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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年前，红军长征来到宁夏六盘
山，毛泽东吟出“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
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的磅礴诗句。此后在党的领导下，我们
缚住了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这
个“苍龙”，迎来天安门前红旗招展。然
而贫困这个“苍龙”一直困扰着宁夏人
民。而今，它终于被缚住。

7月3日，中央宣传部以云发布的方
式，向全社会宣传发布了“闽宁对口扶贫
协作援宁群体”的先进事迹，授予他们

“时代楷模”称号。这个英雄群体缚住贫
困“苍龙”的成功实践，给我们许多宝贵
的启示。

初心是缚住贫困“苍龙”的不竭动
力。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援宁群体以燕子
垒窝的恒劲、水滴石穿的韧劲接力扶贫，
书写了脱贫攻坚战的精彩答卷，宣示了
共产党人的初心。“你想着不是主业，扶
贫就是附加题；你想着我是人民子弟兵，
扶贫就是必答题。”正是怀着这样的使命
感，许多部队在参加脱贫攻坚战中不辱
使命、接续奋斗，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
卷。在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的
最后冲刺中，我们更要把初心转化为担
当、历练成恒心，激发为民服务、为民造
福的不竭动力。

接续是缚住贫困“苍龙”的战斗姿
态。在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援宁群体中，
有许多接续奋斗的身影：福建省扶贫办
原主任林月婵，先后到宁夏 40多次，成
为西海固百姓口中的“林大姐”；援宁干
部马国标，在黄土沟连续奋战 80天，终
于在固原甘城乡打出第一口井……这
些顽强奋斗、接续奋斗的感人事迹，是
个体的姿态，更是一个英雄群体的战斗
姿态。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
时期，赴汤蹈火、在所不惜是军人不变
的血性；前赴后继、接续奋斗是军人最
美的姿态。“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
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时下，军地双方
既要打好脱贫攻坚“收官”之战，又要打
好乡村振兴“接续之战”。对此，更需要
我们气可鼓、决不可泄，事不避难、义不
逃责，发扬接续奋斗的精神和连续作战
的作风，全力推进乡村振兴，书写新的
辉煌篇章。

创新是缚住贫困“苍龙”的重要法
宝。24年心手相牵，从单向扶贫到产业
对接，从经济援助到社会事业多领域深

度合作，闽宁协作形成独具特色的“闽宁
模式”。有评论说：“闽宁对口扶贫协作，
不是扶持一口井，而是涌动万眼泉。”这
背后助推“涌动万眼泉”的重要法宝，就
是创新。近年来，部队在助力脱贫攻坚
中，也有许多创新举措，因地制宜实施了
特色产业扶贫、消费扶贫、教育扶贫、医
疗扶贫等多种形式，在实践中取得了较
好的效果。在推进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
文章中，我们要围绕乡村产业、人才、文
化、生态、组织等全面振兴，继续探索、创
新发展，既创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好
经验，又创造更多一村一策、一户一策的
好样本，克服不确定因素带来的影响，努
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在
脱贫攻坚战场上谱写鱼水新篇，彰显人
民军队的宗旨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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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金寨县是国家级首批重点
贫困县。1991年，希望工程一张题为

“我要读书”的照片，传遍大江南北，7
岁金寨女孩苏明娟那双饱含求知渴望
的大眼睛，深深打动了无数人。

金寨，这个大别山腹地的“将军
县”，随着那双求知的大眼睛再次走进
千万人的视线。如今，快30年过去，苏
明娟早已走出大山，凭借自身努力和
众人帮助，成为一名银行职员，家庭、
事业幸福美满。苏明娟是个例，但是
当年她那双“大眼睛”背后隐藏的，是
大山里孩子的梦想和希望。

6月底，记者踏上了皖西这片红色
土地，探寻“大眼睛”背后那群孩子的
教育现状。令人惊喜的是：大别山深
处的铁冲八一实验学校，在青山映衬
下现代化校区生机盎然，同学们有的
在新投入使用的塑胶跑道上欢快奔
跑，有的在多媒体教室接受远程教育，
有的在功能室里参加兴趣培训……

谈起这个变化，铁冲乡党委书记
杜建忠感慨地说，正是安徽省军区官
兵 28年的接力帮扶，才有了铁冲八一
实验学校的今天。

当年，“大眼睛”照片在社会各界
产生广泛影响，贫困山区孩子的教育
问题也引起了安徽省军区领导的高
度关注。时任省军区领导表态，过去
大别山人民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
贡献，现在不能让他们的后代在贫穷
中挣扎，更不能让孩子们失去受教育
的权利。

