有消失在时间
的长河中，而是用身体力行将这曲拥军
之歌“唱”得更加嘹亮。

风浪里，涌动半个多世纪的拥军情
■蒋慧君

窑洞里藏着故事，山峁间烙印情怀，
泥土中厚植信念。梁家河，陕北一个普
通的小山沟，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前
往，在田间地头、煤油灯下、农家土炕，倾
听，思索，追寻。

夏末秋初，距离梁家河 300多公里
的西安，陕西省军区一场座谈会拉开帷
幕，官兵围绕“学梁家河、悟大学问、聚强
军力”，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记者列席
旁听，触摸陕西省军区传承红色基因、担
当强军重任的纹理脉络。

和知青岁月的艰苦相
比，眼前的困难算得了什么

暑期，梁家河村游人如织，村头沼气
池边熙熙攘攘，知青窑洞前入党宣誓声
此起彼伏……梁家河人已习惯了这种热
闹。仅去年，就有 100万人次到这里参
观见学。

“遇到高峰时，我们每天接待1万余
人，讲解十几个小时。”高蒙蒙是梁家河村
讲解员，也是梁家河村女子民兵班班长，
每天的工作就是给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讲述习主席七年知青岁月的点点滴滴。

在陕西省军区，乐于讲梁家河故事
的，不仅有高蒙蒙等民兵骨干，随便拉出
一名官兵，都能跟人讲上几段。省军区
政委李阳告诉记者，他们开展“梁家河故

事大家讲”活动，为每名干部职工购买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梁家河》等书
籍，要求人人制订读书计划，撰写读书感
悟，利用教育日、党团日时机开展读书演
讲活动，确保人人可以阐释新时代强军
思想，个个能够讲述梁家河故事。

在延安军分区政治工作处主任李建
波的办公桌上，纪实文学《梁家河》一书
已被翻得有些卷页。喜欢源于感动。李
建波原任职于陆军某旅，是个颇有希望
的后备干部，没想到去年被平职交流到
省军区。“到任之初，心里多少有些委
屈。翻看《梁家河》，看到一个15岁的青
年，突然从大城市来到陕北小村庄，他不
抱怨不挑剔，而是改变自己、融入农村生
活、践行‘为群众做实事’的理想……与
之相比，眼前的困难算得了什么？”为坚
定自己扎根奉献的决心，李建波说服刚
刚从山东老家随军到河北的家属，再一
次跟随他迁到延安。

小山沟里有大学问，
小舞台能有大作为

当前，省军区系统在转型发展过程
中，人少事多、转岗转改、破旧立新等压力
叠加，一些干部存在“不缺条件缺标准，不
缺能力缺责任，不缺素质缺形象，不缺资
历缺活力”的现象。如何破解这一难题？

“梁家河的故事里，蕴含着坚定不移
的理想信念、爱民为民的初心使命、艰苦
奋斗的坚韧精神等‘大学问’，是解思想
扣子的良方。”陕西省军区司令员杨志斌
介绍，他们在全区广泛开展“追寻习主席
成长足迹，感悟习主席光辉思想”教育实
践活动，分批组织官兵到梁家河村现地
教学，让每一名官兵切身感悟。

凤翔县人武部部长李剑对梁家河印
象最深的是“知青旧居”里的“陕西省第
一口沼气池”。当年，习近平当选为大队
党支部书记，他带队去四川学习办沼气
池的经验，回来后带领群众建起陕西省
第一口沼气池，解决了村民做饭、点灯的
问题。如今，梁家河早已通电，沼气池也
已成为文物，但其中蕴含的创新精神深
深打动了李剑。从空军某部机关交流到
凤翔，从放眼蔚蓝天空到扎根太白山下，
李剑也在人武部舞台上寻找自己的创新
空间，创造自己的创新实绩。听说凤翔
启动军民两用机场建设规划，李剑主动
请缨就任凤翔县机场建设领导小组副组
长一职，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机场建
设建言献策。

当干部的身上就要
留住泥土味

“习主席当年在梁家河还不到20岁，
就想着为村民修建铁业社、办代销处、建
沼气池，关注的都是与群众切身相关的
问题，我们也要多调研，找准官兵关注的

‘痛点’‘难点’！”8月11日一大早，宝鸡军
分区会议室里便热闹起来，大家正围绕
即将召开的议军会议题进行讨论。

在会议中，大家屡屡谈到梁家河故
事。“我就是个普通农民”“我们老陕”，这
是习主席插队时常说的话。他既以普通
劳动者的身份与乡亲们打成一片，又以
农民带头人的姿态以身作则，与乡亲们
一起放羊、铡草，一起挑粪、拉煤，同吃、
同住、同劳动……青年习近平凭毅力克
服了跳蚤关、饮食关、生活关、劳动关、思
想关，逐渐成长为梁家河的好后生。

“共产党员不能丢失为民情怀，当干
部的身上就要留住泥土味。”记者在延安
军分区新下发的《帮扶困难军属实施方
案》上看到，他们对帮扶对象、内容方式
和考核验收做出明确要求：军分区常委
挂钩帮扶两户特困现役官兵家庭，团职
领导干部帮扶一户特困现役官兵家庭，
营以下干部和专武干部帮扶一户现役官
兵贫困家庭；各单位依托人武部现役官
兵服务中心，针对不同行业的军属进行
对口培训帮带；建立扶贫帮困电子档案
系统，对每个人的帮扶情况进行详细统
计，并在年终对所有干部的扶贫帮困工
作进行量化打分，考评结果与干部立功
受奖和单位评选先进挂钩。

