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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部队，他们扛起责任，保家卫国

不言苦，戍守边疆终不悔；回到地方，他

们依旧是“拼命三郎”，抢险救灾冲在

前，扶危济困见担当。在脱贫攻坚和乡

村振兴行动中，他们深耕基层作贡献，

带领群众奔小康，发挥了生力军的作

用。他们就是退役军人。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同脱

贫攻坚战一样，乡村振兴也是一场战

斗。上了战场就要有一往无前的勇气，

就要有摧城拔寨的勇士。而退役军人，

就是这场战斗中的重要力量。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

的宗旨，是终生铭刻在军人骨子里的不

变承诺，即便脱下军装，他们依然本色不

改，初心不变。这种一心为民的情怀，让

退役军人在农村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群众普遍对退役军人有天然的信任感，

有利于他们在乡村振兴行动中组织群

众、发动群众、团结群众，作出更大贡献。

退役军人的优秀品质，已经被证明

在脱贫攻坚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

样也是乡村振兴战略中不可或缺的，关

键在于各级如何正确引领和运用。有

关部门要扎实做好退役军人动员准备

工作，把这些宝贵潜力资源调查好统计

好，把这些特殊人才管理好储备好。加

强与部队对接联系，建立起“应征入伍、

部队服役、退伍返乡、创业发展”的人才

培养链路，建立退役军人村干部后备资

源库，动员优秀退役军人到农村任职，

参与村级事务管理。注重系统培育，根

据退役军人个人特点和发展需要，定期

开办培训班，常态化组织参观见学、研

讨交流，参加学历提升、开展技能培训，

改善他们的知识结构，提升综合素质。

在基础设施、贷款融资、人力资源等方

面加大扶持力度，通过低息贷款、技术

培训等政策，鼓励引导退役军人创办农

村合作经济组织，带领群众发展农村产

业，增收致富。同时，加大对退役军人

的培养、选拔和使用力度，出台激励机

制，给予关心关爱，帮助解决困难，让退

役军人“有为有位”，鼓励他们在乡村振

兴中干事创业。

有人说，“退役军人是国家撒向社

会的英雄”。他们来自人民、服务人民，

又回归人民、回报人民。一日从军，终

身是兵，改变的是岗位，不变的是初心；

不一样的“战场”，一样的冲锋。我们相

信，在乡村振兴这个新战场上，广大退

役军人一定会再展风采，创立新功，用

实际行动回报全社会对他们的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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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张大志（右一）和农技专家

与农民一同研究盐碱地改良方案。

图②：秋收时节张大志（左一）和

农民一起查看盐碱地稻谷成熟情况。

图③：今年五一刚过，大片改良

后的盐碱地开始播种希望。

①①

②②

③③

五月的松嫩平原，万物复苏，大国

粮仓涌动希望的脉动。播种、覆膜、插

秧……农民兄弟在肥沃的黑土地上演

奏着现代化大农业的“交响曲”，吉林

省松原市的退役军人张大志和他的团

队也开始了又一年的辛勤耕耘。

20 多年来，张大志和他的团队用

智慧和汗水，把沉睡的盐碱地改造成

万亩良田，让千年未耕之地收获丰收

的喜悦。

“离开土地我心
里不踏实”

每一个成功者的背后都有一段不

平凡的故事。

在张大志办公室里，一张老照片

吸引了记者的注意。那是 1998 年全国

抗洪抢险表彰大会上的合影。他是受

表彰的个人中唯一的退役士兵。

1998 年夏天，嫩江、松花江流域遭

受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那时，张大

志已脱下军装 8 个月。看到洪魔在黑

土地上肆虐，广大战友奋不顾身抢险

救灾时，他不顾家人反对，毅然赶到嫩

江抗洪一线，加入董存瑞生前所在部

队参与抢险救灾。

连续 25 天奋战在大堤上，张大志

双脚溃烂仍不下火线，被表彰为“全国

抗洪模范”。在人民大会堂，他受到了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当时，身为农村籍退役士兵的张

