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放军报社主办 第4141期
ZHONGGUO GUOFANGBAO

关注国家安全 助推国防建设

2020年5月

11日
星 期 一

庚子年四月十九
代号1-188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ＣＮ 81-0002/(J)

网址：http://www.81.cn

中国国防报微信公众号

本报讯 师卫东、杨涛报道：5月上
旬，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红水镇红砂岘
村大漠生态园，红彤彤的樱桃藏在叶间
缀满枝头。眼看樱桃已经成熟，白银军
分区组织机关全体官兵、文职人员、职
工发起消费扶贫认购活动，按照“以购
代捐、以买代帮”的方式，预定了樱桃、
早酥梨、马铃薯等农产品。军分区机关
食堂也将定点采购，用作食堂正常消
耗。这是该市军地创新扶贫模式的一
次有益实践。

脱贫攻坚战已到收官阶段，如何
跑赢脱贫攻坚冲刺赛？军分区在扶贫
实践中认为，要真正对扶贫对象实行
精准化扶持，就必须紧紧围绕挂钩帮
扶村的产业致富方向来拓宽致富门
路。为此，他们联合该市党委、政府创
新农产品产销对接模式，开辟消费扶
贫新路径。

由军分区组织牵头，该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联合农业农村局制定《白银市

“双拥+扶贫”农产品产销对接方案》，形
成军地“三方”（部队、地方挂钩单位、挂
钩乡镇）合力，打通农产品“进军营”的

绿色通道。
与此同时，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建立

军地农产品产销对接微信群，共有 8支
部队的 14个供应商、32家乡镇合作社
和种植养殖企业加入微信群。该局倡
议各驻军部队积极协调本部队食品供
应商在同等市场价格、质量、规格等条
件下，优先把市重点贫困乡镇的农产品
列入采购范围，并提倡各个乡镇企业、
种养大户大力扶持部队挂钩贫困户发
展优质农产品，优先收购部队挂钩贫困
户的农产品。

在此基础上，市军地还携手举办了
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达成金融助力意
向，部队与乡镇、企业购销意向等多项协
议，积极推动驻军、采购商在全市6个重
点乡镇建立粮食、蔬菜、食用菌、水果、禽
畜等特色优质农产品原料基地。

截至目前，军分区已通过审价方式，
由部队采购服务部门与绿色农产品运营
商进行价格协商，签订合作协议，把绿色
优质农副产品引进机关食堂，一方面让
官兵吃上“放心菜”，一方面为打赢脱贫
攻坚战出力。

甘肃省白银市军地创新扶贫模式

贫困户农产品进军营

本报讯 赵辉、记者李弘非报道：
“冲锋舟 S形行进，能有效避让水面障
碍物，安全到达救援水域。请大家看我
示范，注意转向的航速和角度……”近
日，江苏省南通军分区在如东县民兵训
练基地组织为期一周的全市民兵专业
救援队新质力量集训，蓝天救援队队员
正在向民兵讲解驾驶冲锋舟要领。

民兵集训年年搞，今年却是大变
样。此次集训，军分区首次邀请消防救
援队、蓝天救援队及相关科技公司、无
线电协会等各行业专家前来教学授
课。据记者了解，集训围绕救援队伍能
力生成，设定政治教育、抢险救灾、无人
机操作使用和应急救援中的无线电通
信、军事基本技能等5个方面共20个课
程展开。

记者在集训现场看到，各行业专家
紧扣军事训练大纲精心备课，灵活采用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讲解和示范相结合
的方式，着重在实操中教授学员操作规
程和实用技能，让大家看得见、摸得着、
学得深、记得清。

如东县人武部部长黄涛向记者介
绍，往年的集训以军事训练为主，人力
财力投入不少，但训练效果一般。通过
调研、座谈发现，以前由军分区、人武部
干部或乡镇武装部长组织教学，教员队
伍业务水平参差不齐，经常出现重点抓
不准、要点讲不透、难点训不会的现象，
训练效果大打折扣。因此今年集训，军
分区在“专”字上下功夫，引进专业师资
力量、专业教学器材。

政治教育也是此次集训的新亮
点。党校专家讲授的《新形势下的意识
形态》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保障》，
充分运用近些年国内外发生的时事进
行分析讲解，深入浅出主题鲜明，增强
了参训人员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意识。

“虽处在和平时期，但危险从未远离，授
课让我知道了我们民兵为什么而训、为
谁而练。”民兵翟欣荣课后感慨道。

“行业专家都来了，训练积极性自
然也高了。”民兵郭星星兴奋地对记者
说。为进一步激发民兵的参训热情，集
训队还开展“小老虎式民兵”“训练进步
之星”等评比活动，各市县区民兵比着
学、比着训。郭星星因为军事技能突
出，被选拔为轻武器操作与使用课程教
员，成为集训队的明星人物。

