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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
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20
年过去，伟大的抗洪精神仍激动人心。

今年适逢 98抗洪 20周年。9月 15
日，升级改造后的江西省九江抗洪纪念
馆正式开馆。一大早，众多九江市民自
发来到纪念馆参观，追忆 20年前那场
波澜壮阔、惊天动地的抗洪抢险斗争。

新纪念馆位于九江长江大堤4至5
号闸口处，即 1998年九江长江大堤决
口处。纪念馆占地面积 50亩，展馆陈
列面积884平方米，是原馆的两倍。主
体 建 筑 以 当 时 被 凿 沉 堵 口 的“ 甲 -
21025”驳船为原型造型，寓意鲜明，气
势宏伟。

跟随参观的群众，笔者步入纪念
馆，走过“千秋城垣水为媒”序厅，驻足

在“世纪大水 1998！”主展厅前，仿佛回
到20年前，不由热血沸腾，心潮澎湃。

人在，堤在，6天 5夜，血肉之躯守
住生命防线！展厅以文字、图片、视频
形式展示了 1998年来势汹汹的洪水、
受灾的家园、决口的大堤以及抗洪官兵
封堵决口的震撼场面，一帧帧影像、一
幅幅照片、一件件实物，让现场不少经
历过98抗洪的市民感慨万千。“当时天
气酷热，抗洪官兵在太阳底下连续作
战，封堵决口，甚至连吃饭睡觉的时间
都没有，肩上的皮晒脱了好几层，看着
心疼呀！”

军在，民在，42天奋战，九江人泪
别亲人解放军！“鱼水情深”和“挥泪送
别子弟兵”展区，再现了九江人民自发
到抗洪一线为子弟兵送水、送饭、送水

果等画面；子弟兵胜利完成抗洪任务后
撤离九江时，人民群众走上街头挥泪送
别的感人情景。何姓市民带着孙女在
一张送别子弟兵的照片前驻足，他说：

“我当时就在现场，我们敲锣打鼓送别
子弟兵，感激的眼泪滚滚而出，那场景
一辈子都忘不了。”

在抗洪档案触摸屏前，笔者遇见了
原驻浙某部的老兵徐松富，他是专程回
来看看自己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当年
接到命令后，我们连夜赶到九江，6天5
夜没有休息。那些日子，烈日炎炎，持
续高温，我们每天要喝十几升水，却几
天没有一次小便，全部随汗水蒸发掉
了。”徐松富告诉笔者：“印象最深的还
是九江人民，他们不断给我们送吃的，
给我们提供了强大的支持。为了不惊

扰群众，我们离开的那天是凌晨5点出
发，但欢送的群众还是人山人海，让人
非常感动。”这一次到九江，徐松富也到
大堤上转了转，“变化太大了，大堤现在
固若金汤了。”

走出纪念馆，仰望广场上高高耸立
的 98抗洪纪念碑，九江军分区政委汪
开华激动的心情仍然难以平静：“抗洪
精神是我们九江市宝贵的精神财富。
近年来，九江军民在继承传统的基础
上，紧紧围绕国家和军队建设的大局，
着眼破解难题，推动持续发展，正在勠
力同心奏响新时代的双拥奋进曲。”

图①：升级改造后的纪念馆外景。
刘 家摄

图②：展厅内英勇抗击洪水全景画。
洪显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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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上旬，在辽宁省朝阳市扶贫工
作经验交流会上，龙城区联合镇党委副
书记霍丙玉兴奋地介绍，该镇依托军民
协作区，创办食用菌生产扶贫基地，探
索出“零成本投入、零风险经营、零距离
就业”产业扶贫模式，帮助当地群众走
上脱贫之路。

因地制宜 应运而生

地处辽宁西部的朝阳市，十年九
旱，是省内最贫困的地区。然而，朝阳
市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是天然的军
事训练场。

农民要脱贫，部队要练兵，如何二
者兼顾？2008年，原沈阳军区党委与朝
阳市委、市政府达成协议：根据部队训
练需要，划出相应区域作为训练场，同
时，部队以捐助扶贫款方式，在当地帮
建富民产业项目，助力群众脱贫。

建设军民协作区，作为军地“协调
部”的朝阳军分区担起一线指挥部职
责。朝阳军分区政委苏凤文告诉记者，
时任军分区政委先后 17次深入实地考
察，走遍拟划入协作区的所有乡村调研

