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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前，革命烈士鲜血染红的井冈
山成为共和国的奠基石。八角楼的微
弱灯光点燃了革命的燎原之火，中国革
命从这里走向全国的胜利。

90年后，勠力奋斗谋幸福的井冈山
成为中国减贫事业的里程碑。井冈山市
在打赢脱贫攻坚战新征程中持续发力，
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也成为中国贫
困退出机制建立后首个脱贫县。

从中国革命的起点走到中国全面
脱贫奔小康的起点，井冈山人民始终没
有忘记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也没有
忘记人民子弟兵的携手相扶。4月中
旬，记者踏访井冈山革命老区，走近那
支永远不走的“红军工作队”，感受深厚
的军民鱼水情。

红色标语：见证为民
服务宗旨

在井冈山朱砂冲林场行州村一栋老
宅的屋檐下，有一幅写有“红军是为劳苦
工农谋利益的先锋队”的红色标语。历
经90多年风雨，标语依然清晰可见。

莽莽山野，悠悠岁月。这 15个大
字，穿越历史时光，见证了人民子弟兵
为人民服务的不变宗旨。

翻阅《井冈山市志》，200余个军爱
民故事被载入其中——

1952年，宁冈县大队组织民兵2863
人，为510户军烈属家庭代耕土地283公顷。

1991年，人武部组织机关干部和民
兵 3000余人次，开发荒山荒坡，造民兵
林8.91公顷。

2010年，武警井冈山中队与黄坳村
9户村民结队帮扶，投入 5万元资助贫
困学生。

2013年，原南京军区协调华东五省
一市与井冈山市开展“三联”活动，落实
援建项目50个……

千里寻故地，旧貌换新颜。4月 10
日，记者沿着当年红军走过的路，走进
坳里乡寨下村。眼前出现一座小桥，桥

头立着一块醒目的石碑：军民同心桥。
人武部领导告诉记者，这座桥，是连接
附近 7个自然村的必经之路，但因年久
失修，每遇大雨来袭，来往群众只能涉
水过河。2015年，江西省军区多方协调
资金 500余万元，组织民兵苦战 3个月
修起这座桥。

搭的是桥，连的是心。95岁高龄
的抗美援朝老兵唐守志逢人便说：“当
年红军把木桥架到山里，如今解放军
把水泥桥修到村里，我们熟悉的红军
没有离开。”

红色交接：结“扶贫
亲”成为传统

“渡陂河畔，鱼水情深；东部战区，
情系老区；慷慨捐资，百姓之福……”这
篇记载东部战区助力井冈山脱贫攻坚
的碑文，如今在革命老区广为流传。

4月 11日，一场春雨降临。走进坳
里镇渡陂村，一栋客家风格的三层小楼
房映入眼帘。这是东部战区出资援建
的村部办公楼，楼内党建活动室、远程
教育室、会议室、图书室一应俱全。

“新修的村部不仅是建强支部的场
所，也是军民共建的阵地，感谢解放
军！”年逾古稀的老支书兰冬祥一提起
这事就激动不已。类似的例子还有很

多，2013年，在原南京军区的倡导下，井
冈山市人武部与经济发达的上海长宁
区、江苏省海门市等 9个市（区）人武部
携手开展了“联学创新理论、联创先进
组织、联建文明乡村”的“三联”活动，调
动优势资源对口援建井冈山9个乡镇，9
万多老区人民获益。

2016年，新组建的东部战区接过原
南京军区的接力棒，让“三联”活动延续
下去。当年，东部战区捐建的寨下至渡
陂的山村入村道路顺利贯通。

这条路本就是一条红军路。1927
年，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从三湾出
发，途经此处短暂休整，平整了这条泥
土路，让山里的百姓第一次走出大山；
如今，解放军再次整修这段路，点燃了
村民致富的希望。

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在传承中不断
丰富和升华。在井冈山人武部，有一套
延续了几十年的“红色交接”仪式：凡新
调入的干部职工，读的第一本书是《井冈
山革命斗争史》，上的第一堂课是瞻仰烈
士陵园，唱的第一首歌是红军歌谣，吃的
第一顿饭是红米饭南瓜汤，下基层的第
一件事是结“扶贫亲”。井冈山群众都知
道，人武部干部职工的标志是一身迷彩
服，随身携带民情日记、帮扶手册、挎包
水壶和干粮袋“四件宝”。这几年，他们
走村串户，吃碰饭、住农家，与贫困户连

心结亲，一直持续帮扶不断线。在黄坳
乡石角村，龙秀芹老人掰着手指能说出
几任部长、政委的名字，老人家临终前嘴
里还念叨着“想再看看人武部的人”。

“红军一天”：探索红
色旅游脱贫新路

红色沃土孕育了中国革命。在井冈
山，当年追随共产党参加红军的有18万
人；在1927至1929年两年多的革命斗争
时期，平均每天有近60名红军牺牲。那
坚韧挺拔的井冈翠竹，见证井冈山的星
火燎原，也见证老区人民的牺牲奉献。

