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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黄建成报道：“老婆，快过
来看，咱们儿子的政考通过了，信息公开
栏上有他的名字。”8月 23日，湖南省常
德市鼎城区乔家岗村村民黄国军，正借
助村委会的“智慧党建”平台，查看儿子
是否通过了征兵政治考核。

“有这个平台真好，昨天刚结束，今
天就知道结果了，以往则需要跑到区武
装部才能打听到征兵政考的消息。”孩子
今年大学毕业报名应征的村民杨家保

说，“如今只要到村委会就可以第一时间
了解征兵相关信息，还有国家和省里发
布的惠兵政策。”

原来，常德市“智慧党建”平台于
2019年就已建设到全市每个村、社区，
不仅具备视频会议功能，还开通了手机
客户端。常德军分区一班人敏锐地察觉
到，搭载“智慧党建”平台便车，能够大幅
提升基层武装工作效率。于是，该军分
区政治工作处迅速协调市委组织部，在

“智慧党建”平台增设了“党管武装”专
栏，政策宣传、信息公开、数据统计等基
层武装工作一网全部搞定并动态更新，
于是便有了开头的一幕。

湖南省军区动员局副局长盛全说：
“一直以来，基层武装工作节奏慢，现在
‘智慧党建’平台这条信息化高速路已修
到全省每个村、社区家门口，只需要我们
开个端口就能将武装信息链路直通各
村，真是帮我们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镇德桥镇武装部部长梅大国深有感
触地说：“如今用‘党建智慧’平台办公，
再也不用挨个给民兵打电话、发信息了，
更重要的是，还帮基层解决了很多办公
之外的问题，比如线上学法规、上党课，
解决了没场地、集中难的问题，工作干起
来也更加得心应手。”

基层武装工作搭上“智慧党建”信息
快车，是常德在试点先行中摸索的一个
特色经验。省军区动员局吴畏局长介
绍，省军区将积极推广这个做法，力争在
3年内实现全省武装工作信息链路直通
每个村，并拓展其功能，争取在民兵信息
动态管理、政治教育等方面摸索出切实
可行的路子。

湖南省常德军分区搭载“智慧党建”平台提升基层武装工作效率

武装工作信息链路直通各村

盛夏的鄂西南，满目苍翠。汽车在
绵延的盘山公路上颠簸，放眼望去，除了
青山还是青山。从湖北恩施市人武部到
天落水村，498道弯，对常人是一种煎
熬，对湖北省恩施市人武部原部长董高
却是挥之不去的乡愁。

几个月前，他远赴甘肃酒泉军分区
任职副司令员。离开家乡时，董高把曾
经走过无数次的山路重走一遍。13年
扶贫路，13年家乡情，董高的扶贫往事
总是和“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心 路

董高出生在一个贫困家庭。在他的
印象中，东家一碗苞米饭、西家一件布衣
裳，才勉强度日；左邻右舍，你五块、我十
块，凑出学费，他才读上了书。

1993年，董高应征入伍。那时他的
想法就是走出大山，干出一番事业，回来
报答乡亲。他在部队当兵、考学、提干，
职务越来越高，报恩的情结也愈发浓烈。

2003年，董高从部队交流回恩施军
分区。自 2007年以来做得最多的一件
事就是驻村扶贫，但他总觉得自己做得
还远远不够。2017年，时任恩施市人武
部部长董高主动要求把自己的对口扶
贫村，从条件相对较好的新塘乡换到当
时条件更差、位置更偏、任务更重的红
土乡。

董高的“自讨苦吃”，很多人不理
解。可他心里清楚，“小时候，乡亲们没
嫌弃我家穷，从牙缝里挤出钱供我上学，
现在我又咋个能嫌弃他们！”

初回家乡，董高想起了儿时院坝上
的屋场会，他决定以这种面对面的方式
摸清“穷”况。一位乡干部给他提了个
醒：“面对面恐怕不行，过去村里开会，有
人当场掀桌子。”

“ 向 贫 穷 宣 战 ，怕 和 躲 不 是 个 办
法。你得让大家把心里话说出来，才能
解决问题。”董高将第一次屋场会选在
干群矛盾最突出的天落水村铁厂坝组
召开。“一不能骂人，二不能动手，三要
有话敞开说。”开会前，董高“约法三
章”。村民你一言我一语，董高一笔笔
记在本子上。

一次次屋场交心、一次次围炉夜话，
一次次郑重承诺，村民的心焐热了！但
董高却高兴不起来。全乡有贫困人口
5766人，人年均收入不到3500元。比贫
穷更让人揪心的，是村民观念陈旧，脱贫
信心不足。

“要让村民摆脱眼前的大山，首先要
走出心里的大山。”董高决定，扶贫先扶
志，抓住每次屋场会机会，讲大山之外的
脱贫励志故事，告诉村民“党的政策不养
懒汉”的道理，改变从此开始。

