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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湘西，以“边城”闻名全国。作
家沈从文笔下的秀美山水曾是一片偏
远贫瘠之地，1984 年就被列入全国 18
个重点扶贫地区。“扶贫将军”彭楚政曾
在此带领 15 万民兵苦战两个冬天，帮
助 7万多名栖身岩洞、草棚的无房群众
迁入新居。

2013年 11月，习近平主席来到湘西
州花垣县双龙镇十八洞村，与苗族乡亲
促膝谈心，并提出“实事求是、因地制宜、
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理念，开启了扶
贫新征程。

湘西军分区官兵牢记习主席嘱托，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打造特色产业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退役军人创业等“十项工
程”，对口帮扶的 10个特困村有 6个已脱
贫摘帽，3936个贫困户实现脱贫。

精准结对，明确扶贫力量

又是一年稻香谷黄时。湘西田间地
头，不时能看到助农收割的“迷彩大
军”。龙山县核桃村贫困户王礼才正有
说有笑地与他的“兵亲戚”——专武干部
毛绪军和民兵们一起劳作着。

2013年，习主席提出精准扶贫倡议
后，湘西军分区迅速展开“牢记主席嘱
托，传承扶贫精神，助力老区小康”活动，
专门出台《军分区部队参与全州脱贫攻
坚的实施意见》，与 10个贫困村建立对
口帮扶关系。同时，军分区把部队扶贫
工作纳入地方各级扶贫总体规划，军队
领导纳入扶贫工作领导小组，退役军人
和民兵纳入脱贫攻坚重要力量，扶贫工
作考评纳入地方考评体系。2017年，军
分区部队调整改革，在现役干部大幅压

减、文职人员尚未到位的情况下，他们选
派 30余名干部职工驻村扶贫，组织全区
89名官兵职工结对帮扶 330户贫困户，
巩固了扶贫工作力量。

因地制宜，确定攻坚方向

翻开军分区驻村工作队员彭搏的扶
贫日志，上面记录了他在村里每天的工
作：“3月 26日，组织民兵对水渠进行清
淤；3月 27日，把黄桃苗发到村民手中；3
月 28 日，帮贫困户何国美栽种；3月 29
日，湘西黑猪发放到贫困户手中……”

为实现精准扶贫快速脱贫，军分区
组织人员进行全覆盖走访，为对口帮扶
的 10 个村 1211 户 4779 人建档立卡，逐
户分析致贫原因，制定“一户一施策、一
户一产业、一户一技能”脱贫方案。军分
区、人武部党委在制定精准扶贫三年规
划和年度扶贫计划基础上，每人对口帮
扶 2至 4户；选派 36名干部职工驻村扶
贫，分管领导每周进村推进，主要领导每
月下村督导，帮扶干部严格落实驻村制
度，确保扶贫政策、项目、资金落实。扶
贫工作队先后提出合理化建议 30余条，
规划产业项目 23个，帮扶异地搬迁 137
户，危房改造 518户，社会保障兜底 74户
155 人，完成转移就业 2073 人。军分区
与自治州共同规划精准脱贫“十项工
程”，逐村逐寨逐户改善水、电、路、房等
生产生活条件。为打造“一村一品”优
势，培育壮大支柱产业，军分区扶持发展
农民专业合作社 16个，指导各村因地制
宜发展烤烟、猕猴桃、油茶、黄桃、稻花
鱼、黑猪等特色优势种植养殖产业，在资
金、技术、销售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促