“我们官兵有责任反哺老区人民，
帮助他们增智立志，脱贫致富，让他们
振作起来，奋斗起来。”吉安军分区政委
邹铁平告诉记者，近年来，他们积极发
动民兵、退役军人和红军后代带头示
范，用榜样的力量激励大家脱贫。

茅坪乡坝上村，当年毛泽东在此养
病 49天写下《宁冈调查》等著作。为帮

助该村早日脱贫致富，人武部与乡、村
干部一道挖掘红军故事，寻找红色足
迹，与井冈山市教育培训机构共同打造

“红军一天”体验式教学，让学员在一天
内体验急行军、救伤员、自做红军餐等
内容，坝上村找到了一条通过红色旅游
脱贫的新路。

村支书李国锋说：“我的曾祖父是
李筱甫烈士，我也当过兵，作为红军的
传人和退役军人，我有责任带领村民过
上好日子。”

春雨绵绵，云雾满山。神山村，这
个曾经鲜为人知的深度贫困村，如今游
人如织，一片欢声笑语。2016年 2月 2
日，在这里，习主席曾对乡亲们说：“在
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
丢下一个贫困群众。”村民彭夏英是个
只有小学文化的农村妇女，如今却是远
近闻名的“名人”。她出名不仅仅是因
为习主席到她家吃米果，更因为她作为
红军后代的坚韧执着。她的丈夫是一
名退伍老兵，早些年腿部受重伤，不能
干重活，7年前，村里评审低保时，村干
部上门要她填表，她却拒绝了：“作为一
名红军后代，也曾经是一名军属，我要
起带头作用，低保名额还是留给更需要
的人吧！”

“红军阿哥你慢慢走嘞，小心路上
有石头。碰到阿哥的脚趾头，疼在老妹
的心里头……”告别神山村时，村里的
广播传来这首经典的客家民谣。这首
老歌历经岁月风霜，依然感人心扉，让
人眼前浮现“十送红军”的场景。

井冈青山在，脱贫终梦圆。然而，
脱贫不是终点，在通往小康的路上，军
民携手，重整行装，再次出发……

井冈山，“红军”从未离开
■本报记者 乔振友 通讯员 曾 飞

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迎来70华诞。
70年来，祖国沧桑巨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步履铿锵。70年来，人民子弟兵为人民站岗,与祖国同行。
在祖国建设和发展的丰碑上，深深镌刻着人民子弟兵的丰功伟绩。屯垦边疆，数十万官兵集体转业投

身经济建设；修建川藏公路，3000余名官兵献出生命；深圳特区成立，人民子弟兵成为最早的“拓荒牛”……
70年来，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时候，总会出现人民子弟兵的身影。

今天起，本报开设“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复兴征程上的绿色身影”专栏，反映70年来人民子弟兵
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生动实践，展现源远流长的军民鱼水深情，凝聚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的磅礴伟力，激
励广大官兵不断续写爱民为民新的时代篇章。

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下发《关于规
范为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等家庭悬挂
光荣牌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规范悬挂
光荣牌工作，确保好事做好，并明确要求
坚决杜绝出现让悬挂对象自行领取光荣
牌的现象。我们要为这一举措点赞。

当前，为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等
家庭悬挂光荣牌工作已进入尾声。全
国大部分地区按照要求认真落实悬挂
光荣牌工作，有的军地领导联合上门挂
牌，有的敲锣打鼓派出工作人员帮助挂
牌，有的上门送立功喜报和挂牌一并办
理……这些做法让广大军烈属和退役
军人倍感光荣！

但同时也应看到，个别地区或工作
进入收尾阶段后，有所松懈，人员未全覆
盖；或为尽快完成任务，采取按人头发
放、自取自挂的简单办法；或因机构改
革，悬挂工作落实不平衡，行动迟缓。

悬挂光荣牌是落实中央决策部署、
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在全社会营造
尊崇军人职业浓厚氛围的重要举措。国
务院印发的《为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等
家庭悬挂光荣牌工作实施办法》第八条
明确规定：“集中悬挂或更换光荣牌时，
村（居）民委员会或社区应举行悬挂仪
式，安排专人负责安装悬挂。悬挂仪式
应简朴、庄重、热烈”，并要求在今年 5
月 1日前完成所有悬挂光荣牌的工作。
显然，个别地区的工作与中央要求、军人
军属的期盼还有不少差距。

光荣牌虽不大，但承载的分量很重，
牵动着千万军人和军属的心。笔者身边
的一位老兵说：“军人、军属非常看重光
荣牌，不在于它值多少钱，只因这是对军
人价值的认可，是一份沉甸甸的荣誉！”
在军人和退役军人眼里，光荣牌见证了
他们献身国防的峥嵘岁月，值得自豪；在
军属心中，光荣牌褒扬了千万个军人家
庭心系国防的无私大爱，值得珍惜！

光荣牌挂得好不好，直接反映了对
军人的感情真不真，更说明国防观念强不
强。电话通知还是亲自上门，自己取还
是主动送，折射出的是政治站位和大局
意识：把拥军爱军当作一种不得不完成
的任务还是真心实意的尊崇，当作是喊喊
口号的应景还是需要高度重视的工作。