延安市甘泉籍现役战士张明的家庭
本来就不富裕，母亲刘志香又被检查出
患有癌症，半年的住院费和化疗费要20
余万元。张明联系到人武部后，该人武
部领导协调地方相关部门，通过捐款、协
调大病医保等措施，解决了张明母亲的
医疗费用。

目前，延安军分区13个人武部已经
全部设立现役官兵服务中心，日常问题
由对口的业务小组协调解决，疑难问题
由 5个组长牵头合办，形成了疑难事项
合力办、件件事事有回音的良好氛围。

陕西省军区开展系列活动助推主题教育持续深化

梁家河，从这里寻根溯源
■本报记者 曹 琦 单慧粉 通讯员 郭建生

本报讯 陈祖峰、记者周建明报
道：全面停止有偿服务工作受到上级肯
定、武警某部训练用地通过审批、引进
的 36名优秀退役士兵顺利落户……8
月下旬，记者走访部分驻广州部队，官
兵对广州市拥军优属成绩单频频点赞。

广州地处华南要冲，是驻军大市。
这两年，随着驻军调整改革逐步落地，
训练场地、营区配套设施、全面停止有
偿服务和官兵“后路、后院、后代”等方
面出现不少矛盾问题。“我们地方必须
全力搞好服务保障，让部队能集中心思
精力推进改革、练兵备战。”广州市领导
态度鲜明，积极推动出台退役士兵安置
等3项意见措施，对支持部队改革进行
具体部署，帮助驻军做好调整改革后的

“下篇文章”。
为支持新调整组建部队战斗力建

设，广州市在该单位营区搬迁征地、工
程建设、水电气供应和重大演训活动等
方面开辟“绿色通道”。陆军某部新组
建后，基础设施比较落后，市领导专程
到该部现场办公，在营区建起通信兵之
家、健身房，官兵学习训练环境得到全
面改善。6月，受台风恶劣天气影响，
战略支援部队某部周边发生10余处塌
方，营区内 1间发电房、2栋宿舍楼严
重受损，广州市政府迅速组织相关部
门抢修，确保部队正常的战备、工作和
生活秩序。陆军某部刚进驻花都区
时，营区周边道路狭窄，影响车辆和大
型装备通行，花都区政府迅即投入
1100余万元，建设一条战备公路，提升
部队的战备水平。

针对新形势下军转安置压力大、随
军家属人数多、军人子女入学入园难等
矛盾凸显的实际，广州市召开协调推进
会，进一步完善相关规定：军转干部安
置率必须达到 100%，符合政府安排工
作条件的退役士兵按事业单位、国企、
公勤各30%以上比例安置；随军家属全
部实行对口安排，确保身份不变不降；
驻穗部队优秀士兵由所在单位推荐，经
考核合格可以落户广州等。同时建立
检查督导制度，把“问题清单”落实到具
体单位、具体人。去年以来，广州市先
后组织招聘会、双选会、“情暖军嫂?巩
固后院”等活动30多场（次），安置军转
干部1600多人、退役士兵78人、随军家
属350人。越秀区设立专项基金，每年
投入20余万元奖励驻军部队立功受奖
的单位和个人，有效激发官兵扎根军营
爱军习武热情。

为助力部队按时完成“停偿”任务，
广州市成立军地协调领导小组，周密制

定方案预案和工作流程图，市、区两级
主要领导分片包干，深入一线宣传政
策、化解矛盾、解决难题。

部队聚力练兵备战，地方全力保障
打赢。据了解，近年来，广州市共投入
近亿元帮助驻军解决文化生活、训练设
施、交通出行、供水供电等难题，组织民
防、航空、航运、公路、铁路和军供等部
门保障部队演习、演练和兵员装备转运
等任务10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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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5日，河北唐山某高速服务
区，执行任务过境该地的北部战区某旅
官兵正在做中途后勤补给。

“舅舅！”一个小女孩迎面扑来，这让
全副武装的沈伟凡愣住了。再看其身后
笑容满面的父母和姐姐，这个一米八的
硬汉突然红了眼圈：“你们怎么来了？”

“这是你家乡的军地领导送给你的

惊喜，知道咱们从你家门口过，他们专
门把你的家人接来和你团聚。”沈伟凡
所在部队的领导笑着告诉他。

3天前，迁安市人武部受领动员保
障任务，在得知过境部队中有家乡的官
兵时，迁安市军地领导精心组织了这次

“高速路上的1小时团聚”。
该市人武部政委李红军告诉笔者，

组织这次团聚可是费了一番周折。“这
是一次军事任务，任务时间紧，保密纪
律要求高，如何在圆满完成保障任务的
前提下，组织好这次官兵和家人的团
聚，也是对我们的一次重要考验。”出于
保密纪律的考虑，人武部在给各应急分
队下达保障任务的同时，组织部分军属
志愿参与本次保障，不得透露其他细

节，沈伟凡的家人就在服务人员中间，
这才有了开头的一幕。

“来来来，你们一家人坐到这边来，
这是特意为你们团聚准备的休息区，小
沈尝尝家乡的饭菜！”迁安市副市长陈金
钉把沈伟凡一家人领到早已准备好的餐
桌前，亲自递上了准备好的家乡饭。

“嘟嘟嘟……”相聚的时光总是那
么短暂，集合的哨音响起。“时间到了，
咱们该走了，咱不能影响孩子工作！”沈
爸爸一边收拾东西，一边叮嘱老伴儿。

“儿子，在部队好好照顾自己……”沈妈
妈握了握儿子的手不舍地说。说话间，
部队开始集合登车。负责前导的沈伟凡
大声喊道：“感谢组织，感谢家乡领导，我
一定好好表现，绝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高速路上的1小时团聚
■杜彦伟 本报特约通讯员 马晓川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