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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军校是一所可爱的校园，这是
劲旅官兵捐资援建……”秋风吹过，阵阵
清凉，音乐课时间，一首由部队官兵和学
校师生共同谱写的“保障劲旅少年军校
校歌”响彻闽山闽水。

领唱者是该校四年级学生黄锦鸿。谁
又能想到，在台上从容自定、举止大方的
他，在几年前，还是个内向、腼腆的小男孩。

“以前我怕这怕那，但现在不怕了，
我可是少年军校的！”谈起改变，黄锦鸿
一脸自信。他当过数学课代表、班长，去
年还获得了上杭县数学竞赛一等奖。

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志。该部在

帮扶中发现，部分学生，特别是家庭贫困
和留守的孩子，思想和心理呈现出自卑、
孤独和敏感等特点。经与驻地教育部门
沟通协商，该部便在学校挂牌成立“保障
劲旅少年军校”。

“每周一下午，都是少年军校课程，有
合唱军歌、打军体拳、口述红色历史、国防
知识教育等内容，”赖旭文介绍说，部队还
专门抽调了9名素质全面的官兵组成“校
外辅导员”，定期到学校教唱红色歌曲、传
授国防知识，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培养
孩子们“自信、自尊、自强、自立”的品格。

该部部队长敖晓明介绍说，这些年，

他们还借助“少年军校”这个平台，将古
田会议精神引入学校教学，配合学校设
立“古田班”、为“古田精神少先队”授旗，
开展“弘扬古田会议精神，助力畲乡儿童
圆梦”主题活动，将赓续优良传统的种子
播进了孩子心田。

学成文武艺，报效国与家。空军某
部参谋李永明是当年接受“1+1”捐助的
学生之一，如今他也一直在坚持资助偏
远山区的贫困学生。中坊村远近闻名的

“脐橙大王”李国华，从农校毕业后回乡
创业，带动了 2户贫困户脱贫。在厦门
从事幼儿教育的黄晓琴，得知母校幼师

紧缺，马上收拾行装返乡，从此开启了山
区“孩子王”的生活……“就是想为家乡
出一份力”，无论从政、务农、入企还是参
军，从中坊小学走出去的学子始终牢记
自己来自红土地，爱国爱乡、回报社会的
家国情怀已在心中扎根。

扶贫一路，受教一路。战士刘姣，从
省会城市交流到地处深山的该部，曾一度
感觉难有作为、“干啥都提不起劲”。近距
离感受贫困学生刻苦学习、毕业学子返乡
创业的精气神后，他深刻感受到了“穷地
方富地方都是干事业的好地方”，从此爱
岗精武，多次在单位比武中摘金夺银，并
将获得的奖励全部用于资助贫困学生。

大山深处有绽放，奔腾的汀江，有梦
想的勇进，也有鱼水的深情。“古田军号”
吹响又一个黎明，一条以“古田情”助力

“精神丰”的教育扶贫路在全面小康的美
丽图景中愈发锦绣……

蹲苗：“古田情”助力“精神丰”

6月中旬，组织上调整我到闽西老区
工作。交接工作时,前任政委专门拿出
很长时间向我交代帮扶上杭县庐丰畲族
乡中坊小学的具体事宜，最后他拉着我
的手郑重地说：“孩子们就交给你了！”那
一刻，我感到这份托付沉甸甸的。

十几天后，恰逢农历端午节，我和几
名官兵到学校慰问，算是报个到。顺着蜿
蜒的山路，我们在大山中盘旋一个半小
时，当抵达中坊小学时，赖旭文校长早已
等候在校门口。刚下车，他就紧紧地握住
我的手，笑着说：“又认识新朋友了！”

一进校园，扑面而来的浓厚“军味”，
让我倍感亲切：恰逢课间，身着迷彩校服
的畲乡孩子看见我们便围了过来，争相
问好，几个学生看到我们中有熟识的“解
放军叔叔”，就赶忙凑上去说悄悄话，虽
然不知在聊些什么，但我能看得出来，那