进贫困群众增产增收。

建强组织，留下不走

的工作队

“把退役军人培养成精准扶贫带头
人，让‘光荣之家’成为‘致富之家’，延续
曾经的光荣！”这是湘西军分区打赢扶贫
攻坚战行之有效的策略。

针对民族地区村寨一线党组织成员
老化、家族化等问题，军分区、人武部联
合考察，为每个帮扶村培养 1名优秀退
役士官进村班子，在全州推荐 200 多名
优秀退役军人进村支两委。军分区组织
县、乡人武干部与村支两委班子开展联
建共创活动，一起过党组织生活，一起学
习中央政策，一起商讨脱贫大计，提高一
线党组织领导发展、凝聚群众、带头致富
能力；结合民兵调整，组建民兵应急突击
队，在工程建设、应急抢险、治安巡逻等
急难险重任务中打头阵；在政策允许范
围内，优先征集贫困村 35名贫困家庭适
龄青年入伍，扩大贫困地区兵员到经济
发达地区服役比例，通过部队锻炼，提升
能力素质，培养致富人才，力争做到“走
一人、扶一家、稳一村”。军分区指导各
人武部培养 43名退役军人创业致富带
头人，建成百余个退役军人和民兵创业
基地，辐射带动 2000 余名群众脱贫致
富，产生了“扶持一人，带富一片”的效
应；与州政协、民政部门和地方企业开展
退役士兵异地培训，军、地、校、企四方搭
建创业培训平台，首批 80名毕业学员实
现 100%就业，第二批 80 名退役士兵已
入学培训，为促进退役士兵就业创业、实
现脱贫目标探索出一条好路子。

再造秀美富饶新边城
—湖南湘西军分区参与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纪实

■刘述光 刘 海 本报记者 周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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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人与人之间也许只有一
面之缘。

7月下旬，我登上开山岛采访全国
“时代楷模”、民兵守岛英雄王继才。7
月 27日，噩耗传来，王继才在执勤期间
去世，生命永远定格在 58岁。没想到，
我与他的第一面，便成了永别。

至今，那天采访的情景仍像刚刚
发生一样清晰，以至于我迟迟不愿相
信，那天领着我走了一趟岛上巡逻路、
坐在床头给我讲述守岛故事的王继
才，已经永远离开了人世。

“你得上”，父辈的一句

嘱托，让他选择了以岛为家

“呜……”伴随着远处阵阵汽笛
声，这天上午 9时，我和灌云县人武部
一行人从燕尾港出发乘船前往开山
岛。

经过近 50分钟的航行，茫茫黄海，
开山岛的码头出现在视野里。远远
地，王继才站在码头上向我们招手，身
旁的两只小狗跳着叫着迎接客人。

皮肤黝黑，身着一身笔挺的民兵
常服，一双大手苍劲有力，这是王继才
给我的第一印象。在王继才的带领
下，我们沿着岛中央的一条长长的台
阶拾级而上。依山而建的营房层层叠
叠，小岛像极了“海上布达拉宫”，这也
使它多了分神圣感。开山岛素有“石
多泥土少”之称，岛边都是陡峭的石
壁，路并不好走。

时值三伏，天气异常闷热。不一
会儿，我们的衣衫已经被汗水浸透。

王继才解释：“夏天岛上温度一般
比陆地高5℃。”

当日，灌云的气温是38℃！
这与想象中碧海蓝天、舒适惬意

的海岛生活有着天壤之别。我不由发
问：“总这样吗？长期生活在岛上，受
得了吗？”

王继才笑了笑：“习惯了。”
“这是苦楝树，这是爬山虎，这是

桃树，这是洋芋头……”王继才一边走
一边介绍岛上的一草一木，“前两天台
风过境，岛上还没来得及收拾，你们别
见怪哈！”循着他的目光，不远处是几
棵被拦腰刮断的大树，部分营房的房
顶也被掀了大半……
“还好，损失不大！”王继才语调平

静。在王继才的生活里，台风光临属
于家常便饭。他告诉记者，过去，开山
岛由海防部队驻守。1985年部队撤出
后，成立民兵哨所。当时岛上无电无
淡水无居民，除了几排空荡荡的营房
便只剩下肆虐的海风，连飞鸟都不肯光
顾。灌云县人武部曾先后派出 10多个
民兵守岛，可最长的只待了 13天。直
到1986年 7月，26岁的王继才上了岛。
“小岛条件这么苦，别人都不守，

