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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

五月是播种的季节，播下的每一颗

种子，都变成希望，期待着未来的收获；

五月也是奋斗的季节，“红五月”名称里

铭刻着先辈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

这个五月，播种与以往不同——刚

刚取得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的我们，站

在新征程的起点，该如何谋篇布局，才能

乘势而上、再接再厉、接续奋斗，为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而披坚执锐、勇立新功？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发起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的总动员。文件明确提出，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

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

农业是大国崛起的根基，国防则是

国家安全的基石。当美丽乡村正在成

为全社会力量凝聚的焦点、汇聚各类人

才的舞台时，挖掘和释放其国防动能，

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应

有之义。

农民发明家的热切渴望

人才振兴兼顾国防人才培养

乡村振兴与强大国防，有着密切

关联。

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国

防是全民国防。这也意味着两个“必不

可少”：一方面，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过渡，国防动能的释放必不可少；

另一方面，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农

村这个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必不可少。

我们这支军队与乡村有着天然的血

脉渊源。“打土豪、分田地”曾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在土地革命

战争时期提出的主要口号。从某种意义

上 讲 ， 我 们 这 支 军 队 就 是 从 山 沟 里

“爬”出来的，从芦苇荡、青纱帐里

“钻”出来的。

革 命 战 争 年 代 ，军 队 人 才 许 多 来

源于农村。且不说，众多的革命将领

都出于农门，农民的智慧一直是我们

克敌制胜、取得一次次胜利的法宝：在

山东平度，民兵用石雷、“二虎炮”、“五

子炮”三大发明，抗击日本侵略者，取

得辉煌战果；在华北平原，冉庄民兵挖

掘地道，在地下开展游击战，让敌人胆

寒……

进入和平建设时期，随着农村和农

民教育培训整体迈上新台阶，农民发明

越来越多、涉及领域越来越多，既有提高

作业效率的新农具，也有堪称“准军事”

特色的装备制造：云南农民阚家良发明

的地膜机节省了人力物力，安徽农民钱

新苗制造的飞机成功试飞，湖北农民张

武义制造的潜艇能以 20 公里时速在水

下潜行 10 个小时……农业农村部提供

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农村实用人才已

达 2254万。

西谚有云：“在每个国家里，太阳都

是早晨升起的。”对新时代的中国而言，

乡村振兴犹如一轮旭日，而国防则是这

轮旭日升起的强大支撑。把乡村建设摆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题

中应有之义是全面推进乡村产业、人才、

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就人才振兴而

言，农民发明家则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

支重要力量——他们既可直接推动改变

农业农村面貌，又能为国防和军队建设

提供一定助力。

教育家陶行知说：“发明千千万,起

点是一问……人力胜天工，只在每事

问。”乡村振兴为国防人才培养提供了丰

厚土壤，国防人才培养有利于释放乡村

振兴的国防动能。如何尽快梳理农民发

明成果，怎样把符合条件的农民发明人

纳入民兵专业技术分队，就是我们的“每

事问”。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来说，所有

这些已经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题，而是

一道道无可回避的必答题。

智慧农业的热切期盼

基础设施建设搭载国防功能

放眼全国，农产品流通重点设施建

设、商品粮棉生产基地建设成果，正在惠

及基层部队广大官兵。

午饭时间到了，执行海上护航任务

的临沂舰的餐桌上，摆上各色佐餐调

料，辣椒酱、黄豆酱、下饭菜……家乡

的味道抚慰着远航水兵的胃和心。临沂

舰入列近 10 年来，年均出海时间 200

天以上，长期远离祖国大陆，来自山东

省临沂市的“沂蒙红嫂军供”系列产品

伴随其航迹，走过了四大洲三大洋。

战舰后勤保障，呼唤双拥支前的创

新实践。如此创新实践，得益于时代的

巨大进步。谁能想到，“沂蒙红嫂军

供”系列产品中，竟然有东北大米、有

新疆红枣！知情人说，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为沂蒙红嫂、绿色农业、现代物流三

方融合创造了条件，一“纳”一“吐”

两个以前很难完成的任务如今能够顺利

实现：把周边省份乃至全国的优质农副

产品“吸”进来，把临沂本地的绿色农

副产品“推”向基层部队。

与此堪有一比的是，武警部队后勤

部联合贵州军地相关部门，实施“黔货

出山进军营”专项计划，通过贵州绿色

农产品北京运营中心，按照低于市场价

格的“拥军价”统一配送到部队超市。

伴随精准扶贫向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

渡，“黔货出山进军营”的升级版极大

地拓宽了军地合作空间。

远不止这些。农业教育、科研、技

术推广和气象基础设施等方面正在发生

的历史巨变，同样十分惊人。

前不久，吉林省农安县“春耕无人

作业”演示，新疆无人化“超级棉田”