谁也没想到，曾经一蹶不振的张岸
锋还能东山再起。那年，自幼残疾的张
岸锋生意失败，生活陷入困境，一度破罐
子破摔，靠政府救济过日子。董高主动
找上门来，像大哥一样关心开导他，帮他
联系无息贷款，请来专家指导他搞石蛙
养殖。现如今，张岸锋不但自己年收入
达20多万元，还通过股权分红为12个贫
困家庭带来收益。

修 路

在红土乡采访，当地村民见到扶贫
干部，总会主动上前打个招呼，有的还拉
到家里喝口茶。与之前干群矛盾突出截
然不同，老百姓这种发自内心的信任感
从何而来？

董高略加思索地答道：“改变源自承
诺。”脱贫攻坚，老百姓最怕的就是干部
开空头支票，最后挫伤的是贫困户脱贫

致富的信心。
怎么让百姓看到希望，建立信心，董

高首先选择了修路。
那一年，时任恩施军分区扶贫工作

队队长的董高前往燕儿坡村扶贫。因为
路不好，当地农产品运不出去，村民卖
猪，猪价还抵不上雇人抬猪下山的工
钱。修路，成了祖祖辈辈的梦想。山里
的乡亲们，也曾为打通这条路苦战 3年
无功而返。

2008年，董高协调各方刚把路打
通，就被一场洪水冲毁。村民怕给部队
添麻烦，没把这事告诉董高。谁料第二
天，董高主动找上门来：“路不通，我绝不
放弃。”

很快，路再次被修通，这一次不仅通
到了老百姓家门口，更通到了乡亲们的
心坎里。9年后，董高回到红土乡扶
贫。修路再次成为叩开老百姓致富大门
的头等大事。

董家河，红土乡和新塘乡的分界河，
两地村民往来靠一座简易木桥。河水一
涨，乡亲们只能涉水而行。多年来，累计
有 20多人因涉水过河不幸溺亡……对
修桥，群众期望很高。

申报项目、查看选址、协调资金，他
马不停蹄全力推进。2018年 8月，大桥
正式破土动工。

可没多久，这项民心工程因占用邻
乡道路施工受阻，董高与对方反复协商，
最终达成和解。不到一年，一座新桥横
跨董家河两岸，与乡亲们期盼多年的致
富路连在了一起。

探 路

1988年，年仅 14岁的董高，记住了
一个名叫“131”的代号。30多年前，恩
施军分区发起了“一个专武干部带三个

民兵帮助一个特困户脱贫”的“131”扶
贫工程，被国务院扶贫办誉为“将党的
富民政策传递到千家万户的成功创
举”。新时代，如何让“131”扶贫模式继
续发扬光大？经考察论证，董高探索出

“1个人武部牵头 3个地方单位组成扶
贫队，定点帮扶 1个贫困村”的新“131”
扶贫模式，将帮扶对象由单个特困户拓
展为整个贫困村、帮扶力量由人武部孤
军奋战调整为军地“联合作战”，“131”
开始释放新活力。

天落水村海拔高，过去村民吃水只
能“望天落水”，碰上旱季，下山挑水，来
回一趟就得两三个小时。靠天吃水，成
了天落水村的由来。老人说，这是天落
水村的命。

但董高不信命，他带领工作队深入
山林，几经周折，终于找到充沛安全的泉
眼。没有资金，他协调筹措资金建水厂、
铺管道。当一汪甘甜清冽的自来水通到
村民家里，靠天吃水的他们开始相信，这
个部长不忽悠，说话真算数。

云雾缭绕、山色如黛，吊脚楼依山傍
水、古朴雅致，与山水田园融为一体，仿
佛人间仙境。

这不是网红旅游地，而是深度贫困
的武陵山区——天落水村马弓坝组。“不
能守着金山喝稀饭，马弓坝组可以搞旅
游开发，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董
高带着“131”扶贫模式开启探寻之路。

要开发，先保护，他争取到乡村振兴
资金 300万元，启动马弓坝古村落保护
项目，使曾经的穷乡僻壤摇身一变成为
远近闻名的旅游地。

董高探索的新“131”扶贫模式在全
州推广，先后帮助 15个重点贫困村的
4000余名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因扶贫
成效突出，2019年董高荣获“全国脱贫
攻坚奖创新奖”。

“131”部长的扶贫路
—记“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董高

■田国松 本报记者 何武涛

立正、向右转……队列动作干净
利落，略显军人的干练。8月 26日，
在浙江海宁市民兵训练基地，海宁市
体检和政治考核“双合格”应征青年
杨启帆，正顶着烈日参加役前训练。

“这个小伙子可是个有‘故事’的
人。”正在检查应征青年役前训练的
海宁市人武部部长左贵东介绍，杨启
帆的家庭可不一般，一家三代都是当
过兵的，轮到他已经是第四代了，别
看他现在训练得有模有样，那是他爸
专门给他加过训练餐的。

