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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柯穴报道：5个师级
单位领导现场交流发言、突出问题导
向直言矛盾困难、制定措施精准靶向
实施……作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的内容之一，云南省军区于 7
月 4日召开脱贫攻坚工作推进会，党
委常委和 16个师级单位主官一起守
初心、谈使命、找差距、抓落实、明责
任，把脱贫攻坚啃硬骨头作为主题教
育实践载体。

“脱贫攻坚工作等不起、慢不得，离
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只有一年半的
时间，必须务求精准，落到实处。”省军

区领导告诉记者，在主题教育中，他们
坚持在脱贫攻坚主战场上坚守初心、涵
养初心、践行初心。党委常委带头深入
脱贫攻坚最前线，聚焦让人民群众过上
幸福生活的初心使命，和群众一起查问
题、出主意、想办法。各级党员干部在
条件艰苦、情况复杂、问题突出的地方
调研，把情况摸清楚、把症结分析透，确
保按时打赢脱贫攻坚战。

地处巍峨连绵阿佤山群山深处的
勐省镇永让村，山高沟深坡陡，交通不
便，村民生活贫困。在确定精准扶贫对
象调研中，该省军区瞄准这一硬骨头，

党委常委挂钩帮扶，先后 5次深入该村
调研发展项目，整合各方资源协调资金
投入，提出将精准脱贫与“美丽乡村”工
程建设、基层党组织的“双推进”建设等
结合起来，通过开展“脱贫光荣户”评选
表彰活动，激励和鞭策贫困户树立自力
更生、主动脱贫的意识，争取早日致富
奔小康。

在主题教育实践中，一支敢打硬
仗、勇于担当的队伍正在脱贫攻坚主战
场上铸炼成钢。在怒江深处的沙瓦村，
怒江军分区干部朱云在这里一扎就是
半年，田间地头、火塘边上，每天向大家
宣传《义务教育法》，挨家挨户核实档案
台账，和村干部一道现场商量拿方案、
定工期，包干包户一抓到底。据了解，
云南省军区各级共派出180余名敢于担
当、甘于吃苦、懂民族语言，有驻村经验
的干部，在脱贫一线驻村帮扶。

为人民谋幸福，是我们党的初心，在
精准扶贫中如何践行初心？参加交流的
与会代表说，将主题教育和脱贫攻坚结
合起来，就是让我们担起扶贫重担，用心
抓落实。目前，省军区各级对照扶贫差
距，订立整改措施，尽锐出战投入脱贫攻
坚战中。

云南省军区将主题教育与精准扶贫结合推进

脱贫攻坚一线砥砺初心

南疆瓜果飘香，军民载歌载舞。7
月 1日一大早，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
自治州迈丹村 80岁的老人哈孜买买
提?吾斯曼带领 12名身着节日盛装的
村民，牵着 3只肥羊来到新疆军区迈丹
边防连营区。蓝天白云下的迈丹村绿
树成荫，风景如画，村民与官兵共话家
常，不时传来欢声笑语。

“迈丹”在柯语中意为“上有油下有
粮”，但这在过去只是村民的美好愿望。
1962年，迈丹边防连官兵到这里驻防
时，牧民住在破旧漏风的帐篷中，一天能
吃上一顿饱饭都是奢望，大部分家庭因
贫困陆续搬离。看着牧民生活如此困
难，连队官兵下决心改变迈丹村面貌。

起初，迈丹村一棵树都没有，牧民赖
以为生的草场、水源逐年减少。连队提
出染绿迈丹的倡议，开始种树。刚开始，

近千棵树苗只存活了几棵，但一代代官
兵不畏艰辛，接力在戈壁滩上挖沟修渠，
植树造林。连队设立了“责任树”，要求
每人每年都要种活一棵树，新兵下连都
要去认树，老兵退伍都要向树道别。

三年、五年、十年……几棵树变成
了成片的树林。环境变好，牧民陆续回
迁。2012年，政府以树林为中心建起了
迈丹新村，村民们亲切地把这片树林称
作“戍边爱民林”，在村中央设立了感恩
碑，以表达对党和解放军的感激之情。

在荒漠戈壁，“吃水难”一度是军民过
冬的烦心事，一进入冬季村民便开始四处
刨冰找水。后来，连队官兵建了蓄水池，
吃上了储存下来的冰雪融水，也没忘记当
地的群众。平日里，官兵总会将蓄水池里
一半以上的水供应驻地牧民饮用，后来还
为村民修建了300立方米的蓄水池。

