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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 战 决 胜 脱 贫 攻 坚
记 者 老 区 行?湘 江

根据年度出版计划，《中国国防报》（邮发代号：1-188），国庆节、中秋节放
假期间休刊六期，即2020年10月1日、2日、5日、6日、7日、8日休刊，10月9日
正常出版。

预祝广大读者节日快乐！

休 刊 启 事

时至初秋，湘江沿岸依然草木葱
茏，绿意盎然。

走进湖南省醴陵市沩山镇泉水
村，映入记者眼帘的是长约两公里的
绿色长廊，竹林翠绿，泉水潺潺，一派
田园风光。

泉水村是株洲市脱贫攻坚工作一
块难啃的“硬骨头”，株洲军分区接受帮
扶任务时，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156户
541人，贫困率22%。

制定帮扶计划时，株洲军分区党
委一班人认识到，提升脱贫质效必须
一手抓经济发展，一手抓扶志扶智，充
分发挥民兵、退役军人吃苦耐劳、进取
心强的特点，培植一批民兵、退役军人
致富带头人，用榜样示范作用激发脱
贫动力。

万事开头难。老兵周光明参加过
抗美援朝作战，他的儿子周小平也是一
名退役军人，一家三口都患有疾病。在
5万元小额信贷、技术培训等支持下，
周小平经营的家庭楠竹加工厂顺利开
工，经过两年打拼，2017年全家收入 5
万元左右，摘掉了贫困的“帽子”。更令
人欣慰的是，该村6户退役军人贫困家
庭在2017年全部脱贫。

退役军人率先脱贫，在村里引起不
小反响。株洲军分区会同醴陵市人武
部趁热打铁，选拔帮扶一批政治立场坚
定、有一定致富能力、热心群众工作的
民兵和退役军人立足优势积极创业，带
动更多乡亲富起来。

基干民兵蔡素文便是其中的代表，
他第一时间响应号召，拿出个人积蓄
80多万元，和丁云福等5名退役军人成
立兴竹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油茶
林、水稻、蔬菜等。

记者慕名来到蔡素文承包的油茶
林种植基地，一块“大众创业、老兵先
行”的合作社标识牌格外醒目，刚刚除
过草的油茶树苗长势喜人。“这些草全
部是村民手工除的，每年光除草就要
花六七万元。”蔡素文告诉记者，如果
用除草剂除草每年可节省一半开支，
但是农药对土地伤害较大，我们不能
为了省钱而破坏生态，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

“刚起步时，资金筹集、技术支撑、
基础设施建设等困难和考验接踵而至，
多亏了军分区、人武部大力帮扶，让我
们渡过了难关。”看着山坡上成片的油
茶林，蔡素文这个黝黑健硕的中年汉子
信心满满，“这片林子再有两年就挂果
了，销路不愁，效益肯定不错。”

为支持民兵和退役军人投身脱贫
攻坚，株洲军分区、醴陵市人武部每年
拿出专项资金支持产业发展，协调当
地交通、水利等部门完善道路、水、电
等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并将蔡素文纳
入全市25名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计划
中。经过近 3年的发展，“合作社+基

地+农户”的经营方式健康运行，35户
113名贫困人口以土地入股、赠股分
红、临时用工等方式每人每年平均增收
1000多元。

“民兵和退伍老兵不但思想坚定，
而且能吃苦，执行力和战斗力都很强，
通过他们的带动，泉水村 2019年人均
收入提升到 10500元。”株洲军分区领
导告诉记者，发挥好民兵和退役军人的
作用，对于巩固基层政权和促进乡村振
兴都有积极意义。

目前，该村民兵和退役军人投身乡
村振兴建设和各项公益活动的积极性
越来越高，在 2019年抗洪抢险和今年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邹富林、袁良湖
等退役军人主动成立应急小分队，始终
奋战在一线，也吸引青年踊跃报名应
征，投身国防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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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埋忠骨，热血铸英魂。烈士纪
念日前夕，广西壮族自治区烈士陵园陆
续迎来江西、湖南、广东等地的烈士亲
属，祭奠长眠于此的亲人。

广西壮族自治区烈士陵园英烈苑
内，共安葬有179名烈士。受时代条件
限制，许多烈士牺牲时，部队没能联系
到他们的亲属，而民政部门颁发的《革
命烈士证明书》上，也大都无法确定烈
士安葬的地点，烈士和亲人就此失联。

今年4月起，为帮助烈士和家人团
聚，广西壮族自治区烈士陵园和自治区
退役军人康复中心以及广西英烈褒扬
事业促进会联合发起“致敬英烈?为烈
士寻亲”公益活动，为安葬在广西壮族

自治区烈士陵园暂时没有联系上家属
的 56位烈士发布寻亲信息。截至目
前，已帮50位烈士找到家人。

烈士陆太盛在这场寻亲活动中与
家人“团聚”。1968年，陆太盛在抗美
援越战争中牺牲，26岁的年轻生命定
格成几行碑文。寻亲活动展开后，借助
网络和政府的力量，陵园工作人员在江
西省鹰潭市余江区找到了陆太盛烈士
健在的亲人。8月16日，烈士亲属跨越
千里，前往陵园祭拜亲人。

