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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你们把资金、技术和人才等
资源集聚到脱贫攻坚上来，倾心帮扶我
们。”近日，一封饱含深情的感谢信寄到
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武部，落款是江西省
井冈山市市委、市人民政府。一头位于
东南沿海工业城市，一头地处红色革命
圣地，两者相隔千里，却因扶贫紧紧联
系在了一起。

近年来，张家港市人武部深入贯彻
落实习主席“把党的关怀送到老区人民
心坎上”的重要指示精神，积极发挥军地
桥梁纽带作用，协调当地政府和相关企
事业单位开展跨区帮扶工作，与井冈山
市结成“三联”对子（联学创新理论、联创
先进组织、联建文明建设），把“敢于争
先”的张家港干事创业精神写在了脱贫
攻坚第一线。因工作成绩突出，人武部
被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表彰为“2019年
国防动员系统参与打赢脱贫攻坚战先进
单位”。

“老区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毁家纾
难、勠力奉献，支持革命的这份浓情大
爱不能忘。我们要立足自身优势条件，
支援老区人民早日打赢脱贫攻坚战、实
现脱贫致富。”2015年8月，在原南京军
区机关指导下，张家港市与井冈山市实
施结对帮扶，系统规划张家港市人武部
与井冈山市古城镇两地的“三联”活动。

通过两地互学互促，古城镇所辖村
的两委班子人员开阔了眼界、改变了观
念，工作状态发生很大转变，村民致富

的信心也逐渐增强。仅用了半年时间，
在当地群众和村镇干部的大力配合下，
首个合作扶贫工程古城镇长溪村山背
至鲇上公路及桥梁建设工程就顺利竣
工，为山背片区的 11个村组 280多户、
1300多名村民彻底解决出行难题。长
溪村村民方海涛告诉笔者：“以前，开车
去古城镇产业园上班，要绕一大圈，最
快也要15分钟，如今跨河桥修通，只要
3分钟就可到达园区。”

在对口帮扶中，张家港市人武部着
眼长远，科学决策，着重开发扶贫产业，
帮他们积蓄发展后劲。“村里流转了荒

废的土地，种下脐橙，不仅因地制宜发
展当地特色产业，还帮村民实现就近务
工。”古城镇农业园负责人刘承宜指着
眼前1000亩的脐橙种植基地说，如今，
9个薄弱贫困村（居）都建成特色产业
基地，形成“一村一品”格局。

“在家门口上班，还能照顾老人孩
子，日子好过了。”塘头村水尾组村民冯
国富和妻子王秀珍因文化程度低，工作
难找，两人只好长年在外打工，但总是
担心家里两位老人和两个小孩无人照
顾。现在脐橙特色农业园建在了自家
门口，两口子就在园子里上班，每月工

资加起来有5000多元。
对于这几年村镇的变化，这里的干

部群众都有着真切的体会。2018年底，
张家港市教育局、团市委投入32.45万元
用于古城镇助学兴教和结对助学；张家港
市中青年干部培训班捐助图书800册支
援古城镇中心小学图书室建设；张家港市
卫健委捐赠20万元医疗器械用于改善村
级卫生室基础设施条件……许多当地干
部对张家港市对口帮建的“灌溉水系”

“车头桥”“公路桥梁”“路灯安装”等基础
设施、特色农业项目如数家珍。

“双方通过关爱帮扶、两部两局共
建共融、互联互动互补协作等长效机
制，已在干部联培联训、跨区拥军优属、
文化交流等多个方面展开合作。”张家
港市人武部领导介绍，为巩固“三联”活
动成果，2019年他们出台《关于与井冈
山市继续开展友好结对的方案》，并且
两地人武装和退役军人事务局四方携
手，签订“情系革命老区?关爱革命功
臣”合作协议，设立“百名革命功臣家庭
关爱基金”，为井冈山革命英烈家庭帮
扶解困。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张家港市人
武部主动与井冈山市人武部对接，捐赠1
万个口罩，用于贫困家庭防护和民兵参
与防疫。井冈山市委常委、人武部政委
黄才生感慨道：“滚滚暖流恰自沿海来。”

