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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孔海生报 道 ：“ 区 人 武

部去年帮助我们建设‘蘑菇小屋’，一

开 春 就 见 到 了 收 益 ……”初 春 时 节 ，

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小孟镇郭户村，

党 支 部 书 记 潘 教 粉 看 到 昔 日 杂 草 丛

生的闲置地如今焕然一新，不禁笑逐

颜开。

为帮助结对帮扶村尽快改变落后

面貌，兖州区人武部帮扶工作组定期

走访调研，与村“两委”开展座谈，帮助

梳理发展思路。

近年来，该村外出打工和到城镇

居住人员与日俱增，村中闲置房屋越

来越多。对此，村干部打算利用闲置

宅院，建设岩棉板菇房，加装空调、喷

淋、排气扇等设施设备，立体化种植平

菇，可以实现全年不间断出菇。一个

标准岩棉板菇房建设费用近 20 万元，

这让村“两委”陷入窘境。区人武部得

知后，决定出资帮助建设标准岩棉板

菇房，收益归集体所有。

“岩棉板菇房建设既妥善解决了

人居环境整治问题，又为村集体增加

了收入，还能吸纳村内剩余劳动力就

近就业，可谓一举多得，多方共赢。”驻

村帮扶工作组组长马修介绍，目前“蘑

菇小屋”已顺利投产，利用闲置地建设

的菇房，一次性摆放 3 万个菌包，每年

2 个生产季，可直接为村集体增加 20

多万元收入。

本报讯 李邦杰报道：“为加快推

动农业发展，我们已向县农业部门申

请 5000 亩中低产田改造项目，同时联

系 3 家农业科技公司商定土地承包事

宜。”近日，安徽省定远县仓镇观寺村

村民代表会上，县人武部领导描绘的

发展前景，让村民备感振奋。

定远县仓镇观寺村是该县人武部

定点帮扶村。为做好脱贫攻坚“下篇

文章”，该县人武部领导组织开展大走

访活动，了解村民的意见建议。村民

代表普遍反映，当前急需扩大中低产

田改造面积，加快土地流转向公司化

经营方式转变。该县人武部积极与县

农业部门沟通，先期协调解决 5000 亩

土地改造指标。另外，他们积极联系

安徽科兴、江苏坤元等 3 家农业科技公

司商谈承包土地，帮助农户由“单打独

斗 ”向 规 模 化 经 营 发 展 ，推 动 农 业 从

“粗放型”向“经济型”转变。

该县人武部领导介绍，下一步他们

将持续打造“乡土品牌”，积极培养致富

带头人，大力扶持家庭农场项目建设。

同时，他们依托当地红色资源，协调帮

助 申 报 特 色 商 标 16 个 。 据 了 解 ，自

2016 年以来，该县人武部协调资金帮

助观寺村建立“一村一品”特色产业养

羊场、温氏养猪场、种鹅培育基地等产

业，村集体经济收入实现大幅提升。

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安徽省定远县人武部助力乡村振兴

闲置地低产田变身聚宝盆

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

真情服务退役军人
本报讯 李万全、刘景标报道：帮助

300 余名退役军人找到满意工作、定期

看望慰问贫困军烈属、与困难退役老兵

结成帮扶对子……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

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会成立以来,

积极搭建政府与社会、军队与地方、退役

军人与用人单位的交流平台，为退役军

人就业创业工作质量提升、服务增效注

入新活力。他们在倾心服务退役军人的

同时，组织大家投身志愿服务，在奉献社

会中找到更多的获得感和荣誉感。

江苏省常州军分区

开展上门义诊活动
本报讯 蒋斌报道：近日，江苏省常

州军分区会同第 904 医院常州院区成立

医疗小组，走进结对帮扶的溧阳市茅山

老区上兴镇毛家村，为行动不便的军烈

属困难家庭开展上门义诊活动。他们按

照“一户一案、一人一策”的工作思路，普

及卫生常识、发放常备药品、认真开展体

检工作，在慢性病、常见病等方面给出诊

疗意见，建立个人健康档案。

初春，置身河北省行唐县各公交

站台，经常会看到有乘客驻足在站台宣

传栏前端详英雄画像、了解英雄事迹。

该 县 玉 城 大 街 格 瑞 易 超 市 公 交

站，一位女士在候车间隙，带着孩子

逐字逐句诵读宣传栏上“爆炸大王”

