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春时节，乍暖还寒，新疆巴音郭楞州
大地冰化河开，春意渐起。

3月 3日，新疆军区政治工作部群工联
络处原干事宋勇一早就给依明?买买提打
电话。

“达达（维吾尔语，意为爸爸），最近身体
可好？生活上还有什么困难？”“祖力甫卡尔
（宋勇的维吾尔语名），托你的福，我的身体
好着呢，日子越过越红火。我和阿娜（维吾
尔语，意为妈妈）都很想你，什么时候回来看
看？”电话里，两人聊起了家常。

2008年 7月，还在军校读书的宋勇实习
期间被安排住到依明?买买提家，从此他们
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时，依明一家 5口人蜗
居在3间砖土房里，生活异常拮据。

宋勇来到依明家，就把自己当成家里的
一分子，与他们一起摘棉花、修房屋、喂牛
羊。打那以后，宋勇每年都抽出时间到依明
家里住上几天，一同劳动生产。

那段与贫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作的时
光，让宋勇终身难忘，也让他坚定了信念：
永做群众的“兵巴郎”（维吾尔语，意为孩
子）。从军校毕业后，宋勇被分配到驻阿勒

泰边防部队。他发现，连队共建的白哈巴
村小学只有 1至 3年级，高年级的学生需要
翻越大山到 10余公里外的镇上上课。村民
普遍文化水平低，外出打工收入少，留在家
乡又无出路。

2010年，原总政治部计划在新疆援建
一批学校。宋勇得知后积极申请，协调为
白哈巴村建起“八一爱民学校”。他还同
村党支部一道，铺设村里到镇上的柏油
路，打通了通往外界的致富路。借助毗邻
喀纳斯景区的地缘优势，宋勇组织边防连
官兵为村民开展烹饪培训，教授蔬菜、食
用菌种植技术，帮建民族风情客栈，发展
特色旅游项目，让昔日贫困村变成了致富

“领头羊”。
去年底，新疆军区部队帮扶的 203个村

全部摘帽。在军地各级的帮扶下，曾经生活
拮据的依明一家，现在人均年收入超过 2.5
万元，2019年还盖起了新房。

电话里，聊到乡村振兴的前景，宋勇和
依明对未来充满信心：有政府的精准施策和

“兵巴郎”的暖心帮扶，美好生活的图景就在
前方。

做群众的“兵巴郎”
■陈 龙 易正源 本报记者 贾广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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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注意安全，下次争取换辆车！”
过了元宵节，山西省广灵县加斗乡新恩

庄村不少年轻人开始骑上摩托外出打工。
广灵县人武部部长王军一大早就来到村口
送别，给他们加油鼓劲。

新恩庄村以前道路狭窄，路面坑坑洼
洼。如今，平整的村路上各式车辆来来往
往，秩序井然，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现在通行便利，生活条件也好多了。
孩子们回家过春节看着家乡环境好了，都想
多待几天。”一旁的村民掩饰不住内心的喜
悦，激动地说。

路通了，扶贫产业也兴旺起来，村里的木
材加工厂销量与日俱增。“无论是运进原材料，
还是运出货物，都很方便。多跑几趟，还能多
赚好多钱哩！”多劳多得，村民们干劲儿十足。

“早晨起早点怕个啥！县人武部投资建
加工厂帮咱脱了贫，高兴都来不及！”宋师傅
原来一直在村豆腐坊工作，手艺没得说，生
活却没有起色。2019年，县人武部在村里援
建一个小型豆制品加工厂。宋师傅的一身

本事终于找到用武之地，很快成为加工厂的
技术骨干。最近，他又琢磨着“转型”，在山
上养了 140头猪。“好日子是奋斗出来的，这
话一点都不假！”宋师傅说。

投资小、收益稳定、销路有保障。这是
广灵县人武部制定的产业扶贫援建思路。

“形成产销两旺的状态，带动更多人参与，才
能更好投身乡村振兴新战场。”王军说。

近年来，县人武部先后筹集资金修缮村
内主干道，建设木材加工厂、蔬菜大棚，还办
了豆制品厂，引导发展“居家经济”“炕头经
济”。曾经的深度贫困村，如今门楼整齐，围
墙风格统一，“军民同心”休闲广场人流如
织，村容村貌大变样。

3月 1日，王军在大同军分区视频交班
会议上表示，下一步将因地制宜、靶向发力，
最大限度投入人力物力财力，确保乡村振兴
蓝图越画越美。

“交上合格答卷，新征程就在脚下。”参
加完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回来后，王
军留下掷地有声的一句话。

