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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民兵骨干组成
愈加多元，有村干部、退役军人，还有
行业技术能手和回乡创业大学生。黑
龙江省在脱贫攻坚中发动了大量民兵
骨干参与。这些民兵骨干作用发挥如
何？近日，记者到省军区帮扶村实地
调研。

敢“吃螃蟹”不畏难

退役军人祝新友是望奎县东郊镇
正白前二村基干民兵，任民兵帮扶小组
组长，有着丰富的“黄麻子”土豆种植经
验。

2015年，望奎县委、县政府到广东
省遂溪县草潭镇考察并签订“北薯南
种”协议，需要一批种薯大户参与项
目。刚开始，不少种植户担心风险大，
持观望态度。祝新友却认为这是个千
载难逢的机会。“变‘冬闲’为‘冬种’，本
身就增加了土地资源利用率，加上我懂
种植技术，应该可行。”祝新友找到县人
武部表达种植意愿。县人武部进行实
地考察后，认为他具备条件。待项目确
定后，人武部帮助协调大型机械运输、
用水和贷款事宜，祝新友当年种植马铃
薯620亩，获利30多万元。

2016年，“北薯南种”项目资金、技
术和经验成熟，祝新友优先吸纳17户贫
困户凭土地入股，安排他们从事劳务并
给予额外补贴。2017年，他又把27户贫

困户带到湛江承包土地种植马铃薯，帮
他们垫付种子、化肥、农药及土地流转
等资金，当年，贫困户户均增收 3万多
元。到了2018年，他帮扶的种植户增加
到69户。

“民兵骨干有闯劲，把他们培养成
功具有很好的示范意义，会带动更多人
加入扶贫产业。”省军区政委傅永国告
诉记者，近3年，省军区协调地方政府和
农业技术类大专院校，以“学校搭台、部
队送人、政府付费”方式，选送民兵骨干
入校深造，培养种植、养殖能手 150余
人，还组织民兵骨干开展“一帮一”结对
子活动，带动村民发展产业。

善抓机遇不守旧

望奎县卫星镇兰头前村的辛波是
大学生回乡创业代表，文化程度高，思
维眼界宽，喜欢钻研新事物，被望奎县
人武部优先编为基干民兵。

前些年，望奎县交通比较闭塞，新
鲜瓜果蔬菜外输成本大，销售不占优
势。辛波大学毕业回乡后，看到了问题
所在。兰头前村靠近呼兰河北岸，地理
条件适合棚室蔬菜水果种植，且望奎县
成规模绿色无公害种植项目还是空
白。于是，他决定筹建家庭农场，建成
12栋钢架塑料大棚、6栋温室、8栋阳光
智能温室。辛波的农场引进节能增效
技术，系统自动控制棚内温度和湿度，

在种植过程中采用传统农耕方式，不使
用任何化肥和化学农药，保证瓜品菜品
的有机绿色。

“现代农业讲究有特色，销售环节
越少越好。”辛波经营的两个家庭农场
以“社区支持农业（CSA）”的方式对外运
营，CSA可以理解为有机产品直营的
一种模式，为会员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服
务。农场从耕种到销售，共吸纳贫困户
劳动力12名，人均年增收2万余元。

辛波的产销模式拓宽了省军区扶
贫思路。“何不利用电商推动产业扶
贫？”省军区司令员夏俊友在一次扶贫
推进会上提出。随后，他们邀请电商创
业园技术人才为民兵骨干开设电商知
识讲座，教授如何打通营销渠道、推广
特色产品，100余名民兵骨干取得电子
商务职业培训合格证书。如今，他们在
网上把 20余种农副产品远销沿海大中
城市，带动数十个贫困村脱贫致富。

更替有序不断线

海林市蔬菜村，村如其名，是黑龙
江省最大的村级无公害蔬菜生产和出
口基地之一。仅去年一年，村里就新建
200多栋大棚，全村经济总收入 3.2亿
元，人均纯收入2.9万元。提起今天的幸
福生活，村民们忘不了 3任民兵连长窦
乃兴、孙绍伟和衡衍振。

蔬菜村原名幸福村，可村民并不幸

福，日子过得紧巴巴。为让群众过上好
日子，时任民兵连长窦乃兴倡议，将棚
室蔬菜种植作为农业发展的突破口。
但是，当时村里没人懂种菜。窦乃兴便
自学农业知识，还多次带领村民到山东
寿光等地“取经”。后来，他与20多名民
兵率先改造棚暖地，调节蔬菜生产期，
做到了一年多茬次生产。随后更多村
民加入，蔬菜种植规模逐渐扩大，效益
越来越好，幸福村因此更名为蔬菜村。

