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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康季华，现任湖南省邵
阳市北塔区人武部政委，2018年5月以
来，担任北塔区茶元头街道枫林村脱贫
攻坚负责人。

背景介绍：枫林村位于湖南省邵阳
市北塔区茶元头街道西部，原有建档立
卡贫困户 97户，北塔区人武部负责帮
扶24户，如今已全部摘帽脱贫。

“打牌呢，不下地干活？”
“没啥可干的。”
“没想搞点啥副业？”
“不想折腾，这样挺好……”
这段对话，是我第一次到枫林村走

访时与几位贫困户聊天时发生的。两
年时光转瞬即逝，想想当时的场景，再
看看眼前家家户户一派繁忙的秋收景
象，我不禁为自己扶贫工作而感到自
豪：由我们人武部负责帮扶的 24户贫

困户，如今已全部摘帽脱贫……
那次，与贫困村民聊天后，我感到，

要实现贫困户的彻底脱贫、高质量脱
贫，重在“壮其心志、富其思想、强其精
神”。为此，我建议针对一些贫困户存
在的“墙根晒太阳，伸手要小康”思想，
实施“以文化人”工程，提振贫困户脱贫
精气神，催生致富内生动力。

该村原有一家农家书屋，常年“铁
将军”把门。我因势利导安排一贫困户
担任管理员，并积极协调工资待遇，使
其在家门口就业，增加收入。同时，为
解决图书的补充和更新周期慢的问题，
我多次跑到邵阳市图书馆协调，及时更
新科学种植、养殖类等书籍。

农家书屋书香四溢。每当华灯初
上，劳作了一天的村民都喜欢聚到这里，
看看书充充电或聊上几句，大家在此学习
科技知识，吸取精神营养，打开贫困思路。

“我也想出去打工，可是没啥特长，
不知道能干啥？”提起外出务工挣钱，贫
困户刘大平显得颇为无助。交通不便、
信息闭塞，村里其他贫困户也和刘大平
一样，对于脱贫信心不足。我又依托村
里的综合文化中心，协调市、区文化部
门来村里开展扶贫文艺演出，用《懒汉
脱贫》《好日子是干出来的》等文艺节目
现身说法，帮贫困户树立起信心。

村民越学心里越活泛。一些贫困
户普遍有了致富的想法，但因对形势政
策把握不准，对市场认识不足，不敢尝
试致富新路子。我又鼓动大学生村干
部赵林担任村委广播室播音员，通过广
播党的富民政策，市场需求信息，帮贫
困户不断开阔眼界。

“宣传党的政策，品读百味人生，
打造属于枫林人自己的文化生活。枫
林村广播又和您见面了，我是广播员赵
林……”晚 8点，广播里经常能听到扶
贫政策、致富窍门、励志故事等。

“这个广播真不赖！既有脱贫致富
内容，又有时事新闻，让我们开阔了眼
界……”脱贫户刘恒广忍不住夸赞道。

（王小波整理）

有了精气神 不再“晒墙根”
■康季华

“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我们的
部队、我们的战士，我感到他们是最可
爱的人。”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
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品读著名作家
魏巍的经典名篇《谁是最可爱的人》，那
一段段饱含深情的文字，涤荡灵魂，发
人深省。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那被战火染红
的历史天空。松骨峰阻击战是朝鲜战
场上最为激烈的战斗之一，志愿军一个
连队和南逃的敌人不期而遇。敌人用
32架飞机、10多辆坦克发起集团冲锋，
整个山顶的土都被打翻了，汽油弹的火
焰把阵地烧红了，但志愿军勇士硬是以
百人之力、血肉之躯，挡住了敌人潮水
般的疯狂进攻……

每每阅读这段文字，人们的眼里总
是浸满泪花，面对这样一群把使命扛在
肩膀上、把敌人恨到骨子里、把热血洒
在疆场上的人，一群敢于以命相搏、敢
于流血牺牲、敢于和敌人同归于尽的
人，又有谁不为之骄傲、为之动容，又有
谁不被感动得热泪盈眶、热血沸腾？

军人的可爱在哪里？魏巍在笔下
这样描述：“他们的品质是那样的纯洁
和高尚，他们的意志是那样的坚韧和刚
强，他们的气质是那样的淳朴和谦逊，
他们的胸怀是那样的美丽和宽广！”

狭路相逢，敢于亮剑，视死如归，激
荡和映照的是军人的血性，而不惧艰险
迎难而上、不畏强敌敢于亮剑、不怕牺
牲视死如归的背后，蕴藏的是一颗颗博
大的心。“我在这里吃雪，正是为我们祖
国和人民不吃雪。”“我在这里蹲防空
洞，祖国和人民就可以不蹲防空洞，他
们就可以在马路上不慌不忙地走啊。”