论证，征询当地群众的意见建议。2008
年 9月，《朝阳军民协作区扶贫帮困工
作实施方案》正式出台，明确“四点一
线”的总体布局：在龙城区联合乡西房
申村建温室蘑菇生产小区；在朝阳县波
罗赤镇卢杖子村建温室番茄生产小区；
在建平县朱碌科镇七台营子村建蛋鸡
养殖小区；在喀左县甘招乡三家村建养
猪小区；在京四高速公路朝阳段沿线开
展绿化。

军民协作区应运而生。在 1800平
方公里的土地上，军民携手奏响脱贫攻
坚进行曲。

倾心帮扶 率先垂范

在军民协作区选定的 4个村中，西
房申村最具代表性。这个村山荒岭秃，
土地贫瘠——不下雨闹灾，果树、松树
成片枯死，地下水位下降，人畜饮水困
难；下雨也闹灾，水土流失，道路损毁中
断，村民的生活极度贫困。

军 分 区 决 定 把 这 个 村 作 为 突 破
口。时任军分区领导带领龙城区和联
合乡领导赴河北平泉考察蘑菇项目，确

定“公司＋农户”运作模式。部队出资
建起香菇大棚，购买菌棒提供给农户，
生产和销售由河北平泉的企业负责。
政府出面帮助企业从农民手中以“反租
倒包”形式取得生产用地；组织本村农
民特别是失地农民，到企业承包香菇大
棚或到生产基地打工。

为打消村民顾虑，军分区与联合乡
政府分 4次组织 300名村民到河北与当
地蘑菇种植户交流，协调企业以赊账方
式为承包经营户发放菌棒、全程免费提
供技术服务、现场收购蘑菇等。然而，
村民还是顾虑重重。军分区动员 20名
党 员 和 民 兵 骨 干 ，率 先 建 起 20座 大
棚。他们很快尝到甜头，不少人获得近
万元收益。

这一项目既输血也造血，不仅让村
民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树立了脱贫
的信心，而且促进了村风民风转变，加
深了军民鱼水情。

以西房申村蘑菇小区为代表的军
民协作区脱贫实践，让贫困中的农民看
到了富起来的希望。

不换频道 接力扶持

军队编制体制调整改革后，从前参
与协作区建设的一些部队或转隶或移
防，军分区党委班子也进行了调整，协
作区群众对脱贫前景难免担忧。

“改 革 不 改 初 心 ，换 班 子 不 换 频

道 ，军 分 区 参 与 脱 贫 攻 坚 的 决 心 不
变！”朝阳军分区党委一班人达成共识
并郑重承诺。

他们协调驻地某预备役给水团，为
协作区打井17眼，解决800座大棚、3000
亩养殖、种植项目的用水难题；组织农
业技术专家与养殖户、种植户签订协
议，帮助他们解决生产技术难题；筹集
100余万元，在协作区内修建4条乡村公
路，共计30余公里。

在军分区持续帮扶下，联合镇牵头
创办食用菌生产扶贫基地，产品出口到
韩国、日本；喀左县甘招乡三家村养猪
小区，辐射带动周边 70余户村民，养殖
规模达到 2万头；建平县朱碌科镇七台
营子村蛋鸡养殖小区，辐射带动周边20
余户村民，养殖规模达到6万只；龙城区
联合镇哈达村改造千亩核桃园，2017年
底整村脱贫。

军分区还十分注重加强村两委班
子 建 设 ，发 挥 致 富 带 头 人 的 垂 范 作
用。波罗赤镇卢杖子村支部书记兼民
兵连长杨喜海，坚持为村民传授番茄
种植管理技术，辐射带动全镇 200余户
村民参与番茄种植。如今，波罗赤镇
全镇脱贫，杨喜海也被破格提拔为镇
武装部长。

军分区司令员刘绍利介绍，去年以
来，军民协作区吸引外来投资2000多万
元，经济收入达 2200多万元，军民协作
区扶贫项目带动种植、养殖总产值突破
亿元。

调整改革，扶贫攻坚不断线
—辽宁省朝阳军分区依托军民协作区持续开展扶贫工作纪实

■裴广彬 本报记者 乔振友 特约记者 鲍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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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曦中的天安门广场庄严静
穆。6时17分，太阳顶端与地平线相
切的瞬间，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庄严
的国歌声中，金水桥两侧和广场上的
群众面向国旗庄严肃立，视线追寻着
五星红旗徐徐攀升。

