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 合2

微 新 闻微 新 闻

责任编辑 /范奇飞 单慧粉 郭 琦2018年10月25日 星期四 Tel：010-66720759 E-mail：zggfb1b2b@sina.com

本报讯 冯程、赵立坤报道：“谢
谢解放军叔叔，我一定好好学习，用
优异的成绩回报你们！”“好，我等着
你的好消息。”这是 11岁男孩吴迪与
陆军第 78集团军某合成旅政委焦扬
的约定（上图）。深秋，陆军第78集团
军某合成旅精准扶贫工作领导小组，
来到对口帮扶的黑龙江省林甸县永
久村的11户贫困家庭中走访慰问，送

去医疗药品，吴迪家是他们的一个帮
扶对象。

林甸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永久村
2014年被列为重点扶贫村。该村位
置偏僻、土质较差、作物单一，村民生
产生活水平较为落后。去年 7月，该
旅移防来到这里，与永久村党支部挂
钩，制定精准帮扶方案。在实地调研
的基础上，本着就近帮扶原则，制定一
户一策、一人一案，建立健全形势分
析、工作报告、军地会商制度。

翻开该旅的《扶贫攻坚工作计

划》，笔者看到，旅常委分包到户、责任
到人，帮扶对象基本信息、具体帮扶措
施、完成时限等相关资料一目了然。

他们不仅持续开展捐资助学、送
药送医活动，为村里援建文化广场、
学习室等基础设施，还向村民教方
法、给思路、传技术，确保每项扶贫举
措都实在可行。永久村支部书记杜
长宝信心满满地说：“部队的到来增
强了大家伙儿脱贫攻坚的信心，相信
不久的将来，我们村一定能顺利摘掉

‘贫困帽’！”

陆军第78集团军某合成旅扶贫攻坚精准点穴

“我和政委有个约定”

本报讯 董浩浩、李振兴报道：
“多亏了部队对我们的帮扶援建，全村
盼了十多年的路灯终于亮了！”国庆节
刚过，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指导员
张海波就带领巡逻分队准备好大米、
食用油等生活用品，来到部队定点帮
扶村云南省勐腊县曼帕寨，老支书岩
糯拉着张海波的手激动地连声感谢。

曼帕寨是当地有名的贫困村寨，
受自然环境和传统观念的影响，村里
产业结构单一，种植橡胶树、卖橡胶是
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由于割胶大都
在夜间进行，村里没有路灯，晚上看不
见路，胶农们时常会碰见毒蛇、毒虫，
这也成了大家的一件烦心事。

今年春天，部队官兵在巡逻时得
知曼帕寨的现实困难。该旅领导高度
重视，并在县扶贫办的带领下来到曼

帕寨，准备为村子安装太阳能路灯。
岩糯告诉笔者：“刚开始大家还不敢相
信，但看着技术人员隔三差五到村里
走访住户，勘察地形，没过几天，施工
队也开始进村施工，村民们也有了期
盼。”国庆节前夕，部队援建的30盏路
灯顺利完工，看着通亮的村路，村民们
都乐开了花。

近年来，该旅以改善民生为核
心，以地方所需、群众所盼、部队所能
为原则，紧贴边疆和各民族实际，通
过军地齐抓共管、共同治贫，积极为
驻地改善贫困面貌。该旅政治工作
部主任何忠兴介绍说：“为顺利完成
此次扶贫项目，旅政治部门专门从政
工经费中挤出十几万元作为扶贫经
费，并协调营房、财务部门共同对曼
帕寨进行帮扶。路灯建设期间军地

领导也多次到曼帕寨查看工程进展
情况，督促施工队高质量、高标准完
成任务。”

路灯亮了，傍晚村民围坐在路灯
下谈天说地（上图），胶农们天黑走路
再也不怕遇到毒蛇毒虫了。老支书高
兴地说：“感谢人民子弟兵，这些‘双拥
灯’照亮了村寨的脱贫路，我们脱贫更
有信心了。”

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精准帮扶少数民族村寨

“双拥灯”照亮脱贫路

位于玉树州称多县歇武镇的直门
达通天河渡口，地处我国第一大河流
长江最上游的三江源头，这里自古便
是连接川、藏、青的交通要道，流传着
唐代高僧玄奘西天取经时在通天河畔

