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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奔小康，人民军队勇担当。
近年来，河北省军区积极协调驻冀部队参
与驻地脱贫工作，先后结队帮扶3000多
名贫困学生，助力89个贫困村脱贫……

成绩喜人，任务弥艰。9月中旬，河
北省军区组织驻冀部队召开脱贫攻坚会
议，研究制订《驻冀部队参与打赢脱贫攻
坚三年行动工作措施》。太行深处，吹响
了扶贫攻坚总攻的号角——

危房改造了、道路硬化了、路灯
装上了，扶贫思路还咋调整？

打造特色产业，助群众
持续增收

从脱贫到返贫再到脱贫的赞皇县黄
北坪乡黄北坪村真的变了。

以前，村里的劳动力都想方设法外出
打工，现在不但村里留守人员都能在家就
业，而且外出打工者也想着回家创业了。

采访中，记者切身感受到了这个藏
在大山深处、只有 400余户的小村庄的
活力：一些专程从城里赶来的自驾游旅
客，慕名参观太行第一军分区司令部旧
址，漫步黄北坪村槐河景观带，采摘中华
圣桃，品尝农家“大餐”……

几年前，省军区对口扶贫黄北坪村，他
们针对村里基础设施薄弱、自然生态脆弱的
实际，先后协调地方有关部门修建水泥防渗

渠、建设高标准幼儿园，帮助进行危房改造、
安装路灯……一个个务实的举措，使全村
面貌有了显著变化，贫困人口也由2012年
的 973人减少至 2015年底的 465人。然
而，好景不长，一些脱贫群众又返贫了。

老百姓的好日子为啥不能持续？省
军区领导在调研中感到，要改变“脱贫又
返贫”的尴尬局面，必须找准“贫”的根、
抓住“穷”的源，开出“富”的药，变“补偿
式”扶贫为“开发式”扶贫。

思路一变天地宽。他们结合黄北坪
村特色，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帮助开发特
色乡村旅游，形成产业效应。村书记韩
宝金高兴地告诉记者，集红色旅游、自然
观光、农家餐饮于一体的特色产业，使全
村人收入明显提高。

记者了解到，黄北坪村只是省军区
转换思路扶贫攻坚的一个缩影。省军区
本着“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林则林、宜
牧则牧、宜游则游”原则，协调驻冀部队
帮扶的 100个贫困村，其中三分之一已
经有了自己的特色产业。

树苗送到了、技术普及了、电商
开通了，工作方法还咋转变？

特派员当村官，带群众
一起致富

贫困没有限制住村民的想象力。这

是记者来到行唐县九口子乡上庄村第一
印象。

村民通过电商平台，可以直接把山
里的大枣、野菜、溜达鸡、散养猪等，直接
卖到大江南北，附近县市的一些市民甚
至直接上门订货，有13户村民正计划扩
大养殖规模……

“这在以前是不敢想的。”行唐县人
武部政委卫明给记者讲述了一段他们开
展扶贫的经历。

上庄村全村65户有48户是贫困户，
233人有163人是贫困人口。刚开始，县
人武部结合扶贫所需，为贫困户购买果
树苗、组织果木栽培技术知识培训、协调
开通电商平台……然而，阻断了通路的
大山，也禁锢了村民的思想。他们面对
帮扶心存感激，但不知如何利用这些资
源生钱。

“贫穷，穷在思想，治穷必先治脑。”
行唐县人武部选派基地副主任段立期当
特派员，并由县委组织部任命为村党支
部第一书记，带两名职工常驻上庄村指
导工作，人武部领导每周进村了解情况
帮助破解难题。

在百年枣树上嫁接新品种，一直是
村民心中绕不过去的坎。人武部领导和
驻村工作人员苦口婆心分头做工作，并
动员村干部首先带头开始嫁接新品种。
感受到改良品种的好处，村民们才纷纷
行动起来。

村民思想活跃了，眼界自然就开
阔了。村里开起手工拉花厂，一些家
庭妇女足不出户就可以赚钱，他们还
筹划绿色农副产品产销一条龙渠道，
准备建立大枣加工厂，加工独具特色
枣饮料等。

天空更蓝了、山梁更绿了、河水
更清了，资源优势咋利用？

引进龙头企业，让群众
成为股东

股东，这个代表经济社会许多人追
求梦想的名词，却成了内丘县侯家庄乡
大鹅石村村民实实在在的福利。

大鹅石村是内丘县一个不折不扣的
穷山沟，全村耕地面积150亩、山场面积
8500亩，人均收入不足 1000元。近年
来，内丘县人武部在省军区的指导下，成
立脱贫攻坚队，积极帮助村里改变村容
村貌，在精准帮扶贫困户的基础上，协助
村里开展荒山治理、发展林果产业……