你为什么要守？”这是一个被无数人
问过的问题，可每一个登上小岛、看
到周围环境的人，还是会情不自禁地
发问。王继才想都没想就回答：“我
的父亲 1942年入党，我的舅舅曾参加
过解放战争。他们曾对我说，‘我们
这代人用生命打了江山，你们这代人
要守住领土。如果国防需要你出力，
你得上！’”
“你得上”，简简单单 3个字，王继

才一家付出的是 32年的岁月：王继才
瞒着家人上岛 48天后，妻子王仕花追
随他也上了岛，从此，荒岛成了他们的
家。为建好这个家，夫妻俩求往来的
船只一包一包从陆地上运来泥土，凿
开石头栽花种树，头两年一无所获，直
到第三年，一斤多的苦楝树种子撒下
去，终于长出一棵小苗。如今，岛上的
苦楝树已经有碗口粗。

“民兵也是兵”，他在

坚守中履行兵的职责

“平时吃的粮食从哪来？喝水用
电有保证吗？”我抛出一连串问题。

其实上岛前，人武部领导就介绍
过，王继才夫妻俩上岛之初条件艰
苦：一盏煤油灯、一个煤炭炉、一台收
音机就是全部家当；遇有台风，船只
停航，小岛就会出现断粮断水等情
况。有一次，台风一连刮了 17 天，岛
上的粮食吃完了，夫妻俩就把背包带
拴在腰间，顶着狂风在礁石上捡海螺
充饥。就这样撑了 3天，才等到送给
养的船只……

然而，对于守岛的苦涩，王继才
自己却不愿多说，他解释：“民兵也是
兵，当然要履行兵的职责，那些苦不
算什么。”他更津津乐道的是这些年
岛上生活的变化：“条件比前些年好
多了。县里和人武部派专人给我们
送给养，还有了太阳能和风力发电
机，能看电视能打电话能吹空调。”他
带着我参观了卧室，还指着电视机有
些不好意思地说：“就是这岛上条件
差、费电器，电视机总是坏，县里 3年
给换过 3次了……”

卧室外不远处是由旧营房改建而
成的青少年实践基地，里面摆放着王
继才夫妇获得的各种荣誉证书，夫妻
俩上岛之初使用的煤油灯、马灯、水
壶、对讲机、手电筒等老物件。王继才
径直走到一面整齐叠放的五星红旗
前，自豪地介绍：“看！这可是曾经在
天安门广场飘扬过的国旗！2012年元
旦，天安门国旗班的战士专门从北京
送来的！天安门的国旗飘扬在开山
岛，多大的荣誉和责任呀。每天看着
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这些年的苦呀、
痛呀都值了！”

斜倚着展柜，王继才悄悄抬起左
腿磨蹭右腿，被我发现后不好意思地
解释：“痒，一会儿就好！”原来，常年坚
守在高盐高湿的海岛上，王继才和王
仕花都患上风湿性关节炎和严重湿
疹。这两天，王仕花就是因腿疾复发
被大女儿接到岛外医院住院治疗去
了。王继才撩起裤腿，虽然已有心理
准备，我还是被吓了一跳——满腿都
是因抓挠形成的道道疤痕，新伤摞着
旧伤。
“这么严重啊！没有办法医治

吗？”“医生说这是由于海岛过于潮湿
造成的，离开小岛才能根治。我想，过
几年再说吧……”

岛上最高处的灯塔，

依然熠熠生辉，照耀着小岛

采访中，王继才激动地向我回忆

起那难忘的一天。2015年 2月 11日，军
民迎新春茶话会在北京举行，习主席
在茶话会前亲切会见全国双拥模范代
表。座谈时，王继才就坐在习主席身
边。他说：“习主席非常平易近人，问
了我子女的情况、开山岛的情况，告诉
我有困难就向组织反映。他还拍着我
肩膀说守岛辛苦了，祝我们全家新年
快乐。我说，‘请主席放心，我一定把
开山岛守好！’”
“把开山岛守好”，一诺千金！这