路通景美产业旺
■刘诗扬 田广东 本报记者 苗 鹏

以钉钉子精神推进乡村振兴以钉钉子精神推进乡村振兴

初春方至，甘肃省东乡县凤山乡岭村
已开始了春耕生产。刚被表彰为全国脱贫
攻坚先进集体的东乡县人武部官兵又来到
村里，了解群众生产生活情况。

“老马，今年地种得怎么样？”人武部政
委石峰走进地里问。“已经种了一半了，今
年种地比往年轻松多了！”村民马达吾德高
兴地说。一年前，县人武部为村种植合作
社购买了旋耕机、播种机、收割机等农用机
械，极大缓解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岭村地处群山深处，群众过去住房难、
行路难、就医难、增收更难。2017年 12月，
东乡县人武部与岭村结对后，这里开始悄
然发生变化。

发展产业是东乡县人武部驻村工作队
拿出的头一条“锦囊妙计”，但岭村产业基础
薄弱，群众观念保守，动员难度大。为全面
带动村里产业发展，县人武部制定了养殖、
种植和务工的全面帮扶计划，积极鼓励原村
党支部书记马忠林带领群众办养殖合作社。

起初，马忠林对办合作社缺乏信心，一
时顾虑重重。县人武部驻村工作队就会同

村干部耐心做马忠林思想工作，并帮他签订
产销协议。最终，马忠林决定试一试，将自
家的 8亩地入股养殖合作社，作为厂房用
地。县人武部又协调资金修建了养殖大棚，
投入 400只良种羊，购买碎草机、揉丝打包
机等养殖设备，并请来技术人员现场指导。

有了老支书的带头示范和县人武部的
倾力帮扶，养殖合作社逐步走上正轨，带动
34户贫困户稳定增收。

驻村工作队带着贫困群众走出了通向
幸福生活的第一步，也帮助更多村民坚定
信念：只要树立起致富信心，辛勤劳作，就
没有拔不掉的穷根。

2020年10月，岭村脱贫摘帽。县人武部
马不停蹄，又与江苏省常熟市政府协调合作，
研究巩固脱贫成果和乡村振兴方案，让群众
脱贫之后稳定增收，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一谢共产党，以前忍饥又挨饿，现在脱
贫奔小康；二谢共产党，以前穿的旧衣裳，现
在季季有新装……”这首岭村群众自编的
《十谢共产党》，歌唱着村民的幸福生活，也
唱出了东乡族群众对党和军队的满怀谢意。

致富信心赛黄金
■项 磊 本报记者 郭干干

“开学了！开学了！”孩子们的欢声笑
语萦绕在桑植县龙潭坪小学的每个角落。
寒冬已去，万物复苏，新学期如约而至。孩
子们背着新书包，穿上新衣服，回到校园开
始了新学期的学习生活。

桑植县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是红二、六
军团长征出发地。1987年底，时任湖南省
军区司令员蒋金流到桑植县考察，了解到
这里自然条件严苛、经济发展落后、百姓生
活依然艰苦，他的心情难以平静。

“桑植老区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牺
牲，可现在群众生活还十分困难。我们要
带领群众早日摆脱贫困！”就这样，湖南省
军区机关成立扶贫工作队，开始了长达 33
年的扶贫接力。

1988年底，扶贫工作队第一任队长江
秀章来到桑植县利福塔镇。为解决乡亲们
吃水难的问题，江秀章走遍全乡每一个山
坳，终于在一个 105米深的天坑里找到水
源。扶贫工作队第二任队长高保山接过接
力棒，带领施工队开凿水源。10米、20米、
100米……却迟迟不见出水。每往下挖一
米，大家的希望便黯淡一分。终于，凿到
197米深时，一股清澈的泉水从地下喷涌

而出。
“共产党万岁！解放军万岁！”全乡男

女老少齐声高呼，扶贫队员们的辛劳被甘
甜的泉水一洗而净。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33
年来，省军区机关扶贫工作队一批接一批，扶
贫接力一棒传一棒，从未间断。

为解决当地教育资源匮乏的问题，第3
批扶贫工作队在利福塔镇建起八一中学。
第 19、第 20批扶贫工作队接力建设龙潭坪
小学，组织支教帮扶活动，帮助培训教师，
提高学校教学质量。

第 24批扶贫工作队接棒后，致力于打
造常态长效脱贫体系，为当地安装蓝色光
伏板，推动绿色粽叶生产产业化，整合红
色资源，助力金色蜂蜜远销都市……一系
列举措带领桑植老区的父老乡亲奔向多彩
的小康生活。

“地是刮金板啦，山是万宝山呢，树是
摇钱树噻，人是活神仙！”一首广为传唱的
民歌《桑植是个好地方》唱出了桑植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如今，桑植县已站在乡
村振兴的新赛道上，扶贫工作队的接力棒
还将继续传递下去。

33年接力“不掉棒”
■易传涛 本报记者 陈 静

“今年的香菇，长势比去年还好！”3月
中旬，河北省阜平县人武部驻村工作组来
到对口帮扶的各老村，了解帮建的香菇大
棚生产种植情况，并与乡亲们畅聊如何进
一步发展产业，更好对接乡村振兴战略。

