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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活 中 的 国 防 话 题

初夏的井冈，杜鹃吐艳，生机盎然。
“糍粑越打越黏，生活越过越甜！”

江西省井冈山市柏露乡南木坪村，70
多岁的红军烈士后代王根茂和记者聊
起摘掉“穷帽子”的好日子满脸笑容：
“自从跟部队结了‘亲’，家里和村里都
大变样喽！”

不只是南木坪村，连日来，记者
走进江西省军区在井冈山挂点帮扶的
中村村、南岸村、大仓村和寨下村等
村庄，目之所及——美丽的村容、幸
福的笑脸，展示着老区军民勠力同心
奔小康的信心和豪情。

一座村庄点燃希望火种

五一假期，柏露乡南木坪村游人
如织。站在挂着“杜鹃野生蜜”招牌
的二层小楼前，老板娘罗福兰笑着又
送走一拨客户。
“养蜂能挣 5、6万元，民宿至少

收入 6000 元，土特产还能卖 2 万多
元，再加上合作社分红，我们一家年
收入超过 8 万元！”罗福兰掰着手指
头，细数现在的幸福生活。很难相
信，就在 4年前，他们家还是年收入
不到1万元的贫困户。

变化始自2016年。那年2月2日，农
历小年，习主席来到井冈山看望慰问贫困
群众。“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
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习主席真挚
热情的话语，点燃了井冈山村民脱贫致
富奔小康的梦想。

春节过后，井冈山市人武部扶贫
工作队来到村里，组织民兵带领群众
发展乡村旅游，帮罗福兰将家中的空
余房屋修缮一新，开办民宿，还为她
引进了野生蜂养殖作为副业。

南木坪村的“神奇之变”就此拉
开序幕。不到 4年，原本两三米宽的
进村土路拓宽成五米多宽的柏油路；
逢雨必漏的土坯房翻新成白墙红柱的
崭新小楼；开农家乐、卖竹制品、带
游客体验打糍粑，家家户户的腰包都
鼓了起来。2019年，南木坪村村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达1.53万元。

从封闭落后的贫困村到脱贫奔小
康的样板村，南木坪村的蝶变让井冈
山崇山峻岭间的大小村庄看到了富起
来的希望。
“有特色产业，有红色故事，有政

策支持，就有致富的路子。”井冈山市
人武部政委黄才生告诉记者，在南木
坪村经验的带动下，如今，在茅坪镇
大仓村、坝上村和拿山镇南岸村，红
色培训、乡村旅游、美丽乡村建设结
合，一批乡村旅游精品民宿已经建成
迎客。

一项产业铺就致富通途

走进井冈山市茅坪镇中村村，一
眼望不到头的果林绿意盎然。
“这是我们的黄桃产业基地。桃子

已经挂果，7月就能上市。”中村村党
支部书记曹志平望着满枝硕果，眼里
尽是期待。

近年来，在江西省军区机关的帮
扶下，中村村探索建立了一套驻村干
部领办、党员主动参与、村民自愿参
与、贫困户统筹参与的“一领办三参
与”产业扶贫模式，形成了“家家种
黄桃，户户是股东”的产业发展局面。

老百姓能从种黄桃中尝到多少甜
头？江西省军区扶贫干部蔡建华给记
者算了一笔账：“一亩地能种 30株黄

桃树，盛果期一株树结果至少 200
个，一株黄桃树保底收入达400元。”
“靠种井冈黄桃，我家 2016 年脱

了贫。”坐在自家敞亮的小院里，村民
潘海兰嘴角藏不住笑意。她家曾因病
致贫，后来，在村民兵连长的帮助
下，在村里的黄桃专业合作社入了
股。年底分红加上平时到基地打零
工，一家人很快过上了好日子。

蔡建华告诉记者，为提高脱贫的
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省军区机关在该
帮扶村探索形成“一户一口冷水鱼
塘、一户一亩井冈黄桃、一户一片猕
猴桃林、一户一人进园务工”的“四
个一”精准扶贫经验，让老百姓通过
土地流转收“租金”、发展产业得“现
金”、入园务工赚“薪金”、资金入股
得“股金”。“四个一”产业扶贫模
式，让农民学得到良法、拿得到良
种、找得到市场、分得到红利、看得
到希望。
“全村黄桃种植已从 2016年的 100