功夫不负有心人。曾经被人们称为
“穷山恶水”的大鹅石村，变得天空更蓝
了、山梁更绿了、河水更清了，成为名副
其实的美丽乡村。

“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关键是
把这些资源利用好，使其真正地成为村
民生财之道。”他们按照“生态立村打基
础、林果富农惠民生”的思路，积极协调
各级帮助招商引资，先后有河北省某旅
游公司、河北某食品有限公司入驻该
村。村民不但能得到一次性补贴，还能
按股分红。“按洽谈合同规定，这些项目
都变成大鹅石村的固定资产，不但让村
民受益，而且还能更好地造福子孙后
代。”64岁的村支书刘文书高兴地说。

据了解，在省军区统一规划下，目前
有42个贫困村，凭借自己资源优势引进
龙头企业，通过入股分红的方式带动村
民致富奔小康。

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距2020年实现农村人口全部脱贫还有两年多
时间，如何打赢扶贫攻坚战？河北省军区调整扶贫思路—

太行深处，吹响扶贫攻坚号角
■本报记者 宋艳华 刘松峰

以王继才为榜样 做爱国奉献标兵
“一朝上岛，一生为国。坚守 32

年，王继才永远留在了开山岛。”近
日，湖南省常德军分区河洑山训练
基地内，参加集中轮训的100名基干
民兵在训练间隙研读、讨论王继才
先进事迹。日前，常德军分区在民
兵中部署开展“争做王继才式好民
兵”活动，激励广大民兵激扬爱国
志，奉献新时代。

作为湖南省基干民兵集中轮训
试点单位，常德军分区贯彻“练为
战、训即战”宗旨，把实战化训练落
到实处，努力锻造一支召之即来、来
之 能 战 、战 之 必 胜 的 基 干 民 兵 队
伍。每一期的集中轮训，来自全市
各区县的基干民兵，不仅要接受 12
天高强度的军事技能和理论培训，
还要参加内容丰富的思想政治教
育活动。随着向王继才学习活动
的深入开展，常德军分区把学习阵
地搬到民兵训练场，第一时间组织
全区干部、职工、专武干部和基干民
兵学习习主席重要指示，深刻领会
内涵，吃透精神实质。同时，把学习
习主席重要指示和王继才先进事迹
纳入训练教育内容和党日党课计
划，收集整理王继才先进事迹素材，
采取专题辅导、集中授课、座谈讨论
等形式，保证学习内容、时间、人员
和效果“四落实”。

“王继才生前是江苏省灌云县
开山岛民兵哨所所长。这个民兵做
了 什 么 ，习 主 席 为 他 作 出 重 要 指
示？”常德军分区政治工作处主任杨
涤非结合自己编辑整理的事迹材
料，在集中学习中循循善诱、娓娓道
来，当他播放王继才事迹的视频片
段时，多媒体学习室里鸦雀无声，许
多民兵不禁动容。

围绕王继才守岛卫国 32年先
进事迹，民兵集中轮训队以班、排，
党支部、党小组等为单位，广泛开
展“弘扬爱国奉献精神、积极投身
练兵备战”讨论交流活动，深入学
习王继才卫国戍边的忠诚品格、崇
高精神和优良作风，引导官兵传承
红色基因、汲取精神力量，为民兵
调整改革打牢思想基础。同时各
基层单位通过网络、展板、文化长
廊等方式，广泛传播王继才事迹，
引导广大民兵学身边典型，在岗位
建功。

“作为一名民兵骨干，我通过学
习深受震撼。在今后的工作与生活
中，我一定要学习王继才夫妇的爱
国奉献精神，如果祖国需要，我们都
愿做新时代的王继才，为国防事业
尽自己的一分力量。”来自常德市汉
寿县崔家桥镇的民兵陈坤感慨地

说，王继才夫妇的先进事迹感动了
全区民兵，习主席的指示精神更激
励着大家坚守平凡岗位，书写不平
凡的人生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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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侯磊报道：金秋北
京，天蓝气爽。10月 12日，“学习雷
锋精神”主题座谈会在京召开。座
谈会上，与会代表围绕“改革开放 40
年来学习宣传研究践行雷锋精神取
得的成果”“雷锋精神的时代发展和
社会传承”等话题进行了深入的研
讨交流。

