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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西省信丰县 2名应征入伍
人员因拒服兵役，被当地政府采取包括
罚款、限制招录为国家公职人员、纳入严
重失信人行为名单、户口簿盖“拒服兵
役”字样等惩戒措施，并通报全县。该消
息经当地新闻媒体报道后引起热议。

“他们是逃兵”“作为一名老兵，我
认为这是他们一生的耻辱”……从网上
跟帖到现实生活中，大家一边倒地支持
惩戒的做法。

据了解，这 2名拒服兵役人员于去
年 9月应征入伍。入伍后，2人因怕苦
怕累、不愿受部队纪律约束，以种种理
由逃避服兵役，部队、县人武部及家属
反复做工作无果。为此，部队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作出退兵处理，
信丰县依据《江西省征兵工作条例》和
《信丰县征兵工作奖惩实施办法》有关
规定采取相应处罚措施。

“我国宪法、国防法和兵役法明确
规定，依法服兵役是公民应尽的义务。”

该县征兵办公室负责人介绍，严肃对待
拒服兵役行为，追究相应责任，是依法
维护兵役法规的权威。他们依法惩治
拒服兵役的 2名人员后，通过县新闻媒
体进行曝光通报。

经媒体曝光后，此事被当地不少中

小学校作为法治教育的现实教材搬进
课堂，教育学生“当兵非儿戏”“公民当
尽责”。为防止今后再次出现此类现
象，该县还专门聘请司法专家，通过广
播、电视、网络、报纸等平台对国防法、
兵役法进行详细解读，加大政策法规宣
传力度。

严厉处罚拒服兵役者并广而告之，
无疑是一堂严肃的法治教育课，既惩戒
了逃避兵役者，也对所有人发出警示。
信丰县人武部领导说。

拒服兵役当逃兵 依法惩戒不手软
■黄 强 兰善喜 本报记者 郭冬明

生 活 中 的 国 防 话 题生 活 中 的 国 防 话 题

近年来，类似新闻接连出现，这明
确告诉我们：拒服兵役非儿戏。因为
拒服兵役逃避的不是普通责任，而是
个人之于国家民族的法定义务，绝非
小事。

不可否认，数十年的和平环境销蚀
了个别青年的国防意识和责任担当，加

之以往对拒服兵役者的惩戒力度不大，
降低了“惩”的警示作用及拒服兵役者
的违法成本。信丰县对拒服兵役者依
法严惩，这既是对广大适龄青年的警示
教育，更是政府和兵役机关推进征兵工
作法治化决心的彰显，是维护社会公平
公正的有力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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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 服 兵 役 非 儿 戏

雨后清晨，如一床厚棉絮包裹着村
子的白雾，随着太阳升起渐渐隐向山
际，湘南汝城县沙洲村醒了。习惯做早
工的村民，纷纷走向房前屋后的田园果
林。山风徐来，黄澄澄的枇杷在枝头轻
轻摇曳，透亮的水珠从圆润的水晶梨上
滑落……又是一个丰收季！

“红军长征途中‘半条被子’的故事
就发生在这里！”汝城县人武部政委胡非
说，这些年沙洲村干部群众同心协力，依
托红色资源谋发展，去年底在全县率先
摘掉穷帽子，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传承“半条被子”精神，
“红军”就在身边

开春以来，来景区游玩的人日益增
多。在景区当保安的村民朱小红深感时
间不够用，山上果园需要打理，自家开的
农家乐需要掌勺，县、乡、村组织的各类
培训也不想落下。

农村最怕的是闲着，忙起来才可能
有收成。朱小红的父母年迈多病，两个

孩子又在上学，自己因无一技之长，生活
一度陷入贫困。“我那时忙完地里那点
活，真不知道还能干点啥。”当年的窘迫
让朱小红至今难忘。当时，村里像他这
样的贫困户，有32户。

2017年底，随着村里建起红色景
区，50岁的朱小红在村干部、驻村扶贫
工作队的帮助下，办起了村里第一家土
菜馆。朱小红告诉记者，现在村里的旅
游火起来了，菜馆生意越来越好，一年前
他就脱贫了。

时间回溯到 1934年 11月。红军长
征途中，3名女红军借宿沙洲村村民徐
解秀家，临走前把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
一半，留给徐解秀，还说等革命胜利了，
还会给她送新被子来。朱小红就是徐解
秀的孙子。“小时候，奶奶经常给我们讲

‘半条被子’的故事，什么是共产党？共
产党就是自己只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
半条给老百姓的人。”摆脱贫困的朱小
红，对奶奶的话感受更深。

