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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评 ■张国豪

国防论苑国防论苑

“我们采取以独资经营为龙头、合
作经营为主体、承包经营为补充的 3种
经济经营模式壮大村集体经济……”8
月底，重庆市彭水县人武部迎来了一批
特殊的客人，全县21名担任驻村第一书
记的退役军人齐聚一堂，畅谈自己在脱
贫攻坚战役中的经验教训，重温入党从
军的初心，收获满满。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位于重庆
市东南部，属武陵山集中连片贫困地
区。前不久，该县人武部调查了解到，
全县共有 21名退役军人担任驻村第一
书记，他们奋战在彭水偏远贫困的苗
寨村落，为该县脱贫摘帽做出了突出
贡献。

“作为地方党委的军事部，我们永
远是退役军人的娘家，要主动为他们服
好务。”人武部部长王丰找到县退役军
人事务局领导，提出请“兵书记”回家述
职的想法。他说：“这些第一书记，工作
中肯定有许多成败得失，召集在一起开
一个经验交流会，有助于互通有无、取
长补短。脱贫攻坚进入决胜期，给他们
以温暖和关怀，有助于他们鼓足干劲打
赢攻坚战。”

“这个想法太好了！”县退役军人事
务局局长沈华凡对王丰部长的提议双
手赞成，两人一拍即合。

初秋的彭水天高云淡。21名曾经卫
国戍边的驻村第一书记重披迷彩绿，在
庄重的“八一”军徽下、暖暖的欢迎标语
前，或驻足凝望、或拍照留念，眼眶湿润，
满脸幸福。他们中大多数人此前并不相
识，但今天却走进了同一座军营。

来自天台村的第一书记叶彪首先
发言。这位曾经服役 24年的团职转业
军官，3年前主动申请担任驻村第一书
记。3年来，他协调争取资金上千万元，
相继有18个扶贫项目落地，使这个偏远
的小山村户年均收入近3万元。

“ 遇 到 难 啃 的 硬 骨 头 ，我 不 上 谁
上？有人说我干工作不要命，咱当兵的
人哪个是孬种……”有着14年军龄的鞍
子村第一书记任昌华，讲述了自己的扶
贫心路。虽已年过半百，两鬓挂霜，但
他是全县驻村第一书记中出了名的“拼
命三郎”，驻村 3年，解决了 10余个棘手
难题，赢得了军地领导和村民的赞许。

经验是财富，教训更为宝贵。记者
了解到，有的第一书记，主动揭伤疤、说

扶贫过程中的教训，使“一人知”成为
“多人知”，使一人的弯路成为更多人的
警示。从军24年的陈睦彪，2018年刚刚
转业安置到地方，2019年初就申请到大
垭村驻村扶贫。他深有感触地说：“扶
贫跟上战场差不多，只是从一个战场转
到另一个战场，其间，我也走过不少弯
路，有过失败的教训，现在回想起来，当
时还是太着急啦！”

一个个扶贫经验教训给人启迪，一
个个扶贫故事感人肺腑。“兵书记”敞开

心扉，畅所欲言，分享驻村工作经历和
体会，气氛热烈而融洽。

交流结束，21名“兵书记”走进县人
武部荣誉室，聆听“红军留言条”“红军
布告”“马头山战役”等发生在彭水的红
色故事。在红军渡江主题雕塑前，第一
书记们面对党旗，庄严地举起右手，重
温入党誓词。

一天的交流和参观学习就要结束
了，大家彼此留下联系方式，相约在扶
贫路上携手共进。

21名“兵书记”回家述职
■温军航 本报特约记者 乔振友

在脱贫攻坚工作最吃紧的时刻，许
多退役军人像当初参军一样，背起行囊，
告别亲人，来到偏远贫困的乡村，当起农
民脱贫致富的带头人。对他们做出的成
绩，组织上应当及时给予肯定和表扬，不
能去时轰轰烈烈，回时悄无声息。定期

组织“兵书记”回家述职既是对他们工作
的肯定，又是对他们的关心关怀。这样，
不但可以相互学习借鉴经验，吸取教训，
共享资源，而且还能为他们加油打气，携
手攻克脱贫攻坚的最后堡垒。如此做法
可取可学。

