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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孙章敏报道：“没想到足
不出户就能详细了解到今年的征兵信
息和政策，我的疑惑都得到了解答，必
须要给人武部点个赞！”1月 30日上
午，山东省高青县青城镇适龄青年成荣
光给县人武部打来电话，表达了想要入
伍的意愿。成荣光的话，代表了许多适
龄青年的共同心声。县人武部政委任
荣介绍说：“面对严峻的防疫形势，今年
春季征兵宣传，我们拓展宣传载体，利
用‘信息发送矩阵’，达到了事半功倍的
效果。”

春节期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扰乱了征兵宣
传的节奏。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各
地开始实行严格的人员管控，居民小
区、村庄都设立了走亲访友“劝返点”。
如此一来，征兵宣传车走街串巷、对返
乡大学生开展“一对一”上门宣讲、集中
适龄青年宣传优惠政策等方案都无法
实施。

为加强征兵宣传，县人武部与县委
宣传部、县融媒体中心在春节前夕制作
了“县人武部部长话征兵”电视短片，部
长甄崇勇走进电视台直播间宣讲征兵
政策，并精心挑选了“春季征兵开始了，
热血男儿快快报名”“吹响征兵集结号，
汇聚强军正能量”等10条宣传口号，在
县电视台黄金时段滚动播发。他们还
在电视节目《今日高青》中开设“咱们高
青兵”专栏，在春节期间播放军地领导
敲锣打鼓送喜报的视频。

根据春季征集的重点人群，县人武
部协调教育局、公安局等部门，了解近
5年来高青县大学生的相关信息，向适
龄青年发送“两征两退”相关政策的短
信，告知报名时间、体检要求等简要信
息。此外，他们动员有参军意向的青年
加入各镇、街道的“适龄青年微信群”，
推送“致广大适龄青年和家长朋友的一
封信”，对征集重点、征集办法、优待政
策、退伍安置和大学生优惠政策等进行
详细解读。同时，挑选了 3名责任心
强、懂政策的工作人员轮流值班，及时
回复适龄青年的网上留言和电话咨询，
为大家解疑释惑。

除了线上宣传，他们还利用行政村
的“村村响”广而告之，即由广播电台录
制简短的征兵宣传录音，用大喇叭反复
播放。在县城主要街道，各镇、街道政
府所在地主要街道，全县309个行政村
主要街道，悬挂征兵宣传标语，张贴“兵
役登记通告”。

“戴口罩、不串门、不聚会、不扎
堆，注意身体健康，祝愿您早日实现军
营梦想”……这几天，芦湖街道的适龄
青年郑岳岳陆续收到县人武部发来的
提醒短信，他欣慰地说：“感谢人武部
打来慰问电话、发来爱心短信，我感
到很温暖，这也坚定了我参军入伍的
信心。”

据了解，在“信息发送矩阵”的助力
下，高青县网上报名人数已经突破 300
人，为春季征兵工作开了个好头。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进不了村，入不了
户，征兵宣传怎样搞？山东省高青县——

“信息发送矩阵”助力征兵宣传

一个个有力的签名，一个个鲜红的
手指印，一声声铿锵的誓言……1月31
日，记者走进浙江省嘉兴市退役军人服
务中心，看到广大退役军人纷纷主动请
缨，上交“请战书”，要求到抗击疫情一
线去。

“当前，疫情防控阻击战已经全面
打响。作为一名退役军人，我向人武部
请战：申请加入抗击疫情最前线，随时
听从召唤，为抗击疫情贡献自己的一份
力量。”这是平湖市退役军人王杰在“请
战书”上的铮铮誓言。记者看到，其他
退役军人纷纷响应，不到半天时间，彭
伟、沈强等 40余名老兵在这份“请战

书”上签名。
这几天，他们按照人武部分工，不

分昼夜轮流值守在辖区内各疫情防控
检查点，排查进出村庄人员，为过往村
民发放口罩、测量体温，在村内开展消
杀并宣传防疫知识。“我们既是党员又
是民兵，此时不上何时上。”钟埭街道武
装部部长费伟峰说。不远处，“民兵党
员突击队”红旗愈发鲜艳。

脱下军装，军魂仍在。“作为一名党
员和退役军人，遇到疫情就应冲锋在
前，责无旁贷！”老兵吴运湘的老家在福
建省连城县，距离嘉兴桐乡约 850公
里。“这几年因为工作比较忙，所以很少

回去。今年是我第一次请探亲假，就是
想回家陪陪父母。”吴运湘说。可是面
对严峻的疫情，仅仅 5天后，他就提前
结束假期匆匆返回，当晚便到濮院镇政
府报到，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中。

