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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姚婧如、记者曹琦报道：
“我们的战位在干休所，做好服务工
作，让老干部满意，就是打胜仗。”1月
底，古城西安，陕西省军区召开干休所
工作会议，就抓好新时代休干系统思
想政治教育集智攻关，他们扭住问题

“破题”，联系现实“开题”，化解矛盾
“解题”。

省军区政治工作局主任张晓明向

记者介绍，目前，干休所政工干部编制
只有 1个，既要搞教育，又要兼顾其他
政工业务，精力有限。此外，干休所文
职人员大多是新招录的年轻人，对优良
传统和党史军史了解不多，致使教育容
易浮在半空、流于形式。

张晓明还告诉记者，虽说每年各
类教育很多，但针对性不强：爷爷辈老
干部与孙子辈战士一起受教育；军师
团级干部与刚招录的文职人员一块听
讲课……

为此，省军区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
件下，在休干系统探索“集中上大课、分
所搞活动、分类抓深化”的教育路子。
记者在教育方案上看到，每个季度的大
课由省军区政治工作局指导一个干休
所完成，然后面向全体人员进行线上授
课。课后教育活动分类分层，各有侧
重，比如，针对年轻人天然亲近网络的
特点，他们将《这就是中国》《社会主义
有点“潮”》等网络热门政论片搬上教育
课堂，引导大家在学习创新理论、了解
英雄事迹中，增进对老干部的情感认
同，自觉强化服务保障意识。

老干部是党的历史见证人，是传承
红色资源的“活化石”，他们经历的峥嵘
岁月、身上蕴含的优良传统，是直击心
灵的鲜活教材。基于此认识，省军区在
干休所广泛开展向“老红军、老八路、老
解放”学习和老干部口述历史故事整理
活动，形成“1部书、1部专题教育片和
10部故事片”的教育教材成果。

三五分钟不嫌短，三言两语不嫌少，
于潜移默化中受教育。省军区在休干系
统还推出感情贴心、服务热心、保障尽心
等“十心”及征求意见、点餐送餐、巡诊送
药等“十上门”活动，特别是对独居、住院
卧床、生活不便的老干部和遗孀格外关
注，在“多一次陪伴中”，将日常服务保障
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融合。

教育效果好不好，服务保障见分
晓。记者了解到，2020年，该省军区凝
神聚力破解了休干系统教育管理、医疗
保障等8个方面38个矛盾困难，一些老
干部关心关切的重难点问题、干休所长
期积累的老大难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为
干休所服务保障工作再上新台阶奠定
更为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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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寒地冻，却挡不住收获的喜悦。
1月下旬，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新安

村，丰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苏秉
政带领村民将收获的马铃薯进行分拣、
装袋，一辆辆运输车行驶在新修整的道
路上，将这些丰收的果实运向村外……

“平整的水泥路修到了田间地头，村
集体经济成本大幅降低，发展马铃薯产业

增收致富正当时，这都得感谢咱们白银区
人武部啊！”苏秉政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2016年，白银区人武部与新安村结
成帮扶对子，经过产业帮扶、技能培训、
基础设施改造等措施后，村子于2019年
底实现整体脱贫摘帽。

但摘帽后的新安村，部分家庭存在
收入偏低、因病返贫的风险。为消除返

贫风险，助力增收致富，人武部决定大力
发展村集体经济，为摘帽的贫困家庭“扶
上马、送一程”。

去年，借助新安村千亩马铃薯种植
基地项目实施的“东风”，人武部帮助该
村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流转土地、
提供就业，实现合作社发展与带动贫困
户增收双赢。

但随着马铃薯种植业的发展壮大，
问题也接踵而至：合作社的马铃薯储存
库与村道之间的道路及储存库前的空地
未被硬化，运输车辆的增加，致使道路坑
坑洼洼，颠簸难走，马铃薯运输成本大幅
增加。

