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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新悦后来才知道，如果没有那
1000元助学金，患腿疾多年的父亲打
算把药停了，省下钱给她凑学费和生
活费。她清楚地记得，上一次父亲停
药后，几天都没起来炕。

那笔数额不多的助学金，在谷新
悦看来是“救命钱”。去年，身体一直
不太好的爷爷奶奶住了两次医院，让
家里本就捉襟见肘的生活雪上加霜。
临近开学，谷新悦偷偷抹了好几次眼
泪：家里还能不能供她继续上学了？

没想到开学前几天，老师陪着一
名穿军装的叔叔送来1000元助学金，
叔叔告诉谷新悦：“孩子，好好读书，叔
叔资助你上学。”

自 2008年辽宁省军区开展教育
扶贫活动以来，辽宁省鞍山市岫岩满
族自治县杨家堡镇每年都有一批像谷
新悦一样的贫困学子受到资助。11
年来，省军区党委机关资助杨家堡镇
300余名贫困学生完成 9年义务教育
学业，有的一直资助到大学毕业。

人均占有耕地少、自然资源匮乏，
贫困像生了根的藤条，缠绕着杨家堡
镇。2008年的一次扶贫调研中，大山
深处孩子“输在人生起跑线上”的无
奈，触动了辽宁省军区官兵。“我们深
深体会到扶贫必先扶智，治贫必先治
愚！”辽宁省军区政治工作局副主任高
营告诉记者。

针对杨家堡镇部分贫困学生面临
辍学的实际，省军区党委机关和学校
对接，开展“春暖行动”济困助学活
动。他们把家有病人、无经济支付能
力的家庭作为资助重点，采取“1+1”
助学帮扶模式，组织省军区党员干部
与贫困学生结对帮扶。何艳柳、王成
广等贫困学子在省军区党委机关干部
的帮扶下，纷纷考取重点大学。

教育精准扶贫，让杨家堡镇的面
貌发生巨大改变。3月中旬，记者随
省军区官兵代表到杨家堡镇捐赠图
书。走进学校，参观的人都禁不住啧
啧称赞，宽敞明亮的教室，安装了教学
一体机，接入了互联网，餐厅整洁干
净，老师有了周转房。学校领导告诉
记者：“这些年，省军区除坚持发放助
学金外，还开展‘万册图书进学校’、关
爱帮扶农村留守儿童等活动。”

加大对乡村教师的再教育培训，
也是辽宁省军区助学兴教的一项重要
内容。“我想进修学习，却苦于没有机
会。”这样的苦恼像一块大石头，长久
压在杨家堡镇九年一贯制学校教师车
凤霞的心头。

转机出现在两年前。省军区携手
地方有关部门，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

“百名深度贫困地区教师进省名校见
学”活动。2017年5月，车凤霞和其他
16名同校教师接到培训通知。

“浑河站小学语文教师讲的《西门

豹治邺》《燕子妈妈笑了》都给我们留
下深刻印象。”如今，像车凤霞一样，参
加培训的老师把见学所悟，全部融入
教学实践，教学质量明显提高。

在辽宁省军区官兵心中，扶贫捐
资助学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
事业，资助一个孩子就是孕育一分希
望。省军区政治工作局主任李军说：

“今年省军区将加大帮扶资金投入，为
学校新建多媒体教室和会议室。”

教育扶贫路，还在脚下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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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西暮春，绿海无边。木荷高大
挺拔，油茶树郁郁葱葱，马尾松亭亭如
盖……5月初的福建省长汀县，一派绿
意盎然的旖旎风光，很难想象这里 30
多年前寸草不生，红色沙土裸露在外，
被当地老百姓称为“火焰山”。

长汀县曾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
流失最严重的县份之一。习主席在福
建省工作期间，曾 5次来到长汀县指导
生态文明和治理水土流失工作。经过
30余年的努力，长汀县实现从全国水土
流失重灾区到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县的历史性跨越。长汀的群众说：“改
变的背后，子弟兵功不可没。”

与水土流失的斗
争，始自红军

长汀，史称汀州，曾是中央苏区的经
济中心、红军主力正规化的摇篮、长征出
发地之一，素有“红色小上海”之称。然
而，长汀也是我国水土流失的重灾区。
1985年，长汀县水土流失面积达146.2万
亩，接近全县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