陆太盛的外甥邵新军记得，小时候
去外婆家时，总能看到外婆对着舅舅的
照片流泪。照片下方是两行字：生的伟
大，死的光荣。邵新军也曾想参军，但

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在舅舅的墓碑
前，他向年迈的母亲和姨妈承诺，今后
要常来为舅舅扫墓。名字里的那个无
法成真的“军”字，成了一位长辈留给他
的遥远纪念。

“这个事情真的很有意义。”陵园文
保编研科科长韦鸿向记者回忆，当他们
联系上黄永峰烈士的侄子黄思路后，对
方告诉他，多年来，家人几乎走遍了广西
能走的烈士陵园，一直没有放弃寻访。
2017年，黄思路曾经来到自治区烈士陵
园，没有和工作人员联系，一人查遍了陵
园内的3万座墓。

为烈士寻找到亲人后，陵园会为烈
士举办公开的祭扫仪式，邀请烈士亲属

现场祭拜。今年8月，陵园专门为黄永
宪烈士举办公开祭扫仪式。黄永宪烈
士的侄子黄领说，他从小听长辈讲叔叔
的事迹，但由于历史原因多年来未能找
到叔叔的安葬地点，今年通过陵园的寻
亲活动才终于“团聚”，“这一天，我们一
家人等了52年！”

溯源英雄血脉，传承光荣传统。广
西壮族自治区烈士陵园主任肖志龙介
绍，陵园举办为烈士寻亲公益活动，就是
要缅怀革命先烈，赓续伟大的英烈精神，
营造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
英雄的浓厚氛围和良好风尚。接下来，陵
园会继续做好为烈士寻亲、烈士祭扫相关
工作，让每一位烈士都与亲人“团聚”。

今年4月以来，广西发起“致敬英烈”公益活动寻访烈士亲属——

跨越千里，为烈士寻亲“团聚”
■本报记者 杨明月

烈士纪念日前夕，云南省昆明市西
山区碧鸡街道高峣村，原云南军区后勤
部部长赵炳润烈士陵墓修缮一新，烈士
后人前来祭扫，告慰英灵。

彩云之南，像赵炳润一样牺牲的烈
士有近 2万名，散葬烈士墓 6000余座。
因年代久远、气候条件等各种因素，一
些散葬烈士坟墓遭到不同程度损坏。

“保护好烈士纪念设施，是全社会
的共同责任！”云南省民政厅领导告诉
记者，《烈士褒扬条例》等拥军优抚工
作的法律法规相继颁布出台后，云南
军地实施“慰烈工程”，下发了《云南省

零散烈士纪念设施抢救保护工作指导
性意见》，各地建立工作目标管理责任
制、责任追究制和检查考核制度，高标
准开展零散烈士纪念设施抢救保护工
程。从 2010年起，该省每年投入 1000
万元，分类实施，对烈士纪念设施进行
保护改造。对无人看管的散葬烈士遗
冢（骸），就地就近适当进行归并，方便
群众瞻仰凭吊。

昆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烈士褒扬
处处长李剑霏告诉记者，军地相关部门
多次接到烈属及群众的信件和电话，请
求帮助寻找失散的烈士墓或将已发现

的散墓迁到烈士陵园集中安葬。他们
与各县市（区）、人武部联合成立调查
组，分片对各县市（区）的散葬烈士墓进
行全面调查，将摸排到的烈士墓名单提
交到民政局优抚安置科进行审核，身份
查验无误后，对有关烈士身份信息缺项
进行补充完善，整理出完整的档案资料
后，再举行迁墓仪式，让烈士能够安心

“回家”。
今年年初，昆明市晋宁区退役军人

事务局接到市民襄坤鹏的电话，想把父
亲张学士烈士的骨灰从贵州迁到晋宁
长松山烈士陵园安葬。晋宁区退役军

人事务局第一时间联系贵州当地人武
部，进行实地勘验、核实信息、确定身
份。目前，昆明市已将278座散葬在各
地的烈士墓迁入各县市（区）烈士陵园

“安家”。
对烈士墓进行集中保护既温暖了

烈属的心，也涵养着群众的国防情
怀。在地处边陲的麻栗坡烈士陵园，
军地各级多年来对烈士墓和陵园设施
进行升级，使其成为著名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每年节假日，有成千上万来自
全国各地的烈士亲属、官兵及群众前
来参观悼念。

云南军地实施“慰烈工程”做好散葬烈士墓保护和迁移集中安葬工作——

历经十年，让烈士安心“回家”
■张 军 本报记者 柯 穴

9月 27日晚，江苏省南京市举行“最美现役军人”“最美退役军人”“最美
军嫂”授牌仪式，浓厚崇军尚武的社会氛围。 缪志刚摄

9月27日，第七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由中
国空军专机护送从韩国接回辽宁沈阳。机上共载有 117
位志愿军烈士的遗骸及相关遗物。28日上午，志愿军烈士
遗骸安葬仪式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举行，英灵回到祖
国怀抱，在中华大地上安息。

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工作，始终牵动着全国各族
人民最深厚的民族情感。2014年至2019年，先后有599位
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安葬在沈阳抗美援朝
烈士陵园。

下图为27日，在沈阳仙桃国际机场，礼兵将殓放志愿
军烈士遗骸的棺椁从专机护送至棺椁摆放区。

右图为 28日，礼兵护送志愿军烈士遗骸棺椁进入沈
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安葬地宫。

本报记者 王 俊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