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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现场我在现场

人物简介：郑治国，辽宁省盘山县
人武部副部长，4次荣立三等功，2018年
12月，驻村帮扶。

背景介绍：胡家镇拉拉村位于盘山
县西北部，全村贫困户 13户 18人，人均
耕地面积不足。经过一年多的努力，
2019年年底，贫困户全部脱贫。

“老张，下地干活去啊！”这天，我刚
到拉拉村的村口，就迎头碰到向邻居热
情打招呼的村民周小锁。其实，不光我
觉得，就连乡亲们也都注意到了，他的
精神状态明显好多啦。过去整天无精
打采，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现在像换
了个人似的。周小锁的变化，让我深刻
认识到：扶贫帮困重要的一条，就是帮
贫困群众树立信心斗志。

2018年 12月，军分区实施精准扶
贫，周小锁被列为重点帮扶对象。当初
我来到他家，目及之处满是乱堆乱放的
物品，各种怪味也扑鼻而来。我提醒他
做好家庭卫生，周小锁态度虽诚恳却不
见行动。更让我挠头的是，周小锁整天
借酒消愁，他跟我说，感觉整个家完了，
没啥指望了。

原来，刚结婚那阵儿，周小锁家的
日子还算过得去。可是天有不测风云，
2013年 4月，邻居翻建房屋，乐于助人
的他帮工时被意外砸成重伤。为了治
病，家里微薄的积蓄很快就花没了，还
欠下不少外债。重活干不了，自己治病
要钱，孩子念书要钱，让他更揪心的
是，自己病了没多久，父亲、女儿相继
生病……生活的重压，让周小锁脸上满

是皱纹。
一番走访我发现，像周小锁这样的

贫苦户不是个例。那段时间，我成了村
里的常客，隔三差五就登门找贫困户了
解情况，帮他们谋思路、找门路。聊天的
过程，也是加油打气的过程。时间一长，
大家的心思开始活泛起来。

眼见时机成熟了，我便与周小锁商
量尝试养羊、养鸡，并协调相关部门提
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建羊圈、鸡舍，买
羊羔、鸡崽，周小锁家开始了战胜贫困
的征程……

斗志一旦燃起来，脱贫就有了内生
动力。接下来，军分区又从市慈善基金
协会协调了资金，并帮周小锁购买种
子、化肥、蟹苗。与此同时，经过协调，
农村危房改造资金和军地筹集资金到
位后，周小锁家的新房开始破土动工。
2019年8月1日，周小锁一家乔迁新居，
年迈的父亲周德才脸上的笑容开成了
一朵花，女儿周彤在房间里来回跑跳、
这摸摸那看看……看到祖孙三代人高
兴的样子，我的眼角湿润了。

家里旧貌换新颜，周小锁也对未
来有了更多的憧憬。周小锁一脸阳光
地告诉我：“以前，日子是一天天挨过
来的，现在心气儿顺了，干劲儿足了，
日子有奔头了。”说完这话，他轻轻地
笑了。

“就是就是，外力帮扶走出第一步，
剩下就得靠自己努力啦！”接过话茬的
是曾经的贫困户朱宝珍。

2013年，朱宝珍的丈夫因车祸去
世，自己也因车祸造成右臂骨折，脊椎
错位，家里还有个儿子正在读高中。在
军分区和人武部的帮助下，朱宝珍重拾
生活信心，干起了河蟹养殖，一年下来
收入几万元，彻底摘掉贫困户的帽子。
朱宝珍告诉我，自己做梦也没有想到，
她的幸福会接二连三地到来……

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如今，
乡亲们越来越明白一个道理：好日子是
干出来的，贫困并不可怕，只要有决心，
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本报记者赵雷、宋子洵、通讯员姜
彬整理）

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
■郑治国

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

提高民兵遂行任务能力
本报讯 孙华远、冯名虎报道：6月

初，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人武部在抓细
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的基础上，组织
民兵应急连强化训练。集训中，他们科
学制定训练计划，设置要点守护、卡点布
设、抓捕行动、实弹射击等 10余项训练
内容，并增加了夜间训练课目，锤炼民兵
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

精选配强专武干部队伍
本报讯 王黔军报道：5月底，针对

部分专武干部岗位空缺的实际，湖南省
长沙市芙蓉区人武部会同区委组织部门
共同拟制选拔方案，根据任职条件、群众
基础、个人能力等情况，按照调阅档案核
资格、集体谈话听打算、走访群众看民
意、军地商议定人员等步骤选拔配备专
武干部。目前，该区基层武装部空缺的
专武干部均已配齐到位。

