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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抓防疫 一手抓扶贫

本报讯 梁永、记者孙绍建报
道：“疫情要防，生产莫放。保持距
离，不要扎堆。”2月19日，四川省阆中
市人武部30余名干部和民兵骨干来
到结对帮扶的金垭镇板桥沟村，向帮
扶对象宣传疫情防控知识，帮助村民
劳作。连日来，四川省军区坚持疫情
防控和脱贫攻坚工作两手抓，先后组
织800余名干部和民兵骨干走村进户
了解帮扶贫困村生产生活条件、基础
设施建设、教育卫生等状况，积极投
入到疫情防控、春耕生产等工作中。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该省军
区领导多次进村寨、入农家调查研
究，并召开形势分析会和座谈会，研
判新冠肺炎疫情对脱贫攻坚工作的
影响，及时调整工作思路，先后制定
出台《省军区部队参与地方抓好疫情
防控工作意见》《关于在疫情期间进
一步加强脱贫攻坚工作的措施》。省
军区各级建立疫情期间扶贫帮困明

细账，对帮扶村、帮扶对象、帮扶措施
和帮扶资金登记造册；联系乡镇党
委、村党支部签订疫情管控和恢复生
产等帮扶协议，帮助村干部理清工作
思路，制定发展蓝图。为促进工作落
实，省军区还建立绩效考评机制，把
各军分区、人武部在疫情期间扶贫帮
困成效作为其年终评先重要依据。

“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把产业园
里的瓜蒌枯藤割掉，为了防止疫情，
戴好口罩，分散劳动。”2月 17日，记
者在南充市营山县西桥镇石岩村看
到，县人武部职工、驻村第一书记诸
勇正在向建档立卡贫困户安排中药
材瓜蒌的管护工作。在劳作地不远
处，县人武部的驻村工作人员设点对
劳作群众进行体温检测和防疫消
毒。贫困户李冷锋说：“现在疫情防
控形势严峻，但该种的农作物还是要
按季节种下去，如果耕种错过最好季
节就会减产减收，感谢亲人解放军。”

四川省军区

组织800余人保障春耕生产

本报讯 赵晓菡、记者左庆莹报
道：2月 15日，重庆市武隆区民兵将
6000株桃苗运到黄莺乡黄莺村，加
班加点种植完成。村支书刘其发看
着栽种好的树苗，长舒一口气：“多亏
了人武部帮忙，这桃树落在了地里，
压在我心里的大石头也落地了。”

在武隆区人武部对口帮扶下，黄
莺村 2018年年底就已实现脱贫摘
帽，本计划今年开春就种植桃树，巩
固脱贫致富的成果，可严峻的疫情形
势让桃苗的运输和种植成为难题。
武隆区人武部部长涂小奎介绍，2月
上旬，他们专门制定下发《疫情防控
期间的脱贫攻坚工作计划》，明确由
人武部抽组一支 60人的民兵分队，
负责对口帮扶村种植养殖业的专车
运输，并开展拔草、除虫、施肥等一系
列农田维护工作。

“为减少疫情对脱贫攻坚成效的

影响，我们要在做好防控工作的前提
下，积极发挥民兵骨干作用，帮扶贫
困户尽快恢复农业生产。”该警备区
领导介绍。目前，警备区所属各区县
人武部动员民兵深入23个对口帮扶
贫困村，采取分散式、错峰式的作业
方式，帮助贫困户除草施肥、育苗耕
种、抢收蔬菜等。与此同时，黔江区、
忠县等人武部还联系民兵致富带头
人，采取专业对口、划片包干制度，深
入田间地头提供技术指导。

2月13日，酉阳县南腰界镇闹溪
村农户鲁堂华的菜地里，身穿迷彩绿
的民兵正在帮助抢收芥菜。为了避
免贫困户因疫情减收减产，县人武部
动员 20余名民兵组成收菜小分队，
帮助贫困户抢收，同时积极对接电商
平台，并安排专人专车进行打包、运
输。截至目前，该县人武部已帮助闹
溪村125户贫困户售出蔬菜10余吨。

重庆警备区

抽组民兵分队助力农业生产

编者按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脱贫攻坚工作带来了
新的挑战。国防动员系统发挥双重领导的体制优势和联系军地的
桥梁优势，组织现役军人、文职人员及民兵预备役人员一手抓疫情
防控，一手抓脱贫攻坚，把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有机结合起来，助推
打赢脱贫攻坚战。