各老村是阜平县平阳镇一个不足千人
的小山村，村民均因王快水库建设而移居
此地。过去，这个村“人均三分田，出门走
河滩；环境脏乱差，晚上行走难。”如今，各
老村道路宽了，路灯亮了，户户门前通水泥
路，屋里通自来水。这些变化，无不与阜平
县人武部的接续帮扶有关。

2015年，脱贫攻坚专项行动的号角吹
响，县人武部的驻村工作组来到了各老村。
当时村内基础设施薄弱，甚至连村两委都没
有固定办公场所。“脱贫致富之路千万条，做
好党建工作是第一条。”很快，工作组为村两
委建成办公场所，还建设了党员活动室、民
兵连部、退役军人服务站等配套设施。

环境脏乱差是另一个突出问题。人

武部结合县委县政府脱贫攻坚方案，将符
合易地搬迁条件的村民迁往镇上，然后利
用拆除旧房后的空地拓宽街道，建起“双
拥”文化广场，村容村貌一下子上了一个
大台阶，村民们也有了娱乐场所。

“整治过程中最难落实的就是厕所改
造。”人武部政委刘国兵介绍说，村里以前
的旱厕都建在街道两侧，而改建的水冲式
厕所虽然卫生又方便，但村民们一听要在
自家院里安装，就直摇头。秉着好事就要
办好的原则，人武部组织村民代表外出观
摩，又在村里搭起样板进行示范。村民们
通过真看实用，最终认可了改建项目。

寒来暑往，经过几年的持续帮扶，昔日
破旧的小山村如今旧貌换新颜。70多岁的
村民刘吉周为此编了几句顺口溜：“党的扶
贫政策好，各老变化真不小。水泥路，户户
通，自来水，到家中，白天就去把钱挣，晚上
出行有路灯。图书馆里来学习，文化广场去
健身，咱老百姓有奔头，感谢亲人解放军！”

移民小村换新颜
■王靖博 赵大永 本报记者 王 赫

春节刚过，村里的竹木加工厂马达轰
鸣，村民们干得热火朝天。

参加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回到
庐江后，人武部部长邓世松马不停蹄来到矾
山镇石峡村的竹木加工厂。村民吴宏然正
在给竹子断料，接下来还要冲条、开片、拉
丝，经过一系列工序后，竹子被制成竹丝，销
往全国各地。

石峡村的竹子以前仅作为原材料出售，
或是简单加工成扫帚、箩筐等，收益很低。现
在，通过县里的一家竹业有限公司销售竹丝，
年营业额已近千万元。从曾经的贫困户到现
在的竹木加工厂职工，吴宏然的日子越来越
好，他说：“以前村里条件差，就业难生活苦。
现在就在家门口上班，既能照顾家人，又有稳
定收入，真要感谢大个子部长和扶贫队啊！”

村民口中的“大个子部长”，就是庐江县
人武部部长邓世松。石峡村党支部书记贾
敬斌回忆，当初进行扶贫精准识别时，为了
摸清实情、把准症结，邓世松带人不知跑了
多少趟。贫困户姚宣仪脱贫后不再享受低
保，一度抱有情绪。为了让老姚弄懂政策规

定，邓世松多次上门和他谈心，还自带食材
到老姚家里和他一起吃暖心饭、唠家常，并
将其纳入县“邻里守望”互助计划，协调政府
给予经济帮扶。心里的疙瘩解开了，老姚也
不再钻牛角尖。知道邓部长是来村里扶贫
的军人，便叫他“大个子部长”，这个绰号也
就此不胫而走。

畅通了心路，脱贫致富之路也就越走越
宽。4年来，人武部干部职工换了5茬37人，
但人换力度不减，对象换责任不变。2020年
底，石峡村集体收入超过130万元，人均收入
4万余元，脱贫成果得到极大巩固。

“脱贫攻坚路上有千千万万的人，我真
的就是其中一个小小的石子。其实走到最
后，走到今天，虽然有苦，还是甜多。”习主席
在总结表彰大会上提到的这句话，说到了邓
世松心里。“我只是全国千千万万扶贫干部
中的普通一员，为贫困地区和群众做着最基
层、最平凡的事，组织给我这么高的荣誉，我
深感责任和压力。我将珍惜荣誉，再接再
厉，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振兴做
出新的贡献。”邓世松如是说。

“大个子部长”回来了
■徐 鹏 本报记者 蔡永连

新年鸟声千种啭，二月杨花满路飞。
春耕已始，万物复苏，神州大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田间地头，农民在平整土地，准备播种；工厂车间，机器也开
始发出欢快的轰鸣。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
斗的起点。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国防动员系统各单位继续发扬钉钉子精神，锲而不舍，铆
在新征程的路基上。

记者跟随部分国防动员系统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和
先进个人，探访他们在新征途上的新脚步。

安徽省庐江县安徽省庐江县

甘肃省东乡县甘肃省东乡县

湖南省桑植县湖南省桑植县

山西省广灵县山西省广灵县

河北省阜平县河北省阜平县

制图制图：：扈扈 硕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