大志，并不符合指令性安置条件。但

因在抗洪抢险中的出色表现，家乡松

原市特事特办为其安置工作。当组织

征求安置意向时，他出人意料地选择

了前郭县达里巴乡的农业站。

“好不容易有机会跳出穷窝窝，为

啥还要回农村？”在许多人眼里，这并

不 是 个 明 智 的 选 择 ，甚 至 有 点“ 傻 ”。

而张大志说：“抢险救灾，是我一个军

人该做的，我不能拿这个经历当砝码

向组织伸手。我是农民出身，黑土地

就是我的人生舞台，离开土地我心里

不踏实。”

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农业

站的主要工作就是搜百家农技疑惑，

解千家增产难题。他刻苦学习，精心

钻研，很快成为一名出色的农业技术

工作者。

像许许多多当过兵的人，张大志

最 钟 爱 的 颜 色 是 绿 色 。 他 不 仅 爱 军

装的国防绿，也爱晕染在广袤天地间

的田野绿。正是这种执念，促使他开

启 了 另 一 段 人 生 征 程 。 他 说 ：“ 作 为

一名农业科技工作者，守住这块希望

的田野，就像军人守护祖国的领土一

样神圣。”

“黑土地是能长
出‘金子’的”

2009 年，为响应吉林省政府“轮岗

创业”号召,张大志放弃安稳的工作，成

立一家农业服务公司，走上创业之路。

“ 农 业 是 阳 光 事 业 ，金 子 般 的 事

业，黑土地是能长出‘金子’的。”他给

公 司 取 名“ 金 阳 光 三 农 服 务 有 限 公

司”，依旧干着老本行，主营农业技术

推广咨询、盐碱地综合治理开发、水产

养殖、有机农产品高效种植等业务。

乡亲们在这片土地上打拼了一辈

子，为啥依旧不能摆脱贫困？这是张

大志创业之初苦苦思索的问题。

“发展农业，科技是根本。”他坚信

这 条 路 没 错 。 他 积 极 向 农 技 专 家 请

教，学习更深层次的农业科技知识，深

入田间地头给农户做指导。7 年时间，

共服务农户 2000 余户，测土配方施肥

面积 5000 公顷以上，粮食增产 250 余

万公斤，直接为农民增收 300 余万元。

终日奔波在田间地头，张大志给

农户讲解农作物改良原理，到田间查

看生长情况，一天能走 20 公里路，真正

是用脚步丈量土地。他指着自己稍显

内八的腿笑着说：“我当兵时可是标准

的身材，这些年走田埂硬是走成了‘罗

圈腿’。”

谈起企业名字为什么有“服务”二

字，张大志说：“国家出台的三农政策

具有极强的科学性指导意义，我们就

是要紧贴三农政策，服务农业、农村、

农民，回馈家乡父老。”

经过不断努力，公司在松原市四

县一区打响了名气，形成了固定的服

务网络，营收逐年递增。公司在发展

壮大的同时，不断引进农村专业人才

和先进技术，经常组织农技专家给当

地农户进行免费的技术推广普及，让

农业生产资料直接服务到田间。

“有地不能种就
是浪费”