左图：2月 17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武部组织无人机
民兵分队携带3台设备采用航空喷洒消毒的方式，对辖区重点公共
场所、社区道路进行全区域防疫消毒，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本报记者 吕衍海摄

新质民兵
战“疫”

“不用记住名字，我们就是几个老
兵！”在湖北武汉市东湖高新区豹澥街
道，5名退役老兵主动要求参与街道防
疫工作，负责街道 3个公共厕所、6个地
埋站、2个隔离区的卫生消毒。有人问
他们的名字，这些老兵这样回答。

祖国有召唤，立即披征衣！
“虽然我们已退出现役，但永远是个

兵，若有战、召必回！”17年前,他们是坚守
在抗击非典疫情一线上的战士。17年后,
他们是冲锋在疫情防控最前线的老兵。

近日，2003年在“小汤山”经历过生死考验
的“女兵”武睿敏、赵艳丽，再赴“火神山”。

在魏巍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中，
21岁的年轻战士马玉祥请求从炮兵连
调到步兵连，只为“离敌人越近，越觉得
打得过瘾，越觉得打得解恨！”他几次勇
进火海救人：“我能不进去吗？我不能！”
今天，这场战“疫”中，我们有无数个“马
玉祥”式的退伍老兵，他们像军人一样明
知前方危险却选择勇敢“逆行”。山西省
退役军人刘亮，得知武汉要建立火神山

医院，第一时间与战友相约，奔赴一线，
成为支援工人；浙江省嘉兴市退役军人
沈邱鸣，坚决申请到危险“战位”参加战
斗，担任疫情隔离观察点志愿者，穿上厚
厚的防护服昼夜作战……

在祖国的四面八方，像武睿敏、赵艳
丽这样的一批批退役老兵，纷纷写下请战
书、组成志愿队，或奔赴前线，或在后方参
加防疫政策宣传、排查交通路口、巡查街道
社区……他们虽然穿的不再是军装，吃的
不再是军粮，听的不再是军号，住的不再是

营房，但他们不惧生死的最美“逆行”、敢于
冲锋的无畏身影，还是那么平凡而耀眼。

退出现役，变的只是服装和战场。
不变的是肩上的责任和心中的信仰。在
退役军人身上，始终闪耀着爱国爱民的家
国情怀、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他们早已
将“舍生忘死”的红色基因融入血脉、熔铸
灵魂，他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
能奉献的革命精神，一如既往地挺起了新
时代退役军人的脊梁。

前几日，内蒙古乌海市委书记史万
钧在“乌海市退役军人抗击疫情应急救援
突击队”请战书上写道：“很好！为这些退
伍老兵点赞！让我们记住他们！”在湖北、
浙江、安徽等多个省市又不断传来退役军
人火线提拔的喜讯，让战“疫”前线的老兵
倍受鼓舞、倍受激励。愿疫情平息、灾难
远去，春暖花开时，你我给这些老兵还以
更多的拥抱、更大的感恩！

我们的名字是老兵
■周 林

上图：2月18日，江西省庐山市民兵操作两台“雾炮车”对庐山
市城区的白鹿大道进行消杀作业。2月 8日以来，该市民兵每天操
作两台“雾炮车”和一台高压洗消车，对全市公共区域和各乡镇垃圾
中转站等场所进行全方位“消杀灭”。 本报特约记者 郭维虎摄

“这是一个史诗般的动人故事，它令
人激奋、恐惧、温暖，回归人性，引人深
思。”这是英国著名作家克莱儿?麦克福
尔在心灵治愈小说《摆渡人》序语中写的
一句话。

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民兵连长赵小
雷没有看过这部小说，但他却在抗疫战
场上演绎着这个故事。

那天深夜，赵小雷接到求助电话：陶
店老街有人心脏病犯了，急需送医院。

“去还是不去？”赵小雷正准备动身，
妻子却与他起了争执，“家里有老有小，
医院现在是最危险地方……”一分钟，两
分钟……妻子含泪同意他“冒这个险”，
但还是竭力劝他仅此一次。

凌晨两点，回到家里的赵小雷一身
疲惫，但却彻夜难眠。“封城”之下，还有
多少人在风雨中无助地等待？第二天一
大早，赵小雷作出一个决定，他向乡武装
部申请当一名“摆渡人”，接送有需要的
群众到医院就诊。

