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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怒江大峡谷郁郁葱葱，生机
盎然。从福贡县出发，沿着修缮一新的
228省道前行没多久，一个黄墙蓝顶、楼
房林立的小区映入眼帘，这就是福贡县
匹河乡沙瓦村易地搬迁扶贫新村了。

新村就在公路旁，毗邻怒江，地理
位置优越。干净整洁的小区内，老人在
悠闲聊天；八一幼儿园里，孩子在嬉戏
欢笑；江畔菜园里，绿油油的蔬菜长势
喜人……“新村有 324户居民，入住率
100%，已全部脱贫！”沙瓦村党总支书记
斯春梅告诉记者，怒族群众安土重迁，
是军分区的贴心帮扶，让乡亲们迁出了
稳稳的幸福。

建村史馆——
新家园存放故土气息

怒江军分区政治工作处主任向文
清晰记得第一次踏访沙瓦村的经历。

汽车在省道上停了下来，司机告诉
他，抬头往上看，什么时候帽子掉了，在
云缝缝里就可以看到沙瓦村了！

这个福贡县最贫困的行政村坐落
在怒江东岸高黎贡山山脉，自然环境恶
劣。生活在这里的怒族群众，世代居住
在山顶、半山腰仅能遮风避雨的千脚
楼、叉叉房里，出山全靠一条狭窄的人
马驿道。那天，等向文气喘吁吁地走进
小村时，已是3个小时后了。

“住在山上不方便，雨季又常发生
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最怕的是突发疾
病，还没等抬下山人就不行了……”沙
瓦村沙瓦小组建档立卡户李小二告诉
记者，去年初，参观了新盖的扶贫新村
后，他对搬下山动了心。可是，他 80多

岁的老母亲不同意：“祖祖辈辈生活在
山上，如果下了山，娃娃们会忘了自己
的根！”

了解到群众的顾虑后，军分区协调
当地政府调整搬迁计划——修建怒族文
化村史馆，复制怒族民居，让群众离土不
离乡，在新安置点找到老家的感觉！

去年 12月，由军分区投入 20万元
修建的村史馆正式建成，里面陈列着村
民亲手制作的竹酒杯、木碗、竹箩、犁耙
锄头、存种子的罐子、怒族乐器“达比
亚”等，原汁原味地展示了怒族直过民
族的生产生活，记录怒族的发展变迁。

“这是我们过去打猎的弩和箭。”村
史馆里，61岁的和付益正在向放假在家
的学生介绍民族的历史。他告诉记者，
这里保留着老家的模样，村民隔三岔五
都会来看看老宅的家居陈设、生活用
品、农耕器具和老照片，在火塘边坐坐、
聊聊天。村史馆存放着老家的气息，也
成为沙瓦村民告别贫困的见证。

产业跟进——
“拔穷根”确保不返贫

7月 15日，在指挥田扶贫搬迁安置
点棒球加工车间，友前尼和村民们正紧
锣密鼓地进行棒球加工。她告诉记者：

“军分区和珠海的企业在这里建了棒球
车间，我们在家门口干活，一个月有一
两千块钱的收入。”

政策扶持帮助“挪穷窝”易，后续的
“换穷业”“拔穷根”难，只有及时跟进，
才能确保搬得出、稳得住、能脱贫。怒
江军分区驻村工作队队员姜勇介绍，军
分区牵线，引进了棒球加工、草果秆编

织、民族服饰加工等多家企业，在安置
点同步建起厂房，为群众提供就业岗
位。对于有想法、有能力的群众，军分
区则重点进行创业帮扶。

“军队定点帮扶的贫困村农副产品
优先纳入军队副食品区域集中筹措。”
采访中，微信公众号跳出的这条新闻推
送，让向文一下子兴奋起来。他立即打
电话叫来了沙瓦村民兵骨干李建华。
原来，军分区帮扶李建华等10名民兵以
山林入股，开展“沙瓦飞鸡”特色养殖。
这一优质绿色农副产品很受市场欢迎。