长汀军民与水土流失的斗争，是一
场经年累月、愈挫愈勇的持久战。据资
料记载，自红军入闽来到长汀，便与当
地百姓一起开荒种树。

在该县县委宣传部长卓国志的办

公室，记者看到 1934年出版的《红色中
华》合订本，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
据地创办的第一张铅印大报。1934年1
月19日，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猛烈开展
大植树运动，为提高农业生产而斗争》的
文章，文中详细介绍了红军开展植树运
动的目的意义和方法措施。同年2月16
日，《红色中华》再次刊登文章《增植树
木，保护山林》。

后来，由于战事吃紧、形势危急，植
树运动被迫中止，红军开始长征。临走
前，红军官兵留下一句话：“我们还要打
回来，还会回来搞建设。”

军人就要啃最难
啃的骨头

3月 22日，陆军第 73集团军某旅
1500余名官兵，再次来到长汀，开展植
树造林活动。在该县河田镇露湖村，一
位 80多岁的老人拉着官兵的手动情地
说：“红军真的回来了，红军的作风一点
没变！”

登上河田镇最高峰乌石岽，极目远
眺，满眼绿水青山，驻地官兵和民兵栽
下的千亩国防林如一队队士兵整齐排
列。县水土保持事业局领导感慨地说：

“这在10年前是不敢想象的景象。”
植树造林，绿化荒山，是治理水土

流失的有效途径。然而，在流失区植
树，却是难上加难。“土地板结严重，树
苗种下去，浇点水瞬间就没了，土里留
不住水分。”河田镇民兵营长陈长宁回
忆30年前种树的情景感慨万千。

浇一次水不行，就两次、三次；种一
年不成活，就两年、三年。别人花一分
力气就能做到的事情，长汀人民和驻地
官兵即使花10倍力气，也在所不惜。一
担担土铺上山，一袋袋肥施进沟，一株
株草爬满坡，一棵棵树栽入窝。雨冲
了，再种植；土流了，再固垒。从1983年
到 2011年，长汀水土流失面积下降到
47.69万亩，当年的重灾区披上绿装，换
了山河。

交通便利、容易治理的水土流失地
已种上树，剩下区域均交通不便、坡陡
沟深，治理工程实施艰难。是见好就收
还是不畏艰难争取更大的胜利？

2011年12月和2012年1月，时任国
家副主席习近平先后两次对长汀县水
土流失治理和生态建设作出重要批示，
提出“进则全胜”的要求。

进则全胜，不进则退。福建军地进
一步达成共识。

“军人就要啃最难啃的骨头！”从2012
年开始，福建省军区先后协调驻闽部队万
余名官兵奔赴长汀艰难险段开展植树造
林，完成植树造林和施肥10余万亩。

长汀县林业局有一份大事记，记录
了近年来驻闽部队参与植树造林情况：

2013年4月10日至20日，福建省武
警总队龙岩支队 224人，植树造林 8000
余株，面积210亩。

2014年 3月 10日至 17日，某集团
军、武警福建省总队 3900名官兵，植树
造林2853亩，低改施肥8988亩。

2015年3月10日至16日，福建省军
区组织驻闽部队5000名官兵，植树造林
9500亩……

再造绿水青山，老
兵冲锋在前

在30余年的水土流失治理过程中，
有一些名字刻在长汀人民的心里。

特种兵出身的三洲镇人兰林金，虽
在一场事故中失去左眼和双手，可他凭
着残留的断臂，承包了该镇红旗岭的
2270亩荒山，种下 850亩油茶、100多亩
苦竹。他还与堂弟合作，在红旗岭下办
了养猪场、养鸡场，用猪粪、鸡粪做油茶
的肥料。他说：“经历过军营的历练，困
难难不倒我，吃苦吓不退我！”在兰林金
的努力下，昔日只见砂砾不见泥土的红
旗岭重披绿装。兰林金组建的农林种植
专业合作社、农产品加工基地，拿出一批
岗位优先照顾村里的乡亲，带着大家一
起奔小康。在他的激励和带动下，有几
十户村民也走上创业致富路。

民兵致富带头人俞水火生 1984年
退伍返乡，1987年开始包山种杨梅，如
今已经种植杨梅果园700多亩。在他的
带动下，三洲杨梅产业越做越大，乡亲
们不仅日子越过越好，昔日的“火焰山”
也变成了十里飘香的大果园。乡亲们
推选他为民兵连长，进入村两委工作，
后又被选举为村党支部书记。作为丘
坊村的致富带头人，他还被评为福建省

