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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现场我在现场

与强军同行与强军同行

人物简介：肖建勇，辽宁省阜新市
太平区人武部副部长，2014年年初，任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境内的车新村、西大
巴村、二门得力村帮扶工作队队长。

背景介绍：车新村、西大巴村、二门
得力村地处辽西丘陵地带，土地贫瘠、
十年九旱、风沙大，属于少数民族地
区。3个村有贫困户 176户 454人，无
劳动能力的占 89%，分别于 2016年、
2017年和2018年年底实现脱贫摘帽。

“肖队长，看看我家葡萄长势咋样？
估计今年能收入 15万元左右。”5月 8
日，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车新村脱
贫户李宝义站在葡萄架下，掩饰不住内
心的喜悦。一时间，6年前那一片片荒芜
的沙窝窝，一张张渴望脱贫的古铜色脸
庞，像幻灯片一样在我的脑海里回放。

2014年年初，阜新军分区牵头帮
扶车新村，指派时任政治部干事的我担

任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
在军分区帮扶之前，车新村已连续

5年因干旱绝收，“多种多赔、少种少
赔、不种不赔”，村民们总结了这 12个
字，虽是戏谑之言，却也充满了辛酸。

“如果还固守一亩三分地，村民就难
以脱贫，必须因地制宜发展产业项目。”
下定决心后，我开始找专家、测土质、访
群众、跑市场，最后选定种植冷棚葡萄。

然而，一开始，村民的意见都不统
一。有的说，不懂冷棚葡萄种植技术，
不敢整；还有的说，没有销售渠道和经
验，卖不出去咋办？

村民有这样那样的顾虑是正常的，
我只好挨家挨户搞宣讲，讲党的富民政
策，讲产业项目的好处。然后，趁热打
铁带几名村民代表到辽宁灯塔市一家
冷棚葡萄种植大户参观考察，恰好赶上
客商上门采购，一棚葡萄去掉成本，盈
利3万多元。村民代表一看这阵势，全

都下定决心跟着干。
流转土地、协调资金、选择苗木……

军分区帮村民建起了 300亩的冷棚葡
萄产业园区。第二年，葡萄喜获丰收，
参与种植的贫困户全部脱贫。尝到甜
头的村民纷纷加入种植冷棚葡萄的队
伍。如今，车新村的葡萄种植面积已达
2000多亩，年产葡萄近 350万公斤，产
值近3500万元。

2016年年底，车新村整村脱贫。
2017年8月，辽宁省军区扶贫攻坚现场
会在车新村冷棚葡萄产业园区召开，“集
团化帮扶、合作化发展、企业化经营、市
场化带动”的“车新模式”在全省推广。

车新村火了！我这个扶贫队长也
出名了。这边和车新村还没脱钩，那边
市里就向军分区协商，让我到西大巴村
帮扶。

西大巴村土质与车新村相仿，经过
考察，我决定采取“大手拉小手”的办
法，复制“车新模式”扶植该村发展冷棚
葡萄。考虑到贫困户大部分没有劳动
能力的实际情况，我建议将扶贫资金以
贫困户个人名义入股村集体产业，没想
到有的村民并不买账。贫困户张子军
气冲冲地问我，为啥扶贫钱不直接发到

手里，却要投入产业？我一边帮他干农
活，一边给他讲入股集体产业的好处。
张子军想开了，还带头劝大伙入股。随
后，军分区协调林业部门专家和车新村
技术员来到村里组织技能培训。

“咱们村脱贫了！”全村人敲锣打鼓
庆祝，老党员马德才笑出了眼泪：“干了
一辈子，终于把穷帽子摘掉了！”2017
年年底，西大巴村依托冷棚葡萄、光伏
产业等项目整村脱贫摘帽。

连续帮扶两个村脱贫，我也成了
“扶贫专业户”，军分区又把我派到更穷
的二门得力村。这个村地处自然保护
区，耕地面积少，村民大多外出打工赚
钱。经过多方论证，我建议村里养鸡。
他们采纳了我的意见，将军地扶贫资金
以贫困户入股方式建起养鸡场，成立了
养鸡专业合作社。如今，年出栏3万多
只鸡，每户增收近千元，合作社办得风
风火火。

5年来，我帮扶的这 3个村一个个
走出了贫困，看着一家家摘掉了贫困的
帽子，我感到由衷的欣慰。脱贫只是第
一步，我相信，乡亲们更好的日子就在
明天！

（刘峻宏、本报记者乔振友整理）

大手拉小手，脱贫路上一起走
■肖建勇

本报讯 赵贤福、特约记者李国涛
报道：“每天 24小时热水供应，既节能
环保又方便快捷，以后巡逻训练回来，
再也不担心洗不上热水澡了。”5月2日
晚，西藏山南军分区某团3营10连淋浴
室一片欢声笑语，官兵用上节能环保的
空气能热水器，纷纷拍手叫好。教导员
何开全欣喜地告诉记者，空气能系统的
安装落户，彻底解决了官兵的取暖洗澡
难题。