“我需要面条、水饺各两袋，饼干泡
面若干。”海盐县澉浦镇居家医学观察
工作展开后，微信群里每天都热闹不
已，居民们的各种需求都能得到退伍老
兵顾银华的回应。

顾银华在统计好居民的需求后，
立即前往市场购买，第一时间送到他
们手中，并耐心安慰居家观察人员，稳
定他们的情绪。此外，他还联系辖区

的环卫工人定时定点清理生活垃圾，
为居民提供卫生的生活环境。“近年
来，党和国家关心关爱退役军人出台
了一批优惠政策，我们不能只做受益
者，更应该把心中的感动和感激化作
感恩的行动。”顾银华戴着口罩声音虽
小却充满力量。

除了投入到战“疫”一线，老兵们还
积极捐款捐物。退役军人叶高向村委
会捐赠现金5万元用于疫情防控；烈属
吴文娥的儿子余建法为新建村、陈桥村
各捐款 5000元；退役军人郭惠峰为村
里捐款5000元……疫情防控“战场”处
处彰显着军人本色。

“既是党员又是民兵，此时不上何时上”
■时 庆 本报记者 宋芳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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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退役军人在行动

“巴适，今年的年夜饭是火锅，终
于可以感受家乡的味道了……”迎着
凛冽的寒风，西藏昌都军分区某边防
团日东哨所重庆籍战士巩毅和战友
们兴高采烈地朝地下温室走去，一会
儿工夫，青菜、白菜、西红柿、辣椒等
新鲜蔬菜便装了满满一大筐。

日东哨所，西藏八千里边防线最
东边的一个哨所。驻地平均海拔
3458米，距离团部近 120公里，中间
隔着越益秀拉、德洪龙巴两座海拔
5000米以上的雪山。每年 9月到来
年4月，因大雪封山而中断与外界的
联系，被称为“雪域孤哨”。

以前，官兵的越冬的生活物资基
本靠提前储备，入冬之后就很难吃到
新鲜蔬菜，战士们因缺乏维生素导致
头发脱落、指甲凹陷是常有的事。

把官兵的困难事办好，就是对
官兵最好的关心。近年来，该团聚
焦基层“六难”，为哨所解决移动信
号、购置净水设备，同时还投入经费
自建一个小型地下温室，并邀请专
家结合哨所的地域、气候等条件，制
订适合日东哨所的蔬菜种植方案。
哨所官兵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修建
禽舍，提前购买鸡鸭幼苗，精心呵护
饲养……现在，哨所的冬天一派生
机勃勃的景象。

“火锅火锅，红红火火！”“贯通
南北，老少皆爱！”……春节活动筹
备会上，中士李彦康提出年夜饭吃
火锅的建议得到了大家的积极响
应。大棚蔬菜、自产鸡鸭等食材是
有了，唯独缺那正宗的重庆火锅底
料。炊事班长唐朗想到了正在重
庆休假的连长谭千丽，谭千丽听说
是哨所官兵的新年愿望后，专门找
到 当 地 最 正 宗 的 火 锅 底 料 厂 家 。
休假归队时，他带回的重庆特产足
足装了满满 3大箱。第二天凌晨，
指导员饶雄新便带着车队从连队
出发，冒着零下 20多摄氏度的严
寒，给哨所官兵送年货。抵达越益
秀拉山脚后车子不能再前进，饶雄
新只得带领小分队背上年货，拿起
工兵锹、十字通等工具，凿冰破雪
开路。几十公里的山路硬生生走
了 10余个小时，当所有年货全部安
全送达哨所时，鞋子早已湿透，身
上的衣服也冻得硬邦邦，但战士们

却笑得特别开心。
戍 边 生 活 辛 苦 ，官 兵 报 之 以

歌。“戍守在祖国西陲边关，把青
春磨成藏东利剑，枪林弹雨意志更
坚……”哨所官兵坐在餐桌旁，一
边涮着自产的禽肉和蔬菜，一边哼
唱着自编的歌曲，其乐融融。

图为哨所官兵对某点位执行巡
逻管控任务。 商小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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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让我上？我当过防化
兵，对洗消作业比较专业。”

“我们主要是考虑到你的年龄，怕
长时间背着喷雾器身体受不了，这可是
个体力活……”

1月28日，山东省聊城市蓝天救援
队会议室，正在安排疫情防控工作的救
援队队长许雷对朱振华说。

退役军人朱振华今年 45岁，现为
聊城市蓝天救援队队员，了解到疫情
变化后，他就早早地递上“请战书”。“作
为老兵志愿者，就要勇当排头兵，行不
行，咱们‘战场’上见！我不仅要做好喷
洒工作，还要提供好技术指导，请下达
任务！”

朱振华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让许
雷终于无话可说，只好把他编进了任务
比较重的洗消班。

蓝天救援队坚决贯彻执行上级指
示精神和聊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倡
议，主动请缨组成“防疫突击队”，以退
役军人志愿者为主体，配合政府部门在
城区开展防疫宣传、洗消作业、预防管
理等工作，成为政府防疫应急部门的补
充力量。