革命胜利了，3名女红军却一直没
有音讯。朱小红的奶奶常到村口守望，
直到1991年离世。57年的苦苦守望，徐
解秀最终带着遗憾离去。可以告慰老人
的是，“红军”其实一直就在身边，“半条
被子”的精神——共产党与老百姓血浓
于水的情谊，在村里代代相传。

记者在一家杂货店攀谈，得知店主
是村支书朱中建的妻子刘青秀，从她的

“牢骚”中记者获悉：一心投入脱贫攻坚
战，朱中建无暇顾及家事，杂货店的收入
锐减；村主任朱向群卖掉了家里的挖掘
机，村计生专干罗秋煌关掉了经营20多
年的服装店……

徐解秀的曾孙、退伍军人朱向群南
下创业有成后，主动回村带着乡亲们一
起干。他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脱
贫攻坚虽有苦累，但想想当年的红军，想
想曾奶奶常说的“半条被子”精神，他做
得还远远不够。

红色资源，脱贫攻坚
最好的营养剂

一栋老房子屋墙上，一排排斑驳的
文字依稀可见。汝城县党史研究专家、
县史志办原副主任徐宝来介绍，这是
1934年 11月 7日，毛泽东、朱德在汝城
联署发布的《出路在哪里》宣言书。

红军的到来，让沙洲从此烙上了红
色印记。2016年10月，在纪念红军长征
胜利80周年大会上，习主席深情讲述了

“半条被子”的故事后，沙洲村更成了远
近闻名的红色探访地。

然而，民风淳朴的红色沙洲，经济发
展一度比较落后。出路在哪里？投身新
时代的脱贫攻坚战，沙洲村村支两委始
终坚持在“红色”中寻求答案。“习主席曾
指出，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
史是最好的营养剂。”驻村扶贫工作队与
村党支部形成共识：沙洲革命历史，就是
群众脱贫攻坚最好的营养剂。

2017年初，随着沙洲红色景区项目
指挥部、理事会成立，沙洲村红色旅游发
展拉开序幕。“半条被子”文化陈列馆、“半
条被子”文化广场、红军休整旧址……一
年不到，系列红色景点及配套设施相继
落成和修缮，沙洲变了模样。

景区落成，来的游客多了，带动的是
一个产业链。“以前在外打工一个月收入

4000多元，一年到头存不了几个钱。”村
民朱世伟去年初回村开了家夜宵店，还
出租旅游单车，年收入达十多万元。

鼓励自力更生、引导回乡创业、培植
集体经济，一步步棋走下来，盘活红色资
源为沙洲注入了强大发展动力。下一
步，怎样吸引更多游客？如何让半日游、
一日游变成多日游？五一期间，随着沙
州乡村振兴项目——集餐饮住宿、教育
培训、休闲度假、生态观光等功能于一体
的沙洲田园综合体试运行，谋求持续发
展的举措落了地。

朱文萍是朱小红的女儿，她辞去广
东的工作回村后在景区当了一名讲解
员。“集体分红、开民宿客栈、育婴员、乡村
旅游培训，以前不敢想的新鲜事，如今在
村里一件接着一件。”她笑着对记者说。

过上好日子，也要留住
绿水青山

沙洲村民俗广场，“半条被子”大型
雕像矗立中央，红艳艳的半条被子犹如
一面鲜艳的旗帜，向人们诉说着沙洲的
红色往事与绿色未来。

几年来，在“精准扶贫”理念指引下，
沙洲村深挖红色文化旅游资源，大力发
展特色水果种植，去年底在全部脱贫基
础上，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2000多
元，村级集体收入达20万元。

“去年来村里旅游的有 26万多人
次。”村民朱利志高兴地说，靠在广场支
摊卖土特产及小商品，他一年就增收 5
万多元。26万游客造访，对一个总面积
才 0.92平方公里、人口 500余名的村子
来说，就是发展的机遇。朱中建说，这再
次证明走红色为本、绿色发展的脱贫致
富路是正确的。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些年，
曾有老板找到村里，想利用沙洲的“红色
效应”投资兴业，但一听是有害生态的项
目，村里一口回绝。而对特色水果种植
等绿色产业，村里则千方百计加以扶
持。曾是村主任的朱新亮说，如今村里
特色水果供不应求，果民收入成倍增长，
他办起村里首家电商平台后，枇杷最远
销售到了泰国。