安永昌的生平简介。春日阳光照亮

宣传栏上的英雄画像，也洒在每一个

行人心间。

在行唐县，这样的公交站台有 40

多个。行唐县是革命老区，革命战争

年代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

事。有的被当地人编成了歌谣，有的

被整理成革命故事。去年，该县人武

部联合地方相关部门，决定以当地革

命烈士、模范人物为题材绘制英雄画

像投放到部分公交站台宣传栏。一年

来，参与设计和制作的工作人员通过

查阅资料、进村入户，采访英雄子女，

多方搜集红色故事。渡江战役特等战

斗英雄高如意、晋察冀军区“支前模

范”杨忠信、全国拥军模范“戎运先锋”

王清彦……经过不懈努力，一幅幅英

雄宣传画和事迹简介入驻公交站台宣

传栏，给这座历史悠久的小城注入了

一股新鲜的红色血液。

“原先站台宣传栏上贴的都是大

大小小的商业广告，现在变成一个个

生动的英雄故事。等孩子大一点，我

一定要带她走遍这里的公交站。”一位

正在等车的母亲告诉笔者。据了解，

该县人武部下一步将继续收集当地英

雄事迹故事，丰富国防教育宣传内容，

同时计划建设国防教育主题公园，擦

亮城市国防名片。

上图：公交站台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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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红耀江淮”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走进安徽省休宁县万安镇海宁新村 101岁退役老兵周恩达家中，为老人办

理退役军人优待证。图为周恩达与志愿者们交谈。 武时化摄

“我带 3 名侦察兵切断敌人的电话

线，趁敌人接线的时候扑了上去，将他

们 一 锅 端 ……”3 月 25 日 ，在 解 放 军 第

968 医院病房，几名医护人员正围在 95

岁老八路徐振山身旁，聆听他讲述战斗

故事。

徐振山是山东省蒙阴县人，1942 年

参加八路军，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和 抗 美 援 朝 战 争 ，荣 立 大 小 战 功 10 余

次。1983 年 3 月，刚离休的徐振山受邀

至驻军部队，结合自己的战斗经历，为官

兵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能不能给学生也讲讲您的战斗故

事？学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特别需要您

这样的老前辈。”锦州市教育局领导听闻徐

振山到驻军部队讲课后，第一时间向徐振

山发出诚挚邀请。就这样，徐振山开始红

色宣讲生涯。这些年，他被 33所大中小学

校聘为国防教育校外辅导员。

“每年开学季，是父亲最忙的时候。”

徐振山的大儿子徐卫国告诉笔者，每次收

到讲课邀请，徐振山都会在本子上记好时

间，一堂课结束就做个记号。为丰富课堂

内容，徐振山找到老战友回忆战斗细节，

自费购买相关书籍撰写讲课稿。

义务宣讲的工作，徐老一干就是 39

年。“我上高中的时候听过您讲课，印象

非常深刻。现在，我让学生也来听您的

课，希望他们能从中获得启迪。”当年坐

在讲台下听课的于锐，如今已成为锦州

市第八初级中学的一名老师。

辽宁省军区锦州第四离职干部休养

所政委于海峰告诉笔者，39 年来，徐振

山共讲课 1000 余场，听众累计达 20 多万

人次，写作出版了《我经历的革命故事》

《老兵薪传》两部作品。

2018 年，在干休所支持下，徐振山

和老伴共同打造一处 30 多平方米的小

型国防教育基地。他把自己积累多年的

历史资料分类整合，裱糊 600 多幅图片，

制成 41 块展板。基地虽小，但每年有上

千人来参观。有人问徐振山：“费这劲，

花这钱，图啥？”徐老回答说：“啥也不图，

只是想让年轻人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

来之不易！”