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

多举措做好大学生征兵工作
本报讯 凡家强报道：连日来，黑龙

江省鸡西市鸡冠区人武部为激发大学生
参军热情，与当地教育局、公安局等部门
联合，将辖区所有大学生情况进行详细
登记。他们利用微信和电话等方式逐一
取得联系，及时了解参军意愿，宣讲征兵
政策。对因疫情还未返校的大学生，专
武干部利用下乡蹲点时机逐一登门面对
面宣讲。目前，该区大学生报名人数较
去年同期提高20%。

“移植的造血干细胞有生长迹
象，胜利就在眼前。”6月 1日，在西
部战区总医院，听到主治医生介绍
治疗情况后，邱泽华紧锁的眉头终
于舒展开来。在万千爱心人士的帮
助下，邱泽华的儿子邱晟病情终于
迎来转机。

前段时间，一则关于“29岁边防
战士急需粒细胞”的消息刷屏后，一时
间，邱泽华及相关医护人员的电话都
被打爆了，大家纷纷伸出援手帮助邱
晟渡过难关。

邱晟是西藏山南军分区某边防
团的一名战士。今年 4月 8日晚，邱
晟出现口腔内多发血泡并伴有牙龈
出血，经诊断为再生障碍性贫血，转
入西部战区总医院治疗。主治医生
介绍说，邱晟刚入院时，病情非常严
重，医院下达了病危通知书，后经专
家会诊，决定采取移植干细胞的方
法对其进行治疗。邱晟的父亲邱泽

华和他配型成功，但邱晟同时感染
一种超级耐药菌，对目前的抗生素
全部产生耐药性，光靠药物治疗很
难把感染控制住，需要输注粒细胞
帮助抵抗感染。

“挽救战友，坐标成都。”军分区及
边防团党委了解情况后，立即发动 A
型血官兵为邱晟捐献粒细胞。休假在
家的该团机步营战士王涛得知消息，
第一个从四川仁寿老家赶赴成都，却
因为身体检查不符合捐献条件，抱憾
而归。

四 川 广 元 、河 南 新 乡 、云 南 丽
江 …… 一时间，休假在家的官兵纷
纷闻讯而动，紧急集合般汇聚蓉城。
战友有难，众人支援。川藏兵站部某
保障站两名官兵听到消息后，随即前
往西部战区总医院报名自愿捐献。

家住九寨沟的女兵王艳春，各项
指标都满足捐献条件，却被告知不建
议女性捐献。多番争取遭拒后，她又
在微信朋友圈里扩散相关信息，发动
起自己的亲朋好友。王艳春说，为战
友出一份力，是她应该做的。

陪护战友张鑫从医生口中得知邱

晟至少需要10天的粒细胞量，也参与
到捐献队伍中。经过初筛，张鑫符合
标准，完成捐献后，他和战友李海波又
投入到照顾邱晟的生活起居中，经常
熬夜到凌晨。他俩一致表示：“只要战
友早日康复，再苦再累也值得！”

“我姓苏，叫我苏老兵就行。”5月
19日上午，在西部战区总医院，一位
曾在南海舰队服役的老兵在完成粒
细胞捐献后，匆匆离开，始终不愿透
露姓名。

据悉，像苏老兵一样，已有上百名
A型血志愿者前往西部战区总医院，
帮助边防战士邱晟战胜病魔。在这些
好心人当中，不仅有现役、退役官兵，
还有普通群众。

“平日里，是你守护着我们；现在，
请让我们帮助你。”5月 22日，中铁四
局职工肖前林闻讯赶来。采集完粒细
胞已是傍晚，临走前，他还不忘送上祝
福话语：“邱晟，请你坚强！”

爱心人士的帮助祝福，犹如一股
股热流温暖边防战士心窝。目前，已
有18人完成粒细胞的提取，邱晟状态
良好，治疗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急！边防战士生命垂危
暖！万千爱心汇聚蓉城

■蓝 峰 本报特约记者 李国涛

本报讯 姚曾贤、祝光强报道：“爸
爸，这次我考了满分！这要感谢解放军
叔叔开办的公益课堂，让我学习成绩有
了提高。”6月 2日，河南省修武县西村
乡孟泉村，6年级小学生康宇轩，给远
在他乡务工的父母打电话报喜时，兴奋
之情溢于言表。

跨区帮扶的焦作市解放区人武部部
长徐宁介绍，康宇轩所提到的公益课堂是
他们给孟泉村留守儿童开办的临时学习
班。留守儿童每周一至周四17时30分到
19时，准时到学校接受免费的学习辅导。

孟泉村位于太行山区，位置偏僻，
土地贫瘠，村民生活较为困难。徐宁在
一次走访中发现，村民大多外出务工贴
补家用，他们的子女只能留在乡下，与
老人一起生活。村子不大，留守儿童却
不少。父母不在身边，缺少关爱引导，
有些孩子出现辍学、逃课情况。这让老
师和家长们伤透了脑筋。