“只要能使人民得到幸福，就是我们最
大的幸福。”这是朝鲜战场上在防空洞
里和雪吃炒面的战士的心声，朴实话语
道出了军人的大爱。

“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
了谁……”解析革命先辈们的精神密
码，这句“为了谁”便是对“最可爱”的完
美诠释。人民军队为人民，这是我军自
创立以来就镶嵌在灵魂血脉里的独特
基因。正因为怀有深厚真挚的家国情
怀，在国家危急、民族危难、人民危险之
时，人民军队总是义无反顾选择冲锋在
前、向险而行，用生命和热血践行对党
和人民的无比忠诚、对脚下土地的无限
深情、对肩上责任的无畏担当，哪怕付
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和平时期，
虽然少了血与火的严峻考验，但抗震救
灾、抗击疫情的事实一再表明：军人始

终是这个时代最可爱的人。
“青春换得江山壮，碧血染将天地

红。”追古抚今，在人们心海里泛起壮阔
波澜的，总是那些把无私大爱刻在灵魂
里、用牺牲奉献刻画生命的人。阔步新
时代强国兴军征途，年轻一代要想成为
新时代最可爱的人，就要胸怀大我、放
下小我、拒绝自我，积极涵养“先天下之
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
锻造“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
悔”的忠诚担当，锤炼“敢与天公试比
高、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血性胆魄，让人
生纯粹起来，让生命高尚起来，让青春
激扬起来，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
放出绚丽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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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邑大学成立高校
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本报讯 房国兴报道：“帮助我们
办理复学、转专业等手续，服务太贴心、
太到位了！”10月上旬，五邑大学退役复
学大学生陈伟向战友讲起退役军人服
务中心就赞不绝口。

过去，退役大学生复学手续办理繁
杂、各部门沟通协调不畅。对此，该大
学在江门军分区、江门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的指导下，成立广东省首个高校退役
军人服务中心，提供“一站式”服务。

这个中心成立以来，已对现有在校
退役复学学生、今年即将复学学生共
103人进行登记注册，有计划地开展返
校适应性培训。截至目前，他们已顺利
解决退役复学学生转入新专业学习、124
名入伍和退役复学学生的学费减免等
问题，协助学校相关部门，分门别类解
决学习、工作、生活难题。

此外，他们还拿出专项经费，对退
役复学的应届毕业生实行就业兜底，凡
是毕业时未找到工作的，学校设立专门
岗位安排退役学生。今年该校毕业的
21名退役大学生全部就业。

“这儿的每一寸土地，都在反复的
争夺。这儿的战士，嘴唇焦干了，耳朵
震聋了……”

每次读著名作家魏巍在抗美援朝
战场上撰写的战地通讯《汉江南岸的日
日夜夜》，笔者都会被志愿军指战员的
英勇顽强深深打动。只不过这次是站
在鸭绿江畔的抗美援朝纪念馆展厅，亲
眼看到作家饱含深情书写的手稿，又有
了不同寻常的感受。

那泛黄的红格稿纸，竖行书写的毛
笔字，反复修改涂抺的痕迹，带着战火
硝烟的气息扑面而来，令笔者在肃然起
敬中感受到了这份手稿的分量，在久违
的感动中触摸到了一种刚烈和不朽。

“这份手稿写于1951年，共9页，生
动描述了志愿军指战员在天寒地冻、
粮弹供应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顽强坚
守防御作战的艰苦历程。”纪念馆解说
员告诉笔者，魏巍在朝鲜战场上，通过
所见所闻和对汉江南岸坚守防御作战
志愿军的指战员进行采访，写下了这
篇战地通讯，同年3月24日发表于《人
民日报》。

“在祖国已经是春天了；可在这儿
一切还留着冬季的容貌。宽阔的弯曲
的汉江，还铺着银色的冰雪……”一名

参观者不由自主地轻声朗读，引来众多
参观者一起诵读。起先一两名、三五
名，不一会儿，整个参观厅的参观者都
跟着朗读起来。那声音，像万马奔腾，
更像冲锋的号角，让笔者穿越时空，置
身于抗美援朝战场……

1951年1月，“联合国军”在志愿军
打击下仓惶南逃。

不可一世的麦克阿瑟没有实现回
家过圣诞节的愿望。不甘心的美第 8
集团军司令李奇微乘着飞机到志愿军
阵地上空一探究竟。随后决定于 1月
25日，集中所有地面部队及其全部炮
兵、坦克部队在航空兵支援下，向志愿
军发动全线反扑。

当时，志愿军补给跟不上了，人员、
粮食、弹药没有得到休整补充，后续部
队还没赶到……

然而，麦克阿瑟没有料到，李奇微
更没想到，他们集中 90%的兵力、动用
最先进武器装备，仍在我英勇的志愿军
面前付出了惨痛代价：20多万机械化
部队 20多天只前进了 10多公里，死亡
11000多人……

