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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仓村位于江西省井冈山市龙市
镇，是“十二五”省定贫困村，全村共有95
户485人，辖5个村民小组，村民人均年收
入不到4000元，其中贫困户就有12户。

1927年10月6日，为落实工农革命
军的落脚点，毛泽东与袁文才在大仓村
会见，谈妥了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相关
事宜，为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奠定了
基础。但由于这段历史很少被提及，大
仓村也逐渐被后人淡忘。

如何借助“大仓会见”的红色历史，
让藏在深山的“红色大仓”走上乡村振
兴路？近年来，大仓村在井冈山市人武
部的挂点帮扶下，积极探索红色乡村旅
游发展模式，打通了一条红色旅游引
领、绿色产业带动的新路子。如今的大
仓村，成了井冈山市红色培训教学点、
美丽乡村示范点和全域旅游新景点，大
仓村村民全部脱贫。2019年，仅靠红色
乡村旅游，村民人均年收入就达到 1万
余元。

仲夏时节，记者走进大仓村，正在
池塘边采摘莲子的村民林武平笑着告
诉记者，随着红色旅游逐渐恢复，暑期
的大仓民宿已接到不少订单，家里的收
入还能增加不少。

行走在大仓村，记者看到，一条崭
新的柏油马路穿村而过，一栋栋三层小
楼拔地而起，池塘里一簇簇荷花争相吐
艳。“真没想到，5年前还是一个偏僻落
后的小山村，今天依靠红色旅游和产业
发展让我们走上了致富路。”大仓村老支

书林作贵介绍，井冈山市人武部挂点帮
扶大仓村后，协调军地力量打造了圆楼
待客、大仓讲习等多个红色景点，编写了
《大仓会见》红色培训教材和《红土地的
承诺》文艺节目，引进 VR技术再现了

“大仓会见”的历史情景，让大仓成为没
有围墙的“红色学院”，将大仓的一砖一
瓦、一草一木都变成生动的红色教材。

“90多年前，毛泽东与袁文才在井冈
山市大仓村的林家祠堂进行了一次不同
寻常的会见。”井冈山市人武部政委黄才
生告诉记者，通过挖掘打造，林家祠堂、吊
脚楼等红色旧址，已被列为井冈山市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免费对游客开放，同时借
力井冈山干部学院、全国青少年教育基
地、井冈山干部教育学院的培训资源，全
方位开展红色培训和理想信念教育。

“红色旅游带来了游客，更要让游
客待得住、留得下。”井冈山市人武部帮
助大仓村按照“一栋民宿帮扶一户贫困
户”的思路，采取土地入股变股金、房屋
出租收租金、村民就业拿薪金的模式发
展民宿产业，借力全球公寓民宿预订平
台，吸引国内外游客入住，与大仓群众
来一个“旅游振兴乡村、群众脱贫致富”
的“新会见”。

大仓村“火”了。2019年 5月 1日，
“大仓会见”红色旅游景点正式对外开
放，半年多时间就接待了 3万多名游
客。“在家就能赚钱是每个大仓村村民
的心愿。”大仓民宿店长雷红艳是一名
从杭州回来的江西籍经理人，她告诉记

者，民宿发展起来后，吸引了很多当地
村民回乡就业、照顾家庭，店里招聘的
12个人，绝大部分是从沿海回来的。不
仅如此，他们还靠山吃山，把当地自产的
太空莲、井冈豆皮、竹笋、竹荪、竹艺加工
品等，通过电商平台销售，探索发展休闲
产业、特色产业、文创产业、智慧产业等，
带动全村产业发展升级，融入井冈山全
域旅游圈，不断激发乡村活力。

大仓村村民林天红原来在深圳一
家 电 子 厂 打 工 ，每 个 月 能 挣 4000多
元。看到家门口的红色旅游蓬勃发展，
他辞职返乡创业。回到家乡后，林天红
加入了农民合作社种植太空莲，规模化
的种植让他一年收益达到 6万余元。

“今年红色培训开展后，我们也要做民
宿，发展农家乐。”对于未来的生活，林
天红信心满满。

靠着红色旅游引领，绿色产业带
动，大仓村找到了一条巩固脱贫成果、
共奔全面小康、助力乡村振兴的新路
子，贫困“山坑坑”变身致富“香饽饽”，
大仓村村民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革命摇篮，红色旅游火起来
■本报记者 解学锋 郭冬明 龙礼彬

决 战 决 胜 脱 贫 攻 坚
记 者 老 区 行?井 冈 山

去年5月，习主席在江西视察时指出：“现在国家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我们要
饮水思源，不能忘记革命先辈、革命先烈，不能忘记革命老区的父老乡亲。”帮助老区脱
贫致富，让老区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历史责任。

“八一”前夕，本报开展“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记者老区行”主题采访活动，组织记者
深入井冈山、武陵山、大别山、大巴山、乌蒙山、秦岭、六盘山、沂蒙山、吕梁山、太行山等
革命老区，讲述军民携手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生动故事，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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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吕新胜、薛清波报道：
“今日凌晨，桓仁镇两个村庄50多名群
众被洪水围困，县人武部命我镇民兵
应急排迅速出动抢救群众，出发！”随
着辽宁省桓仁县桓仁镇民兵应急排排
长姜远飞一声令下，30多名民兵飞舟
破浪驶向“受灾”地域。半个小时后，
50多名“受灾”群众被转移至“安全地
带”……

7月 7日，辽东山区桓仁县枫林峡
谷，辽宁省本溪军分区组织的民兵实战
化演练紧锣密鼓，辖区内市、县（区）、乡
镇（街道）三级党委一把手悉数到场，全
程参与此次演练。本溪军分区领导介
绍，这是第一书记推动基层武装工作落
实的创新述职方式。