这样的述职鼓干劲

人物简介：刘杰印，1998年转业
安置到辽宁省阜新市环境保护宣传
教育信息中心。2018年 3月，任该市
清河门区乌龙坝镇老爷庙村第一书
记。

背景介绍：老爷庙村位于辽西丘
陵地带，农业生产基础薄弱。村里有
建档立卡贫困户25户，2019年年底脱
贫摘帽。

我到老爷庙村报到的第一天，就
撞见村民前来“告状”：养鸡场臭味实
在太大，他们家的窗户都不敢开了！

“村里没有产业，怎么会冒出个
养鸡场？”我问道。“养鸡场项目是邻
村岭东村引进的，租的40亩地是咱村
村民的。”村党支部书记蔡玉祥解释。

“养鸡场建在咱村，为啥村集体
收入还是零呢？”“养鸡场的管理费都
交给岭东村了。”蔡玉祥说。驻村前，
我做了些功课，知道老爷庙村无产
业，无集体收入。

“项目建在村里，村集体一分钱
收入也没有，村民还得天天忍受臭
味，我得跟养鸡场把这事儿掰扯明
白。”第二天，我找养鸡场老板侯某谈
整改的事儿。刚开始，他态度诚恳、
答应马上整改，可是一个星期过去
了，养鸡场没有丝毫整改迹象。再次
上门，我以村委会名义给养鸡场下达
了整改通知书，侯某仍然是嘴上答应
整改，迟迟不见行动。

两次登门未果，我只好向环保部
门反映这一情况。见环保监察人员
出动了，侯某不敢再敷衍，马上按环
保标准建了 4个 10立方米的污水沉
淀池，同时与污水处理厂签订合同，
定期派清洗吸污车将污水抽走。

我又与侯某多次协商，他最终答
应：养鸡场每年向老爷庙村交三分之
一的管理费，招聘 3名低保户到养鸡
场工作。

养鸡场的事儿圆满解决，村民对
我刮目相看，有事也愿意找我聊了。

村民孙祥云找到我，说自己从事过服
装行业，想在村子里办服装厂，但担
心招不到工人，接不着订单。

我告诉他，订单我帮着跑，招工
可以找村妇女主任解决。就这样，在
村干部支持下，孙祥云买了 13台机
器开了业。现在孙祥云的服装厂步
入正轨，村里 26名妇女在服装厂上
班，带动 5家贫困户实现稳定脱贫。
随后，我又帮助村民发展了养蜂、养
猪等产业。村民产业逐步发展起来
了，村集体收入还很薄弱。为此，我
积极为村集体争取项目。今年初，
由镇政府出资在村里建了 3座蔬菜
大棚。

受疫情影响，老爷庙村的农产品
一度陷入滞销困境。我和村干部们
商议后决定，通过网络直播帮助村民
销售农产品。没有资金请不来大咖，
我自学如何当主播；没有资源找不到
销路，我靠打电话进行推广。

如今，村里的蔬菜大棚种上了黄
瓜、西红柿，村集体收入今年年底有
望达到 20万元。村民服装厂建起来
了，黑猪产业也形成规模了……我坚
信，老爷庙村在产业带动下，村民的
日子会越来越好。

（肖建勇、本报记者鲍明建整理）

产业带动，致富路越走越宽阔
■刘杰印

辽宁省营口市站前区

挖掘参战老兵事迹
本报讯 高亮、刘胜报道：连日来，

辽宁省营口市站前区人武部组织人员
在辖区内广泛挖掘参战老兵的事迹，先
后对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王宝顺等
5名老兵的事迹进行了整理，在回顾那
段保家卫国的岁月中，缅怀先烈，激励
后人。

浙江省景宁县人武部

提升应急处突能力
本报讯 柳丽娟、张玉芬报道：连日

来，浙江省景宁县人武部针对边远乡镇
人员少、处突能力弱等问题，建立区域
化应急值班制度，发动乡镇民兵应急队
伍，按季度值班制，每季度至少组织一次
森林防火、水上救援、山林搜救等应急演
练。此举变“单打独斗”为“互联互防”、
变“单一管理”为“多元融合”，着力提升
民兵应急处突能力。

河北省玉田县

打牢新兵思想基础
本报讯 黄昌逊、梁晓强报道：9月

中旬，针对部分新兵出现的“水土不服”
现象和畏难怕苦等思想问题，河北省玉
田县人武部结合役前训练开展入伍前茶
话会、参观军营等多种形式的教育，让新
兵端正入伍动机，打牢思想基础。新兵
张利民表示：“我要通过学习教育和训练
多提高自己，过好第一关，争取早日建功
军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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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 9月 18日，日本军国主
义在我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的

“九一八”事变，成为日寇侵华的开
端。中华儿女经过 14年浴血奋战，
最终取得抗战胜利。这个胜利，不
仅是山河光复，更是人心光复、精神
重塑；抗战的历史，不仅是战争史，
更是精神史、心灵史。9月 18日，这
个特殊的日子深深镌刻在每一个中
国人民心间。我们纪念这一天，在
于更好面向未来。