魏巍在手稿中这样写道：“不管我
们阵地前，积起的美国人的死尸，已经
阻塞了他们自己进攻的道路，但他们还

是用火的海，肉的海，向我们的滩头阵
地冲激（击）……”

越是凶狠的反扑就越会遭到顽强
的反击。魏巍还对志愿军师指挥员进
行了生动的描述：“在战斗最紧张的一
天，在师指挥所，我听到师政治委员他
长久没有刮胡子，眼睛熬得红红的……
他的声音又严肃又沉重：‘应该清楚地
告诉同志们坚守的意义，我们的坚守，
是为了钳制敌人，你们知道的，我们一
定要守到那一天。’”

这就是当时战场最真实写照，也是
魏巍笔下的“这儿的每一个人都在经历
着‘日日夜夜式的考验’……”

站在这份手稿前，笔者重温这段惊
心动魄的历史，读出了血性，读出了崇
高，更读出了沉甸甸的责任。

参观的群众越聚越多，自觉跟着诵
读的人也越来越多，那整齐、铿锵的声
音直抵心灵。

一位中学老师告诉笔者，他们每年
都要组织学生参观抗美援朝纪念馆，每
次参观到这份手稿前，师生们都会一起
仔细端详。

上图：辽阳中学的学生仔细端详
《汉江南岸的日日夜夜》手稿。

高真真摄

以血为墨，翩翩手稿重如山
■冷晓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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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颜小平、眭忠报道：连日
来，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武部对今年新兵
进行回访。每到一处军营，他们都与沙
坪坝籍新兵进行座谈，了解思想状况，记
下家里的实际困难。区人武部政委刘
星在驻广西某部与新兵座谈时说：“你们
前期担心的事，我们已经帮你们解决了，
家里有什么事情随时可以打电话。”

据了解，这是该人武部解新兵后顾
之忧，助新兵茁壮成长的有效举措之
一。今年新兵起运时，该人武部调查了
解到，家庭困难的新兵对父母放心不
下；保留学籍的大学生新兵怕学费返还
不到位……对此，他们组织地方相关职
能部门对应征青年做一次家访，及时解
决新兵后顾之忧，为即将踏入军营的新
兵安心服役打下坚实的基础。

为确保解忧工作更加扎实有效，
前不久，他们通过发放致新兵家长一
封信、帮扶联系卡、征求建议书等多
种形式，及时对存在生产生活困难的
新兵家庭进行结对帮扶。他们与民
政部门联合开展“进家中门、访家中
忧、解家中难”活动，重点摸排有困难
新兵家庭情况，将每家的困难和意见
一一登记在册，拉单列表，规定时限，
确保为新兵家庭按时解难。即使不
能及时解决的问题也要说明原因和
通报工作进程，真正做到事事、件件
有回音。

后顾之忧解决了，新兵建功军营的
劲头更足了。日前，394名沙坪坝籍新
兵思想稳定，训练激情高涨，没有出现

“思想障碍”和“水土不服”现象。

解后顾之忧 助茁壮成长
重庆市沙坪坝区当好新兵“娘家人”

退役老兵许立军没想到，自己左腿
不慎摔成骨折，无法下地干农活，正愁
百余亩玉米不知如何收割时，从四面八
方一下子赶来21名战友。

10月上旬，随着许立军的战友把
最后一车玉米和秸秆拉进场院，他家的
130亩玉米全部收割完毕。

家住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搜登站
镇二道沟村的许立军，是一名退役老
兵。今年种了130亩玉米，因前段时间
遭受过境台风袭击，上百亩玉米全部
倒伏，大型农机具无法进地抢收。就
在这个当口，他又不慎把左腿摔断，无
法下地干活。

望着受灾的庄稼，许立军想求助村
里乡亲，可由于受灾面积过大，加之村
里劳动力少，家家都是人手不够用。情
急之下，许立军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在
微信群发了条求援语音。

最先看到信息的，是家住吉林市的

退役老兵王海俊。他问明原委后，立即
联系退役战友。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
有全国各地80多名战友自告奋勇表示
要来帮许立军渡过难关。

后来，大家一商议，决定本着就
近的原则，从吉林市县区确定了 21名
战友。

21名退役老兵，在玉米地里整整
干了6天。望着整日劳碌的战友，不善
言辞的许立军心中有千言万语要说，可
又不知说什么感谢话为好。许立军的
左邻右舍都羡慕地说：“还是战友的感
情深，都许多年没见面了，一听说有困
难，都放下手上的事过来了！”

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
声。许立军家的玉米收割完毕，这些退
役老兵就匆匆忙忙地赶回家上班或收
拾自己家的庄稼去了。

望着战友远去的背影，拄着拐杖的
许立军，站在村口久久不愿离去……

一条语音求助信息
引八方战友施援手

■孙 萌 本报特约记者 姜玉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