然而，年初以来的疫情，影响了产
品销售。为此，前不久，军分区还专门
协调地方帮村里在县城开设了“沙瓦飞
鸡”专卖店，拓展销售渠道。“现在军委
机关出台了这么好的措施，有了政策支
持，‘沙瓦飞鸡’就可以更顺畅地飞进部
队食堂，沙瓦村奔小康有了快速路！”向
文说。

幼儿园、微菜园——
让乡亲安居更乐居

宽敞明亮的教学楼、功能齐全的游
乐设施、漂亮的才艺展示角……走进福
贡县匹河怒族乡指挥田八一幼儿园，是
与城市里其他规范幼儿园别无二致的
风景。孩子们或在室外嬉戏，或在教室
学习，叽叽喳喳，如同一群快乐的小鸟。

“没想到山里的孩子也能上幼儿
园，而且一分钱都不用我们自己掏！”
村民和南生感慨不已，“每天一早将娃
娃送来，自己还可以出去干活，太方便
了……”

和南生告诉记者，住在山上时，孩

子们上学得去乡里，单程就是 3个多小
时的山路，娃娃辛苦家长担心，所以不
少人早早就辍学了。搬到山下后，村子
就在路边，上学路途短了方便了。更没
想到，部队还在安置点建了幼儿园，原
来只能满山爬玩泥巴的小娃娃跟城里
孩子一样受到良好的教育。

“这里可以容纳200多名幼儿，最近
因临近暑假，只有44位幼儿和2名教师
在位。”幼儿园教师钱何燕告诉记者，八
一幼儿园的规模和设置在全县都数得
上，附近城乡不少群众都想将孩子送
来。根据易地扶贫搬迁的各种政策，搬
迁户子女优先入学，“零费用”接受教育。

“易地搬迁，既要顾当前，也要谋长
远，切实帮助贫困户实现发展有路子、
增收可持续、生活有保障。”怒江军分区
领导告诉记者，为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
求，他们还投入资金成立蔬菜种植专业
合作社，在安置点开发 15亩微菜园，分
为 340块，种上蔬菜后分配给搬迁群众
使用。通过“党支部+合作社+安置点
农户”模式经营微菜园，此举解决了搬
迁户蔬菜供需矛盾，降低生活成本。

“菜地靠近江边，灌溉方便，老人孩
子就可以招呼。而且菜地的土是军分区
专门拉来的‘肥土’，种子菜苗是军分区
送来的优质苗，军分区还不时请农科人
员上门指导。如今全村都能吃上自家种
的新鲜菜，连买菜的钱都省了，生活比在
山上滋润多了！”斯春梅对记者说。

离开沙瓦村，已是华灯初上。扶
贫新村小楼上，一个个窗口透出温暖
的灯光，合着饭菜的香气，孩子的喧闹
声，怒族小村透着满满的活力。楼顶
上，“感恩共产党，感谢总书记”的标语
格外醒目。

易地扶贫搬迁是生存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地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重
要方式。然而，“安土重迁，黎民之性”，如何让群众搬得出、稳得住？云南省怒
江军分区帮助群众迁出稳稳的幸福——

“生活比在山上滋润多了！”
■本报记者 张和芸 柯 穴 通讯员 徐楚寒

本报讯 郭攀报道：困扰退役士兵
祁娜 10多年的编制问题，落实了；保险
接续不及时问题，解决了；“试用期”退役
士兵待遇，明确了……八一前夕，山西省
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军区政治工作局等
军地8部门组成联合工作组对上年度退
役士兵安置工作展开“回头看”实地检
查。44个退役士兵安置相关问题得到
有效解决，军地联合“现场办公”的工作
方式和工作作风得到大家充分认可。

此次“回头看”，省委编办、省人社
厅、民政厅、信访局、国资委以及驻军相
关单位积极配合，抽调精干力量加入小
组。工作组兵分3路，历时半个月，深入
11个市35个县（市、区），对上年度退役士
兵安置领域任务落实、安置后上岗、待安
排工作期间服务管理等9项重点内容逐
一排查认领、对账销号。小组成员密切配
合，有效应对了退役士兵安置工作涉及面