“晒经”的传说。来往频繁的汉藏使
者、僧侣、商人、旅者，经常受困于这个
通天渡。不少行人感叹：“走遍天下
路，难过通天渡。”

在我小的时候，老乡们过河全靠
手工制成的“牛皮筏子”，高原气候恶
劣，一到深秋，河水冰冷刺骨，老百姓
苦不堪言，有时甚至还会遇到生命危

险。直到 1963年 7月，党和政府在通
天河畔架起了一座钢筋水泥大桥，并
派解放军守护。从此，“海藏通衢”的
亘古天堑变成了通途。乡亲们都把这
座大桥当做吉祥的象征，称她为“幸福
金桥”。每当看到潇洒英武的解放军
战士在桥头执勤、训练，我便羡慕不
已，就想着哪天能像他们一样，穿上帅
气的军装，保护好父老乡亲和家乡的
山山水水。

1977年9月，根据任务需要，我和
其他9名民兵战友一起奉命组成守桥
班，接替解放军担负起光荣的守桥任
务，成为第一代通天河守桥民兵。为
了守护好这座不同寻常的“幸福金
桥”，我和战友日夜值勤巡逻，从不叫
苦叫累。

刚开始，哨所条件特别简陋，住房
四面透风、雨天漏水，我们就自己动手
炸石头、拉泥土，修房屋，刷墙壁，还用
政府发给每人的生活补贴买来木料，做
了桌凳和木板床，把哨所建得像自家
的房子，啥都不缺。但由于守桥点海
拔超过4300米，经常做不熟饭，大家除
了在桥头做点简单的饭菜外，更多时
候是靠吃点从家里带来的炒面充饥。
时间久了，有的战友得了胃病，有的患
了风湿性心脏病，但没有一人退缩，大
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要像解放军一
样，再苦再难也要完成好守桥任务。

41年了，守桥班的民兵换了一茬
又一茬，哨所的面貌也在一天天发生
着变化。前两天我去哨所转了转，发
现为了响应保护三江源头生态的号
召，现任班长昂尕同志带领大家在哨
所旁边围建了苗圃，种植了1500多棵
树木。我还和新战友在专门修建的文
化活动室里一起打牌、看电视，很是有

趣。如今，民兵的职责也发生了变化，
一边要继续执行好保交护路的任务，
一边担负附近通天河流域的生态巡
护、草原管护等任务。

这几年，国家对青海的帮扶力度很
大，特别是通过灾后重建，我们玉树的
面貌焕然一新，这座充满感恩情怀和民
族特色的高原小城，俨然成为了一颗

“高原明珠”。当然，我曾经守护过的通
天河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了水更
清、树更绿以外，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
的“幸福金桥”光荣“下岗”，成为旅游景
点。取而代之的两座高速大桥，是青海
省目前海拔最高、墩身最高、连续梁跨
度最大的公路特大型桥梁，被誉为“千
里高原第一桥”，通行率大幅提升，从称
多县拉布乡到玉树县仲达乡仅需20多
分钟。看着桥上飞驰而过的车辆，我心
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今年8月，县委、县政府还以我们哨
所的事迹为主题，在歇武镇直门达渡口
建了一座集民族团结教育、党性教育、爱
国主义教育、红色基地教育和国防教育
于一身的通天河民兵守桥班教育基
地。许多人慕名来这里参观学习，大家
现地回顾发展历程，切身体会到从曾经
的“牛皮筏子”“幸福金桥”到现在的“千
里高原第一桥”，就是民族地区社会发展
进步的缩影。

看着我的家乡一天比一天好，作为
曾经的守桥班班长，我感到十分的光荣
和自豪。我相信，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
持下，我们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幸福！

上图：通天河大桥（右）和新建的
两座高速大桥（左）。新建的高速大桥
为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完全取代了
旧桥。 张本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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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接过连旗，将连魂传递下去……”
10月19日，在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阿拉彝
族女子民兵高炮连荣誉室，一场特殊的
交接仪式正在进行。全连民兵神情肃
穆、整齐列队，老连长冷艳郑重地把“阿
拉彝族女子民兵高炮连”连旗传给新任
连长张楠，并和大家重温连队历史。