种喜悦是发自内心的。
在学校转了一圈，我们便打算到几个

结对帮扶的贫困学生家中家访。刚走到
大门口，就看见一位白发老人朝我们走
来。原以为她是来接孩子放学的家长，直
到赖校长熟络地打起招呼，我才知道，她
是学校的退休教师蓝丽华。老人是专程
赶来欢迎我们的。赖校长说，老人家只要
得知解放军要来，都会在校门口等，“如果
不告诉她，她会不高兴的”。那一刻，我想
到了战争时期老区人民拥军支前，想到了
23年前军民共建“同心楼”……

那天，我们沿着崎岖山路来到贫困
学生李建家中。堂屋里，一面墙壁上贴
满了鲜艳的奖状，这是家里最“气派”的
地方了。与他的父亲交谈时，这位朴实
的畲乡汉子始终面露微笑，没有因命运
多舛而哀叹，讲得更多的是党的扶贫好

政策，是对解放军满满的感激之情，是对
未来生活的憧憬，他说：“一切都会好起
来的。”

聊着聊着，村党支部书记李岳钦也
赶来了，他告诉我们，村里现在已经脱贫
了，“脐橙大王”“山羊大王”等从中坊小
学走出的学子，正带着大家奔向更美好
的日子。

这时，李建的父亲端过一杯温开水，
说是井水烧的，没放茶叶，喝起来却别有
一番甘甜。这时，我想到了上杭西北瑞金
的那口“红井”。那里，每年游客成千上
万，都要尝一尝毛主席带领战士和群众打
出的井水。井水无言，胜过万语，人民军
队来自人民植根人民，与人民群众有着不
可分割的血肉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是我军的唯一宗旨，也是人民军队能够
发展壮大的深厚源泉和不竭动力。

井水的“味道”
■无锡联勤保障中心驻闽某部政治委员 蔡政伟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十月的老区上杭，山峦如黛，层林尽染。山林掩映中，“古田会议永
放光芒”8个大字熠熠生辉。

上杭东南，汀江左岸，庐丰畲族乡，23年前，一所农村小学因教学设施简陋、师资力量薄弱而面临裁
撤。23年后的今天，这所小学换羽高飞，被省、市表彰为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农村示范小学。

变化的背后，是一段军民鱼水佳话：1997年初冬，前身为原南京军区某部、现为无锡联勤保障中心驻闽
某部官兵与畲乡中坊小学结缘。从此，教育扶贫的种子便在这里生根发芽，并结下累累硕果。日前，该部
被表彰为全国拥政爱民模范单位。

