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入夏时节，乌蒙山区清爽宜人、
绿意盎然，一片绝美的景色。此刻，
云南省镇雄县杉树林村制衣车间内
的工人们却没有欣赏这番美景的兴
致，他们在各自工位上聚精会神地忙
碌着，身边的裁床、缝纫机、锁边机、
钉扣机等机器也在“嗒嗒”地快速运
转着。

“ 我 们 的 第 一 笔 订 单 是 广 东 的
5000套校服，不久前刚刚完工出货。”
43岁的村民汪仙元戴着口罩，快速整
理布料、上盘、剪线。汪仙元是杉树林
村的建档立卡户，提到制衣车间的第
一批劳动成果，她开心地笑了起来。

制衣车间由国防动员系统帮建，
共投入 232.32万元，占地面积约 1200
平方米，优先吸纳建档立卡户与服装
加工厂签订就业合同。村党支部书记
赵志告诉记者：“制衣车间为村民增加
了就业岗位，可帮助贫困户持续增收，
确保不返贫。”

集高寒山区、贫困地区于一体的
杉树林村，是国家挂牌督战贫困村之
一 ，经 济 发 展 层 次 低 、基 础 设 施 落
后。同时，该村又是人口大村，28个
村民小组有农户 2850户 9686人，人均
耕地面积不足 0.2亩，贫困发生率曾
高达 11.5%。

“家里有 4分地，一年下来的收成

能够吃到过年就不错了，更别说卖钱
了。”制衣车间的员工王雪，家里 6口
人，往年全家支出基本全靠丈夫一人
在外打工赚取。

在杉树林村，像王雪这样的情况
很普遍。人多地少的问题非常突出，
以农业为主的脱贫致富思路行不通。
为保证制衣车间顺利投产，驻村工作
队队长、昭通军分区副司令员马伏枥
在村子吃住4个多月。他介绍，杉树林
村有 4000多名青壮年劳动力，大部分
在村里的统一组织下，面向东部 5省
（市）输出劳动力，村里留守的大都是
妇女儿童和老人。

稳定就业是贫困劳动力实现脱贫
致富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昭通军
分区经多方调研和尝试，认为服装加
工业投资少、见效快，又能充分发挥劳
动力的资源优势，是可行之路。今年3
月，昭通军分区联系到广东一家服装
公司，与杉树林村达成合作协议，“服
贸公司+制衣车间+贫困户”稳定就业
的扶贫模式提上日程。

为实现产业进村、技术进户、就业
到人，广东这家服装公司派出技术员
免费开展职业道德、安全知识和操作
技能培训，让村民上岗前先掌握基本
技术。5月份，村集体产业制衣车间正
式投产。

扶贫车间启用一个月就吸纳了
100名贫困户上岗就业。这些人在培
训期间的工资和补助在2000元至3000
元不等，正式开工后按照“底薪+计件”
的方式领取工资，每人月收入可达
4000元左右。

农民“变”工人，群众干劲自然
足。“培训期间不分工，员工需要学习
制衣的全部流程，工作量很大，但是
大家热情很高，勤奋好学，每天上班
都是提前半小时到厂子。”服装公司
派驻制衣车间的技术员叶敏南告诉
记者，头一个月便有 30人达到熟练工
的标准。

“杉树林村已于5月份达到脱贫摘
帽标准。制衣车间的建立不仅带动全
村贫困劳动力实现家门口就业，同时
也吸引了部分外出务工的人员回乡发
展，为精准脱贫和巩固脱贫成果打下
坚实基础。”马伏枥告诉记者。

乌蒙山区，东西协作稳增收
■本报记者 鲁文帝 柯 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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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 战 决 胜 脱 贫 攻 坚
记 者 老 区 行?乌 蒙 山

本报讯 刘奕君、记者曹琦报道：
7月上旬，陕西省一批生活困难的伤
病退役军人陆续领到退役军人关爱基
金。该省退役军人关爱基金已实现常
态化发放，与政府出台的一系列帮扶
措施相结合，形成了省市县三级覆盖、
叠加保障的新格局。