左上图：张家港市向井冈山市赠送
医用口罩。

相隔千里远 扶贫一片心
—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武部倾力帮扶井冈山革命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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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赵元涛、张军报道：“3亩
山药在民兵的帮助下已经种下去了。”
前几日，云南省富民县款庄镇苗族村
民龙玉芬一直担心今年春耕可能会因
为疫情而耽误，令她没想到的是民兵
伸出了援助之手。云南省昆明警备区
发动 4000余名党员干部、民兵骨干就
近分配在 47个社区 139个工作点上，
保障春耕和农村劳动力返岗就业。

“春耕需要水灌溉农田，疏通水利
设施是当务之急。”禄劝县人武部政委
杨骁说，他们组织 60余名民兵疏通了
茂山镇和屏山街道 2条砂石淤积严重
的备耕灌溉沟渠，可保障 4个村小组
305户 1200亩的田地灌溉。此外，他
们还帮屏山街道疏通水渠 2300余米，
清理河道3800余米。

在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倘甸镇，20
名民兵骨干在田间帮助村民播种。“在
固定区域、固定人员的‘小班作业’模式
基础上，我们还发动 10余名农科人员
下沉到村组，开展春耕生产技术指导。”
人武部领导介绍，兼顾疫情防控需要，
他们按照“一组一方案”的原则组织村

民错峰生产、错地生产、隔离生产、监督
生产。

这些天，在警备区帮扶的多个贫困
村中出现这样的景象：一边是民兵帮群
众在田里忙活春耕，一边是民兵帮助务
工人员乘坐大巴返岗就业。“春天到了，
万物复苏。尽管疫情给农业生产带来
一定影响，但在民兵帮助下，村民的劳
动生产开始有序恢复，我们相信这里仍
是一片希望的田野。”警备区领导介绍，
因为贫困村外出务工人员较多，他们在
帮助春耕的同时，特意制订了一系列措
施保障外出务工人员顺利返岗就业。

据了解，东川区举行 2020年农村
劳动力省外转移就业暨昆明市主城区
精准帮扶返岗就业欢送仪式，目前已输
送6个批次600多名外出务工人员返岗
就业；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也举行农村
劳动力组织化返岗就业欢送仪式，为
70名赴重庆务工人员送行。

昆明警备区发动民兵保障春耕和农村劳动力就业

“这里仍是一片希望的田野”

本报讯 刘晓明、记者刘永亮报
道：“家里有啥困难，就打连心卡上的电
话找我们。”2月 27日上午，山东省临沂
军分区工作组给援鄂医护队员张凤伟
家属送去生活物资，同时将写有社区包
户人员联系方式的“军民连心卡”交到
他的妻子手中。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临沂市先
后派出 77位医护人员驰援湖北。人员

派出单位为军分区双拥共建和民兵卫
生救护分队编兵医院，但因疫情防控任
务重，医院难以抽出足够的精力组织人
员服务保障抗疫勇士家庭。“不少医护
人员的父母在农村，还有一些家庭面临
生活难题。”在获得市委、市政府的支持
后，军分区召开专题常委会部署开展

“五服务”活动，组织现役干部、民兵干
部、社区民兵为援鄂医护队员家庭提供

生活物资、安全防护、心理疏导、巡访查
看、解难帮困等服务。

为广泛动员民兵预备役人员参与，
他们还动用当地媒体发出《致驰援湖北
奋战在抗疫一线医护队员及其家人的
慰问信》，投放写有军分区、县（区）人武
部领导、社区包户民兵干部联系方式的

“‘疫’路有你，军民连心卡”。
“这些天和父母通电话，他们说家里

粮油蔬菜都足了。”沂水县妇幼保健院援
鄂护士刘杰老家在农村，老人平时没有
多储存粮油的习惯，疫情防控期间生活
物资出现短缺。人武部走访发现后，第
一时间安排民兵服务队送去米、面、油和
蔬菜。

据了解，军分区还协调地方有关部
门出台优惠政策：市总工会为援鄂医护
队员家庭提供心理健康服务、通信邮寄
服务、疗养休养服务以及对援鄂医护队
员进行待遇补贴、表彰奖励；市体育局
为援鄂医护队员家庭提供健身优惠套
餐、子女可免费学习围棋和国际象棋等
优惠服务。