1992年，安徽省军区、六安军分
区、金寨县人武部怀着对老区人民的
深厚感情，开始驻点结对帮扶铁冲乡，

由此开始了长达28年的省市县三级军
事机关捐资助学公益活动。1993年，
长河爱民希望小学完工；1996年，皂河
小学完工；1999年，夹河连心小学完
工；2010年，铁冲乡希望学校完工，4所
学校为 2600名贫困学子点燃了“知识
改变命运”的希望。

安徽省军区副政委杨学伦掰着指
头算：28年来，驻军官兵不仅援建希望
学校，解决山区孩子上学难的问题，还
积极捐资 1200余万元，资助了全省近
万名贫困学生完成学业。这些孩子中
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学子，像考取中科
大少年班的少年大学生邓磊，勇于挑
战贫困、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团中
央授予“国际青少年消除贫困奖”的曾
龙、姚文友等，捐资助学活动让山里千
千万万的普通孩子走出大山、回馈大
山，这种信念就像一颗种子埋进了深
山，然后发芽、长大。

在金寨县人武部，记者了解到，人
武部近 30年不间断进行爱心助学活
动，获得了各级褒奖。政委陈卫说：

“2018年秋季开学前夕，已转业待安置
的前任政委王陆军从滁州专程返回人
武部，与我交接资助对象，将人武部结
对助学的 6名贫困学生逐一详尽地介
绍给了我。”家住金寨县铁冲乡铁冲村
的小卢（按本人意愿化名）就是其中的
一位。小卢 8岁时，母亲患癌离世，16
岁时父亲也因病去世，家中仅剩年老
体弱的爷爷奶奶，老少 3人孤苦相依，
家徒四壁。眼看开学，小卢学费还没
有着落，时任县人武部部长杜家如得
知情况后，主动登门结对帮扶，立下单
位助学允诺。往后6年间，人武部领导

虽换好几茬，但对小卢的助学接力从
未间断。小卢如愿实现了自己的大学
梦，作为一名即将步入大四的学生，小
卢对毕业就业也有了个人的期待。在
电话里他告诉记者，等毕业了想回到
家乡，做一名人民教师，帮助更多和他
一样的贫困学子实现梦想。

众人拾柴火焰高，该省军区积极
发挥桥梁纽带和牵头协调作用，构建
多方协同、整体联动的“大助学”格
局。先后协调军委训练管理部、东部
战区、东部战区总医院、海军工程大
学、中国电子集团第38研究所、全国红
军小学建设工程办公室等军内外11家
单位到金寨革命老区捐资助学。多年
来，一张张课桌椅、一册册图书、一台
台电脑、一件件教学仪器和文体器材，
源源不断地送到那些急需资助的中小
学校，大大改善了学校的教学条件，为
老区教育扶贫开展注入强劲动力。

在多方捐资帮扶下，大别山区的
孩子们实现了从“有学上”到“上好学”
的转变。28年只是个逗号，安徽省军
区结合乡村振兴规划，还将着眼长期
推进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全程覆
盖、无缝连接”的贫困学生资助体系，
让更多大别山的孩子实现梦想。

大别山麓，“大眼睛”们圆梦想
■林 航 本报记者 解学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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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4日不到凌晨 5时，江西省彭
泽县棉船镇富排村民兵宿营地，村民王
仕霞早早起床，开始在厨房忙活起来。

“民兵连夜查堤巡险，非常辛苦，我要让
他们回来后就吃上热气腾腾的早饭。”王
仕霞一边忙碌一边说。不一会儿，一桌
丰盛的早餐就做好了，一看就花了不少
心思。此时，刚刚巡堤回来的黄花镇民
兵突击队队长欧阳勍带着 20多名民兵
回到了王仕霞家。

这队民兵来自临近的黄花镇。受持
续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四面环水的
棉船镇水位一度超过警戒线 3米，成了
一座“孤岛”，4000余名群众需要转移。
为了支援棉船镇，防汛任务较轻的黄花
镇组建了这支民兵突击队，前来帮助转
移人员和物资，巡逻查堤，排除险情。“他
们自己家里也受了灾，但看到我们这里
更危险，就主动过来帮助我们。”一边说
着，王仕霞一边忙着为民兵盛饭。