今年 19岁的杨启帆，刚刚从海
宁市紫微高级中学毕业。征兵工作
启动后，他在家人的支持下第一时间
报了名。他非常向往军营生活，这可
能与家里的“基因”有关。原来杨启
帆的曾祖父、爷爷和爸爸都曾当过
兵，海陆空齐全。他的曾祖父参加过
抗日战争，1965年参军的爷爷是一名
空军地勤兵，爸爸则成为一名海军。

在杨启帆的家里，墙上挂满了他
曾祖父、爷爷和爸爸当兵时的老旧黑
白照片，杨启帆从小受到家庭氛围熏
陶，对军人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参
军梦也在心里扎下了根。

“我们家的男同胞，到我这一代
为止，全都当过兵，这是我们家最值
得骄傲的事。”谈起一家人的从军经
历，杨启帆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在他
看来，“当兵就是一种信仰”，他要将
这种军人情怀一直传承下去。他告
诉记者，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海军，
一方面是自己很喜欢大海，另一方面
常常听父亲讲述他在部队的生活、训
练，因而心向往之。

“当自己穿上海军服的那一刻，
就觉得无比神圣。”杨启帆的爸爸杨
轶，今年 45岁，曾在海军某部服役。
杨轶回忆道，服役期间印象最深的事
是 1997年香港回归时，他因表现突
出在连队举行的庆祝活动中代表班
发言，这是他难忘的经历。

“部队培养了我们，锻炼了我们的
意志和毅力，这都是一生难以磨灭的
宝贵记忆。”这些与战友的合影照片都
是杨轶的宝贝，他一直珍藏着。“儿子

去当兵，我非常支持，去了就要敢于吃
苦，不能给咱们军人家庭丢脸。”

现在，杨启帆即将迈上军旅征
程，爷爷、奶奶也非常开心。“青年就
应该去部队这个大熔炉里锻炼！”在
他们眼里，虽然两年时间见不到孙
子，但这一份当兵的经历会使他一生
受用。杨启帆的奶奶更是喜上眉梢，

“我当过军嫂、军妈妈，现在马上要成
为军奶奶了，心里更加开心。”

上图：役前训练前夕，祖孙三代
参观海宁市国防主题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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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哥，我拿到军校入学通知书
啦！多亏你们开设的考学培训班，这份
入学通知书有你们沉甸甸的功劳。”驻
广东深圳龙华区某部士兵曹可凡，拿到
陆军工程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后，第一时
间致电龙华区双拥办负责人徐畅。

接到考学士兵的报喜电话，徐畅记
挂的心情终于放下了一些。为帮助驻
军士兵圆梦军校，他可没少操心。

今年5月，驻军某部多名考学士兵
打电话询问，今年军校考学培训班还开
不开？他们感觉到网络课程难以解决
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自2008年以
来，该区双拥办就为驻军部队考学士兵
开设培训班，提供科学、高效的考前辅
导，已培训 300多名参考现役军人，共
有40多名士兵圆梦军校。

今年初，由于疫情防控需要，全国
上下严禁聚集性活动，军营更是实行严
格的出入管理，以前每年5月初就开班
的考学培训班到 5月中旬还没有着
落。面对战士的求助，龙华区双拥办想
战士所想，在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后，
立即请示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将开
设考学培训班的工作提上日程。徐畅
一边联系区疫情防控指挥部，请教开展
培训班注意事宜，一边和高考培训机构
协调经验丰富的老师。

6月初，驻军某部考学士兵期盼已
久的培训班正式开班。考学士兵曹可
凡说：“我们在自学过程中有许多疑问，
自己又无法解决，系统专业的辅导为我
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有的考学士兵
感慨：“参加辅导班让我看到自己的不
足，老师讲解的恰好帮我查漏补缺。”

得益于此次考学培训，2019年入
伍的蒋泽军今年金榜题名。他英语成
绩较差，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加培
训班。没想到专业老师的指导让他茅
塞顿开，提振了信心。经过一个月的突
击复习，他信心满满地走上考场。全军
统考成绩一出，英语成绩竟比他预估高
出 30分！总分险过提档线 5分！他委
托部队领导联系上了龙华区双拥办，致
电表示由衷谢意：“我代表我家人感谢
你们！没有你们的帮助，我的成绩不可
能在这么短时间内提高得这么快！”

8月中旬，士兵考军校的录取通知
书陆续寄到军营。今年有50多名士兵
参加军校考前培训，共有 7人考上军
校。面对成绩单，徐畅并不是十分满
意，他有点愧疚地说：“受疫情防控影
响，今年开班时间有些晚，考生培训时
间过短，不如往年考取军校的人数多。
明年，我们将继续办好考学培训班，尽
最大努力帮助士兵圆梦军校。”

深圳龙华区坚持12年开设军校考学培训班

助力士兵圆梦军校
■柯 琦 王思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