截至目前，军分区已成立 11个专
班、21支民兵志愿小分队，为援鄂医护
队员家庭开展免费服务，发动社会各界
为7户有困难的家庭提供爱心捐助。

山东省临沂军分区助力编兵医院搞好服务保障

“军民连心卡”温暖援鄂医护队员家庭

2月20日，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泰康
同济医院感染十科护士张艳，像往常一
样，穿着厚厚的防护服，在“红区”里忙碌
地穿梭着。此刻，已是深夜十二点……

脱下3层防护服，空气中弥漫着消
毒液和汗水的味道，看着经历了 13次
消毒“洗礼”的双手，张艳与姐妹们相视
一笑，准备返程。

返程的末班车上还是一如既往的
安静。当张艳拖着像灌满铅的双脚回
到住处时，手机响起短信提示音，母亲
发来短信：“艳子，生日快乐！你是最棒
的！爸妈以你为傲。”

“爸爸”这个字眼对于张艳是一个特
别敏感的词汇。父亲上战场那年，她才
4岁，父亲许诺回来后给她买一辆小自
行车作为生日礼物，但终究没能兑现。
那一夜，张艳含泪入睡。

张艳的父亲叫张大权，在 1984年
的一场边境作战中带头奋勇杀敌，指挥
部队激战 3个多小时，重伤不下火线，
在向一处高地冲击时，被暗堡中射来的
子弹击中，壮烈牺牲，后被中央军委授
予“一级战斗英雄”荣誉称号，是电影
《高山下的花环》主角梁三喜的原型。

母亲常常教导她和哥哥说：“你们
的父亲，用生命换来了国家的安宁，换
来了小家的安康，不要辜负父亲的希
望，不能抹黑先烈的形象。”耳濡目染的
革命传统教育，让张艳从小就学会了坚
强和独立，以及崇拜英雄。

“我总有一个想法，就是真的有一
天组织需要我的时候，也要像父亲那样
勇敢地冲上去。”十几天前，张艳听到单
位抽组人员支援武汉，担心名额有限去
不了，她就向科室领导提出申请。

单位领导考虑张艳是双军人家庭，
家里缺人照顾，便征求她母亲的意见。
母亲说：“只要党和人民需要，革命的后
代没有二话。”

到了一线之后，张艳护理的第一个
病例就是重症患者，不仅要清理病人的
排泄物，还要进行较危险的咽拭子标本
采集。有一天，张艳在对一位老年患者
采集时，发现老人轻微地摆了一下头，
凭着经验她当即做出咯痰的判断，迅速
组织吸痰抢救，短短十几秒钟，她与时
间赛跑，打赢了一场漂亮的“遭遇战”。

面对一位刚入院就吵嚷着要回家

的孤寡老人，张艳每天挤出时间和他聊
家常、讲笑话，像亲生女儿一样无微不
至地照顾着：喂饭、洗脸、洗脚……老人
情绪渐好后，认张艳做了干女儿。

尽管每天上班要忍受 5个小时不
吃不喝的高强度劳动，但张艳似乎没有
任何的“不适应”。回到住处，她又像

“知心大姐”一样帮大家打水送饭。但
是镜子不会撒谎，每天早上起床后，张
艳面部的口罩勒痕依然清晰可见。

同事知道张艳每天也很累，劝她不
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张艳刚开始总是
点点头，却很少笑。最近，当和同事交
流时，她的笑声多了起来，还说她最近
看到了一句很温暖、很有力量的话——
待到春暖花开时，又见英雄丛中笑。

上图：张艳查看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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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期间，武警
南宁支队加大车站巡查执
勤力度。3月5日，他们把
执勤岗位作为学习雷锋实
践平台，组织官兵帮助旅
客搬运行李、引导旅客进
站、寻找旅客丢失物品。
图为南宁火车东站执勤
卫兵与乘务员一起帮助
失明妇女和她的3个孩子
登车。 李海潇摄

火车站里
有“雷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