修路迫在眉睫。去年夏天，人武部
投入专项资金用于道路硬化，购置马铃
薯收获机，并多方协调，继续拓宽马铃薯
销售渠道。

田间路变成了村民的致富路，再加
上通过土地流转及提供劳动岗位，2020
年，贫困户每户增收 7000余元，收获了
满满的幸福。

“今年，我们计划种植600亩的马铃
薯、150亩小麦、100亩胡麻和大豆，预计年
底收益在180万元以上。”苏秉政有了更大
的目标，他要带着村民一起致富奔小康。

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人武部助力帮扶村巩固脱贫成果——

“薯”光照亮致富路
■杨 涛 张炎平 李 承

冬去春来早，时序岁岁新。新的一
年，即将迎来建党100周年。

翻阅《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一幅面
向 2035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崭新
美好图景徐徐铺展在面前。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再
过6年，即将迎来建军百年；再过14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2035年远景目标
就要实现。

6年后的你我与14年后的祖国，一
个多么令人神往的话题！畅想未来，许
多人对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有了更多“个
性化”的打开方式。

一

1月 1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宏观
经济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
值比上年增长 2.3%，规模达到 1015986
万元。百万亿元大关的顺利突破，标志
着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
又跃上一个新的大台阶。

国家大业连军营。广大军民通过
解读这一数据，对“十四五”规划、2035
年远景目标有了更鲜活、更具体、更深
刻的领悟。

6年后，如今在战略支援部队某部
服役的大学生士兵汤瑜，又会是什么样
子呢？

也许，除了汤瑜和他的家人，不会
有更多人关注。但是，如果知道 3枚铜
钱的故事，许多人可能会立即改变想

法，为汤瑜送上真情祝福。
那是3枚神奇的铜钱。
抗美援朝战场上，一次战斗中，志

愿军战士汤道森被敌枪弹击中却毫发
未损。原来，3枚铜钱挡住了子弹，其中
两枚已被击穿，弹头卡在第 3枚铜钱
上。就在战前，一位战友刚把欠了汤道
森很久的 3枚铜钱还上，汤道森随手把
这 3枚铜钱塞进军装口袋。曾为战友
慷慨解囊的绵薄善意，竟然保住了汤道
森的命。

汤道森一家五代从军。他的父亲
于 1929年参加革命，是位老红军，儿
子、孙子都追随他的脚步，参加了革命
队伍。2019年盛夏，汤道森的曾孙汤
瑜考上大学不久，向祖辈父辈看齐，应
征走进战略支援部队某部服役。

五代从军志，一脉家国情。汤道森
一家只是一个缩影——人民子弟兵保
卫国家和人民一步步站起来、富起来、
强起来的缩影。

为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一批批与汤
瑜的高祖父、曾祖父一样的革命前辈抛
头颅、洒热血，无怨无悔。

为了中国人民富起来，一批批与汤
瑜的祖父、父亲一样的革命军人艰苦奋
斗、无私奉献，甘之如饴。

为了中国人民强起来，一批批与汤
瑜一样的青年学子携笔从戎、报效国
家，淬炼最美青春。

2021-2035，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历史坐标上，将是怎样的14年？

展望 2035年远景目标，令人振奋
的标志之一是：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
代化。

历史是什么？雨果说，是过去传到
将来的回声，是将来对过去的反映。

对置身军营的每一名官兵来说，6
年后的你我更精彩，需要今天的你我更
努力。

对神州大地上的每一位公民来说，
14年后的祖国更强大，需要今天的祖
国更安全。

二

3封不同年代的信，因为发自军营，
所以带给人们更多思考。

一封写于1978年7月，那是十一届
三中全会召开的前几个月。写信人黄
顺丰，某部战士，他给报社编辑部写信，
倾诉悬在心上的一个问题：“考大学时
机将过，在部队提干希望也不大……干
革命，不能一事当前替自己打算。但对
这些实际问题，又不免有所考虑。”

一封写于1985年2月5日，那是春
节前夕。写信人贾玲琪，某部医院医
务助理员，她从南部边疆给才几个月
大的儿子写了封信：“如果真有不幸，
你也不要难过。祖国母亲会把你抚养
成人的。”

一封写于 2020年 7月，八一建军
节前。写信人张辰浩，空降兵某部战
士，他写给家乡的父母：“我担心家里
的防疫物资够不够，不太会用手机上
网的妈妈能不能用手机预约买菜，即
将复工的爸爸会不会需要出差；爷爷
奶奶是不是像网上说的固执老人那样
不肯戴口罩……”