“我们救援队的队员大部分是退役
军人，平时遇到急难险重任务，都是争
着上、抢着上，这一次他们又表现出了
始终不变的军人本色！”退役军人许雷
告诉笔者。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在莘县，燕塔办事处退役军人服务站
站长康新富，每天的任务就是在集贸
市场开展防疫宣传和入户排查，时
间紧、任务重，考虑到安全因素，有
时他宁愿自己多跑几趟，也不愿让
同事有被传染的风险。可偏偏这时
候，他所负责辖区的叶国涛、孟庆思
等几位退役军人打电话非要找他“开
后门”，争着要上“前线”，理由还挺
多：我对这个区域比较熟，熟人多，好
开展工作；让我去执勤吧，保证完成
任务；都是战友，为什么别人能去我
就不能去……

“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作为退役

军人，都想为防疫作贡献。”康新富介
绍，他所在的小组共有20多人，其中退
役军人就有 17位，纷纷表示愿意加入
防疫宣传和入户排查工作。

在高唐县，该县关爱退役军人协会
会长房士阁正忙着“排兵布阵”。一边
安排年轻的同志走上街头村头参加巡
逻防控，另一边指导其他同志通过微
信、电话做好防疫宣传工作。

目前，聊城市众多退役军人正冲
锋在前，战斗在疫情防控的第一线，处
处彰显着退役军人退役不褪志、退伍
不褪色的优秀品质，诠释着新时代退
役军人乐于奉献、积极进取的责任与
担当。

“作为老兵志愿者，就要勇当排头兵”
■刘鹏利

凌晨5点，11.7公里。
34岁的马学杰又开始绕着水稻田

跑步，这是他一天生活的开始，也是退役
后一直保持的习惯。

在汕头，马学杰是名人。这位“广东
五四青年奖章”“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和

“全国十佳农民”等荣誉的获得者，是潮
汕地区“80后”年轻一代的标杆。

然而，马学杰自言，所有称号中，自
己最偏爱的还是“退役军人”标签。

2018年，在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活
动上，他荣膺2018年度“全国十佳农民”
称号。

潮阳区沸腾了，可马学杰一如往常，
整天泡在机器厂房和水稻田之间。原
来，潮阳地处沿海，早稻收割期也是台风

水灾多发期，为提升稻谷烘干效率，他特
意请来专业技术人员依托互联网和大数
据，实地对烘干设备进行智能化升级。
不久，马学杰的全自动谷物烘干中心正
式投产，成为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谷物
烘干中心。

“在部队当兵，我见红旗就扛；作新
时代新农民，我要让土里长出金疙瘩！”
2004年，马学杰退役回到老家潮阳，准
备在生他养他的农村大干一场。

“不懂就学，从头干起，我们在部队
也是这样不断从零开始的。”凭着一股专
注的学习劲头和不怕苦累的精神，他向
农户虚心请教耕作细节、参加农业部门
组织的专业培训、自学农业技术理论。

熟悉马学杰的人都喜欢喊他“马班

长”，其中既源于他对工作细节的苛求，
也是因为他的语言习惯中带有明显的军
味。他对合作社团队管理实行班排编
组，把解决水稻新品种培育攻关称作“攻
山头”，把同时推进的农业规模化生产和
规范化经营策略叫作“多点突破”，等等。

更重要的是，多年的从军背景，也让
他对农业现代化有着独到的理解：无论
任何时代，再先进的技术，如果没有强大
执行力和严格执行标准，技术生产力永
远都只是一句口号。

那些年，土地留不住人，乡村空巢已
成普遍现象。特别是临近珠三角地区的
优势，不少潮汕年轻人纷纷选择外出打
拼。马学杰对土地有种与生俱来的情
结，他不相信这片靠海的地方会没有经

济的蓝海。
2009年，在当地农业、农机管理部

门的支持下，马学杰创办了顺杰农机种
养专业合作社。他通过租用散户闲置
田，改造低产田，集中连片农田开展优质
稻种植，并为散户小规模种植提供服务。

如今，合作社水稻年种植面积达2.4
万亩以上（两季），带动周边2500多户农
民实现了育秧、整地、插秧、植保、灌溉、
收割、烘干、加工等水稻生产过程全机械
化，服务的耕地面积超过5万亩。

“以前不愿说自己是农民，现在当农
民可不再是简单的事了，需要资质。”马
学杰依然坚定相信这是农村现代化突破
发展瓶颈的一道良方。

在马学杰眼里，“乡村振兴就是人才
回归、安居乐业。”近年来，不少外出打
拼的潮汕年轻人、大学毕业生和退伍军
人纷纷选择回归农村、面向土地创业，并
形成一股返乡潮。

2018年，为推动农村农业发展，汕
头市在国家首届农民丰收节期间推出农
产品流通费用的优惠减免，马学杰团队
也趁势利用电商平台在线上开展集中展
销和品牌推广活动，虽是互联网背景下
新的尝试，但也让马学杰看到了农村致
富路上新的可能。

“全国十佳农民”“全国农业劳动模范”、退役军人马学杰说—

“从军经历，是我成功的秘诀”
■刘庭海 本报特约通讯员 陈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