亩左右发展到如今的 500多亩，新增 2
个种植基地和 1 个黄桃分拣销售中
心。2020年进入丰产期后，预计户均
增收超过1万元。”蔡建华说。

不仅是中村村的井冈黄桃，南岸
村的井冈蜜柚、寨下村的井冈葡萄，一
项项富民产业如画卷般铺展……扶贫
扶到了点上，井冈山致富的路越走越
宽、越走越稳。

一种精神迸发无穷力量

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
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4年前，习主席
在瞻仰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时的深情
诉说，在陵园管理处女民兵李正莲的心
里回荡至今。

李正莲在陵园工作多年，父亲曾是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研究员，爷爷奶奶
都曾参与井冈山革命斗争。生长于斯，
眼见这片红土地历经天翻地覆的变化，
李正莲对井冈山精神有着更深的感悟：
“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井冈山精神。
今天，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仍在引领着
我们接续奋斗。”这几年，来陵园参观学
习的游客明显增多，平均每年都有 150
多万人。红色旅游方兴未艾，江西省军
区趁势而为，协调文旅单位打造红色旅
游产业，在弘扬井冈山精神的同时，带
动村民发家致富。
“沉下心来，从本地特色中找灵感、

找思路。抓住井冈山‘红’‘绿’两大优
势，做好脱贫致富的文章。”走在茅坪镇
大陇村案山组干净整洁的石板路上，望
着两侧墙体上精心绘制的红色历史故
事油画，茅坪镇武装部长罗志杰感叹，
短短几年间，大陇从破败不堪的“贫困
留守村”蝶变为游客络绎不绝的“红色
文艺小镇”，发展原动力正是坚定执着
追理想、实事求是创新路、艰苦奋斗攻
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的井冈山精神。

这样的传承与发展比比皆是。坝上
村利用当地红色资源，研发“红军的一天”
体验教学课程。源头村保留红军过去的
“挑粮小道”，让游客身临其境，重温“朱德
的扁担”等耳熟能详的故事。大仓村修复
当年毛泽东与袁文才进行“大仓会见”的
旧址，将其打造成红色培训教学点、美丽
乡村示范点和全域旅游新景点……

脱贫摘帽不是“休兵锣”，而是“奋进
鼓”。在省军区机关和井冈山市人武部的
倾心帮扶下，如今的井冈乡村振兴发展蹄
疾步稳，一个个小村庄焕发出新的活力，
井冈人民奋进奔小康的日子也像糍粑一
样——越打越黏，幸福生活越过越甜！

扶贫，不丢下一个贫困群众
——江西省军区助力井冈山脱贫奔小康纪事

■本报记者 郭冬明 龙礼彬 特约记者 曾 飞

本报讯 孙彬、黄伟报道：近日，从
河南郑州传出消息：从 5月 16日起，现
役军人凭证在郑州可免费乘坐市内公
交、地铁。这是郑州市加强新时代双拥
工作的具体举措之一。

为提升军人军属荣誉感，2019年 8
月郑州市召开市委常委议军会议，专题
研究加强新时代党管武装工作和双拥
工作。随后，《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代
党管武装工作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
步加强新时代双拥工作的实施意见》等
文件相继出台，确定了包含提升军人荣

誉感、完善抚恤优待措施、落实退役安
置政策、加强社会公共服务、做好拥政
爱民工作等方面 32条具体双拥措施，
对退役军人安置、随军家属就业、军人
子女入学优待、现役军人优待等方面做
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市内公交、地铁
对军人免费就是具体内容之一。

据悉，郑州市随军家属安置、军人
子女入学优待等优惠措施也都正在有
条不紊地推进，一系列拥军优属政策呼
之欲出，将给郑州军人军属带来更多实
惠和鼓舞。

郑州市送出“拥军大礼包”
5月16日起，现役军人在郑可免费乘坐公交、地铁

5 月 4日，在福建省福安市富春公
园内，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军迷、退休
机务人员和退伍老兵，紧张忙碌地对
公园内的一架“功勋战斗机”进行喷漆
和翻修，并对前来参观的社会青年进
行国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一座小小的公园，一架普通的退
役战斗机，为何会让这些军迷和机务
人员聚集到了一起？事情还得从头
说起。

3月份，福安二中高二年级学生林
柏华和两位同学来到公园游玩，作为
资深“军迷”，他们发现，停在公园内供
人瞻仰的一架米格-15战斗机，机翼上
却被写下某流量明星的名字。

当年，这架战机在抗美援朝战争
中立下赫赫战功；如今，机翼上却被疯
狂粉丝写上了流量明星的名字。面对
这一“恶行”，3名同学十分愤怒，他们
迅速从附近商场买来香蕉水，洗掉了
机翼上的名字。