“退役军人关爱基金借助公益慈
善平台，多方募集资金，帮助困难退役
军人及家庭走出困境，较好地调动了
退役军人干事创业的积极性。”省退役

军人事务厅工作人员介绍，陕西省共
有 150多万名退役军人，在急难险重任
务中，他们闻令而动、挺身而出，做出
很大贡献。在去年年初调研中，工作
人员发现，由于疾病伤残、意外伤害、
自然灾害或其他原因，部分退役军人
的工作生活面临较大困难，如果仅仅
依靠政府资助还远远不够。

为此，他们决定在慈善协会为退
役军人设立开放性基金，动员社会各
界爱心人士和企业自愿捐赠。省军区

领导介绍，关爱基金坚持普惠保障与
特殊关怀相结合，主要用于对享受有
关保障待遇后，生活仍有困难的退役
军人和军属，给予临时性、应急性援
助，同时还用于褒奖在国防和经济建
设、抢险救灾、科技创新等方面做出突
出贡献的退役军人。

为确保基金正规使用，该省出台
《退役军人关爱基金管理使用办法》
和《省市县三级退役军人关爱基金操
作实施细则》。文件明确规定，有关

单位与省慈善协会联合成立基金管理
委员会，专门负责管理基金，每年年
底 对 基 金 募 集 、使 用 等 情 况 进 行 公
示，确保专款专用、募用分离；捐赠者
全程参与基金管理、发放，关爱基金
由工作人员面对面送到每一名退役军
人手中；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及时将符
合条件人员纳入关爱帮扶范围，深入
了解受助对象现实需求，采取“一人
一策、精准帮扶”的模式，制定个性化
帮扶措施。

在此基础上，他们还持续探索适
应市场规律和体现人文关怀的募捐方
式，开展公益日关爱退役军人网络行
动，发动爱心网民积极捐赠。自去年 1
月 31日以来，该省退役军人关爱基金
已累计发放 1903.1万元，援助 1283名
特困退役军人。

陕西省出台相关帮扶措施

退役军人关爱基金发放常态化
已累计发放1903.1万元，援助1283名特困退役军人

本报讯 王剑锋报道：“八一”临近，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军队离退休干部医
养服务中心逐渐热闹了起来。兰陵县军
队离退休干部医养服务中心由该县退役
军人事务局与康华养老中心合作成立，
集医疗康复、养老护理、军人休养、日间
照料于一体，开启了军休人员医养结合
新模式。

“军休人员医养结合是山东省新旧
动能转换重大工程，是贯彻党的十九大
提出的‘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一项举
措。”临沂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刘
军介绍，兰陵县地处鲁苏交界处，生态
环境优美，旅游景点众多，具有厚重的
红色历史，立足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和
山东省《制度创新试点重点项目》规划
细则，他们将兰陵县列为沂蒙革命老区
唯一一个军休人员医养结合的省级试
点单位。

兰陵县军队离退休干部医养服务中
心在突出军旅元素和完善功能配置上做
了大量精心设计，大厅内陈设着不同时
期的军装、帽徽、军衔、军被等老物件，功

能区设有自助餐食堂、图书阅览室、党员
活动室、健身房等餐饮和文娱场所，可让
军休人员在休养放松的同时还能重温军
旅生活。

“军休干部人数虽然是动态的，但军
休服务必须是常态的。”兰陵县退役军人
事务局局长祝学海表示，目前该县共有
24名军休人员，为了做好常态化服务，
他们与县人民医院合作，为军休人员开
辟就医绿色通道，签约家庭医生，印制
《医养结合家庭医生健康服务手册》，开
展健康状况摸排活动，建立军休人员健
康档案，还不定期组织康复理疗、健康咨
询、个性化心理辅导等服务活动。

据了解，结合省、市两级关于军休
医养结合试点工作方案要求，兰陵县将
形成比较完备的经费支出保障制度和
财务审计监督机制。兰陵县退役军人
事务局副局长郭德峰表示，他们将对政
府购买服务的社会医疗养老机构服务
水平进行严格评估，坚决淘汰服务不达
标的签约机构，切实为军休人员提供高
质量服务。

