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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经过反复调查确认，您寻

找的临清籍烈士霍寿保葬于吉林省四

平市烈士陵园……”

“终于找到大爷爷了！真是太感

谢你们了！等疫情结束，我们就去祭

扫……”

11 月 2 日，山东省临清市潘庄镇英

烈屯西村，村民霍康利握着临清市退

役军人事务局优抚科工作人员丁伟的

手，激动不已。至此，山东省“让思念

发光·帮烈士回家”公益活动，已帮助

1103 位烈士找到了亲人。

齐鲁大地多英雄。山东省退役军

人事务厅领导介绍，该省登记在册的

烈士有 30.2 万人，其中无名烈士超过 7

万 人 ，大 多 牺 牲 在 战 火 纷 飞 的 年 代 。

在南北转战中，不少同志牺牲了，叫什

么名字，哪个部队的，家是哪里的，无

法确认甚至来不及确认。有的家人知

道 家 中 有 烈 士 ，却 不 知 亲 人 葬 在 何

处。怎么帮更多的烈士找到亲人，怎

么让更多的烈士魂归故里，家人在等，

社会在盼。

“褒扬烈士、弘扬烈士精神，是党

和政府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

2019 年 8 月，山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等

多部门联合发起“让思念发光·帮烈士

回家”公益活动。由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搜集烈士信息，媒体牵线搭桥，社会各

界联动，志愿者全力协助，共同为烈士

寻亲。

寻亲不易。时隔多年，物是人非，

加之过去记录方式原始、差错较多，很

多 时 候 只 能 靠 人 工 进 行 比 对 。 志 愿

者、聊城市高唐县委网信办主任徐文

峰向记者介绍了自己为烈士寻亲的办

法：加入全国各地的多个相关 QQ 群，

获得籍贯为高唐或附近县市的烈士墓

地照片和资料；查阅各地军事志、各地

烈士名录、部队烈士名录等资料，与高

唐革命烈士名录详细核对，对资料进

行甄别……经过大量细致的工作，徐

文峰等志愿者已帮助 14 位烈士找到亲

属，搜集整理了 50 多名聊城籍烈士和

1100 余名山东籍烈士的资料。

与此同时，山东省退役军人事务

厅、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英烈面

孔——为革命先烈画像”公益活动，退

休“神笔警探”林宇辉，跨越 15 省、21 座

城市，行程 1 万多公里，走访 400 多户人

家，凭着家属描述，用手中画笔还原了

103位烈士生前相貌，让英雄与家人“相

见”。当地电视台还利用 AI 技术，制作

动态画像，让牺牲了半个多世纪的英雄

“复活”，向亲人微笑致意。当熟悉而又

陌生的亲人出现在眼前，白发苍苍的烈

士后人泪流满面，久久不愿离去。

两年来，山东省已为 1103 位烈士

找到了亲人，并在有条件的地方，对无

名烈士进行 DNA 采样，为寻亲查询、

比对、确认提供可靠证据。济南市提

取 685 份无名烈士 DNA 样本，首批完

成 39 份样本鉴定，28 份具备寻亲条件，

现已为 6 位无名烈士找到亲属，确定了

姓名和籍贯。

山东省“让思念发光·帮烈士回
家”公益活动持续推进

为 1103位烈士找到亲人
■黄 涛 本报记者 熊永岭

本报讯 王世杰 、 记 者 陈静 报

道：初冬，湖南长沙，2021 年湖南省

新招录乡镇 （街道） 专武干部任职资

格培训展开。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

参训的 114 名学员均为退役大学生士

兵 。 湖 南 省 军 区 动 员 局 局 长 吴 畏 介

绍，“新鲜血液”的注入，将进一步改

善和优化专武干部队伍结构，为基层

武装工作增添活力。

去年以来，湖南省军区联合地方

政府相关部门打造退役士兵专武干部

培养工程，将退役士兵就业与基层专

武干部培养相结合，出台 《关于加强

新时代基层人民武装部、村级民兵营

（连） 建设的意见》 等政策法规，明确

全省专武岗位主要面向退役大学生士

兵定向招录，培训合格后上岗。首批

定向招录的退役士兵专武干部到基层

武 装 部 工 作 一 年 多 ， 得 到 乡 镇 （街

道） 干部和民兵的认可，大家普遍反

映 退 役 士 兵 专 武 干 部 爱 学 习 、 懂 军

事、肯吃苦、守纪律。

为高标准打造退役士兵专武干部

培养工程，湖南省军区还推出一系列

激励举措：县级人武部干部骨干与退