“新老连长交接是连队延续了几十
年的传统，交接的是连旗，传递的是连
魂。”张楠指着荣誉室墙壁上“有我无
忧，有我无惧，有我无难，有我无敌”16
个鎏金大字告诉记者，无论战备训练，
还是执行急难险重任务，“敢于攻坚克
难打硬仗”都是一茬茬女子民兵接力传
承的基因。

提起阿拉彝族女子民兵高炮连，当
地群众都能夸上几句。1960年 4月，首
任连长李茂出席全国民兵代表会议，在
人民大会堂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并
授予 56式半自动步枪一支。自 1958年
组建以来，这支曾被国防部授予“英雄女
子民兵连”称号的集体，先后 36次为党
和国家领导人及外宾进行军事汇报表
演，27次参加全省民兵军事训练大比
武，获得“全国基层民兵预备役工作先进
单位”等荣誉称号。

官渡区人武部部长李斌，对 2015
年连队参加云南省首次组织的跨区机
动演习时的情景印象深刻。空中拖靶、
航模靶机实弹射击……面对多个高难
度的课目，女民兵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善于攻坚克难，敢打、能打硬仗，是
这个连队的红色基因。面对挑战，连队
邀请部队教员反复讲解兵器原理、射击

常识及各炮手操作要领，还请来了上世
纪 60年代连队的陆玉珍、非桂英等 4位
老民兵讲传统。今年 69岁的三瓦村党
支部书记李竹英，原是女子民兵连的副
连长、二炮手，在她潜移默化的影响下，
女儿徐洁也参加了民兵连，并且也是二
炮手，母女炮位切磋技艺一时被传为佳
话。为练好高低瞄准和击发，二炮手张
净、徐洁、高丽进行了上百次的击发练
习，手磨破皮，鲜血流出来，还是咬牙坚
持；副连长杨萍带病坚持训练，为了不影
响连队训练进程，她两次晕倒在训练场，
直到不得不住院才离开……辛勤的汗水
换来可喜的成绩：仅用时一周女民兵就
摸准高原射击的“脾性”，在实弹射击考
核中，6个炮班完成了搜索、跟踪、装填、
瞄准、射击一系列动作，并打出首发命中
的好成绩。

今年 3月，连队参加云南省人民防
空实弹演习，抽调了 87人参加历时 2个
月的基地和野外训练。长时间的野外驻
训中，女民兵要面临家庭、工作等现实困
难，但她们没有一人打退堂鼓：正准备举
行婚礼的王芬接到参训通知后，推迟了
婚礼，准时到基地报到；在学校进修的罗
丽娜，向学校请假，走上训练场……

60载，女子民兵连精神传承不息。
抗旱救灾、抗洪抢险、城乡建设、实兵演
习……一张张照片，一个个荣誉，不仅展
现着新时期女民兵的风采，也见证着她
们献身国防的家国情怀。

“请连长放心，我们一定将女子民兵
连的血脉传承下去！”接过旗帜，荣誉室
里的誓言再次响起。

延续60年的传承
—记昆明市官渡区阿拉彝族女子民兵高炮连

■张 军 本报记者 柯 穴

走 进 英 模 民 兵 连 队

山东省沂南县马牧池换于红军小学的学生们，在红嫂纪念馆听老师介绍“沂
蒙母亲”王换于创建战地托儿所的故事。连日来，沂南县各中小学利用当地红色
资源，组织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提升青少年国防观念。 杜昱葆摄

“卧倒、瞄准、射击……”随着指挥
员一声声令下，训练场上“砰、砰、砰”的
枪声此起彼伏，每位参训人员精神抖
擞，丝毫不受大雨影响。10月 19日，湖
北省荆州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
40余名领导干部，统一身着迷彩服，在
该市某民兵训练基地度过了一个兵味
十足的“军事日”。

以往，荆州市组织的“军事日”活动，
内容比较单一，一般只安排军地座谈、参
观营区、体验打靶等“老三样”，有的人甚
至戏称“军事日就是度假日”。

为改变这种状况，荆州军分区领导
积极研究改进措施。在工作筹划上，他
们今年年初就与荆州市委、市政府协调，
将开展“军事日”活动作为年度军事工作
一并纳入市委、市政府工作统筹安排。
在组织内容上，与市委宣传部多次沟通，
探讨确定“军事日”活动方案，将过去的

