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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他们是保家卫国的铁血男儿；如

今，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坚强骨干。

退役军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

要力量。一直以来，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

视发挥退役军人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

的作用。今年 8 月，退役军人事务部、农业

农村部等 16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退役

军人投身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号召广大

退役军人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投身乡村振

兴，在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中再立新功。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乡村要振兴，

人才是关键。退役军人在绿色军营摸爬滚

打，接受了严格的教育管理和军事训练，经

受过血与火的砥砺和淬炼。他们政治觉悟

高、综合素质好、纪律观念强、工作作风实，

具有主动担当、勇挑重担、踏实肯干、乐于奉

献等优秀品质。这些，既是干好农村工作和

投身乡村振兴的必备素质，也是干事创业和

成就事业的基本支撑。

挑起一副担子。退役军人投身乡村振

兴，既是响应党和国家号召、投身国家战略

的具体体现，也是他们退役返乡后干事创

业、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过去，许多

退 役 军 人 为 打 赢 脱 贫 攻 坚 战 立 下 汗 马 功

劳；今后，他们在乡村振兴中同样能勇挑重

担 ，像 在 部 队 争 先 执 行 急 难 险 重 任 务 那

样，主动把乡村振兴的担子扛在肩上、抓在

手上。

发扬一种精神。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乡村振兴不可能一

蹴而就，决不可能轻轻松松就实现，需要付

出艰苦努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军人

的底色。退役军人虽然脱下军装，但这种精

神已经融注于他们的血液。面对推进乡村

振兴战略中面临的矛盾困难，唯有发扬这种

特有的战斗精神，敢于迎着困难上，勇于盯

着矛盾干，才能攻克产业发展、创业就业、乡

村建设和基层治理等方面的难题，真正使农

民富起来、农村美起来、农业强起来，早日绘

就美丽乡村的锦绣画卷。

树好一种形象。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是

我党我军的优良作风。在推进乡村振兴中，

广大退役军人要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理念，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尤其对

广大“兵支书”来说，无论是规划农村建设和

产业发展，还是出台具体措施和加强基层治

理 ，都 要 紧 密 结 合 实 际 ，充 分 考 虑 群 众 利

益，坚决摒弃那些华而不实的高指标、不切

实际的高标准，更不能搞那些“博彩头”“争

眼球”的项目。要像革命前辈那样，敢于叫

响“看我的”“跟我上”，以扑下身子、甩开膀

子躬身实干的良好形象，取信于广大群众，

赢得他们的拥护和支持，从而带领他们以

百倍信心、冲天干劲和昂扬精神，投身乡村

振兴的壮阔征程，共同谱写中国乡村新的

精彩篇章。

在乡村振兴中再立新功
■朱永裁

耕耘在希望耕耘在希望的田野上的田野上
——甘肃省平凉市退役军人投身乡村振兴纪事甘肃省平凉市退役军人投身乡村振兴纪事

■■莫福春莫福春 程程 鸣鸣 张佳琦张佳琦

金秋十月，地处六盘山麓的甘肃省平凉

市静宁县进入收获季节，田间地头红彤彤的

苹果挂满枝头，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

每年这个季节，是靳玉国最忙碌的时

候。虽已脱下军装 36 年，但他仍然像一名

战士，以冲锋的姿态投入“收果大战”。

曾获得全国“最美退役军人”等荣誉的

靳玉国，是甘肃省平凉市退役军人的优秀代

表。近年来，平凉市加大从退役军人中选拔

村干部的力度，培养了一支政治过硬、作风

硬朗、年富力强的“兵支书”“兵干部”队伍，

鼓励他们在广阔的乡村大舞台大显身手，跑

出乡村振兴加速度。

“最可爱的人”勇
当“领头雁”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胸怀强军报国

理想的有志青年到部队后，经过绿色军营的

洗礼磨练，一个个淬炼成铁骨铮铮的钢铁汉

子。服役期满，他们脱下军装、返回家乡，积

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大潮。

曾在陕西某部服役的冯兴会，1990 年退

伍回到崆峒区崆峒镇太统村，在村办机砖厂

打工。当过兵的人，就是不一样。他很快便

学会了机砖的生产、焙烧、销售和成本核算，

还提出不少合理化建议，并当上机砖厂厂

长。上任后，他狠抓人员管理，进行技术改

造，企业效益连年递增。

2002 年 5 月，冯兴会瞅准国家扶持非公

经 济 发 展 的 机 遇 ，与 人 合 作 投 资 150 多 万

元，创办太统缸瓦有限责任公司。由于机遇

抓得准、产品质量好，当年收入 340 万元，解

决了本村及附近 130 多人就业，其中国有企

业下岗职工和退役军人有 30 多人。他也因

此多次受到省、市、区表彰。

正当公司业务越做越大时，国家提出

“淘汰落后产能”的号召。尽管淘汰生产设

备会给公司带来不小的损失，但身为党员的

冯兴会二话没说，果断拍板筹措资金引进新

技术，建成全省第一条自动化、环保型、隧道

窑空心砖生产线，改写了甘肃省以煤矸石、

粉煤灰、炉渣等废弃材料为原料生产空心砖

的历史。

“自己生活条件好了，不能忘了乡亲。”