王仕霞的子女在外打工，她和老伴
年龄大了，符合转移条件，但她坚持留了
下来，原因就是放心不下这些帮助过她
的孩子们。原来，欧阳勍带领民兵上岛
的第一天，根据棉船镇防汛军地联合指
挥部的统一安排，借宿在王仕霞家。当
看到王阿姨家的 1000多斤小麦堆在一
楼容易受潮，欧阳勍二话不说，当天晚上
就带领民兵将小麦转移到了二楼阁楼。

“村里哪家只要有困难，都会想到咱
们民兵。”王仕霞说，这些天，村里其他村
民只要有需要，他们都会第一时间伸出

援手，遇有重大险情都是冲在一线。感
激之余，王仕霞把民兵们当作了家人，每
天主动为他们做起了一日三餐。

受王仕霞影响，临近的殷根红大姐
也加入队伍，和王仕霞一起为民兵做
饭。为了保证宿营地轮班休整的民兵们
能按时吃上热的饭菜，她和王仕霞每天
5点就起来准备，晚上 9点多才能休息。

“看到民兵日夜坚守在大堤上，也想为他
们做点事。”殷根红说，为了改善大家的
伙食，王仕霞还把自己存放在冰箱里的
咸鱼、腊肉拿出来给大家吃。

吃着碗里热气腾腾的饭菜，欧阳勍
说：“村里人对我们这么好，我们一定要
守护好他们的安全。”吃罢早饭，民兵们
又像往常一样巡堤查险、排除险情，开始
了忙碌的一天，而王仕霞则又投入到午
餐的准备中。

虽然洪水围困，“孤岛”棉船镇里的
人们却并不感到孤单。大家坚信，军民
齐心合力，风雨过后，棉船镇将迎来美好
的明天。

洪水来临，民兵突击队日夜守护在大堤上，符合转移条
件的村民王仕霞选择留在“孤岛”棉船镇，只为了——

“让孩子们吃上热乎饭”
■熊 亮 本报记者 郭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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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蔡永连、记者周海良报道：
“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7月 20日
中午，在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双河镇一条
道路上，一辆辆军车缓缓前行，路两边站
满前来欢送的村民。不断有村民拉着官
兵的手，说着感谢的话，还有人把一袋袋
水果和一瓶瓶矿泉水塞进车厢。短短500
米的道路，车队开了6分钟。

7月 19日，双河镇双河街道和河北
村、春光村等 7个村落被淹，2500多名群
众被困。双河镇工作人员陈凯告诉记者，
当天街道上水最深处 3米多，一楼房门几
乎全被淹没。

六安军分区紧急向安徽省军区求援。
19日下午，省军区派出水上抢险突击队61
名官兵，携带12艘冲锋舟驰援双河镇。官
兵从当天下午一直奋战到20日上午，会同
当地民兵安全转移群众2500多人。

家住草堰村的尹和运老人和老伴已
70多岁，19日晚上，洪水冲进村里，水深一
米多，两位老人坐在堂屋桌子上躲水。救
援官兵赶到后，将两位老人背到冲锋舟，
送往安置点妥善安置。

20日上午，天空放晴，洪水也开始退
却，截至中午 12时，洪水水位下降近 1.5
米。这时抗洪抢险突击队员接到了新的
指令，要驰援阜阳王家坝继续抢险。

在安置点，听闻部队要撤离的消息，被
救的村民都沸腾了。“救援官兵这么辛苦，我
们应该送送他们。”陈凯告诉记者，本来镇里
组织了60余人的欢送队伍，没想到前来送
行的村民越聚越多，最后足足来了 300多
人。尽管腿脚不便，尹和运老两口也来了。

中 午 骄 阳 似 火 ，户 外 温 度 超 过 了
30℃。在大路上吃过午饭后，救援官兵整
理装备、登车出发，送行的群众站在路边
夹道欢送，有的相隔很远就已经挥着手，
有的还举起手机录制小视频，不少村民
的脸庞被晒得发红。“老区人民太热情
了，我们苦点累点都是值得的。”一位参
加救援的官兵这样感慨。

截至7月22日9时，安徽省军区已出动
官兵和民兵参与抗洪救灾7万余人次。

抗洪现场再抗洪现场再现军民鱼水情深现军民鱼水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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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7月20日中午，双河
镇村民夹道欢送抗洪官兵。

沈 涛摄
图②：7月 19日晚，安徽

省军区水上抢险突击队官兵转
移草堰村的尹和运老人。

史家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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