“这支民兵队伍人员素质强，训练
积极性高，我们也毫无保留地将多年的
救援心得和诀窍教授给大家，我对这次
授课训练很有信心。”南通市蓝天救援

队副队长王耀洲说。
以此次集训为契机，军分区还与蓝

天救援队、无线电协会等地方专业团队
积极沟通，形成长效协作机制。“以后我
们组织类似的集训，这些专业团队都会
派教员给我们授课，在执行任务时，还
可以请他们现场帮带，这为今后进一步
完善民兵训练制度，提升民兵队伍战斗
力打下良好基础。”军分区战备建设处
处长吴宏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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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梁 忠 春 、马 大 芳 报
道：特色鲜明的展板、小册子；声情
并茂的宣传解读；感人肺腑的英雄
故事……“五一”期间，由辽宁省沈
阳市委宣传部、沈阳警备区、沈阳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的“国防连着
你我他、建强国防靠大家”全民国防
教育主题宣传活动，在沈阳市各区
县的公园、广场和社区同步开展。

为扎实有效推动全民国防教育
入脑入心，沈阳市军地以《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防教育法》颁布 19周年为
契机，从 4月中旬开始，在线上线下
同时发力，将一堂堂丰富多彩的国
防教育课送到群众身边。

在苏家屯区，由军地人员组成的
国防教育宣传队活跃在大街小巷，他

们一边发放国防教育宣传资料、宣讲
国防法规知识，一边组织有奖问答，
吸引市民积极参与。在某企业的宣
传活动区，来自区委党校的老师结合
当地历史，为大家上了一堂红色教育
课。企业职工孙文岗深有感触地说：

“每个人都应是国防教育宣传员，回
家后，我要把今天听到的红色故事讲
给孩子听，教育他关心国防、热爱国
防，长大后为国防事业作贡献。”

“这样的国防教育很接地气。面
对面地倾听、讲解和交流受到广大群
众的欢迎。”沈阳警备区政治工作处
主任胡玉军看到市民争相在宣传横
幅和展板上签名高兴地说。

下图：国防教育宣传队向群众宣
讲国防知识。 梁忠春摄

沈阳市军地携手开展国防教育宣传活动

“这样的国防教育接地气”

上图：近日，河南省杞县人
武部组织干部职工来到挂钩帮
扶村、五里河镇曹岗村，帮助脱
贫户抽蒜薹，助力复工复产。

刘银忠摄

左图：“五一”期间，广西桂
林警备区官兵来到扶贫联系
点、永福县永福镇渔洞村，验收
沙糖桔的种植情况。

殷铁军摄

5月8日，“母亲节”前夕，四川省成
都市郫都区退伍老兵董贵生自家办的

“听涛园老兵俱乐部”里格外热闹。“陕
西的在那、贵州的在这”“王述清妈妈爱
吃熬锅肉，多给老人家备点五花肉”“7
户、4户、5户，一共16户……”一群身着
旧式军装的退伍老兵与志愿者们忙得
不可开交，他们有的分配码放慰问物
资，有的安排车辆，有的挨家挨户打电
话确认，董贵生又要去看望他的“爸爸
妈妈”们了。

大家都知道，董贵生有一群不沾亲
不带故的“爸妈”，他们的故事得从 36
年前讲起。

1984年 4月，在一次边境作战中，
董贵生和战友们浴血奋战，一举拿下多
个要塞山头，许多战友在战斗中牺牲
了。1985年 10月，董贵生和另外两名
战友受领了62位烈士的“烈士通知书”
送达任务。从云南到四川再到陕西，62
位烈士的家里，董贵生跪了62次。

1983年 12月，董贵生刚被分配到

特务连，就被连队党支部任命为班长。
“组织这么信任我，我立马感到肩上的
责任很重！”回忆起那一幕，董贵生挺了
挺腰板讲。4个月后，全团开赴前线，
猫耳洞里召开的班务会上，董贵生给战
友们做战前动员，一句无纸的约定就此
写进每个人心中：如果谁牺牲了，幸存
的战友要替牺牲的战友照顾好爹妈！

王述清是董贵生见到的第一位烈
士母亲。“感谢您为国家培养了一个好
儿子——杨模山！”董贵生把这话大声
说了 3遍，王述清还是愣在那里，没有
听懂。直到杨模山的父亲嚎啕大哭起
来，她才明白，儿子牺牲了。极度的悲
伤让王述清失去理智，她拎起铡猪草
的铡刀满院子追着董贵生喊：“还我儿
子……”乡亲们紧紧拽住她，董贵生扑
通一声跪在地上：“爸爸妈妈，你们不
要伤心，以后我就是你们的儿子！”这一
声“妈妈”，让王述清清醒了，她扔下铡
刀，哭得肝肠寸断……