发布会，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因为

技术进步，今天的农业已经不依赖世代

家传的农耕经验，充分应用现代信息技

术成果的“智慧农业”魅力初显。

如果说，“沂蒙红嫂军供”“黔货出

山进军营”由于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的

积极参与，还仅仅属于“智慧农业”的

初级阶段，那么利用大数据、人工智

能、物联网等信息技术手段，对农场进

行全方位分析、指挥、调动和管理，辅

助管理者了解、掌握农场各区域信息，

则属于“智慧农业”的普及阶段。

农作物干渴，系统精准补水；农

场闹虫害，系统预警并启用无人机杀

灭 ……“ 智 慧 农 业 ” 带 来 的 深 刻 变

化，不仅直接造福农业和农民，也有效

促成乡村振兴释放出应有的国防动能。

“智慧的可靠标志就是在平凡中发

现奇迹。”释放乡村振兴的国防动能，

既要善于发现，更要善于创造：乡村道

路、水利设施、气象监测等重要基础设

施建设，如何兼顾国防需求？国防动员

基地规划、国民经济动员部署，怎样借

助乡村振兴的巨大红利？这些重要而紧

迫的现实问题，值得军地双方进一步深

入探讨。

特色小镇的热切呼唤

精神文明建设强化国防观念

当国防这一宏大主题，与一座座乡

村小镇相连，会带来怎样的变化？国防

小镇来来往往的游客给出了回答：国防

教育，可以写在课堂的黑板上，也可以

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相比“我讲你听”

的传统模式，这种边走边看、现地体验

无疑更具吸引力。

2020 年 9 月 6 日，国务院公布第三

批 80 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

录，位于云南省龙陵县腊勐镇腊勐社区

的滇缅公路惠通桥入选。

惠通桥横跨滔滔怒江。滇缅公路于

此越过怒江，在不远的松山上盘旋。远

远望去，松山宛如一只巨大的乌龟盘踞

在怒江大峡谷之一侧，成为扼守滇缅公

路的一座超级“桥头堡”。

整个松山现存遗址 69个、遗迹 816

个，保存完好的战壕约 13200米，在大

小松山、黄土坡等高地上，地堡、战

壕、弹坑等随处可见。

10 年前，军民联手在龙陵完成松

山历史文物资源普查，并形成普查报

告，决定把松山抗战文化纳入腊勐新镇

建设整体规划，打造抗战旅游文化品

牌，国防小镇应运而生。

数年之后，相距几千公里外，河北

省邯郸市也发生着同样的变化。

这里曾是八路军对敌斗争的革命根

据地，“九千将士进邯郸、三十万大军

出太行”的壮举，给这片土地烙上深深

的红色印记。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旧

址、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旧址……在邯

郸，像这样的革命旧址有 88处。

2017 年，由邯郸军分区和邯郸市

国防教育办公室牵头规划的红色电影文

化博物馆落成，面积 1600 余平方米，

馆内收藏红色电影胶片、放映机、电影

海报等近 2万件，博物馆先后被定为河

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河北省国防教

育基地。

承载记忆，铭记历史。硝烟散去，

昔日藏兵于民的小镇村落，不少以国防

小镇的崭新面貌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

庆祝建党 100周年之际，遍布全国

各地的国防小镇更以特殊魅力吸引着众

多游客。

强国强军先强心。2021 年中央一

号文件明确，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建设，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实践证明，国防观念的强化作为群众性

