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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马善芳，1962年 9月出
生，现任山东省临邑县孟寺镇专武干
部。2018年，担任临邑县郑家村扶贫工
作队队员。近两年来，他与村民一起发
展经济作物种植，带领村民脱贫致富。

背景介绍：郑家村是山东省的省级
贫困村，位于山东省德州市临邑县孟寺
镇东南部，土地碱化严重，人多地少矛
盾突出。郑家村共有贫困户 13户 32
人，贫困发生率 14%。2019年年底，全
村人均纯收入超过 5000元，成功实现
脱贫。

暖风吹绿徒骇河，郑家村的乡亲们
脸上洋溢着笑容——全村终于摘掉了

“贫困帽”！
贫困户脱贫，我打心底里高兴。“一定

要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是两年来我作为

一名基层扶贫干部最想表达的心声。
2018年4月，临邑县人武部和郑家

村结成了帮扶对子。4月12日，县人武
部领导找到我说：“老马，你经验丰富，去
了能压住阵脚，帮扶村你去最合适。”

知道我要去驻村，老伴满脸不高
兴：“一大把年纪，折腾什么啊！”我知道
她老担心我的身体，这两年岁数大了，
一些毛病也找上门来了，可我是个党
员，组织交代了任务，咋能往后缩。做
通了老伴的思想工作，我卷起铺盖扎进
了村里。

进村后，我先是挨家挨户了解情
况。几天下来，我发现郑家村每户收入
不高，可家家户户房前屋后却有很多闲
置的空地。

“只要有地，就能有收入。”思来想
去，我找到村党支部书记商量办法，闲

置的土地能拿来做些什么？
“房前屋后的‘边角地’可以利用起

来种植经济作物，发展‘边角经济’。这
样既可以减少村民买粮买菜的支出，剩
余的还能卖掉，增加大家的收入。”

算好这么一笔账之后，我和村党支
部书记就立即分工做老百姓工作。一
次次串门唠嗑儿，一遍遍打消疑虑，开
发“边角地”的想法终于得到了村里老
百姓的支持。

全村男女老少发动起来后，“边角
经济”当年就见了效。年底一合计，平
均每家增收700元以上。村民见到我，
总开玩笑说：“老马就是老马，不仅识老
路，还能辟新径。”

乡亲们的夸奖，没有放慢我扶贫的脚
步。发展“边角经济”取得效益后，2019年
4月，我又开始琢磨土地流转的问题。

“书记，现在种地的成本逐步增
加。如果每家每户只管自己的一亩三
分地，恐怕利薄不划算啊。”我又找到村
党支部书记商量。

“我看不如把村民的土地流转到一
起，成立合作社统一管理。这样既把老

百姓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又可以扩大规
模，降低成本。”

经过反复考察、多方了解，我们在
全村流转了50余亩土地，主要用于种植
木槿，垄间还套种了西瓜、橄榄、白菜等
经济作物。2019年底一算账，每户分红
近5000元，全村男女老少都乐开了花。

今年4月，我的扶贫工作已经满两
年了。按照计划，5月份我将完成驻村
任务返岗，不少村民听说后都来挽留我。

其实，留下或离开都没关系，我已
在工作日志里勾画了下一阶段的工作
线条——“帮扶不仅要富村民的口袋，
还要美化环境。村里的烂泥塘，可以清
理出来，搞水产养殖，既能提高收入，还
能改善环境……”

前段时间，县人武部领导来检查工
作说：“老马好样的，让郑家村换了模
样，乡亲脸上的笑都多了。”保障和改善
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
点。对我来说，脱贫摘帽只是新起点。
等鱼儿游起来、环境美起来，我才能交
上一份合格答卷。
（李 敏、本报特约记者 于 斌整理）

脱贫摘帽只是新起点
■马善芳

哲学家卢梭说过：“你千万不要干
巴巴地同年轻人讲什么理论。如果你
想使他懂得你所说的道理，你就要用一
种东西去标示它。应当使思想的语言
通过他的心，才能为他所了解。”开展思
想政治教育也是一样，只有“选准点
位”、号准官兵的思想脉搏，才能直击官
兵心灵深处。

然而，当前有的单位开展思想政治
教育，仍存在战士不愿意听、不喜欢听
的问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
单位对官兵思想的困惑点、情感的共鸣
点、知识的空白点等找不准、摸不透，准
星失焦，子弹必然会脱靶。