役士兵专武干部结对联系，明确退役

士兵专武干部所在乡镇 （街道） 的基

层武装部长担任“专武导师”，共同帮

助退役士兵专武干部缩短适应期，尽

快掌握国防动员、维稳处突、抢险救

灾、兵员征集等本领；对大项任务完

成好、有较大贡献的退役士兵专武干

部优先选聘为“征兵形象大使”，并在

家乡媒体进行广泛宣传；对工作实绩

突出、党员群众认可度高、发展潜力

大的，在提拔使用、调整岗位上优先

考虑，特别优秀的可直接提拔为基层

武装部长。

新政策带来新变化，也催生了新

干劲。面向退役士兵定向招录专武岗

位政策实施 3 年，累计招录 330 余人。

下一步，湖南省将逐步实现每个基层

武装部均有退役士兵专武干部，切实

激活基层专武干部队伍内生动力。益

阳市安化县专武干部郭新传在部队服

役 5 年，定向招录到乡镇武装部工作

后，他发扬敢啃“硬骨头”的精神，

先后完成疫情防控、扑救山火和抗洪

抢险等重大任务，赢得基层干部和群

众的赞誉。张家界永定区枫香岗街道

武装部退役士兵专武干部彭雨阳，凭

借自身过硬的军事素质，带队参加省

军区比武，一举夺得团体第一的好成

绩。株洲市，天元区泰山路街道武装

部长贺谌华深有感触地说：“退役士兵

专武干部军事素质过硬，执行力强，

他 们 给 基 层 武 装 建 设 带 来 了 全 新 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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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底，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生

机镇一派丰收景象：山上，柑橘金黄；坡

地，刺梨飘香；田间，小米辣长成一片红

色的海洋。参观天渠、体验采摘、入住民

宿，前来观光休闲的市民络绎不绝。看

着在村头路口疏导交通、协助防疫检查

的民兵，89岁的左遗朝老人感慨：“从‘穷

坎坎’变成了‘福窝窝’，多亏了民兵们！”

崖高石硬水利工程“修不成”？
民兵战斗队绝壁凿天渠

“生机生机山连山，眼望河水喊口干，

家中没有三碗水，既愁吃来又愁穿……”

这首几十年前流传于毕节的歌谣，描述了

那年七星关区生机镇群众生活困境。

生机镇位于云、贵、川三省交界的乌

蒙山腹地，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土地蓄不

住水。住在山腰上的群众听得到峡谷中

的溪水声、看得见山下的赤水河，用水却

非常困难，背一桶水到家，成年汉子往返

得半天。一瓢水，先洗菜后洗脸，晚上再

洗脚，洗脚后或煮猪食或喂牛，一滴也舍

不得浪费。缺水，严重制约当地农业生

产，影响村民生活。要将水引进村寨，必

须从悬崖绝壁上凿出渠道，一批批水利

技术人员到这里勘察，然后又都摇着头

回去了。直到 1956 年底，退役军人徐荣

来到了生机镇镰刀湾村。从抗美援朝战

场归来的徐荣带着 12 名民兵骨干进山

“蹲”了一个多月后，将乡亲们召集到一

起：“在上甘岭时，头顶上有飞机干扰、身

边有炮弹轰炸，志愿军还能修出那么多

坑道。今天咱们在自家门口还修不成一

条沟？人心齐，泰山移。退伍兵和民兵

跟我上！”

84岁的黄元刚是当年的民兵骨干之

一，他回忆：“1956 年腊月二十开山炮响，

我们就上了山。几百米高的绝壁，坚硬

的岩石，手不能抓、脚不能落。我们就在

腰上挂着绳子，从山顶吊下去，一钎一锤

砸出炮眼，再用火药一点一点地炸……”

一钎一锤一双手，两年“啃”下 8 公

里。1958 年正月初一，潺潺流水从后来

被命名为“卫星大沟”的石渠奔涌进村。

当年，镰刀湾的镰刀，第一次收割了金灿

灿的稻谷，乡亲们第一次敞开肚子饱餐

白米饭。“卫星大沟”荣获全国“最高水利

建设成果奖”，其所在公社获评国务院

“兴修水利先进单位”。

以“卫星大沟”为发端，各村民兵纷

纷组建专业队、长修队、突击队等，用悬崖

吊人、钎凿锤敲、自制土炸药等人工作业

方式，向“野兽不能行、飞鸟无处站”的悬

崖绝壁宣战。高流村“穆桂英排”16名女

民兵以洞为家，在岩洞里搭五层竹子木板

床一住就是 4年；镇江村“黄继光连”民兵

高唱战歌，吊挂在狮子岩、斜厂岩等 6个悬

岩上苦战数年，修出了“跃进大沟”……

生机镇党委书记兼民兵营教导员吴

世渊告诉笔者，民兵战斗队一茬接着一

茬干、一锤接着一锤凿，先后开凿了 40

多条水渠、修建了 10 多座山塘水库、整

治改良土地 6.85 万亩，解决了困扰生机

人民千百年的饮水、耕地问题，生机镇旧

貌换新颜。

石头山上种不出好庄稼？
民兵攻坚队栽下“致富树”