仰望国旗，开山岛名誉哨长王仕
花双手捧着丈夫王继才敬礼的照片
满脸肃穆。她说：“2011年，我和老
王第一次来北京看升旗，回去后他很
高兴地说祖国越来越强大了。这次
我和儿子把老王带来了，让他再看一
看北京天安门升国旗的仪式。”

与王仕花站在一排的还有来自
首批守卫南沙岛礁的老兵、巡逻南海
的海警队员、维和官兵以及边海防一
线官兵等 24名代表，他们与身后解
放军新闻传播中心的 200余名军事
记者编辑会聚在天安门广场，参加

“同升一面旗 共爱一个家”主题活
动，共同见证国旗升起的神圣时刻。

“同升一面旗 共爱一个家”主题
活动是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按照军
委政治工作部组织开展“传承红色基
因 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结合
庆祝新中国成立69周年特别策划推
出的。

凝望迎风飘扬的国旗，原酒泉卫
星发射中心发射一中队控制分队分
队长、75岁的老兵沈荣发摇动着手
中的小红旗，久久不愿离开。他说：

“在天安门看到国旗升起，看到我们
的国家越来越昌盛，看到军队越来越
强大，就觉得怎么看也看不够。”

升旗仪式后，代表们来到国旗
护卫中队驻地，与中队官兵共同举
行互赠国旗活动，一起分享国旗背
后的故事。

展开手中的国旗，王继才的儿子
王志国说：“咱们国旗班升旗的场面
特别震撼人心，这也让我想起小时候
看父母在开山岛升国旗，虽然动作没
有这么标准，现场也没有这么多观
众，但是心里面对祖国的热爱是一样
的。今天我们也把在开山岛升起的
国旗送给国旗护卫中队，让开山岛与
祖国的距离更近了。”

与王志国一样，来自祖国各个方
向的代表都陆续展出带来的国旗。
从代表们的讲述中，我们感悟到每一
面国旗的背后都承载着厚重的家国
情怀，折射出强烈的爱国精神：

“这是第一面在南沙渚碧礁升起
的国旗，南沙的风雨让这面国旗残缺
了一半，但上面的签名仍依稀可见”；

“这面国旗曾经升起在距离我们
祖国10000余公里外的非洲大地上，
为了捍卫它的尊严和荣誉，我的战友
李磊和杨树朋在异国他乡献出了年
轻的生命”；

“我带来的悬挂在海警舰艇上的
一面国旗，它伴随我们巡航祖国的南
海，活跃在维权斗争的第一线”；

“风雪川藏线，国旗伴随兵车
行。这是我们川藏线升起的第一面
国旗，见证了一代代汽车兵的责任与
担当”；

……
来自新疆军区河尾滩边防连的

上士范小军带来了一面用石头做成
的国旗，从他说话时粗重的呼吸声
里，我们不难看出，从海拔5418米的
哨所来到首都北京的他还在醉氧。
5400公里的路程，他与战友转了4次
汽车，倒了 3次飞机，就是要把代表
连队忠诚和坚守的国旗石带到祖国
的心脏。

听完国旗背后的故事，郑重地接
过这一面面特殊的国旗，国旗护卫中
队官兵向代表们一一回赠了国旗。

“这将成为我们中队一笔宝贵的精神
财富。”国旗护卫中队指导员郑军伟

说，这些国旗将珍藏在国旗护卫中队
的陈列室，激励一代又一代官兵更好
地肩负起捍卫国旗的崇高使命。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就能感受
到祖国的重托、人民的厚望。”西藏军
区无名湖哨所连长高杰，表示要把这
面来自北京的国旗带回去，让它天天
升起在祖国的边境线上。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
多么响亮……”带着对祖国深深的祝
福，从北京天安门传出的《歌唱祖国》
的合唱声飘向祖国的四面八方。

（本报北京10月8日电）

上图：10月 8日，“时代楷模”王
继才的妻子王仕花、首批守卫南沙岛
礁老兵代表、巡逻南海的海警队员代
表、执行维和任务的官兵代表、边海
防一线官兵代表等，共同参加“同升
一面旗 共爱一个家”主题活动。图
为升旗后他们在天安门前合影留念。

本报记者 张 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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