该团部分营区驻地海拔 4000多
米，昼夜温差较大，取暖洗澡难题一直
困扰着基层官兵。前些年，除了传统的
烧煤取暖外，团机关还先后尝试安装电
取暖炉、电热水器、太阳能热水器等，但
由于电压不稳定、高原气候多变等原
因，这些设备常常“罢工”。

盘点解决基层难题工作得失，团
党委一班人决心改变“头痛医头、脚痛
医脚”的抓建做法，长远规划解难送
暖。他们经过反复考察论证，决定采
用更加节能高效、安全可靠、方便快捷
的空气能“取暖+洗澡”系统。说干就
干，团里迅速派出专人联系厂家购买，
历时 3个月，为全团 10余个连队和哨
所安装使用。

据悉，空气能“取暖+洗澡”系统通
过热力循环，将空气中的热能传导到
官兵宿舍，使室内保持在 23摄氏度左
右，实现 24小时供热供暖。该空气能
系统耗电量仅为普通电热水器的一
半，而热水时间是电热水器的三分之
一，从根本上解决了热能不循环、电热
消耗成本高的问题。据营房部门统
计，现在该团电费比去年同期每天下
降了120元。

记者走进淋浴室看到，拧开淋浴阀
门，热水喷洒而出，可同时满足50多名
官兵沐浴。中士张晟体能训练结束，直
奔淋浴室舒舒服服地冲了热水澡，一洗
身上的汗味和疲惫。“过去洗澡定时定
员，现在即到即洗，再也不用排队等
候。”张晟高兴地说道。

关爱满高原，暖流荡心田，空气能

“取暖+洗澡”系统只是该团暖心工程
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他们先后购买迷
你唱吧、野战3D影院等设备，丰富了官
兵业余生活。党委机关真心解难，基层
官兵欢欣鼓舞，大家纷纷表示，一定不
辜负上级机关的关怀，苦练过硬本领，
为强军固边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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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诗人王建的《新嫁娘词》云：
“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未谙姑食
性，先遣小姑尝。”讲述的是一个聪明能
干的新媳妇，过门3天后便要下厨做饭
菜，因不熟悉婆婆的食性，便灵机一动在
做好饭菜后，先请小姑尝尝味道、提提意
见，结果所做的饭菜很受婆婆喜爱。

“先遣小姑尝”同样适用于日常工
作，比如思想政治教育。搞教育之前先
摸清官兵的“口味”，然后再确定授课内
容，拿出营养搭配合理的“膳食”计划，
这样才能做出官兵爱吃的“美味佳
肴”。然而，有些教育者却不屑于此，自
认为身在基层，对官兵的“口感”把握得
八九不离十，凭老经验老习惯就足够
了。于是，有的教育课老调重弹，一份
教案经年累月翻来覆去；有的课简单照
搬照抄教材，枯燥乏味了无新意；还有
的课是猫在屋里写出来的，不接地气不
冒热气。如此一来，教育没少搞，经验
也没少总结，官兵收获却不大，无法达
到教育的预期效果。

毛泽东同志说：“指挥员的正确的
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
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
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
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打仗如此，抓好
教育同样如此。对教育者来说，找到穴
位，敲准鼓点、找准口味，方能下菜，先

要接好地气，摸清底数。教育者只有深
入基层、深入一线、深入官兵，奔着现实
问题和活思想去，扎实搞好思想调查，
才能及时掌握官兵所思所想、所需所
盼，做到有什么问题就搞什么教育，从
而达到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治病救人
的目的。

深入一线、深入官兵关键在于摘下
“有色”眼镜，用信任的眼光、欣赏的眼
光、发展的眼光看待基层官兵、尊重基
层官兵。积极为官兵建言献策搭平台、
畅渠道，让深藏在官兵脑海中的“金点
子”一个个浮出水面、应用于实践，就会
带来意想不到的教育效果。

因此，各级机关特别是领导干部，
要以踏实务实的作风、三顾茅庐的诚
意、好问则裕的态度，放下架子、扑下身
子，主动到官兵中间寻方问策，把准官
兵思想脉搏，真诚征求官兵意见建议。
大胆创新、科学设计，让官兵喜闻乐见、
交口称赞，富有时代气息的教育模式内
容融入计划、进入课堂，提升教育的针
对性、满意率。唯有如此，才能推动教
育效果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