后来，民兵连长由孙绍伟接任。他
发现，村里蔬菜种植没有形成产业化、
规模化，缺少竞争力，于是向上级争取
资金，规划建设 1000栋标准化棚室示
范区。当时很多村民不理解，觉得自己
的旧棚室模式和多年传下来的种菜经
验已经成熟，没必要重建和重学。这
时，孙绍伟提议，让民兵骨干带头建、
带头学。结合东北冬长夏短的特点，孙
绍伟鼓励民兵多种植反季节蔬菜，多次
聘请国外高级农艺师到村里授课，引进
40多个新品种。如今，民兵连长由退
役军人衡衍振接任，继续带领村民尝试
新品种。

“各村都有民兵组织，保证了接力
扶贫不断线，可以推动产业做大做强。”
省军区政治工作局主任曲升云介绍，今
年，省军区举办新任职基层专武干部培
训班，对全区 13个地（市）、58个县（市、
区）的 150余名专武干部进行扶贫工作
培训，强化抓建民兵骨干队伍能力，帮
群众培养身边致富带头人。

活跃在群众身边的致富带头人
——黑龙江省军区发动民兵骨干参与脱贫攻坚纪事

■赵景旭 本报记者 杨银满

“这些物件只听老人讲过，但从
来没有见过实物，今天算是开眼界
了。”11月 12日，湖南省株洲市举办
老物件展览活动，一组贴满军用粮
票、民兵连环画的展览墙吸引市民围
观。这组展品是由70岁的收藏爱好
者蒋盛武提供的。看着自己的藏品
受欢迎，蒋盛武十分欣慰。他告诉笔
者：“国家发展日新月异，得益于一代
代人的艰苦奋斗。这些藏品的价值
已经超过金钱，是时代的印记、文化
的载体，教育后人不忘来时的路。”

蒋盛武曾是株洲中南无线电厂
的一名军工。当年，他带着崇军尚武
的情结进入工厂，在年复一年的机车
操作中，家国情怀愈加浓厚。有一
年，株洲军分区依托该厂组建民兵应
急分队，体格有些瘦小的他依然毫不
犹豫地申请加入。“当了民兵，穿上迷
彩，感觉肩上担子更重了，我就结合
收藏爱好，开始重点收集军事方面的
刊物书籍、粮票和火花。”蒋盛武说。

走进蒋盛武的家，首先映入眼帘
的是一面横在客厅中的“书墙”，“书
墙”正中间摆放着一本十分显眼的连
环画册，封面是手握钢枪、英姿挺拔
的解放军形象。“这些连环画册全是
军事题材的，大概5万册。”身着迷彩
服的蒋盛武一边介绍，一边向笔者展
示他收藏的枪弹、军机、舰艇等军事
主题的火花和军用粮票。

军用粮票特别稀有珍贵，搜集难
度高，需要收藏者具备信息渠道和一
定财力，但是一名普通军工收入又不
高，蒋盛武如何收集呢？“只要听说有
线索，我都会去找一找，大部分工资
都用在了收集上。”蒋盛武告诉笔者，
有一次，他见到一枚罕见的竖式中国
人民志愿军粮票，上面画着人民战士
手持冲锋枪的威武形象，十分心动，
就和对方商量把它买下来，但对方开
价高，蒋盛武只好向亲友借了 8000
多元。后来，这枚志愿军粮票在全国
粮票交流会上引起轰动，有人愿出
20万元高价购买，蒋盛武当场回绝：

“这是宝贝，永不出售。”笔者问他为
什么这么喜欢这枚粮票时，蒋盛武
说：“看到它能感受到志愿军奋勇杀
敌的英雄气概。”

蒋盛武介绍，从上个世纪 80年
代至今，他共收藏军事主题的火花图
片 30万枚，《抗日英雄谱》《红旗颂》
《人民英雄》等军事题材连环画近 5
万套，还收集大量面值从100市斤到
1000市斤不等的边境作战期间使用
的特殊军用粮票，总面额近3万斤。

蒋盛武收集军事文化藏品的行
为影响了身边人。外孙女戴欣言小时
候经常到外公家里翻阅他的藏品，蒋
盛武若有时间，还会向她讲述藏品背
后的故事。多年的耳濡目染让戴欣言
坚定了从军报国志向，在国防科技大
学附中读高二的她，正在努力学习和
锻炼身体。戴欣言表示：“争取考上军
校，报效国家。”

上图：蒋盛武收集的藏品。

� 为他点赞

收集藏品多为把玩品鉴，待价而
沽。蒋盛武却反其道而行之，不计名
利，充满家国情怀。此举不仅充实了
个人精神世界，也让军事文化藏品充分
发挥了应有价值，真是“善之善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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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与国防百姓与国防