官兵时刻把牧民用水放在第一位，
牧民也把官兵用水记在心头。2012年3
月，牧民要灌溉草场，连队要浇树浇菜，
可水是有限的，怎么办？连队党支部决
定优先保障牧民灌溉草场。官兵主动堵
上通往连队的水渠，可是过了没一会儿，
又被群众掘开，他们用蹩脚的汉语向官
兵说道：“别堵、别堵，你们先用。”

看到牧民草场受旱，连队官兵一锹
一镐开挖 3.5千米长的引水渠，使近三
百亩草场得以常年浇灌。前几年牧民
搬入新村后，连队官兵又奋战 120多
天，为牧民建设 3千米长的水渠，被牧
民感动地称为“军民连心渠。”

眼瞅着迈丹村成了远近闻名的绿
洲，90多岁的牧民阿布达?吐尔逊动情
地说：“能吃上水、用上水都是共产党、
解放军的功劳，大家一辈子不能忘啊！”

迈丹新颜见证鱼水深情
■谢建乐 宋 勇 本报记者 黄宗兴

本报讯 薛清波、记者乔振友报
道：“这是我参加过的最务实的一次议
军会。”7月 3日上午，辽宁省辽阳市召
开市委常委议军会议，会场设在演训
场，议题聚焦服务打仗。走出野战帐
篷，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刘晓红感
慨良多。

这一天，是辽宁省辽阳市韩岭镇葠
窝水库入夏以来最热的一天。辽阳市
委书记、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王凤波，
市长王一兵带领 10余名市委常委和 8
名委办局领导，身着迷彩服，脚穿作战
靴，现场观摩辽阳市民兵应急分队水上
课目演练。观摩完毕，他们一头扎进野
战帐篷，召开市委常委议军会。王凤波
开门见山：“议军会开在演训场，让大家
多闻闻训练场上的硝烟味，实地感受官
兵的辛苦，才能知道官兵需要啥，带着
感情为部队办实事解难题。”

会上，军分区领导围绕民兵建设、
战备训练等方面存在的困难、需要地
方解决的问题，一一进行说明，地方领
导认真听取汇报。市长王一兵明确要

求：“部队提出需要地方解决的问题，
能解决的当场讨论拍板，涉及哪个部
门，哪个部门对号入座认领解决。”空
军某部机场通往市内 3.2公里公路路
面损毁严重，影响部队战备应急响应，
需要整修加宽。市交通局局长当场部
署下周开始施工，对坑洼路面进行修
补，同时报省交通厅将道路全面修整
纳入明年建设计划；军分区民兵武器

装备仓库需要维修改造，但是没有列
入年度预算。市财政局局长当场表示
报发改委追加 150万元进行一期施工，
剩余部分明年列入预算……会上，8名
委办局领导当场认领任务，辽阳市驻
军提出的 5个具体问题及时得到落实
解决。

此后，会议审议通过了《辽阳市关
于加强“幸福军人”建设实施意见》和

《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代党管武装工
作的意见》，从随军家属安置、军人子
女 教 育 优 待 、鼓 励 各 类 企 业 支 持 国
防、积极建立民兵奖励机制等 9个方
面，就如何提升军人幸福指数提出具
体要求，每一项工作都明确牵头单位
和责任单位。同时，会议从认清新时
代党管武装的重大意义、履行新时代
党管武装的工作职责、落实新时代党
管武装的基本制度、提高新时代党管
武装的质量效益 4个方面，对各级党
委如何抓好武装工作进行系统规范，
将党管武装纳入地方领导班子综合考
评体系。

一次议军会，时间不到两个小时，
解决了 5个具体难题，出台了两个刚性
文件。“以后议军会不一定一年就开一
次，遇有重大问题，根据需要可以随时
召开。”王凤波介绍，议军会结束后，市
委将下发会议纪要，把会议精神传达到
所辖县市区，并对解决问题的过程进行
跟踪检查，督促落实，以确保事事有回
音、件件有落实。

上图：辽阳市委常委议军会开在训
练场上。图为参会人员在野战帐篷内
讨论为部队办实事解难题。

谭长俊摄

辽宁省辽阳市—

“帐篷”议军会现场解难题

7月7日，福建省建瓯市发布
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当地民兵应
急分队应令而动，冒雨转移被洪
水围困村民。 林仁华摄