2018 年 8 月，冯兴会根据当地水源地保护需

要，从大局出发，忍痛关闭拆迁建材厂，全

身 心 投 入 太 统 村 经 济 发 展 ，带 领 全 村 在

2019 年率先实现整村脱贫，迈上乡村振兴

的快车道。当年，他被评为平凉市“最美退

役军人”。

“部队战士经过严格的教育训练，综合

素质、纪律观念和吃苦精神强，眼界视野开

阔。”平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于灵才说，

老兵们退伍回乡后，能够把在部队学到的知

识和技能运用到新农村建设中，在乡村振兴

的广阔舞台施展聪明才智。

昔日是“最可爱的人”，今天勇当乡村振

兴“领头雁”。冯兴会只是其中一员。平凉

市把退役军人中的致富能人、农村实用技术

能手、种植养殖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带头

人作为重点培养对象，每年由组织部门、退

役军人事务部门牵头，开展调查摸底、储备

选拔、跟踪培养、定期考评，并围绕农村工作

重点开展能力培训，提高他们的能力素质，

为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建设打下良好基础。

苹果产业是静宁县的支柱产业，也是群

众脱贫致富的“金蛋蛋”。前些年，因果园管

理技术落后、苹果品种老化等原因，效益一

直不好。

“ 守 着 铁 饭 碗 咋 能 要 饭 吃 ？”2019 年 6

月，退役军人王天恩担任治平镇马合村党支

部书记后，决定拿自家果园做试验，带动群

众改良品种。他创新管理和销售方式，组织

成立果业合作社，把全村的果业大户和贫困

户都拉入合作社，为果农提供果园管理、产

品销售、农药化肥等一系列服务。在王天恩

的带领下，果业合作社果品丰收，销路畅通，

全村户均年收入达 9 万多元。

崇信县锦屏镇平头沟村这几年频繁见

诸媒体，特别是在第十四届中国牛产业大会

的助推下，游客纷至沓来一探“窑洞养牛”的

究竟。2017 年，退役不久并担任村委会副主

任的关新华率先开始在荒废的旧窑洞搞起

了养殖。这种节约土地资源、变废为宝的方

式很快得到推广。

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平头沟村坚

持把发展“窑洞养牛”和乡村旅游同步规划、

同步推进，以“三季有花、四季常青”为目标，

探索农旅融合模式，为接续乡村振兴奠定了

坚实基础。

“最能干的人”当
选“兵支书”

“目前，全市有退役军人村级干部 826

人，其中担任村和社区党支部书记 109 人，

主任 109 人，干部 131 人，委员 393 人，在其他

组织任职 84 人。”去年 9 月，在全国退役军人

村干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和推进乡村振兴

现场交流会上，于灵才介绍“兵支书”群体奋

战脱贫攻坚的先进事迹，赢得热烈掌声。

平凉市领导说，经过持续培养，目前“兵

支书”“兵委员”和“兵干部”，已经成为全市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助推基层社会治理、弘扬文明新风的一支重

要力量。

80 后“兵支书”李志远退伍后，成立机械

租赁公司。公司很快从只有 2 台装载机，发

展到有 13 名员工和 11 台装载机、挖掘机等

机械的规模，短短 3 年还清了 60 万元贷款，

开始赢利。

2015 年，李志远高票当选庄浪县水洛镇

中川村村主任。他四处筹措资金、争取项

目，把改善村容村貌作为头等大事来抓，组

织村民清理村口的垃圾场，改建成占地 11

亩的生态休闲广场，使村民休闲娱乐有了好

去处。

紧接着，他又着手解决村里巷道下水堵

塞、污水横流问题，并硬化道路、扩建村部、

修建文化舞台，彻底改变了村里面貌。如

今，中川村村容村貌整洁，初步实现春有花、

夏有荫、秋有果、冬有绿的目标，成了远近闻

名的文明村。

李志远的能力水平和工作实绩，领导和

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上。4 年后，他当选村

党支部书记。

李志远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在村

支委会上，他动情地说：“一人富不是富，只

有全村群众都富起来，我才是一个合格的党

支部书记。”

为实现全村群众都富起来的目标，李志

远带着村民外出学习蔬菜大棚种植技术，丰

富种植品种。村里菜农的年均收入从过去

的 1 万元，增加到 6 万元。提起李志远，村民

一个劲儿地夸：“很能干，好支书！”