这几天，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村党
支部第一书记黄飞忙得不亦乐乎，落实
沙洲景区提质改造推进会部署，筹划沙
洲红色文化精品客栈建设及藤制品、竹
制品等产业引进。夜幕降临，稍事休息
的黄飞掏出手机看习主席在北京世界园
艺博览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当看到“我
们要维持地球生态整体平衡，让子孙后
代既能享有丰富的物质财富，又能遥望
星空、看见青山、闻到花香”这句话，他兴
奋得连声叫好。

此时，明净的夜空繁星闪烁，民俗
广场上村民载歌载舞。驻村 3年了，黄
飞在脱贫攻坚一线的每一天，都能发现
生活的美。这是乡亲对家园的深深依
恋，也是男女老少乐在其中、心有归属
的生命状态。小村故事多，充满喜和
乐。村民欢快的舞步传递着自信，脱贫
奔小康了，但“半条被子”的故事仍会在
这里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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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越怕，畏畏缩缩不敢战斗，越
可能被敌人打死；你越不怕死，越勇
敢地冲锋，才能消灭敌人，取得胜
利。”5月6日，湖北省恩施军分区官兵
代表，来到来凤县战斗英雄张富清老
人家里，围坐在老人身边，聆听老英
雄讲述当年英勇杀敌的战斗故事，学
习老英雄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的感人事迹。

张富清今年已 95岁高龄。1948
年，他投身军营，成为西北野战军第
二 纵 队 三 五 九 旅 的 一 名 解 放 军 战
士。当年 11月中旬，为配合淮海战
役，西北野战军发起冬季攻势，张富
清所在部队在陕西省蒲城县以东 25
公里处的永丰镇发起进攻。部队成
立突击组，张富清担任突击队员。

11月27日夜间，张富清和另外两
名突击队员先行跳下永丰城墙，和敌
人激烈战斗。战斗过程中，张富清觉
得头上好像被人狠狠砸了一下，但他
根本来不及细想，想方设法逼近敌人
碉堡……战斗持续到天亮，张富清坚
守到部队进城。直到这时，他才发现
自己头部受伤。

这次战斗，张富清炸毁敌人两座
碉堡，缴获两挺机枪，弹药四箱，因为

表现英勇，获得西北野战军甲等“战
斗英雄”荣誉称号。在那段战斗的岁
月里，张富清两次荣获“战斗英雄”荣
誉称号，荣立特等功 1次、一等功 3
次、二等功1次。

1955年初，张富清转业了，他没
有选择留在大城市或回到阔别多年
的陕西老家，而怀着投身社会主义
建设的志向，从武汉一路向西，来到
地处偏远的鄂西来凤县，一干就是
一辈子。

到地方工作后，张富清把自己当
成经济社会建设战线的新兵，将以往
的军功章全都锁在一个小皮箱里。
他认为，相比牺牲的战友，自己没有
资格把战功拿出来显摆，更没有资格
向组织提要求。就这样，张富清“默
默无闻”几十载，直到去年底，在退役
军人信息采集时，众人才知道他是战
功赫赫的战斗英雄。

“与当年的战友相比，我们现在
的工作、生活条件都太优越了。我们
不能只享受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
的幸福生活，更要弘扬他们一不怕
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保卫好来
之不易的美好生活。”

获悉张富清英雄事迹后，恩施军

分区立即组织人员收集整理老英雄
的先进事迹和战斗故事，结合深化

“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
教育展开学习讨论，激发广大官兵和
民兵练兵备战热情。恩施军分区司
令员施岐峰介绍，他们还结合张富清
转业后的工作经历，组织大家“学英
雄、找差距、见行动”，对照英雄查找
自身不足。眼下，正值民兵整组工作
展开之际，军分区抓住这一有利时
机，组织专武干部和民兵开展“学战
斗英雄、砺练兵斗志”练兵比武，不断
把学习引向深入。

“老英雄战功赫赫，却选择来到
偏远的山区，做艰苦的工作，过平凡
的生活。他的英勇善战立军功、平常
心态看军功、深藏功名不居功的事迹
深深震撼了我。”去年 8月，从驻郑州
某部交流来到来凤县人武部任政委
的刘洋感慨地说，“我们学习战斗英
雄，就要匡正人生价值坐标，始终以
英雄为榜样，强化担当奉献意识，努
力干好本职工作，坚决完成党交给的
每项任务。”

上图：老英雄张富清（左一）给恩
施军分区官兵讲述当年参加永丰战
役时的战斗经历。 刘海伦摄

学习战斗英雄 争建强军新功
—湖北省恩施军分区组织学习张富清先进事迹

■朱 勇 张 梨 本报记者 安普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