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更需要全
社会的大力支持。悬挂光荣牌是生动的
国防教育实践，是对军人从内心深处尊
崇的具体表现。军人在看，军属在盼。
这就需要各级部门必须继续努力，一鼓
作气抓好落实。对“个人领牌”“重复挂
牌”“漏挂牌”等问题，有关部门要克服困
难，主动作为，把党和政府的关怀实实在
在传递到每个军烈属和退役军人家庭。

光荣牌，也不能一挂了之，还有很多
相关的后续工作要做。要把悬挂光荣牌
的优良传统持续保持下去，对所有军人
军属、退役军人的尊崇优待传承下去，使

“光荣之家”尽享荣光，让关心国防、关爱
军人军属日渐成为社会自觉。如此，才
能营造出尊崇军人的良好社会氛围，凝
聚起磅礴的国防力量。

让
﹃
光
荣
之
家
﹄
真
正
荣
光

■
陈
大
治

国防时评国防时评

本报讯 陈祖峰、陈美报道：近日，
广东省广州警备区联合市国资委、市退
役军人事务局等单位举办了 2019年广
州市首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洽谈会，在
退役军人和企业间搭建双向选择服务
平台。现场 60家优秀企业提供逾 2000
个优质岗位，吸引了 600名驻穗部队退
役军人参会。据广州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统计，其中约80%参会退役军人与企
业签订用工意向书。

为办好活动，广州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与警备区、国资委等单位密切协作，对
近3年广州籍退役军人的个人信息进行
梳理，调研摸清他们就业创业的意愿方
向，地方政府部门有针对性地安排企业
提供需求岗位。广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领导介绍，为提高就业匹配度，他们事先
开办了一期就业创业培训班，帮助退役
军人分析市场环境，并邀请部分企业宣
讲，“尤其是选择了一些本身就招录较多
退役军人的企业，这些企业熟悉老兵的
需求，会持续关注老兵的职业发展。”

“广药集团、广州无线电集团、广州
城投、广汽集团……没想到这些大企业
都来了，合适的岗位还真不少。”海军某
部退役军人陈亦航说。笔者在洽谈会
现场得知，参会的 60家企业，世界 500
强企业有 9家，国有企业 25家，招聘的
岗位既有软件工程、通信技术、医疗护
理、机械制造等技术岗位，也有工商管
理、市场营销等管理岗位，涵盖行政、生
产、后勤等领域，为退役军人提供了较
大选择空间。

广东省广州市军地联合举办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洽谈会

八成老兵当场签订用工意向书

近日，重庆市忠县三汇镇飞龙村 4
组罗德满家门前热闹非凡。从县城驱
车50多公里专程赶来的忠县人武部官
兵，将一幅装裱精美的照片送到罗德满
手中。

“快两年没见到儿子了，做梦都没
想到咱人武部这么重视我的愿望，当军
属真光荣！”接过儿子在部队立功的照
片，66岁的罗德满笑得合不拢嘴。

罗德满的儿子罗万军 1998年入
伍，现为西部战区空军某雷达旅二级军
士长。从军20余载，他两度获得“空军
百名优秀雷达操纵员”殊荣，多次荣立
三等功。2017年，罗万军被评为“空军
优秀士官标兵”，获得全军优秀士官人
才奖二等奖。2018年，他又获得西部
战区空军十大精武标兵称号。

今年春节前夕，忠县军地相关部门
到罗德满家中慰问时，他和大家一起观
看儿子立功受奖的视频，其中一张照片
让他连连称赞：“这照片看着就让人提
劲，可惜咱手里没有。”说者无意，听者
有心。县人武部领导回到部里便作出
安排，决定想办法满足老人的心愿。

然而，要找到这张原始照片并不容
易。忠县人武部工作人员分工协作，通
过电视台，几经周折与拍摄者取得联
系。这一想法也得到拍摄者的大力支
持，正在外地采访的他，于次日晚上便
将原图发给忠县人武部。为确保图片
质量，忠县人武部专程委托到重庆开会
的同志到制作公司进行精心装裱。

“万军这孩子有出息，为我们村争
了光，这样的荣誉真来之不易啊！”曾经
在西藏某部服役的退役军人、三汇镇飞
龙村党支部书记李兴斌感慨地说，有了
像罗万军这样的榜样，近几年飞龙村适
龄青年应征热情明显提高。

当天晚上，人武部接到罗万军从部
队打来的电话，电话中他感动地说：“有
家乡父老的支持，我在部队更有动力了，
我一定努力工作，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这张照片也很快成为当地征兵宣
传的好素材，忠县人武部部长殷勇在征
得罗万军同意后，在他的母校三汇中学
对他的事迹进行宣讲，鼓励罗万军的学
弟学妹学习他的强军精武事迹，到部队
这个大熔炉里建功立业。

“一张立功照片，展示了一名当代
军人的成才之路，圆了一位老父亲的思
子之情，勾起了数千学子的报国情怀，
这不仅仅是一张照片，更是成千上万忠
州子弟兵的真实写照，是忠州耀眼的名
片。”忠县人武部政委王元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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