广、政策性强、工作要求高等矛盾困难。
在昔阳县寺家庄煤矿，工作组发现

2名退役士兵未按规定签订无固定期限
合同，县委书记、分管副县长和企业负责
人当场签字认领，迅速整改；在晋中市榆
次区，11名安置到事业单位的退役士兵
社保未接续，工作组同当地人社部门共
同研究解决办法，第二天工作组离开时，
11人社保已一次性全部接续。为确保督
办问题得到快速精准有效解决，工作组
在出发前就预先梳理准备问题清单，每
到一处都会同当地安置部门和接收单位
共同研究敲定整改措施、整改时限，安置
部门和接收单位负责人当场签字认领。

为进一步拓展安置渠道、保证安置
质量，工作组还组合“回头看”积极展开
一线调研。他们先后深入45家企业，同
安置部门和退役士兵集中座谈38次，回
访安置对象 320余人次，进一步搞清楚

了企业的接收困难在哪里、矛盾在哪里、
退役士兵选岗率不高的真正原因在哪
里，更直观深入地了解了退役士兵期盼
什么、关注什么、思想误区和择业困惑是
什么，为进一步提升安置质量、解决棘手
问题提供思路和依据。

与此同时，结合“回头看”发现的部
分市县退役军人安置部门人员新，社保
医保人员军队相关业务不熟悉等问题，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立即编印《退役士兵
安置政策汇编（2006-2020）》《培训教材
选编》等工具书并下发市县供各级查阅
学习，组织了以保险接续、待安排工作期
间服务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培训现场会，
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由政府安排工作
退役士兵适应性教育培训工作的通知》。
实地检查工作结束后，工作组继续对剩余
问题清单持续跟踪、限期整改，确保“回头
看”检查工作首尾呼应，闭合推进。

山西省军地协力推进退役士兵安置工作重实效

“回头看”对账销号解难题

近日，国内某知名教育培训机构辅
导老师王某关于抗美援朝战争不当言
论的视频在社交平台传播，引来广大
网友挞伐。尽管王某所在教育培训机
构很快声明与之划清界限，对王某做
出解除合同，下架其所有课程视频的
处理，依然无法平息人们的愤怒。

“简直一派胡言！真是愚昧无
知！”听闻此事，战争亲历者、江苏省军
区徐州第二干休所离休干部高文冠愤
怒不已，“《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里唱
得很明白：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
江，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
我们参加朝鲜战争，就是为了保卫国
家、保卫家乡啊！”

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国
政府纠集“联合国军”进行武装干涉，
并派遣海军第七舰队侵入中国台湾海
峡。此后，侵朝美军越过三八线，直逼
鸭绿江，并出动飞机轰炸中国东北边
境，直接威胁到新中国的国家安全。
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请求，
中共中央多次召开会议，经过反复权
衡，在 10月上旬做出了抗美援朝、保
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

即使在国外，对于我国参加朝鲜
战争的起因和缘由也早有共识。美国
学者艾伦?怀廷在他的著述《中国跨过
鸭绿江：决定介入朝鲜战争》一书中认
为，“中国的介入是由于中国安全受到
现实威胁的结果。”美国著名作家约
翰?托兰在《漫长的战斗》一书中讲到，
中国进入朝鲜冲突是被迫的，中国的
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免遭一个威胁要
使用核武器的强大敌人的入侵。

从曝光的视频可以看出，王某罔
顾事实、颠倒黑白，篡改歪曲历史史
实，否认朝鲜战争历史定位，不仅对朝
鲜战争的正义性、正当性说三道四，而
且还公然质疑邱少云等英雄模范。