“风险肯定有，但有些事我做了，别
人就不用去做。”当过兵的赵小雷，骨子
里还是军人。

2月 12日晚，小汊湖村吴星的妻子
羊水破裂，濒临生产！一个电话，赵小雷
二话没说，穿上防护服就往外跑！是夜，
母女平安。提起当晚的救命恩人，吴星
说连他的脸都没来得及看清。

赵小雷也有害怕的时候。2月 10

日，一位村民心脏病突发求助。接到电
话后，赵小雷立即驱车接送患者到医院
就诊。但是在送诊路上，患者开始出现
发烧等症状，经医院确诊，患者感染了新
冠肺炎。回想当时的场景，赵小雷说当
时手心冒汗，“我倒不怕，主要是担心家
里两个小孩，一个 10岁，一个 1岁，万一
被传染那可就麻烦了。”从那之后，赵小
雷再也没敢回过一次家。

“摆渡”工作非常艰苦。由于接送量
太大，一日三餐，几乎没有一个准点；车
上准备了茶水，但几乎没动过。“穿着防
护服不方便，能不喝水尽量不喝，忍一下
就过去了，没啥大不了的。”赵小雷说，高
强度的摆渡节奏也有一个好处，“忙起来

后，人累到极点也就顾不上害怕了。”
从2月7日开始，赵小雷一直奔波在

“摆渡”路上。2月 8日，钟岗村、塘角村
等地8名被医院排除的发热病人需送至
隔离观察点，他去；2月9日，一名孕妇到
医院做紧急检查，他去；2月 15日，幸福
村一名发热病人出院，他去……截至 2
月 20日，赵小雷已经接送病患、解除的
密切接触者 65起共计 230余人，其中有
垂危的老人、高烧的幼儿、濒产的妇女、
流血不止的伤者。

赵小雷说：“只要我们‘摆渡人’一直在
行动，这个城市就不会被按下‘暂停键’。”

上图：民兵连长赵小雷送发热病人
前往隔离观察点。 钟志强摄

“疫”线“摆渡人”
■程 邈 本报记者 何武涛

本报讯 肖越强、特约记者姜玉
坤报道：2月 20日，辽宁省锦州市义
县地藏寺乡地藏寺村的贫困户迎来
一个好消息，因疫情而滞销的大棚蔬
菜，经过军分区积极协调，被驻锦部
队集中收购。蔬菜种植大户李玉武
十分感慨：“蔬菜种植是村里脱贫的
重点产业，现在卖出去钱到了口袋，
大家心里都踏实了。”

地藏寺乡是锦州军分区挂钩帮
扶点，全乡有 700余建档立卡贫困
户，经过军分区多年结对帮扶，扶贫
取得良好成果。“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扶贫工作也要持续推进。”该军分
区领导达成共识，疫情防控和扶贫工
作要两手抓、两不误。

针对贫困户因病致贫多、因病

返贫多的现实，军分区采取“五帮”
措施，将防疫工作与扶贫工作相结
合，杜绝因“疫”返贫问题出现：资源
上帮扶，为该乡所属5个行政村进出
口道路“防控点”提供军用棉帐篷；
产业上帮带，针对驻锦部队援建的
大棚蔬菜滞销问题，军分区积极寻
找销路；生活上解难帮困，军分区出
资委托乡政府统一采购口罩，增强
百姓防疫能力；就业上帮上岗，协调
地方咨询复工企业招录信息，及时
向村民通报信息；心理上帮解压，开
通心理咨询热线,接受百姓心理咨
询。截至目前，奋战扶贫一线的军
分区官兵和地藏寺乡群众，在无一
被感染病毒的前提下，全乡陆续实
现复工生产。

辽宁省锦州军分区

“五帮”举措让村民安心生产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英雄。在疫情防控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
中，广大军人、退役军人、民兵预备役人员越是艰险越向前，奋战疫情防
控斗争一线。他们有的为“大家”平安，舍“小家”团圆；有的不顾个人安
危，坚守危险岗位；有的连续奋战，救治病人……因为有了他们，我们看
到春暖花开的希望，聚起笑对阳光的力量。

从今天起，本报推出“‘疫’线人物”专栏，讲述抗疫一线人员的感人事
迹，定格每一个动人的瞬间，铭记每一个奋斗的身影。

开 栏 的 话开 栏 的 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