尽管洗掉了流量明星的名字，但
林柏华对这种损毁文物的行为依然难
以理解、不吐不快。他把现场拍摄的
照片，上传到了QQ空间，被网友看到
后转发，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引起强烈
反响。

很多军迷在网上留言说：“这种脑
残行为，是对历史的极大不尊重，必须
重罚！”还有的军迷说：“这种触及底线
的事情，真的又蠢又坏！追星追的脑
子不要了吗？请尊重历史、尊崇英雄，
因为今天的美好生活是革命先烈用鲜
血换来的。”

文物不容亵渎，追星也要有度。
林柏华和小伙伴们深深感到：身处闽
东革命老区，身边发生这样的事情，让
人痛惜、让人遗憾，根本上还是当事人
缺乏对历史的敬畏和对英雄的尊崇。
还没复学的林柏华，主动当起了QQ群
主，把全国各地关心此事的军迷、退休
机务人员和退伍老兵，共计 400多人拉
到一个群里，呼吁大家有钱的捐钱、有
力的出力，准备对战斗机进行一次更
大的修复。

林柏华和几个小伙伴专门向福安
市园林管理处进行汇报，并得到了园
区的大力支持。很快，第一笔捐款
3650 元筹集到位；还有专业人员表示
到现场义务协助对战机进行维护，确
保“修旧如旧”。

福安市人武部和福安市委宣传
部等相关部门得知情况后，对这些热
心军迷的行为也大加赞赏，并给予指
导。国内很多媒体还纷纷跟进报
道，给全社会上了一堂生动的国防
教育课。
“此事还反映出，当前国防教育还

有死角和盲区。”福安市人武部部长李
亮平说，下一步军地有关部门还将成
立联合工作组，组织宣传教育，强化行
政执法，引领社会风尚，从源头上杜绝
类似事件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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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当前，脱贫攻坚已经到
了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时间紧迫、任务繁重。
省军区系统，作为同级地方党委的军事部，处于脱贫攻坚
的第一线，具有贴近贫困乡村的地缘优势、与贫困群众朝
夕相处的感情优势、沟通当地驻军的桥梁纽带优势，更要

主动作为，担当敢为，奋发有为，在军队参与打赢脱贫攻坚战中争当勇挑
重担的生力军、攻坚克难的突击队、走在前列的排头兵。

脱贫攻坚不是轻轻松松一冲锋就能打赢的，不仅需要有过硬的帮扶
项目、实实在在的脱贫数据，更要帮助贫困群众激发内在动力、提高发
展能力、增加发展潜力。如何发挥系统优势作用、精准施策提升工作质
效？本报即日起开设“冲锋脱贫攻坚战场”专栏，刊登省军区系统决战
脱贫攻坚的新作为。

开 栏

的 话

5月 12日,云

南省洱源县，应急

民兵参与地震应急

综合演练。当日，

是我国第 12个全

国防灾减灾日，今

年主题是“提升基

层应急能力，筑牢

防灾减灾救灾人民

防线”。针对云南

地质结构复杂，地

震灾害频发的实

际，洱源军地组织

“使命必达 2020”

地震应急综合演

练，进一步锤炼和

提升军地联合应急

能力。

严 浩摄

抗疫期间，一条微信曾在朋友圈刷

屏，大意是有院士建言，疫情过后，希望

给年轻一代树立正确的人生导向，让孩

子们明白偶像、明星的真正意义。因为

关键时刻，冲在前面的永远是军人、消

防员、医护工作者这样的英雄，他们才

是中国的脊梁。虽然建言真实性无法

考证，但其在朋友圈的火爆表达了人们

的普遍认同。

然而，疫情尚未彻底消除，我们就看

到，在个别地区出现了在战机、文物上涂

写“明星”姓名的乱象；出现了在幼儿园、

小学教室里，带领全班学生为某艺人“应

援”的视频。虽然只是个案特例，却需要

引起重视。

有研究表明，偶像崇拜是少年儿童

的一种过渡性需求，也是个体身心发展

特定阶段需求的产物。在这一阶段，他

们渴望偶像榜样的引领，因此榜样教育

是青少年德育教育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而青少年价值观培养关乎民族未来，在

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要为他

们树立真正的偶像和明星——对国家和

人民的事业矢志不渝的劳动者，在祖国

和人民需要的地方冲锋陷阵的军人。由

此，包括军队英模挂像进校园在内的教

育活动理应成为常态，在各地全面铺

开。树“星”工程，任重道远。

树“星”工程 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