关注议军会关注议军会

这是一片风与沙的世界。7月 8
日，内蒙古阿拉善军分区的车队行驶
在巴丹吉林沙漠巴达公路上，四周是
茫茫戈壁，没有飞鸟，没有人烟，只有
零星的骆驼刺生长其间。

忽然间，一场小雨不期而至，雨滴
拍打在车窗上，发出嗒嗒的声音，像一
曲长调，叙说着一段伤心往事。1993
年5月4日，就在这条从苏宏图到乌力
吉的边防路上，一辆越野车在疾驰。
车内，解放军报记者杨学泉正在采访
内蒙古军区边防某团团长海力斯。突
然间，一声巨响，汽车右后轮胎爆裂，
疾速行驶的车身向右连续翻滚，杨学
泉以身殉职。2014年，阿拉善军分区
在事故地点为杨学泉立了一块纪念
碑，那条曾布满尖利碎石的边防路，如
今已变成一条宽阔的柏油路。

车队行驶了约 3个小时，到达
巴达公路 293号路碑时，汽车的右转
灯一齐闪烁，右车窗玻璃全部摇下，
几位驾驶员一起长按喇叭，纪念碑
到了。

花岗岩纪念碑上刻有“杨学泉同
志牺牲地纪念碑”几个大字，碑上的照
片引人注目：绿色的军装、黑色的镜
框、上扬的嘴角、温暖的笑容，永远定
格在风华正茂的44岁。

祭扫仪式现场，杨学泉的兄弟姐
妹来了，报社的同事来了，边防官兵代
表和群众代表也来了。随着哀乐响
起，脱帽、鞠躬、献花、敬礼……每一个
人都表情肃穆。杨学泉的二哥杨学铭
等人陆续走向纪念碑，献上鲜花并仔
细拭去碑上的尘土。杨学铭蹲在碑
前，从包里拿出从北京带来的两瓶红
星二锅头，放在纪念碑前，凝望着碑上
的那张笑脸，紧闭嘴唇，默然无语。过
了许久，他才打破沉默：“小六，我们来
看你了。你已经离开我们整整26年，
这些年你还好吗？”话音刚落，年近八
旬的他声泪俱下，悼念的人们也个个

红了眼圈，哽咽起来。
意外发生后，这片沙漠也成了杨

学泉妻子徐英牵肠挂肚的地方。由
于身体原因，徐英这次未能一同前
往，她告诉记者：“等孙子长大了，我
要带他到爷爷牺牲的地方去看一看，
告诉他，他的爷爷是一名优秀的军事
新闻记者。”

杨学泉从事新闻工作的23年里，
从深山大漠到南沙礁盘，从老山前线
到两会会场，脚步从未停歇。而他跑
得最多的还是边防。牺牲前的那个五
一劳动节，杨学泉就是在内蒙古军区
条件最艰苦的边防四团、五团连队度
过的。短短几天，他先后采访了40多
位干部、战士和家属，每天行程400多
公里，休息不到 6个小时。杨学泉在
边防采访的那几天，连队的官兵就像
过节一般开心，大家相互传告：“这里
的戈壁滩第一次来了军报记者！”

经年日久，许多人和事早已被风
沙掩埋，但边防官兵对杨学泉的怀念
如这沙海从未改变。26年来，边防团
调整改革成了边防营，官兵换了一茬
又一茬，但护边巡逻时来纪念碑祭扫
的传统一直传承。每当有巡逻官兵路
经此处，都要停下来为杨学泉敬一支
烟、倒一杯酒、说几句掏心窝的话，他
们的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位牺牲在内蒙
古边防的军事记者。

短暂的祭扫活动结束了，但人们
却舍不得离开，一步三回头地走着，脚
步沉重，泪眼婆娑。

回程途中，雨越下越大，为沙漠闷
热的天气送来阵阵清凉。同行的官兵
都说：“这是杨记者知道我们来看他，
心里欢喜，用沙漠里最金贵的雨水为
我们送行。”

上图：阿拉善军分区官兵祭奠献
身边防的军事记者杨学泉。

王金鑫摄

26年，我们从未忘记
——内蒙古阿拉善军分区官兵祭奠

献身边防军事记者侧记

■本报记者 汪 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