纪念不是重揭伤疤，而是为了不
忘国耻。穿过风雨云烟，14年间，大
片 国 土 沦 陷 ，超 过 3500万 同 胞 伤
亡。屠杀、活埋、焚尸、细菌试验……
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历史教训启
示我们，落后就要挨打，羸弱任人宰
割！我们不是放不下过去的伤痛，而
是残酷现实警示我们，悲剧和耻辱随
时都可能重演！树欲静而风不止，我
们想和平发展，然而有的国家虎视眈
眈，见不得别人发展，见不得别人强
大，见不得别人过上幸福美好的生
活。我们必须知耻而后勇，知耻而奋
进，以实际行动避免历史悲剧重演！

纪念不是延续仇恨，而是为了
珍惜和平。今天，沐浴着和平阳光，
国家不断走向繁荣富强。今天，我
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
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目标。我们要始终牢记，今天
的和平幸福、美好生活，是无数革命
先辈抛头颅洒热血，不怕牺牲换来
的。我们纪念这个难忘的日子，目
的在于让大家懂得战争的残酷、侵
略者的凶残、和平的珍贵，激励大家
倍加珍爱当下美好的生活、珍爱国
家安定团结的局面、珍爱和平和谐
的社会。

纪念不是沉醉胜利，而是为了
奋发图强。当今世界总有一些国家
奉行强权政治、冷战思维，企图逆历
史潮流而动。我们必须“丢掉幻想、
准备斗争”。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
从来都是任何人低估不得的民族。
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下，霸权主义
横行，不讲道理，蛮横打压，肆意干
涉中国内政……我们只有奋发图
强，强大自身，才能让霸权主义低下
头颅。

纪念不是高枕无忧，而是为了
枕戈待旦。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
能国安。我们要捍卫和平果实，捍

卫人民幸福生活，维护领土完整和
统一，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强化备战
打仗观念，瞄准强敌对手，苦练杀敌
本领，只要一声令下，我们必当英勇
杀敌，不辱使命！

和平来之不易，我们要以一颗
虔诚的心来缅怀为了我们今天幸福
生活而牺牲的烈士。前事不忘，后
事之师。在这样的特殊日子里，每
个中华儿女都应当痛定思痛，奋勇
前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
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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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对于西藏隆子县玉麦乡
来说是个喜庆的日子：藏族青年尼玛扎
西和次仁旦巴，经过严格的体检和政
考，光荣地成为玉麦乡历史上首批应征
入伍新兵。

近年来，海拔3600多米的玉麦乡，发
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的“3人乡”发展
成60多户200多人的边境小康示范乡。

2018年1月，尼玛扎西举家搬迁至
玉麦。作为第一批搬迁进入的新玉麦
人，尼玛扎西认真学习卓嘎、央宗姐妹几
十年如一日，扎根雪域边陲，守护祖国神
圣领土的事迹后，深深被打动。两姐妹

“家是玉麦，国是中国，放牧守边是职责”
的坚定信念，也在他心里扎下了根，戍边
卫国的热情被彻底点燃了。他告诉父亲
扎西西若：“手持钢枪，才能更好地保护
这里的一草一木。”今年6月，正在读大
学的尼玛扎西果断报名参军。

与尼玛扎西一样，次仁旦巴也有着
同样强烈的从军梦。2018年，次仁旦
巴第一次报名参军，由于年龄偏小不符
合条件。2019年，信心满满的次仁旦

巴再次报名，却因体检一项指标不合
格，又一次与绿军装擦肩而过。不服输
的他，经过一年的身体锻炼，今年第 3
次应征，终于如愿。

搬迁玉麦之前，尼玛扎西和次仁旦
巴两家都是村里的贫困户。尼玛扎西
一家靠父亲扎西西若到处打短工勉强
度日。次仁旦巴初中毕业后当过道路
检修工人，收入甚微。在县、乡政府和
驻军部队的帮助下，他们搬进宽敞明亮
的藏式新居，开办起家庭旅馆。次仁旦
巴的父亲罗布占堆还办起汽修厂，日子
过得一天比一天红火，很快就摘掉了贫
困的“帽子”。吃水不忘挖井人，扎西西
若和罗布占堆对于儿子从军报国纷纷
摁下“赞成键”。

“你们是玉麦乡首批入伍的青年，
希望你们在部队好好表现，早日成为合
格军人。”欢送仪式上，卓嘎、央宗姐妹
语重心长地说。

“能够加入解放军这个光荣集体，
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穿上军装，披红
戴花，尼玛扎西和次仁旦巴格外激动，
面对雪山，两人许下愿望：投身军旅成
长成才，立足岗位建功立业。

下图为次仁旦巴（左）、尼玛扎西（右）
在新兵欢送仪式前合影留念。李国涛摄

玉麦山谷走出首批入伍新兵
■任 兵 本报特约记者 李国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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