东经 123°6’，北纬 43°59’，松花

江与嫩江在此交汇，冲积出美丽的松

嫩平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查干湖，

犹如一颗明珠镶嵌在松嫩平原上。

2018 年 9 月 26 日，习主席来到查

干湖，了解生态保护情况。他强调，绿

水青山、冰天雪地都是金山银山。保

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这

条路要扎实走下去。距离查干湖几公

里的地方，就是张大志和他的团队保

护生态的“主战场”。

盐碱地的生态改良是公认的世界

性难题。松嫩平原是中国重要的粮食

主产区和商品粮基地，同时也是中国

最大的苏打盐碱地。在查干湖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南部,有千余公顷的不毛之

地,是世界三大苏打盐碱土之一。

望着千年未耕之地，张大志心里

盘算，如果把这些土地改成良田，将会

解决多少人的口粮问题？

2012 年，他在这里流转了 200 公顷

盐 碱 地 ，建 设“ 查 干 新 谷 生 态 农 场 ”。

当地民间有句俗语：“盐碱卤水硝，谁

种谁得蹽”。当张大志决定承包这片

重度盐碱地时，很多人都认为他是在

“瞎折腾”。

确实，头一年颗粒无收，赔了几十

万。但张大志没有气馁，继续投入，结

果还是赔。多年与土地打交道的张大

志知道，盐碱地改良之所以很难成功，

就是因为见效周期太长，少则三五年，

多 则 七 八 年 ，很 少 有 人 能 坚 持 下 去 。

他就是不信邪，和这片盐碱地杠上了，

“有地不能种就是浪费”。

买地建房，修渠打井，铆在田间地

头，凭借在农业站积累的盐碱地改良

经验，与吉林省农科院、吉林农业大学

的专家一起反复试验。历经 4 年时间，

张大志和他的团队摸索出了 5S 盐碱地

“以肥压碱”土壤盐碱改良方法。

“ 根 据 本 地 的 土 壤 实 际 ，在 肥 料

使 用 上 ，我 们 采 用 先 改 良 、再 修 复 的

方式，提高土壤肥沃能力和微量元素

供 给 能 力 。 在 盐 碱 严 重 地 块 采 用 以

肥压碱、大水冲洗、养地培肥等方法，

产 出 的 水 稻 第 一 年 就 可 以 达 到 有 机

标 准 ……”一 谈 起 盐 碱 地 改 良 ，张 大

志便滔滔不绝，言语间透露着无尽的

喜悦。

“点燃一盏灯，照
亮一大片”

千年盐碱地的成功改良，让张大志

声名大振。2016 年，他被吉林省科技

厅聘为盐碱地改良“科技特派员”。盐

碱地经过综合改良，水稻当年亩产就达

250 公 斤 以 上 ，既 缩 短 了 有 机 认 证 时

间，又减少了盐碱地长期的高额投入。

为了这个结果，张大志几乎倾家荡

产，前期个人积累的 700 多万元，全部

投进去不说，还欠下 300多万元的债。

“点燃一盏灯，照亮一大片。”查干

湖镇女民兵华淑媛感慨地说，“大志把

该交的学费都交了，后面的人都是免

费上学。”在张大志的鼓励下，华淑媛

不 仅 独 立 承 包 了 450 亩 盐 碱 地 ，还 建

起 了 家 庭 农 场 ，同 时 发 动 100 多 位 农

民承包盐碱地，成为远近闻名的致富

带头人。

退役军人臧克明是最早跟随张大

志研究盐碱地改良的人。创业单飞成

功后，他也发挥辐射效应，深入田间为

农民提供技术服务，成为名副其实的

土地改良专家。如今，他每年坚持为

农民义务授课 100 多场，足迹遍布吉林

全省各地。

华淑媛和臧克明只是张大志众多

学生中的代表。这些学生，又成为更

多人的老师。他们把盐碱地改良的成

功经验传播到一村又一村，一乡又一

乡，一县又一县，盐碱地改良面积扩展

到 3 万多公顷，为国家节省盐碱地改良

资金数千万元。臧克明说：“越来越多

的人投入到盐碱地改良的行列中，为

国家和社会创造了越来越多的财富。”

近年来，他们带领农民走开“公司+合

作社+基地+农户”的运营模式，合作社

订单数量从最初的 150 余公顷增加到

目前的 500 多公顷，每公顷产量从刚开

始 的 3500 多 公 斤 增 长 到 现 在 的 6000

余 公 斤 ，2000 余 户 农 民 因 此 受 益 ，仅

2020 年就有 300 多户农民集中脱贫。

“唯靠坚忍不拔之志。”张大志人

如其名，为了一个志向勇往直前，从不

退缩。在他们的努力下，这片曾经贫

瘠的盐碱地，正慢慢地生金发光。

制图：张 锐

2020年 7月 22日，习主席
在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国家百
万亩绿色食品原料（玉米）标准
化生产基地核心示范区考察时
指出：“东北是世界三大黑土区
之一，是‘黄金玉米带’、‘大豆
之乡’，黑土高产丰产同时也面
临着土地肥力透支的问题。一
定要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好黑
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
留给子孙后代。”

在吉林西部广袤的松嫩
平原，有一支退役军人团队。
他们 20 多年来奔走在田间地
头，不懈带领群众改良盐碱
地，为绿色的田野播种丰收的
希望。

盐碱地上的盐碱地上的““科技特派员科技特派员””
■金海军 隗公海 本报特约记者 乔振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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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前的盐碱地寸草难生

改良后的盐碱地水稻葱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