不仅意味着他要面对严冬酷暑、台风
暴雨的恶劣自然条件，还意味着他要
承受抛亲别友、独处一域的孤寂，甚
至还有窜上海岛不法分子的诱惑和
威胁。

王继才告诉记者，上世纪 90年代，
不少偷渡者想把开山岛当作中转站，
走私者也想在岛上囤积物资。曾经，
有一个“蛇头”找到他，希望用 10万块
钱讨个“方便”。“我是民兵，哪能干这
种事！”王继才毫不犹豫地向人武部和
边防部门报告了情况，并协助警方抓
获了这名“蛇头”。

还有一次，一名不法分子借着旅
游开发的名义，想在岛上办色情场所，
并以王继才年仅 10岁儿子的生命为威
胁。“我是民兵，只要我在这个岛，休想
在这里干违法乱纪的勾当！”不法分子
气急败坏，带人把王继才毒打一顿，并
放火烧毁了哨所值班室，王继才多年
积攒的文件资料全都化为灰烬。所
幸，当地公安机关和武装部门及时赶
来，将其绳之以法。

谈到这些时，王继才话语间充满
自豪和坚定。但没有想到的是，我成
了最后一个听他讲这些故事的人。我
俩虽是初次见面，却像是忘年老友，王
继才向我畅谈心路历程和一颗报国
心，他说：“守岛就是守家，我只是做了
最平凡的事。”
“你看，这里高 47.8 米，是岛上

的最高点。”在后山的小操场上，王
继才曾指着国旗杆旁边的灯塔对
我说。

如今，这最高处的灯塔依然熠熠
生辉，照耀着这座小岛、这片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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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央视《焦点访谈》栏目连续报

道多起台湾间谍策反大陆赴台学习交

流大学生事件。新闻播出，网上一片哗

然：有人惊叹“没想到谍影就在身边”，

有人惊讶“没想到敌人‘心机’这么重，

间谍培养竟然也从娃娃抓起”……哗然

的背后，我们是不是也该反思，这些优

秀学生落入陷阱，我们的教育是不是存

在缺失？

的确，在大多数人眼里，敌特间谍

机关所瞄准的目标，要么是党政军系统

的领导干部，要么是身处重要敏感和涉

密岗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可事实上，这

些群体虽掌握着重要秘密信息，但都接

受过严格的防间保密教育，具有较强的

防间保密意识。因此，想要诱骗、拉拢

和策反他们，难度不小。而大学生群

体，尤其是出国和赴台学习的大学生则

不同。一方面，他们远离故乡和亲人，

亟须关心和帮助，易给间谍人员提供可

乘之机；另一方面，他们社交经验不足，

且防间保密意识相对较弱，因此，极易

落入敌特间谍为其精心打造的陷阱。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通过曝光

的这几起“台谍策反我赴台交流大学

生”事件，也充分暴露出我有关部门对

于大学生，尤其是专业敏感且即将出国

或赴台交流学习大学生防间保密教育

的缺失。试想，倘若这些大学生在出国

或赴台前，能够接受专门的防间保密教

育，能够提前了解应当注意和警惕的事

项，增强敌情观念，并掌握相关法律法

规，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如何举报间谍

行为，那么，很多失泄密事件可能也就

不会发生了。

因此，笔者建议，有关部门应当加

大对国家《反间谍法》的普及宣传，媒体

应当适时通过窃密泄密案件向公众开

展警示教育，并形成制度机制，让公众

尽可能多地掌握必要的防间保密知识

和有关常识，使大家明白，遇到哪些情

况应当提高警惕，发现哪些情况应当及

时举报。尤其应当重视加强对即将出

国及赴台人员的专题防间保密教育，使

大家清醒地认识到，“国家安全无小事，

警惕间谍在身边”，以避免落入敌特间

谍精心设下的陷阱，切实维护好国家安

全，保护好自身安全。

这 一 课 ，不 能 缺
——从台谍策反大陆学生事件说开来

■李佳君

记者在开山岛与王继才合影。 王中权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