“科普惠农先进个人”。
在兰林金和俞水火生等一批退役

军人的带领下，长汀人民用绿色赶走了
贫穷，从绿水青山中找到金山银山。

福建长汀：从“火焰山”到绿水青山
■本报记者 乔振友 通讯员 丁俊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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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以来，全国开始新一轮的
国防动员潜力调查统计（以下简称
潜力调查）。身处工作末端，笔者
发现不少调查人员仍沿用传统做
法：通知相关单位填报表格，各区
县国防动员委员会综合办公室负
责汇总。如此不仅调查时间长、工
作效率低，而且存在数据不完整、
更新不及时等问题。

反观某区人武部在潜力调查前，
先到地方相关单位进行调研，精准
分解调查任务，同时对接地方各个
部门、行业的信息平台，让公共大数
据跨部门共用共享。国防动员委
员会各专业办公室在潜力调查期
间集中办公，实时核实所采集数据
的准确性。精准分解任务、共享公
共信息、集智破解难题、全程检验审
核，通过这4个方面的调整，让潜力调
查提质增效。

俗话讲，劈柴不照纹，累死劈柴
人。潜力调查摊子大、分布广、任务
重，传统“查、问、看、记、量”的调查方

法往往耗费大量人力和时间。潜力
调查使巧劲，就要盘活现有资源，纲
举目张，比如凡行业系统掌握的数
据，一律依托主管部门统计上报；凡
统计部门掌握的数据，一律以统计部
门的口径为准，以此提高潜力调查的
效率。再比如，调查方式由人工采集
为主向自动抽取为主转变，由粗放统
计向精准统计转变，由定期统计向实
时统计转变，为动员潜力快速转化为
战争实力奠定坚实基础。

当前，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正
处于普查登记和数据审核处理阶
段。部分省区市经济普查领导小组
组长兼任潜力调查领导小组组长，
且两项检查的调查范围、内容多有
交叉，潜力调查可借鉴经济普查成
果，提高调查效率。另外，国防动员
系统还可“生一次火做两锅饭”，在
潜力调查的同时，一并统计应对自
然灾害等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的潜
力资源，做到一次潜力调查，摸清应
战应急两方面家底。

潜力调查多使点巧劲，不仅能为
基层减负，而且能让国防动员系统腾
出更多时间和精力干更多有助于打
仗的事儿。

潜力调查多使点巧劲
■马智铭

国防时评国防时评

当“许三多”遇见“最美退役军人”，是
一幅怎样的画面？会擦出怎样的火花？5
月9日下午，在河北省邢台市“2019年邢
台市大学生征兵宣传教育进高校活动”
现场，记者目睹了这样特殊的一幕。

“战友”相见，少不了一个拥抱。当
“最美退役军人”吴洪甫见到“许三多”的

扮演者王宝强，二人热情地拥抱。
王宝强和吴洪甫都是邢台籍。王宝

强因在电视剧中扮演“许三多”“顺溜”等
军人角色家喻户晓，从 2010年开始，邢
台市征兵宣传海报就有王宝强的身影，
激励许多青年投身军营；吴洪甫曾在上
世纪 60年代两次参与击落美制 U-2型

高空侦察机，荣立一等功，并在退伍后长
达 37年守口如瓶，严守国家秘密，不向
组织提任何要求。

活动现场播放的吴洪甫事迹片和征
兵宣传片，感染了不少大学生和驻军官
兵。邢台学院学生刘玉宣当场向官兵打
听部队的日常生活，表示想在大学毕业

后参军入伍。
应邀参加此次活动的驻军和武警部

队官兵，先后演唱军歌、进行擒拿格斗表
演，赢得观众的啧啧赞叹和热烈掌声。

王宝强在观看官兵表演后感慨地说，
战士们唱的军歌，勾起他为体验生活在部
队训练时的美好回忆。他的父亲也是一
名老兵，他从小就有一个军旅梦,希望更多
优秀青年走进军营，不负青春，不留遗憾。

本次活动中，吴洪甫被授予“邢台市
特邀讲师”，王宝强被聘为“邢台市征兵
形象大使”。 （本报邢台5月9日电）

河北省邢台市

“许三多”和“最美退役军人”携手征兵宣传
■王 健 本报记者 杨明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