一个单位的思想政治教育怎么搞、
哪些是重点，要结合当下的工作任务，
摸清官兵所思所想、所忧所盼，把鼓敲
到点子上，把话讲到心坎里。例如，在
官兵入伍、入党之初，需要加强理想信
念教育，补足精神之“钙”；在部队执行
大项任务期间，需要加强战斗精神培
育，激发官兵使命意识、战斗激情；在违
规问题出现时，需要加强法规法纪教
育，防止产生“破窗效应”。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
特。”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还
应避免“吃大锅饭”“上流水课”，注重千
人千面、因人而异，自觉放下架子、扑下
身子，深入班排哨位、深入官兵“朋友
圈”，坚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一堂课
讲清一个道理”，逐一解开思想扣子、化
解思想包袱。

经师易求，人师难得。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成效如何，关键在于政治教育者
的能力素质。政治教育者首先要学深
悟透党的创新理论，注重完善自身知识
结构，培养思想提炼、教案写作、授课说
理能力，努力把大理论讲透彻，把小故
事讲精彩。坚持“台上讲好课、台下做
文章”，做到言传身教、知行合一。

教育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人在
哪里，阵地就应该在哪里。在网络时
代，还应充分利用网络技术手段，依
托智能手机、两微一端等新平台，创
新“全媒体”“微时代”的教育方式，推
动网络载体与教育本体有机结合，网
络性能与教育功能深度融合，牢牢占
领用好各类平台阵地，讲好强军故
事，真正做到引导官兵、团结官兵、激
励官兵。

越是砥砺奋进的时代，越需要思想
的凝聚；越是成长拔节的时期，越需要
精神的支撑。只有坚持以打“持久战”
的耐心和信心，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
中，因时而动、因人施策、因事创新，持
续完善和改进方法手段，才能让官兵自
觉做到思想认同、行动追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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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叔叔，你们送来的学习教
材，开阔了我们的眼界，帮助我们学到
了很多知识。谢谢您，为我们圆梦。”5
月7日，宁夏中宁县人武部收到了长流
水小学学生马爱玲寄来的感谢信。近
年来，中宁县人武部积极开展扶贫助学
活动，帮助百余名山里孩子成长成才。

长流水小学位于中宁县徐套乡上
流水村，当地经济基础薄弱，是国家重
点扶贫开发地区。硬件设施落后、教育
资源匮乏，导致很多孩子学习成绩不理
想，每年考上重点中学的人很少。层峦
叠嶂的大山，像枷锁般束缚了山里孩子
迈向未来的脚步。

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智。在一次
扶贫工作推进会上，该县人武部党委一
班人一致认为，要把助学兴教作为帮扶
上流水村的工作重点。他们与长流水
小学建立扶贫联系点，投资 15万余元
在学校建设信息化教室，为全校180余
名学生提供网络学习场所。

此外，人武部投入2万余元为学校
捐赠80余套桌椅和6张办公桌，并新建
长流水小学图书室，捐赠图书 221册。

他们还制作了国防教育宣传橱窗和英
模挂像，为学生们专门开设了国防教育
课堂。

在此基础上，他们不断拓展扶贫助
学新举措，有针对性地满足学生学习需
求。今年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学生在家上网课，而绝大多数家庭没有
打印机，打印试卷需要到离家 20多公
里的镇上。该人武部第一时间购买了
彩色打印机，解决学生试卷打印难题。
同时，为了更好帮助他们完成学业，该
人武部多名干部职工和贫困学生展开
结对活动，一对一帮助贫困学生。

建信息化学习室、做学习橱窗、建
图书室……在官兵的帮扶下，贫困学子
的学习和生活条件得到不断改善。“解
放军的帮助，让孩子们了解到了大山外
面的世界，孩子们的学习劲头越来越足
了！”该校校长勉伟红笑容满面。

下图：宁夏中宁县人武部官兵前往
长流水小学捐赠桌椅及各类文体器
材。图为学生正在为人武部领导佩戴
红领巾。 袁仲驰摄

“谢谢您，为我们圆梦”
■宋传江 宋万斌

湖北省宜昌军分区

充实动员潜力数据
本报讯 刘海龙报道：5月以来，湖

北省宜昌军分区在国防动员潜力统计
过程中，将抗疫医护人员和重点医疗物
资生产企业信息汇总整理，纳入国防动
员潜力统计范畴，丰富完善了潜力数
据，为有效提升国防动员能力打下了坚
实基础。