有了水利基础设施，生机人种玉米、

种水稻，结束了以前靠天吃饭的历史。

但是，玉米、水稻，能让人填饱肚子，却很

难让人富起来。

脱贫攻坚，谁来打头阵？群众热切

的目光再次投向了几十年前为大家在悬

崖绝壁、高山深谷间凿山引水的退役军

人和民兵队伍。七星关区人武部根据贵

州省军区《关于在退役军人中培塑农村

基层党组织带头人推动脱贫攻坚决战决

胜的实施方案》和“一部一村一校一品”

的帮扶措施，采取军地联育的方式，选拔

培塑农村基层党建领头人、脱贫攻坚引

路人、和谐稳定维护人、人民群众贴心

人、退役军人榜样人、农村产业革命带头

人、经济发展内行人。

在人武部的支持和帮助下，退役军

人和民兵继承绝壁天渠精神，带头向昔

日荒山宣战：在联合村，退役军人许定春

带着村民种下 1600 余亩茵红李；在高流

村，退役军人刘松带领民兵将天渠水引

入旱地荒坡，1 万亩柑橘让荒坡变成“绿

色银行”；在镰刀湾村，退役军人李长远

在人武部的支持下，种植葡萄 500 亩，带

动当地贫困户 85 户 170 余人就业致富增

收……全镇经果林种植达 6.5 万余亩，并

还在持续增加。

同时，人武部带领民兵开山修路，帮

助农产品走出大山。仅 2014 年至 2019

年，生机镇共修建通村组路 532 公里、串

户路 863 公里。树上的果子、田里的稻

子、山间的药材源源不断从山里运出，生

机镇也被评为“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小山乡如何建成新农村？
“兵支书”冲锋乡村振兴路

9 月 23日，2021年中国农民丰收节贵

州主会场活动在毕节市七星关区举办。

此次丰收节，利用互联网平台，创新线上

线下多种形式，开展产品展销、文艺表演、

体验互动等，吸引了百万人的关注。

活动现场连线对坡镇对坡社区。火

红的高粱地里，一场趣味收割比赛正在

进行。红彤彤的高粱穗映红了乡亲们的

笑脸，也感染着“云”观看的人们。看着

直播间不断上涨的观众人数和农特产品

订单，对坡镇对坡社区党支部书记、退役

军人尹春平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2019 年底，七星关区脱贫摘帽。脱

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

起点。乡村振兴，产业是支撑，如何做

好、做大、做强？包括尹春平在内的一批

退役军人和民兵骨干再次站到了排头。

毕节军分区探索推进党支部领办村

集体合作社，创新“党建+积分”模式，创

新“党组织带强、合作社带富+自治法治

德治”相融合的“两带三治”治理模式，发

挥“军地三级党组织”作用，抓好“黔货出

山进军营”等多项工程，确保在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的新征程中重点帮扶县不掉

队。“兵支书”所在党支部领办村集体合

作社，民兵带领群众一起闯、一起干，促

进了强村富民双赢。

尹春平带领对坡社区“两委”班子成

立了合作社，发展大棚产业、开设帮扶车

间。今年，在市场调研后，合作社组织

137 户 群 众 种 了 22.6 万 余 平 方 米 的 高

粱，年收入可达 50 余万元。

一个个退役军人和民兵骨干发扬光

荣传统，助力群众增收致富的故事在乌

蒙山脚下上演。为发挥退役军人优势加

强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毕节计划全

市 每 个 村 至 少 培 养 1 名“ 兵 支 书 ”，以

“兵”力量带领群众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

行稳致远。

11 月 7 日，七星关区第 11 届村（社

区）“两委”换届展开，许定春、刘松、李长

远等 581 名退役军人进入后备队伍。他

们说：“前人为我们引来了清泉水，我们

将继续奋斗，带乡亲们踏上幸福路。”

当年绝壁开渠当先锋，如今乡村振兴打头阵。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几代
退役军人和民兵骨干接力奋斗—

情系家园热土 造福父老乡亲
■蒋 领 罗华柄 陈估猛

11 月 6 日至 8 日，辽西地

区遭遇暴雪到大暴雪，局部地

区达特大暴雪。驻军官兵、民

兵预备役人员与群众一道，抢

修道路、排查危房险房、加固

蔬菜大棚、运送救灾物资，减

少极端天气对群众生产生活

带来的影响。图为辽宁省锦

州市古塔区人武部官兵在居

民小区清理积雪。

本报特约记者 姜玉坤摄

1958年，

毕节县生机公

社（现 七 星 关

区生机镇）“黄

继 光 连 ”民 兵

和群众在修天

渠工地合影。

徐冰雪提供

七星关

区生机镇民兵

常态维护绝壁

天渠。

张忠应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