本溪市地处辽东，山高林密，河流
纵横，民兵担负的抢险救灾等任务较
重。近年来，受地方机构改革和企业改
制的影响，基层武装工作存在不同程度
弱化。去年，该市民兵建设在辽宁省考
核中垫底。如何打赢翻身仗，成为市委
常委议军会上的重要议题。本溪市委
书记、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姜小林带头
表态：“作为第一书记从我做起，按照制
定的武装工作建设规划时间节点抓落
实，到时，我带各县、区委书记上演练场
用成果述职。”

很快，军地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
加强专职人民武装干部队伍建设的暂
行规定》，对选配任免、考核考评等作出
明确规定：专武干部需要兼职的，应当
与本职工作相近；受到省市表彰或县区
表彰 3次以上的优先提拔使用……这
给武装工作落实提供了坚实保障。

各县（区）迅速行动起来，打响了书
记带头出征，推动基层党管武装工作落
细落实的攻坚战。桓仁县委书记、县人
武部第一书记孙雨深入全县14个乡镇
（街道）为武装工作建设解决难题，县里
先后投资上百万元，用于“两室一库一
家”和民兵物资器材装备建设；明山区
重点在配齐配强专武干部上下功夫，区
委书记、区人武部第一书记王悦武会同
人武部和区委组织部，在全区遴选7名
年轻基层武装部长；本溪县委书记、人
武部第一书记何庆伟重视抓好新质力
量编组训练，协调新兴企业将 60名技
术骨干编入民兵保障分队。

据了解，上半年，全市6个县区130
名专武干部岗位全部配备到位，各县区
加强基层武装部设施建设，各种战备物

资器材一应俱全，5000多名基干民兵
完成编组，实现了召得来、拉得出、上得
去、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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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巩固拓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成果，激发广大民兵投身强军
兴军伟大实践，近日，湖南省临澧县人
武部组织应急连参训民兵开展“徒步青
山渠、传承青山魂”主题实践活动。

20世纪 60年代，10万临澧人民在
极度困难的条件下，靠着一锤、一钎、
一双手，逢山凿洞，遇沟架桥，排除万

难 ，历 尽 万 苦 ，建 造 了“ 亚 洲 第 一
泵”——青山水轮泵站枢纽工程，并锻
造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敢想敢干、
无私奉献”的青山精神。

活动中，参训民兵徒步登上青山干
渠江家坡渡槽段，实地查看青山干渠渠
首出水口和青山水轮泵站。当讲解员
深情讲解，在群英渡槽修建过程中，7

位民兵不幸牺牲，群英渡槽7个拱每一
个拱都有一个烈士英灵在支撑的情节
时，每个人都肃然起敬，并在此重温了
民兵誓词。

随后，全体民兵参观了革命前辈林
伯渠同志故居（上图），学习林老为革命
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精神。面对鲜红
的党旗，全体民兵党员庄严地举起右

拳，重温入党誓词，接受思想洗礼，永葆
入党初心。

通过此次主题实践活动，广大民兵
表示，要学习先辈们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敢想敢干、无私奉献的精神，苦练
本领，扎实工作，为新时代国防动员建
设事业贡献力量！

张 平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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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下午，安徽省怀宁县境内
又一场暴雨不期而至，高河镇平安村完
巩圩大堤发生渗漏险情。在与暴雨生
死竞速的抢险现场，一对“父子兵”引起
笔者的注意。57岁的刘建新与32岁的
刘涛，父子二人同心协力密切配合，将
搬运来的一袋袋碎石灌注进导渗沟中，
阻沙滤水、固堤护坝。

刘建新是怀宁县人武部职工，曾入
伍 3年，退役返乡后难忘军旅情怀，主
动申请到县人武部工作，在山里民兵武
器装备仓库一干就是 12年，后来他又
从山里回到部里从事后勤工作。工作
以来，刘建新多次被评为优秀职工，并
受到嘉奖。近日，怀宁县境内遭受洪涝
灾害，刘建新跟随人武部组织的民兵应
急分队一道投入抢险救灾一线。

这支救灾队伍中，还有他的儿子
刘涛。

刘涛今年 32岁，也是一名退伍军
人，曾在海军某部服役 12年。看到父
亲主动奔赴抗洪救灾一线，每天都要忙
到很晚才回家，刘涛很受触动：“一天晚
上父亲回家时，我看到他一身泥土和疲
惫的样子，感到非常震撼。想到自己也
是军人出身，同时又是党员，第二天就
主动请求加入了抗洪救灾队伍。”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刘
建新父子俩约定，有任务一起上，有
困难一起扛，坚决完成党组织交给的
任务，做到困难面前不低头、险境面
前不畏缩、连续作战不后退，绝不给
党员丢脸、不给老兵抹黑。这对在抢
险救灾现场并肩作战的“父子兵”受
到大家称赞。

在抗洪抢险一线，刘建新、刘涛“父
子兵”连续奋战 8个昼夜，先后参与高
河镇城东北圩救援、石镜乡石门湖大圩
构筑子堤、洪铺镇外洋河转移群众、洪
镇河东西圩加固堤坝等抢险救灾行动

10余次，每天工作 12小时以上。刘涛
还主动担任应征青年突击队长，积极带
头当先锋、打头阵、做样板。

“红色家风催我去战斗！”刘涛告诉
笔者，他的爷爷刘志成也曾是一名军
人，一家三代军人，有 8人是共产党
员。在红色家风的熏陶下，一代代刘家
儿女从军报国、接续奋斗，服役时建功
军营，退役后倾情奉献，用实际行动践
行共产党人、革命军人的政治本色。

上图：刘建新、刘涛父子俩在抗洪
现场。 刘玉才摄

抗洪战场“父子兵”
■蔡永连 张小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