红 色 沃红 色 沃 土 育 新 苗土 育 新 苗
■■刘永军刘永军 徐国建徐国建 本报特约本报特约记者记者 黄小春黄小春

秋日的畲乡满目苍翠，奔腾的汀江
逶迤悠远。

一阵琅琅的读书声从福建省上杭县
庐丰畲族乡中坊小学飘出，循声看去，眼
前的这栋三层“劲旅教学楼”格外醒目。

“原来是一排旧砖房，破屋子、木凳子、
泥娃子，就是23年前学校的‘原生态’。”站
在教学楼前，已在学校任教35年的赖旭文
校长细细回忆着这所小学的往昔。

中坊村在上世纪 90年代是有名的
山区贫困村，没钱修缮校舍，条件稍好点

的家庭千方百计把孩子转到县城去读
书，上级也曾有过把学校并入其他学校
的计划。让孩子们有学上、上好学一直
是村民心尖尖上的大事。

“山里人的梦想，在部队来的那一天
实现了！”时钟拨回到 1997年，担负演训
任务的无锡联勤保障中心驻闽某部官兵
开进中坊村驻训。

村里来了解放军，老区沸腾了！村
民像当年支援红军那样义无反顾：把最
好的房屋腾出来给部队，在用水用电极

为紧张的情况下，优先保障部队……自
己再苦也要把最好的留给解放军。官兵
被温暖和感动包围着，也被老区落后的
教育环境刺痛着。

回馈老区百姓，反哺“红土新苗”。
在上级和友邻单位的支援下，一场“爱心
献给孩子”的捐资助学活动在军营展
开。大家只有一个心愿：让孩子们早日
在明亮的课堂读书。

听说部队要给孩子们新建教学楼，
当地村民自发前往工地，清理场地、挖砂

铺路。很快，一栋宽敞、明亮的“劲旅教
学楼”便在中坊村拔地而起。这栋教学
楼也被畲乡群众亲切地称为“同心楼”。

“同心楼”画下了军民鱼水的“同心
圆”，23年来，这个“圆”越来越大，越来越
美：部队官兵累计捐款捐物130余万元用
于改善教学条件，学校成为全县首个实现
互联网多媒体教学、拥有标准化塑胶运动
场的村级小学；被省、市表彰为义务教育
标准化学校、农村示范小学。部队也被评
为福建省拥政爱民模范单位，日前刚刚被
表彰为全国拥政爱民模范单位。

“现在的办学条件‘鸟枪换炮’，除了常
规的教室，我们还有音乐室、美术室、科学
实验室、儿童之家……网络联进来了，课程
活起来了，山里娃也能像城里娃那样上课
了！”赖旭文对变化如数家珍不胜欢喜。

培土：“同心楼”画下“同心圆”

清晨起床，喂鸡喂猪，给父亲打下手
做饭，伺候生病的爷爷奶奶和妈妈起床
吃饭，上学……这是 12岁的李建（化名）
的日常生活。

李建一家六口，原本父母在农耕之余，
外出务工赚钱补贴家用，他和姐姐上学，日
子不富裕却也温馨。然而接二连三的打击
却让一家人陷入了困顿：2012年，母亲患
病，手术治疗花费近10万元，2017年爷爷奶
奶又先后患病。为了能减轻父亲的担子，
姐弟俩一度产生了“抓阄退学”的想法。

“如果不是国家政策补助和解放军
叔叔的资助，我和姐姐不可能安心上
学！”瘦弱的李建说起话来有几分成熟，

“解放军叔叔和我们家结对子，给我发助
学基金，逢年过节送米送油……”聊着聊
着，小李建脸上漾开了笑容。

“不让一个贫困孩子掉队”是官兵坚
守 23年的信念。该部政委蔡政伟告诉
记者，为让家庭困难的孩子圆“上学梦”，
他们开展了“1+1”捐资助学活动——1
名官兵结对帮扶 1名贫困学生。2012

年，他们又按照单位量力而行、个人自愿
的原则设立了“保障劲旅助学基金”，每
学期为优秀贫困学生发放补助。23年
来，官兵每逢岗位调整，在正常的工作交
接之外，还要将他们长期资助的贫困学
生郑重地“交”给接班人。

这是一组令中坊村村民深感幸福的
数字：助学头一年，就有38名贫困学生重
返学堂；23年来，部队资助的1000余名贫
困学生中，有200多名考入高等学府……

扶上马，更送一程。山区自然条件

差、收入水平低，优秀教育人才不愿来、留
不住。为提高教育质量，该部一方面利用
参加地方会议等时机，积极争取对在中坊
小学的政策支持；另一方面从“保障劲旅
助学基金”中安排部分经费，实施奖教计
划工程，对优秀教师进行奖励资助。

暖好巢，引凤栖。赖旭文曾 3次婉
拒去县城重点小学当校长的机会。原本
只需到中坊小学支教一年的上杭县实验
小学老师唐崇峥，也被官兵爱心之举所
感动，主动申请延长支教时间。

参与开发益智类教育课程，为学生量
身定做培养方案……拓展的助学思路，带
动了教学质量的跃升：近年来，学校有90
名学生参加省、市、县各类竞赛获得名次，
获奖人数在全县65所农村小学中名列第
一，3名学生被评为上杭县“苏区好学生”。

育苗：“读上书”更要“读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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