“老三样”，改为观摩军事课目、组织实弹

射击、品尝野战食品等更接近军营、更体
现兵味的活动。在参训对象上，一改以
往“一锅煮”的集中训练方式，而是分批
次分层次展开，先组织市四套班子，再组
织国动委各成员单位人员，让每名参训
成员都能切身感受军营生活，提高自身
军事素养，强化国防意识。

走进“军事日”活动现场，首先进行
的是军事演练课目，无人机汛情监测与
救援行动让领导干部眼前一亮：“原来
抗洪抢险中还可以利用无人机进行远
程救援，这比人力要高效多了！”在民兵
高炮分队阵地抗袭扰指挥演练中，指挥
员演示了打击低空飞行武装直升机、射
击对敌地面装甲目标等课目，许多领导
干部不禁感慨：“原本以为民兵高炮的
作用已经不明显了，今天看到现场演示
才知道，在未来战争中，它的作用不可
低估！”

观摩完军事演练课目后，接下来便

是实弹射击项目。卧倒、瞄准、射击……
虽然大家的身上已经被雨水淋湿，但个
个都严肃认真，每轮射击结束后当场验
靶、公布环数：41环、44环、47环……火
热的场面燃爆全场。“只有现场摸一次钢
枪，扣一下扳机，听一回枪响，才更能真
正体会到国防的意义。”市委书记何光中
感慨道。

射击结束后，参训人员转场来到野
餐场地，品尝单兵野战食品。在野战食
品展区，单兵即食食品、单兵自热食品、
压缩干粮等野战食品品种多样。解说
员向大家介绍道：“过去是‘小米加步
枪’，现在是炊事车伴随保障，有了完善
的后勤供给保障，官兵干事创业的动力
更足了。”

走下训练场，大家感慨万千：“这样
的‘军事日’才有意义，既体验了部队生
活，又锤炼了过硬作风，以后还想多参加
几回！”

湖北省荆州市增强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国防观念

雨中“军事日”：沙场练兵激情爆燃
■张 欣 田铁军

西部战区陆军某部

开展“同升一面旗”活动
本报讯 李弘非报道：10月 21

日，王继才同志先进事迹报告团来到
西部战区陆军某部阿拉马力边防连，
开展共建活动。王继才的妻子、开山
岛民兵哨所名誉所长王仕花，代表开
山岛民兵哨所向边防连赠送了一面曾
在开山岛上飘扬过的国旗。

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来自江苏和
新疆两地的军地代表，以及阿拉马力
边防连的官兵，共同见证这面跨越
3000多公里的五星红旗升起的神圣
时 刻 。 两 座 哨 所 还 签 订 了 合 作 共
建协议，将不定期开展学习交流活
动，进一步增强守疆卫边的使命感
责任感。

天津市南开区

成立关爱退役军人协会
本报讯 王鹏报道：10月18日，天

津市南开区召开关爱退役军人协会成
立大会。

关爱退役军人协会是在区委领导
下，由南开区关爱退役军人、热心拥军
工作的各界人士组成的社会组织。协
会成立后，将发挥南开区资源优势，不
仅在政策上倾斜保障退役军人，还将
在业余生活、身心健康等方面，给予退
役军人更多的关心关爱，激励他们为
经济建设贡献更多聪明才智。

云南省易门县人武部

组织民兵森林防火集训
本报讯 孙碧恩、李富强报道：10

月18日，云南省易门县人武部根据秋
冬季节降雨少、空气干燥、防火压力大
的特点，积极协调武警部队派出 6名
教官，并邀请军分区森林防火工作经
验丰富的 2名机关干部，对全县 94名
民兵骨干进行集中培训。培训内容包
括挖掘防火隔离带训练、使用灭火工
具、避险技能讲授等课目，切实提高了
民兵森林火险防控能力。

讲述人：燕 登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歇武镇歇武村人，1941年 9月出生，

1963年入党，通天河民兵守桥班第一任班长。
整理人：索南扎西、谭 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