不同年代的 3位军人，正处在不同
年龄阶段，有着迥然不同的个人际遇，
在义无反顾，为国奉献的同时，也有着
自身的牵挂和期望。

让“最可爱的人”没有后顾之忧，一
直是党和政府高度关注的问题。伴随
军人尊崇感落地生根，军人越来越多地
享受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从全国到省市县乡镇村、实现全覆
盖的 63万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
确保了“黄顺丰”们就业创业不再难。

从法律法规上明确军人子女教育
优待办法，让“贾玲琪”们不再为后代教
育问题牵肠挂肚。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各地党委政
府和社会各界不仅为抗疫一线官兵家
庭送上慰问，解决实际困难，“张辰浩”
们和广大优抚对象的家庭也享受到特
别关爱。

“军人后顾无忧，更要为国为民冲
锋在前！”《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
对军队新时代使命任务首次作了明确
阐述，“四个战略支撑”已经深入广大官
兵心中，并把这种深厚的情感认同化为
坚定自觉的行动。

对一支军队的百年历程而言，6年
时光很短；对一个民族的千年之梦来
说，14年光景不长。然而，有了关键节
点的精准研判，靠着举旗定向的路径引
领，很短的6年、不长的14年，足以让广
大军民干许多事情，也一定能干成许多
事情。

“血染沙场气化虹，捐躯为国是英
雄。”广大官兵积极主动投身强军兴军伟
大实践，许多奇迹正在他们手中诞生。

三

“没有战争的年代，我还在战争
中……”笔记本上，沙子呷写下这样一
首诗。

“当兵，要知道为什么而来、为什么
而战。”姚梦之常常这样说。

从大凉山走出来，又向另一座大山
走去。对1985年12月出生在四川西昌
的彝族小伙子沙子呷来说，19年军旅人
生就像画了一个巨大圆圈。当年新兵
下连，他和战友们坐着部队的车一直走，
沙子呷以为要到繁华的大城市见世面
了。过了很久，车停了，透过车窗，他看
到外面一群“民工”打扮的人，一身灰尘
和泥土，蹲在那里敲敲打打。原来，自己
当的不是导弹兵，而是导弹工程兵！

姚梦之的梦想是参军入伍，很少有
像他这么“老”的新兵了。2020年9月，
硕士毕业后，24岁的姚梦之终于如愿以
偿，成为一名空降兵。

两个人的“兵之初”，都不容易。
两个人的“兵之路”，都很精彩。
沙子呷不负众望，入了党，考上军

校，成为一名军官，还当了营长。2018
年，他当选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2020年 7月 31日，又被中央宣传部、中
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评为“最美新时代革
命军人”。沙子呷的妈妈说，整个寨子
都以沙子呷为骄傲。

训练场上，姚梦之每一个训练动作
都格外认真，他的脸被晒得黝黑，双掌
磨出硬茧，汗水浸湿头盔的内层。当兵

4个月后，他的 3公里成绩提高了近 3
分钟，每个专业动作都规范到位。2020
年 12月 10日，姚梦之全副武装迎来人
生中首次跳伞。1000米的高空中，随
着投放员一声令下，他深呼吸、屈膝，一
跃而出，期待已久的高空画面在他眼前
铺展开来。

军旅人生，有长有短。沙子呷的
19年，年年有变化，年年有进步；姚梦
之的 1年，脱胎换骨，换羽重生。两个
人的成长之路，给更多年轻人以启示：

“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把个人的“小
我”融入时代和国家的“大我”，终将此
生无悔——“祖国终将选择那些选择了
祖国的人”。

放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
加速演变期，和平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但
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
强，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单边主
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
展构成威胁，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

国防和军队建设，面临前所未有的
机遇和挑战。到 2027年实现百年建军
目标，意味着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
发展步伐加快，意味着军事理论现代
化、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军事人员现
代化、武器装备现代化进程提速，意味
着促进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
的行动更加自觉。

6年后，沙子呷会怎样？
14年后，姚梦之在干什么？
谁也无法提前预知，但可以肯定的

是：我们这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人才辈出，像沙子呷、姚梦之一样能打
胜仗的兵越多，老百姓就越放心。

六年后的你我与十四年后的祖国
■本报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