“留守儿童学习的事是大事，一天
也耽搁不起！”人武部党委达成共识：扶
贫帮困，我们既要解决贫困群众现实生

活难题，更要注重他们下一代的教育问
题。于是人武部积极筹措资金，改建临
时教室，购买桌椅和学习资料；协调西
村乡大南坡完全小学安排 4名优秀教
师，义务到村里辅导留守儿童学习。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人武部购置
了电脑，保证孩子们正常上网课。同
时，他们主动与村里留守儿童结成“一
对一”帮扶对子，挨家挨户送温暖、问需
求、解难题；每逢节假日，组织他们到人
武部参观，现地开展国防教育活动。

“孩子的成绩，在班里能排前几名
啦！”今年上小学5年级的康涵月，父母
在外打工，一直跟爷爷奶奶生活，成绩不
太理想，年逾七旬的奶奶，为了孙女的学
业着急上火吃不下、睡不好。康涵月的
父亲说，孩子进了临时学习班后，成绩一
天天地进步，他们在外务工也安心了。

公益课堂给留守儿童带来了新希
望。据了解，已有 29名留守儿童加入
临时学习班，经过一年来的学习辅导，
学习成绩都提高了一大截，有 19名进
入学校优等生行列。

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人武部开设公益课堂

助力留守儿童快乐成长

6月初，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军分区组织首长机关进行作战要图标绘、通信装备操作等10多个课目的训练，提升“中军
帐”指挥打仗能力。图为机关干部正在野外进行识图用图课目训练。 曹修武摄

5月底，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在陌生地域开展实战化演练，锤炼官兵的打赢
能力。图为官兵正在构筑掩体。 刘郑伊摄

“百姓是天，天大无边；百姓是地，
地大无沿；有了这个天，世上才有官；
有了这个地，才能有江山。”这首歌唱
出了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
系。习主席指出，我们党要做到长期
执政，就必须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
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群众想在一起、
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新形
势下，党员干部更应该多一些“衙斋卧
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的忧民之
情，永葆与人民同甘共苦的品质。

1942年，晋察冀边区由于日军的
扫荡，部队和群众普遍缺粮。聂荣臻
元帅在一次会议上发言时，想起了老
百姓三五成群捋树叶、剥树皮的情形，
心中一酸，再也讲不下去了。随即，聂
帅发出训令，要求部队不要在村庄附
近采摘树叶、挖野菜。消息传出后，广
大群众深受感动，找到聂帅，要求收回
这个训令。这道“树叶训令”，是官兵
生死相依、军民鱼水情深的生动折
射。一个时刻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
的政党，一支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惜牺
牲一切的军队，身后必定会紧跟无数
生死相随、真心拥戴的人民。

锅热饼靠，情浓民依。党员干部
永葆与人民同甘共苦的品质，就要重
官责淡官味，常站民之位想问题、常
察民之苦做事情，时刻触摸群众的内
心，知道群众真正难在哪里、需求什
么。然而，现实生活中，有的党员干
部个人享乐优先，群众利益靠后；有
的滋生特权思想，耍“官老爷”派头；
有的患上“感情缺乏症”，高高在上，
颐指气使，对群众态度冷漠，对问题
置之不理。长此以往，损害了人民利
益，伤害了群众感情，怎么能赢得人
民群众的爱戴和拥护呢？

毛泽东同志早就告诫我们：“为
人民服务三心二意不行，半心半意也
不行，一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战争年代，毛泽东所到之处都和群众
打成一片，跟群众一样吃粗粮、住简
陋的窑洞。和平时期，一件睡衣补丁
摞补丁，一条毛巾被补了 50多个补
丁，正是他心里装着群众、始终和群
众同甘共苦的有力见证，折射了革命
先辈心忧天下的为民情怀，昭示了共
产党人先人后己的价值追求，彰显了
一名党员干部最深厚的人民情怀、最
纯粹的赤子之心。

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
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这应是每
一名党员干部的使命责任。在新时
代新征程中，党员干部要牢固确立

“为群众做实事”的不渝信念、“敢干

事，干成事”的担当精神和“贴近群众，
服务群众”的深厚感情，把群众的小
事当成自己的大事，只要群众需要就
只争朝夕地干，为了群众满意便无怨
无悔地干，造福群众的事更要一任接
着一任干，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赢
得群众信赖，当一名党的好干部。

大树参天植根沃土，江河万里流
有源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
们透过“火神山速度”，真真切切看到
广大党员干部，急民之所急、忧民之所
忧、做民之所盼，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
心中最高位置，这是我们抗疫必胜的
力量源泉。实践证明：不管什么时候，
只要真正坚持人民至上、人民利益高
于一切，就会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因
此，在前进道路上，只有深深扎根人
民、紧紧依靠人民，与人民血肉相连、
血脉相通，荣辱与共、生死相依，方能
把握制胜之本、赢得未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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