他的不当言论，引起了社会广大
群众的强烈谴责。有网友尖锐地指出

“如何看待那些在寒冷的冰面上冲锋
和烈火的山头阻击敌人的中国人，在
根本的意义上，是现代中国人做人的
底线……”的确，历史不容篡改，英雄
不容诋毁。作为一个知名教育培训
机构辅导老师，对于这个史实清楚、
定位清晰、结论准确的历史事件，做
出荒腔走板、荒谬离谱的解读，已经
触及中华民族的情感底线。

王某的不当言论绝不是小事。当
前，一些人披着学术研究的外衣，打着
揭秘真相的幌子，大肆篡改、歪曲、否
定历史，对这些历史虚无主义言行决
不能掉以轻心、听之任之。

“王某的言行还可能涉嫌违法。”
江苏彭淮律师事务所李继民律师介
绍，2018年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明确规定：以侮
辱、诽谤或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
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
共利益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违
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
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今年 5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第四编“人格权”编，对侮辱、诽
谤公民的言行等作了明确规定，法律
保护的对象当然也包括英雄烈士。6
月份，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的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将侮辱、诽
谤英雄烈士的行为明确规定为犯罪。

“可以预见，随着法律的逐步完
善，高悬的利剑必将为我们打造更加
清朗的历史天空。”李继民律师说。

教育培训机构要担起责任，网络
课程需加强审核。据王某所在教育培
训机构声明显示，社交平台流传的视
频是 2013-2014年的课程节选，虽然
该视频已于 2015年底随课程更新下
架，但依然遗存网络长达 5年之久直
至事发。从这个角度看，审核、监管缺
失，下架、清理不彻底也是造成该视频
无序传播的一大原因。对此，文化、教
育、网监、国防教育等责任单位和部门
应携手联动，加大教育培训机构涉史、
涉军网络课程、课本教材的审核审查
力度，把正教育导向，明确法律责任，
强化执法检查，严格责任追究，确保类
似问题不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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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刘畅、祁文文报道：“爷爷
经历过战斗生死考验，始终听党话跟党
走，我要向他学习，做‘四有’新时代革
命军人……”八一前夕，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军事部某独立营俱乐部，一场“我
身边的感动”讲述活动火热展开，列兵
唐祖贤的感悟引起全营官兵共鸣。该
营教导员杨宏贺说：“我们每周开展的
微课教育，官兵轮流登台当‘主角’，参
与教育的积极性明显提升。”

针对所属部队类型多样、任务多

元、部署分散的实际，兵团军事部创新
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区分党委机关、基
层营连和民兵队伍三个层次，分别打造
微课教育。在党委机关着重开展屯垦
讲堂，定期邀请军地领导干部、院校教
授、行业专家登台讲课，组织“热点话题
辨析”“形势政策解读”“现实问题观评”
等环节，从思想理论层面加强学习研
究；在基层营连突出开展青年微课，以

“兵说兵事”“兵讲兵评”等形式，激发官
兵参与热情；在民兵队伍中开展理论微

服务活动，重点学习宣传党的创新理
论、形势政策和富民政策，凝聚广大民
兵屯垦戍边意志。

在兵团第十师融媒体中心，该师人
武部政治工作科科长刘荣鹏正通过“向
阳花小喇叭”广播平台，宣传征兵政策
法规。他告诉笔者，微课堂激活了民兵
教育“一池春水”，“小喇叭”方便快捷，
民兵参与教育热情高涨，遂行赴边合
训、支边保障、控边抗疫等多样化军事
任务的积极性明显提升。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事部区分层次打造微课教育

“微课堂”让教育入脑入心

8月 1日，福建省军区福
州第一干休所以“我和人民军
队一起过生日”为主题，为全所
老干部、老阿姨举办过集体生
日活动。这一“真心敬老、真诚
学老、真情为老”的服务保障实
践活动不仅让老干部老阿姨心
情舒畅，也进一步增强了工作
人员做好老干部服务保障工作
的责任感使命感，为构建干休
所和谐融洽的内部关系，形成
尊老、爱老、敬老氛围打下了坚
实基础。

本报记者 徐文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