精神文明创建的重要内容，也是国防建

设的必然要求。

释放乡村振兴的国防动能
■本报编辑部

本报讯 叶婷婷报道：提供专业法

律服务、协助疫情防控、开展国防教育

宣传……笔者从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

厅了解到，近年来，广东省退役军人志

愿服务管理模式不断创新，社会参与持

续增强，目前全省已有退役军人志愿服

务队 4023 支，人员规模达 6.5 万多人。

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此前制定

出台《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工作指引》，并

设立退役军人志愿服务专项基金，目前

已募集捐款 895.5 万元，为项目培育、活

动保障、志愿者培训、激励表彰提供了

支持保障。

围绕丰富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内涵，

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坚持“党建+”理

念，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把“听党话、跟

党走”作为退役军人志愿服务的底色。

结合退役军人党员结对帮扶活动，退役

军人中的党员、功臣、模范积极加入基

层 志 愿 服 务 队 ，常 态 化 开 展 服 务 。 此

外，广东把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充实到社

区治安防范、疫情防控、应急救援等工

作中，推动退役军人成为基层社会治理

的重要力量。其中，惠州市“战旗”救捞

服务队，已实施无偿救援 900 多场次；深

圳市依据退役军人的专业技能特长，组

建讲师团、艺术团、义诊团等各类专业

队；珠海市斗门区将退役军人志愿服务

融入乡村振兴战略……广东各地相继

涌现出一批地区性退役军人志愿服务

品牌。其中，深圳市退役军人红星志愿

服务队被评为 2020 年度全国学雷锋志

愿服务“最佳志愿服务组织”。

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相关负责

人表示，力争一年内，广东有条件的地

方完成一村（社区）一支退役军人志愿

服务队组建，开展常态化志愿服务，并

将打造具有地域特点的志愿服务品牌，

规范服务管理，提高专业化水平。

在志愿服务社会中展示老兵风采

广东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逾4000支

本报讯 辛振乾、李光辉报道：

4 月 16 日，河南省温县人民广场，民

兵整组大会正在举行。“申亮亮民兵

连”连旗迎风招展，120 名民兵意气

风发。民兵蔡伦告诉笔者：“能成为

‘申亮亮民兵连’的一员，我感到很自

豪。作为党员、作为退役士兵，我要

学习英雄精神，继续为国防事业和家

乡建设做贡献……”焦作军分区深入

挖 掘 本 地 资 源 ， 开 展 “ 接 过 英 雄 的

枪”系列活动，推动正在开展的党史

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焦作市是一片红色沃土，是“狼牙

山五壮士”之一的宋学义、“全国民兵

模范”乔希臣、“人民英雄”申亮亮等英

模人物的故乡。党史学习教育中，该

军分区组织官兵在认真研读党史著作

的基础上，用好红色资源，开展“接过

英雄的枪”系列活动，引导官兵、文职

人员和专武干部、民兵骨干从英雄的

壮举中汲取精神养分，深刻感悟信仰

的力量，促进党史学习教育有效落实。

成 立 英 雄 队 伍 ，传 承 英 雄 精 神 。

今年民兵整组工作开始后，军分区指

导温县、沁阳市、博爱县和解放区人武

部组建成立了“申亮亮民兵连”“宋学

义民兵连”“乔希臣民兵连”和“太行八

英女子民兵班”等以英模名字命名的

民兵组织。让民兵学有标杆，将学习

英雄的感动转化为干事创业的激情。

创新学习方式，打造精品党课。

军分区会同地方党史部门共同编写了

100 个 英 雄 经 典 小 故 事 印 发 到 官 兵 、

职工手中，开展军营故事会，人人上

讲台，个个讲故事。

“英雄回眸应笑慰，身后自有擎

旗人。”整组会结束，民兵走上训练

场，新时代的“申亮亮们”正在向新

的战场发起冲锋。

河南省焦作军分区开展系列活动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接过英雄的枪，冲锋新战场

4 月 18 日，安徽省淮北市红十字战旗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携手黎苑小学少先队员一行十多人，走进相山区渠

沟镇桥头村开展“学党史 强信念 跟党走”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活动。图为 88 岁的抗美援朝老战士张其

胜在给少先队员和红十字战旗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志愿者讲述红色故事。 周方玲摄

本报讯 周磊、胡绍武报道：“我是

一根竹竿，一米来长，模样平常，可别

看我普通，我却是咱淮海战役纪念馆

的一级文物……”4 月 25 日，江苏徐州，

志愿讲解员、民兵王晶声情并茂的讲

解 吸 引 了 游 客 ，特 别 是 青 少 年 的 目

光。连日来，一条名为“人民的胜利”

的双拥学习线路在江苏徐州走红，干

部群众争相前往打卡。这是徐州军分

区依托当地红色资源，深入推进党史

学习教育的又一举措。

“ 人 民 的 胜 利 ”双 拥 学 习 线 路 下

设 支 前 小 道 、徐 州 双 拥 馆 学 习 社 、淮

海战役烈士纪念塔等 3 个站点，配备

兼 职 工 作 人 员 10 人 、线 路 讲 解 员 12

人 。 在 该 线 路 上 ，参 观 者 可 通 过 品

读朗朗上口的支前顺口溜、体验用小

推 车 运 送 物 资 、参 与 情 景 剧 体 验 、缅

怀革命烈士、重温入党入团誓词等环

节 ，探 索 和 感 受 在 建 立 新 中 国 、建 设

新 中 国 、富 强 新 中 国 的 过 程 中 ，军 民

一心、守望相助取得新的“人民胜利”

的“ 制 胜 法 宝 ”。 军 分 区 司 令 员 刘 来

贵告诉笔者：“通过走心式讲解、体验

式 参 与 、沉 浸 式 融 入 、互 动 式 打 卡 、

主 题 式 文 创 ，确 保 学 习 路 上 有 原 味 、

真 味 、情 味 、趣 味 ，进 而 让 教 育 更 走

心入心。”

为 增 强 学 习 体 验 度 ，“ 人 民 的 胜

利”双拥学习线路还在徐州双拥馆内

开设青春剧场，定期演出红色情景剧

《等待》。军地还制作推出 DIY 支前小

推车、“人民的胜利”帆布包、定制款雨

伞、学习社书签、徐州地标明信片等主

题文创产品，将淮海战役精神有机融

合到文创产品之中。通过“文化+创

新”“文化+传承”的方式，架起革命历

史与群众间的桥梁，提升对青少年的

吸引力。

江苏省徐州军分区运用驻地红色资源助力党史学习教育升级

“人民的胜利”双拥学习线路走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