“先遣小姑尝”带来的启示
■向 勇 张光轩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

组织民兵防汛演练
本报讯 王寒报道：4月29日，湖南

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武部组织民兵应急分
队进行防汛演练。通过冲锋舟驾驶操
作、水上搜救、转移群众等课目训练，进
一步提高民兵应急分队综合处置险情能
力和实战水平。同时，该人武部狠抓防
汛预案修订完善和各类物资器材准备工
作，确保遇有突发情况能够随时出动。

黑龙江省大庆市大同区

开展消防安全培训
本报讯 朱普辉、耿振远报道:5月

初，黑龙江省大庆市大同区人武部邀请区
消防服务中心专家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培
训，为民兵传授预防火灾和应急处置及
灭火器材的使用方法，详细讲解了发生
火灾后的自救、逃生技能，并组织人员从
火情信息报告、转移人员等方面进行消防
安全演练，提高了预防火灾事故能力。

辽宁省军区沈阳第七干休所

身边故事搬上教育课堂
本报讯 刘生瑜 、赵星报道：“门诊

主任王广忠，抗疫一线当先锋，一家三口
全上阵，关键时刻展赤诚。”4月底，辽宁
省军区沈阳第七离职干部休养所政治教
育课上，身边党员的感人故事成为生动
教材。他们广泛开展“讲身边党员故事”
活动，注重发挥身边典型人、典型事的感
染力，立起学习标杆，取得了积极成效。

“我养的龙虾卖了好价钱，买辆小
货车的梦就要实现啦！”5月5日，江西
省泰和县灌溪镇桃源村村民肖经万发
来的语音信息，让该县人武部政委祁
林备感欣慰——在人武部的帮扶下，
贫困户肖翔不仅还清了债务，还一跃
成为全村响当当的致富带头人。

这些变化，源于该县人武部与桃
源村结对帮扶。桃源村人均耕地少、
农业产值低，发展相对滞后。“帮建重
在帮助树立信心，扶贫必须扶持发展
产业。”为帮村民鼓起“钱袋子”，人
武部结合当地自然条件和村民劳动
力技能水平，与村干部共同研究制订
以种植、养殖为“双支柱”的产业布
局，通过土地流转，成立产业扶贫基
地，发展有机蔬菜种植和龙虾、蜜蜂
养殖。同时，他们还推进猕猴桃、柚
子、葡萄、油茶种植等项目，探索出

“短期增收”和“长期致富”相结合的
多元化产业扶贫模式。

“只有提高群众‘造血’能力，才能
实现可持续脱贫。”人武部邀请当地农
科院专家为村民开展技能培训，通过
帮助村民完善绿色生产规范，提升农
产品品质，打造远近闻名的知名品
牌。如今，产业扶贫基地已初见成
效。尝到了甜头，乡亲们干劲更足了，
今年，他们计划再扩建50亩。

人武部部长巫世明介绍，目前，桃
源村已引进猕猴桃、柚子、葡萄、油茶
等 400多亩，成为村集体经济和村民
增收的支柱项目，年增收约80万元左
右。“养鱼养虾，再加上种植猕猴桃，我
家去年收入近10万元，不但盖起新房
子，还买了一辆皮卡车。”村民王缎平
说起人武部的帮扶笑得合不拢嘴。

以前，这个村常有学生因为家庭
困难而辍学。如今，人武部干部职工
与孩子们“结对认亲”开展一对一帮
扶，每学期开学前都会送来文具和生
活用品。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他们又购买了电脑，并开通了网络，保

证贫困学生正常上网课。一度面临辍
学的高一年级学生肖莹芳，在人武部
的帮助下，重新拾起了课本，学习成绩
有了明显提高。

“走，给小朋友上课去。”这天体能
训练结束后，人武部的几名干部职工
一同来到桃源村小学，为学生开办乐
器演奏第二课堂。

整洁的校园里，读书声、乐曲声和
欢笑声交织在一起。教室里，几名干
部职工和军嫂在为学生们教授书法、
声乐等。

人武部领导告诉笔者，他们对口
帮扶桃源村小学以来，在捐赠文体用
品、捐资助学基础上，还鼓励有特长的
干部职工以及军人家属担任校外辅导
员，助力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

采访结束，笔者站在桃源村扶贫
基地地头放眼望去，猕猴桃、柚子、葡
萄、油茶树连成一片。细看，有的正开
满鲜花，有的结满了果实，粉的、黄的、
绿的，交织在一起。脱贫摘帽的桃源
村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村民们都铆
足了劲为更美好的生活而打拼……

幸福花开桃源村
■谢 良

5月初，新疆军区某边防团组织官兵野外训练，锤炼实战本领。图为官兵进行5公里武装越野考核。
刘郑伊摄

5月 6日，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军分区组织民兵分队开展森林防火培训和
演练，全面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图为加格达奇区直升机侦察排民兵利用吊舱
高清摄像机观测火情，并精准定位火场位置。 郝巍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