12月 3日上午，一架搭载
200余名雪域高原退伍老兵的中
国国际航空公司班机从拉萨贡嘎
机场起飞，标志着今年西藏退伍
老兵航空运输工作全面展开。为
高标准做好老兵运输工作，西藏
军区运输投送处专门与联勤保障
部队、民航西藏区局等有关部门
进行对接。目前，西藏拉萨贡嘎
机场已加派多名安检人员、地勤
服务人员和机场民警，保障老兵
安全快捷登机。

彭 毅、段 飞摄影报道

高原老兵
乘机返乡

本报讯 侯俊晓、特约通讯员李
绍尉报道：“以前，找人清一次厕所化
粪池需要 400元，现在有了‘民兵号’吸
污车，都免费了。”进入冬季，天气转
寒，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安图县
北山村的村民开始清理化粪池，延边
军分区配备的“民兵号”吸污车派上了
大用场。

“军地部门积极贯彻落实习主席到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
精神，在新农村建设中推进‘厕所革
命’，促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洁。”延边军

分区领导说，安图县北山村是军分区的
定点帮扶村，在地方政府推动下，农村
厕所硬件改造进展顺利。2018年 10
月，军分区领导到北山村调研，有贫困
户反映，厕所建得很好，但是室外化粪
池积满后，清一次就得 400元左右，一
年要清两次，较高的费用让他们有点舍
不得用新厕所。

“厕所建好了就是用的，怎能因费
废厕？得想法把清厕费用降下来。”后
来，军分区组织扶贫蹲点干部出谋划
策，有人提议为村里购买吸污车，在为

本村免费服务的同时，还可到乡镇和
县城作业创收，解决维护经费，这个提
议得到现场人员认可。可是，问题又
来了，谁来操作？村里外出务工人员
较多，留守的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
缺少技术人员。经过商议，大家便把
目光投向了民兵。“村里民兵连长带民
兵骨干担任这项任务，既能解决驾驶
员和操作人员缺少难题，也能督促民
兵积极参与脱贫攻坚，立起为群众服
务的好形象。”军分区政治工作处主任
魏国介绍，2018年 11月初，军分区为

该村配备第一台吸污车，取名“民兵
号-1”。

“民兵号-1”吸污车当月就为村里70
多户免费吸污。目前，作业范围已经覆
盖石门镇9个乡村。后来，军分区扶贫干
部和村干部又为吸污车加装水泵和喷
头，高压状态下能喷水20多米，可为果树
喷洒农药、清扫街道以及扑救一般火灾。

受“民兵号-1”试用成功的启发，
2019年 9月，军分区为挂钩帮扶的龙井
市三合镇鹤栖村赠送 2台水稻收割机，
编号“民兵号-2”和“民兵号-3”，解决
农忙季节劳动力少的抢收难题。后来，
人武部也纷纷行动，为各自结对扶贫村
购买水稻收割机、土地深翻机、铲车等
农用机械。如今，延边“民兵号”已经编
到了8号。

厕所改造后，村民担心清厕费用贵舍不得用，怎么办？

支持“厕所革命”，这里有组“民兵号”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令狐克依报
道：前不久，安顺军分区联合解放军信
息工程大学合力攻关，研发“安顺民兵”
手机APP，该平台提供大量的电子教案
和拓展链接，不仅阅读体验好还方便学
习，民兵可随时随地线上留言和测试，
有效减少了因集中学习而误工的次数。

“学习理论不是怕坐板凳，而是怕
‘调调老’”“我们也想知道部队建设的
大方向，毕竟当过兵，但是老集中就不
好向单位请假了……”几个月前，贵州
省安顺市开展民兵思想政治教育调研，
不少民兵敞开心扉讲了实话。

“之前，我们工作思路太过因循守
旧，没有考虑到时代发展给民兵政治教
育带来的变化。”军分区领导表示，如今，
民兵文化素质普遍提高，尤其基干民兵
多是各行各业的能人，思维活跃，善于学
习，渴望听到深刻的、独到的见解。再者，
过去陈旧古板的学习模式已不再适用。

在“十一”专题党日活动中，结合前
期民兵思想政治教育调研情况，军分区
就“什么样的方式可让教育入心入脑”
问题召开“群英会”。战备建设处参谋
田瑀积极献策，建议借鉴一些公众号的
做法，开设网络学习阵地，拓宽学习领
域，激发学习兴趣。后来，军分区推动
研发“安顺民兵”手机APP。

“不是民兵不想学，是以前形式落
后。目前看，基层武装工作人员和民兵
对这个学习软件比较认可，学习签到率
和考核合格率较以前有了很大提升。”
军分区司令员李春虎介绍，这款APP在
确保信息安全的前提下，设置民兵教
育、理论学习、在线测试、政策解读等10
余项功能，全分区干部、职工以及辖区
内的专武干部和全体基干民兵按要求
每天要进行不低于30分钟的学习，每月
定期组织一次线上测试，成绩在线上线
下同步公示。

贵州省安顺市

研发APP助力民兵政治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