山东省高唐县人武部

组织干部职工集训
本报讯 张名坤报道：5月上旬，山

东省高唐县人武部组织全体现役干部和
职工分两批次封闭集训。此次集训以识
图用图、动员要图标绘、战术基础动作、
轻武器实弹射击等基本技能为主要训练
内容，切实增强了参训人员的军事素质，
强化了练兵备战的鲜明导向，取得了良
好的训练效果。

安徽省固镇县人武部

聘请国防教育宣传员
本报讯 潘玉响报道：5月 8日，安

徽省固镇县委宣传部、县人武部、退役军
人事务局联合为 3名群众基础好、奉献
意识强、理论素养高的优秀退伍军人颁
发证书，聘请他们担任该县国防教育宣
传员。该县人武部通过讲述他们成长成
才的故事、发挥他们的示范引领作用，进
一步营造全社会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
崇军人的良好氛围。

本报讯 孙金勇、邢泽新报道：5
月 10日，黑龙江省巴彦县人武部一场
生动的经验传授活动正在进行，老职
工崔相义的讲述引来在场文职人员的
一阵阵掌声。“这样的活动有助于我们
适 应 部 队 生 活 ，尽 快 胜 任 自 己 的 岗
位。”活动结束，文职人员梁志宇踌躇
满志地说。

人武系统人员少、任务重，很多人
身兼数职，如何提升文职人员的能力素
质，成为亟待破解的一道重要课题。为
了帮助文职人员尽快适应岗位，巴彦县

人武部组织开展经验传授活动，发动有
丰富武装工作经验的干部职工手把手
帮带文职人员，营造“人人参与学习，处
处都是课堂”的浓厚氛围。

身边的先进，就是最好的榜样。该
人武部把业务工作细化成国防动员理
论、军事技能、思想政治修养等5个专题
50个具体课目，组织每名干部职工结合
自身工作经历和能力特长，牵头负责相
应课题，形成了多份“一看就懂、一学就
会、一做就通”的文本案例，为文职人员
提供了管用的学习素材。

“一次分享带来的不只是知识的传
授，更是一次汇聚力量、凝聚人心的思想
教育。”该县人武部政委周葵介绍，他们
抓住有利时机，利用“两微一端”等载体
推广干部职工的事迹经验，让大家在潜
移默化中坚定建功军营的信心。

如今，文职人员学习身边典型、提
升能力素质，在该县人武部蔚然成风。
文职人员李泉灏给自己立下目标：要像
老职工一样，能够独立完成征兵宣传、
民兵整组、基层武装部建设和国防教育
等工作任务。

黑龙江省巴彦县人武部着力提升文职人员适岗能力

身边的榜样看得见学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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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李鹏、记者苗鹏报道：5
月 8日，山西省长治军分区组织壶关县
人武部民兵整组点验，网络信息侦查、
精度定向工程爆破等一批新质民兵专
业分队亮相，让人眼前一亮。

以前，这个人武部在编建民兵队
伍时主要考虑目标守卫、后方保障等
需求,在力量编成上大多依靠某些特定
行业。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以后，该县人武部带领民兵队伍站排
头、当先锋，在战“疫”一线发挥了重要
作用。

然而，在执行任务中，该人武部领
导发现一些民兵队伍与担负任务脱
节，出现特殊专业力量短缺、应急物资
保障不足等问题。

于是，今年民兵整组工作开始后，
该人武部着眼民兵队伍建设需求，结合
疫情防控中暴露出来的问题，采取全面
调查摸底、突出需求牵引，充分发挥地
方人才和技术优势，依据可能担负的应
急应战任务调整编建队伍，新编建了网
络信息侦查、精度定向工程爆破等 9支
新质民兵专业队伍。

同时，他们还结合战“疫”实际，在摸
清人力资源底数、专业物资实情的基础
上，整合医疗、卫生疾控和医药行业力
量，重新编组医疗救护专业分队，以提高
应对处置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的能力。

“只有把优质资源纳入民兵组织，
才能确保民兵在应急应战行动中拉得
出、用得上、起作用，”该人武部副部长
苏旭东介绍，下一步他们将开展专项民
兵训练,通过系统训练进一步提高民兵
队伍的战斗力,为更好地服务未来战场
打下扎实基础。

山西省壶关县人武部结合战“疫”编建民兵队伍

新质力量精准对接未来战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