裴喜民是庄浪县裴堡村的致富能人。

退伍时，他还是个 20 岁的小伙子，村里看重

退伍军人，想让他担任村干部，可裴喜民心

里没底，他觉得自己资历浅，还担不起这份

重任。

社会是最好的熔炉，实践是最好的课

堂。趁着年轻，裴喜民卖药材、收苹果、开饭

店，既积累了财富，还增长了才干、丰富了阅

历。经过培养帮带，裴喜民当选为裴堡村党

支部书记。上任后，他一门心思投入新农村

建设和乡村振兴之中。

这些年，裴喜民带领村民发展特色产

业，有的种苹果、西葫芦，有的养殖肉牛，全

村特色产业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他还牵

头成立种植合作社、果业合作社和养殖合作

社，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村民甩掉贫困的帽

子，向特色产业强、村容村貌美、全体村民富

的目标迈进。

农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支部强不强，

关键看“班长”。刘浩退伍后，凭借在部队练

就的过硬素质，很快当上华亭市马峡镇马峡

村党支部书记。结合村里实际，他把目光锁

定种植中药材，带领 5 名退役军人发展中药

材产业。

引进先进种植理念、严控化肥用量、改

变晾晒方法……刘浩想方设法提升药材品

质，并与药材生产企业直接联系，减少中间

环节，使中药材的销售价格增长了 3 倍，全

体药农享受到实实在在的红利。

“ 迷 彩 绿 ”成 为
“最美丽的人”

甘肃省首届“十大杰出青年农民”、全国

青 年 星 火 带 头 人 标 兵 、全 国“ 最 美 退 役 军

人”……这些分量十足的荣誉，属于一个叫

靳玉国的老兵。

靳玉国在部队服役 5 年。退伍不久，被

推选为静宁县城川镇靳寺村党支部书记，成

为当时全县最年轻的村支书。“一定要让大

家换一种活法。”上任后，靳玉国经过认真调

查，先是成立村工程队，创办地毯厂，又建起

木材经销站和粉条加工作坊，使靳寺村一改

暮气沉沉的旧模样。

不久，他又抓住县上大力推广种植苹果

的机遇，带领全村栽种苹果树 2000 亩。种

植苹果使村民的腰包日渐鼓了起来，生产生

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靳寺村从过去的“空

壳村”变成全市“红旗村”。

静宁县大面积种植苹果后，苹果储存和

销路一时成为难题。敢闯敢干的靳玉国到

外地学习取经回来后，建起静宁县第一孔

“自然通风库+塑料袋”模式的果窖，并成立

果品经销公司。

如今，靳玉国在静宁县多个乡镇建起 66

间冷库，总储存量达 5 万多吨。

带着“陇原红”商标的静宁苹果不仅走进

国内 30 多个大中城市，还远销俄罗斯、印度、

泰国等 16 个国家和地区，公司总资产达 1.5

亿元，先后荣获国家扶贫龙头企业、全国果业

百强品牌企业、中国质量诚信企业等称号。

创造出“庄浪精神”的庄浪县，是全国第

一个“中国梯田化模范县”，而大庄村是全县

第一块梯田诞生地。大庄村党支部书记程

力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

退伍回乡之初，程力与父辈一起修梯

田。修完梯田，他又带着乡亲们植树造林，

并因地制宜探索出“山顶乔灌戴帽，山间梯

田缠腰，地埂牧草锁边，沟台果树围裙，沟底

坝库穿靴”的绿化模式，被全县推广。

荒山绿了，苹果红了，气候好了，飞鸟来

了。2020 年，大庄村被评为全国生态文化

村，成为黄河流域水土保护综合治理的典范

和依靠产业脱贫、建设美丽乡村的典型。

“我刚退伍回来时，大家都往南方跑，年

轻人都外出打工，村里只剩下老人、妇女和

小孩。”静宁县雷大镇麻硖村党支部书记兼

村委会主任徐志军说起往事，很是感慨，“当

时，我也想出去打工，但是老支书劝我留下

来。我是一名退伍军人，又是党员，这个时

候不能往后躲。”

徐志军毅然挑起重担，团结村“两委”班

子，种苹果、兴产业，强基础、改村貌，村民收

入连年翻番，精神面貌焕然一新。2019 年，

徐志军被甘肃省委、省政府表彰为“全省脱

贫攻坚先进个人”。

退伍不褪色，退伍有作为。平凉市广大

退役军人脱下军装回到农村后，凭借在绿色

军营练就的过硬本领和良好作风，奋战在乡

村振兴新战场，在农村的广阔天地书写精彩

人生。一抹抹“迷彩绿”，成为乡亲们交口称

赞 的“ 最 美 丽 的 人 ”。 两 年 来 ，全 市 826 名

“兵干部”中，有 36 人被选评为“最美退役军

人”，45 人获得省、市、县三级表彰，63 人被

推选为全市“两代表一委员”，2 人被表彰为

甘肃省脱贫攻坚优秀党组织书记。

他们扎根基层，用亮丽的工作实绩，展

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的精神风貌！

图①：庄浪县赵墩乡裴堡村

“兵支书”裴喜民示范苹果快速套

袋方法。

图②：庄浪县赵墩乡大庄村

“兵支书”程力（右）与村民拉家常，

了解生产生活情况。

图③：静宁县雷大镇麻硖村

“兵支书”徐志军（左）给村民讲解

果树养护技术。

图④：庄浪县水洛镇中川村

“兵支书”李志远（中）传授苗木种

植技术。 赵三强、王胜利摄

制图：张 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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