国庆节前夕，在辽宁考察工作的
习近平主席来到抚顺市雷锋纪念馆，
向雷锋墓敬献花篮并强调，雷锋是时
代的楷模，雷锋精神是永恒的。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更多时代楷
模。与会代表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
话为新时代学习宣传践行雷锋精神指
明了方向，必将鼓舞更多的人把崇高
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质追求转化为具体
行动，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的强劲力量。

改革开放 40年来，无数先进人物
在本职岗位上奋斗、奉献，涌现了朱伯
儒、孙茂芳、郭明义等一批典型，成为人
们学习的榜样。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
思想文化战线宣扬了一批时代楷模、道
德模范和中国好人等，引领社会风尚。
据介绍，目前我国有7亿多人加入学雷

锋队伍，4000多万人注册成为学雷锋
志愿者。

与会代表认为，新时代学习弘扬雷
锋精神，必须围绕雷锋精神的时代性、
先进性和实践性，深入挖掘其当代价
值，不断创新方式方法，大力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好地构筑起
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源源不断的精
神动力和道德滋养。

抚顺是雷锋的第二故乡，也是雷锋
精神的发祥地。抚顺雷锋精神纪念馆
馆长李强说，将以先进典型为榜样，进
一步弘扬好雷锋精神，既学习雷锋精神
的内涵，又学习雷锋的具体做法，将学
习融入到具体工作和生活，在真学真懂
真信真用上下功夫。

本次座谈会由人民出版社主办、
《雷锋》杂志社承办，来自国家机关、
大专院校、新闻出版等单位和领域
的专家学者及抚顺市代表出席了座
谈会。

学习雷锋精神 争做时代楷模
“学习雷锋精神”主题座谈会在京召开

火炉熊熊照人暖，酥油茶香阵阵
飘。10月 14日下午，记者来到四川省
白玉县金沙乡八吉转移群众临时安置
点。38岁的藏族同胞多吉一家 5口人
围坐在火炉旁，边看电视节目边端起一
碗热气腾腾的酥油茶递给记者，乐呵呵
地说道：“感谢亲人金珠玛米（解放军），
这里和家一样温暖。”

11日，白玉县白格地区突发山体
滑坡，金沙江阻断形成堰塞湖，短短 2
天时间，已积流近 2亿立方米，直接威
胁下游 5个乡镇数万名群众的生命财

产安全。灾情就是命令，甘孜军分区官
兵闻令而动，第一时间将遇险群众疏散
转移至9个临时安置点。

为保障临时安置点的正常生活，
甘孜军分区向每个安置点指派一支常
驻民兵分队，担负起搭建帐篷、发放生
活物资、维持正常秩序的任务。白玉
县盖玉乡洛格村因紧邻金沙江，位处
低洼地带，该村 167名群众全部转移
至附近山上。连日的雨雪天气，让本
就泥泞的盘山道路变得愈加危险重
重，许多地方运输车都不敢前往运送

生活物资。关键时刻，白玉县人武部
主动请缨，第一时间派出车辆，翻越海
拔 4890米的米拉山，克服坡陡路险、
冰雪路滑等困难，及时将物资送到临
时安置点，将水和食品发放到每名群
众手中，并帮助他们搭设近 30顶帐
篷。因已入冬，加上临时安置点海拔
高，村民翁扎家的小孩出现了感冒发
烧症状，一家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
蚁。民兵巡逻分队得知情况后，立即
让卫生员进行诊治，孩子病情得到有
效控制。

为改善临时安置点群众居住生活
条件，白玉县人武部派出一支 30余人
的民兵分队，协助地方电力局连夜施
工，持续奋战20多个小时，实现安置点
全部通电。与此同时，民兵分队还为乡
亲们架设了卫星电视。

入夜，山上的气温降到零摄氏度以
下，帐篷里乡亲们安然入眠，忙碌一天
的民兵却没有停下来，他们裹上大衣，
又开始分组巡逻。民兵所郎罗布告诉
记者，能让老乡们吃饱睡好，再苦再累
也值得。

“这里和家一样温暖”
——金沙江堰塞湖救灾安置点见闻

■晏 志 本报特约记者 孙绍建

蜜 组织民兵进村入户疏散遇险群众。

蜜 民兵应急分队为群众发放救灾物资。

本报特约记者 孙绍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