这样的场景，几乎重复了62次，自

此，董贵生成了62户人家的“孝子”。
承诺的瞬间带着血性与冲动，但践

诺的历程充满艰辛和不易。1991年冬
末，返乡5年的董贵生办起了“听涛园”
农家乐。“涛声”源自当年战场边的一条
大河，“听涛”则是战友们遥寄思念、守
望国土的一种方式。和寻常的“农家
乐”不同，这家院子迎来送往的不少是
退役军人，小院传出的最美音符是那一
个个为国防奉献终身的动人故事。董
贵生还在院子的角落设立了“烈士纪念
堂”，近30年来，农家乐几经迁址，但招
牌从未变过，纪念堂也越修越大、越来
越庄重肃穆，只为战友们能在一起相守

“听涛”。
每天清晨，董贵生都会来到纪念

堂，给牺牲的战友上香燃灯、更换供品，
并郑重地敬上一个军礼。闲来无事，他
还要坐在烈士墙前，跟他们聊聊“爸妈”
的日常、生活的点滴。董贵生深知，“爸
妈”们过得好不好，是牺牲战友们最“挂
念”的事。从2009年起，他开始自费分

批组织“爸妈”前往边境烈士陵园祭扫，
一解思念之苦。“带着‘爸妈’去扫墓，这
背后的难题，不单单是钱能解决的。”董
贵生坦言，每年带不超过 10户烈士家
庭的亲属去扫墓，是与时间在赛跑，生
怕老人等不及再看儿子一眼。

如今，每年的清明祭扫成了常态，
母亲节、建军节、重阳节、春节4个节日
前夕，董贵生还要组织牺牲战友的父母
来农家乐团聚。这么多年，经营农家乐
的大半收入都被董贵生拿来尽孝了。
最近，以董贵生事迹排演的现代川剧
《承诺》被搬上舞台后，感动了一批又一
批观众。

今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董
贵生没能带“爸妈”们到边境烈士陵园
祭扫，连母亲节的重聚也改为登门拜
访，这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董贵
生今年已经 57岁了，也到了当爷爷的
年纪，但他常挂嘴边的一句话是：“老归
老，我依然是战友们的兄弟，‘爸妈’们
的儿子！”

为牺牲战友尽孝的57岁退伍老兵董贵生——

一声“妈妈”，他叫了36年
■陈 鹏 本报记者 郭丰宽

本报讯 张涛、特约通讯员肖承
槟报道：“民情联系卡，关键时刻就是
我们边疆群众的贴心卡、救命卡啊！”
前不久，地处天山深处的新疆木垒县
雀仁乡正格勒得村，阿魏菇种植户吐
尔地汗与木垒县人武部政委杨占全视
频通话时眼噙泪花。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蘑菇运不
出去，吐尔地汗近 10吨的阿魏菇就要
烂在大棚里，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渐渐冷静下来的吐尔地汗想起了
“民情联系卡”，他连忙拨通电话，向人
武部求助。吐尔地汗手中的这张“民
情联系卡”，是昌吉军分区结对驻地精
准扶贫户，实施的防止返贫帮扶机制
的一个新举措。“民情联系卡”上印有
挂钩帮扶领导的姓名、电话和微信号
等服务事项，实行一户一卡。

接到吐尔地汗的电话后，杨占全多
方协调，人武部开具证明、包车拉运，10
吨阿魏菇顺利出大山、进市场。

“民情联系卡”还能为摘帽的贫困
村、贫困人口扶上马送一程。

中蒙边境地区牧业三队牧民主要

以放牧为生，在昌吉军分区乌拉斯台
边防连党支部的帮扶下，去年底实现
脱贫。前不久，边防连官兵通过“民情
联系卡”回访，哈萨克族牧民木拉提反
映，他不识字，科学养殖增产的方法又
听不懂。连队认为他存在返贫风险。

木拉提家的风干牛肉跟别人家不
一样，成色好，味道也棒，连队便帮他
出点子：制作风干牛肉，在县城和网上
同步经营。官兵们专门来到木拉提家
的毡房，为他拍摄了风干牛肉的图片
和视频，并通过网络电商平台、微信广
泛宣传。

这招果然灵验，半个月下来，木拉
提家的风干牛肉销售很好，在连队官
兵手把手地教授下，他也基本掌握了
线上销售的操作方法。“小小民情卡，
真能解决咱们的大问题。”木拉提笑得
合不拢嘴。

资助264名学生完成学业；助力24
户 110余名贫困人口拔穷根、奔小康；
定点帮扶的 9个贫困村党支部获评先
进党组织……这一组组数据，正是小
小的“民情联系卡”发挥的大作用。

新疆昌吉军分区摘帽不摘帮扶

“民情联系卡”情系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