山东省兰陵县探索军休工作新模式

医养结合，提供更高质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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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患猛如虎。
如果不是现场目睹，不敢相信一个

管涌的威力竟然这么大！
7月 21日 11时许，河南省固始县丰

港乡潘庄史灌河突发管涌险情。堤内漩
涡打转，堤外河水涌动。水患猛如虎，那
个管涌就像老虎张开的血盆大口，若是
不被堵住，方圆数十平方公里的15个行
政村4万群众将会全部受灾。

史灌河“阻击战”全面开战。河南
省抗洪抢险军地联合指挥部立即调动
83集团军某合成旅 200余名官兵和 120
名民兵应急分队队员火速集结出动，消
防战士和当地干部群众随即前来增
援。河南省军区司令员陈兆明等军地
领导坚守大堤一线，协调军地抢险力量
有序展开封堵管涌、加固堤坝、填装沙
袋、转移群众等救援行动。

雨骤风疾，形势堪忧。“快点，快点，
再快点……”闻“汛”驰援的官兵在河堤
上排成“一”字长蛇阵，在车辆卸下砂石
物料之后，就立即挥锹、撑袋、装包，把砂
石袋往管涌处抛。

可是，数千个沙袋、铅丝笼投入漏
洞，如泥牛沉大海、雏鸡入虎口，管涌处
的漩涡依旧急速旋转、外泄河水没有减
弱之势。13时56分，离管涌处最近的一
处民房外墙轰然倒塌，险情加剧，但抢险
官兵无一人后退。

因抢险现场道路狭窄，作业空间受
限，影响石料运送速度。军地联合指挥
部决定拆除被管涌损毁的民房，用建筑
垃圾加固大堤，并紧急征调两艘大型采
沙船减缓水流、抛堵漩涡。为快速向船
只上运送沙袋，官兵们跳进河道，形成一
条人工“传送带”。

官兵在奋战，专家来助力。抢险
现场集结了河南省 33位水利专家、48
位水文测报专家和 42名机械设备操作
人员，协同配合指挥部科学决策、专业
施救。

7月 22日上午 11时，经过抗洪人员
一个昼夜的奋战，管涌、渗漏险情彻底
排除。

虎气的部队血性的兵。“不相信有完
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堤坝上，一
条写着“三个不相信”的横幅格外显眼。
这些官兵来自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生前
所在部队，在此之前他们已与洪魔战斗
13个小时。

抗洪民兵应急分队中有个特殊身
影，该县人武部原军事科长杨绪峰。前
不久，他已经接到转业通知。当险情来
临，这位有 22年军龄、曾参加过汶川抗
震救灾的老兵重披战袍，把军旅生涯最
后一站当“决战”。

子弟兵来了人心稳。住在管涌处不
到 500米的丰港乡潘庄村群众李观耕，
话未出口泪先流：“我在大堤边住了 50
多年，很少碰到像今天这样厉害的‘翻
水’（管涌），要是溃了堤，俺几万老百姓
像塌了天一样，太感谢子弟兵了！”

革命老区又现当年拥军情。固堤需
要棉被堵塞漏洞，村民自发送来；腾出自
家院子，让子弟兵歇脚休息；做好热饭热
菜，送到抢险现场。

管涌水患这个桀骜肆虐的“猛兽”，
何以被解放军的猛虎之师战胜驯服？

这个答案，在13年前的豫南淮河抗
洪一线，万余名驻豫部队官兵和民兵已
经给出了答案。

如今，这个答案依旧在续写。
与以往不同的是，书写答案的力量

在变：灾情信息获知更加快速迅捷，军地
组织指挥更加灵敏高效，抢险官兵突击
攻坚更加强大，物资装备保障更加顺畅
有力。

变化的是实力，不变的是使命。
中流立砥柱，激流挽狂澜。直击抢

险现场生动磅礴景象，记者相信，有这
样的猛虎之师震守万里江山，哪怕面对
再凶险的敌情，我们也能做到来之能
战、战无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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