随 着 年 事 已 高 ，徐 老 身 体 大 不 如

前。3 月 10 日，从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讲课返回途中，徐振山突感不适，被紧

急送往解放军第 968 医院。有人问他：

“您为革命干了一辈子，生病还不好好歇

歇。”他笑着回答说：“就是因为我年纪大

了，讲一次赚一次啊。”经过医护人员精

心治疗，徐振山的身体状态明显好转。

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等出院了，只

要身体允许，我会一直讲下去。”徐老告

诉笔者。

红色宣讲三十九年不“停课”
■袁 明 胡琳珏 王开金

近日，新疆军区某团组织实战化训练，着力提升官兵战术基础动作训练

水平。 郑 钞摄

春风入黔，芽吐新绿。贵州省雷

山县雷公山下，一垄垄茶树中，处处可

见摘茶人忙碌的身影。

“疫情防控期间人手紧张，正好捐

赠的 10 多台采茶机到位了，这真是一

场及时雨”“有专家全程把控品质，有

浙茶集团的销路支持，增产增收不用

愁了”……仲春时节，贵州省军区、雷

山县人民政府、浙茶集团军地企三方

共同组织“携手携茶·共享共富”捐赠

仪式暨军地座谈会，为雷山茶产业发

展描摹新蓝图。

自 2020 年以来，黔浙军地携手巩

固“军地搭台、企业唱戏、群众受益”成

果，协调浙茶集团在贵州推进茶产业

基地项目建设，以“黔货出山进军营”

消费帮扶行动为牵引，整合销售渠道

和销售资源，形成东西部省军区“跨域

协作扶贫”的“浙茶模式”。一方面，浙

茶集团把贵州省作为出口绿茶原料的

重要收购合作地，另一方面，依托浙茶

集团在全国 10 余个省市的销售网点、

海外 60 余个国家的销售网络，让贵州

好茶走出大山、远销外地。乘此东风，

贵州茶叶资源禀赋得到充分释放，由

“茶叶大省”大踏步向“茶叶强省”迈

进，黔茶成为贵州百姓“致富叶”。

笔者在军地座谈会上了解到，作

为浙茶集团旗下公益品牌，“携茶”寓

意“先富带后富携手奔小康”。这次品

牌授权，更好激发当地产业自身发展

动力。同时，浙茶集团也将在雷山设

置“携茶”收购点，实现“白叶一号”茶

一站式收购。

“每年 4 个名额，持续 3 年，雷山县

可选派产业经营管理人员到浙江省茶

业学院研学，在浙期间的培训及日常

费用由我们承担。”浙茶集团办公室主

任夏兵告诉笔者，他们专门出资成立

了由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茶叶研究院等

专家组成的专业研究团队，对雷山县

独特地域和气候下生产出的“白叶一

号”茶叶进行研究，挖掘其特色，提高

产品附加值。

除雷山县之外，浙茶集团还到贵州

多地进行产销对接探索：保底销售普安

县和沿河县的“白叶一号”茶叶，并联合

投资 2.8亿元建设普安“白叶一号”茶产

业园；在余庆县按照有机茶、绿色食品

的相关标准要求，开展有机和低农残茶

叶原料供应合作；在金沙、晴隆、独山等

地推进综合加工合作……

据了解，自 2018 年开展“黔货出山

进军营”消费帮扶行动以来，一大批贵

州优质绿色农产品先后走进部队营院

超市、食堂餐桌，部队营院超市为贵州

开设 300 余个农产品扶贫专区（柜），40

多个旅级单位食堂与贵州建立了供货

关系。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

裕，从“黔货进军营”到“黔货闯市场”，

“黔货出山进军营”消费帮扶行动持续

释放辐射效应，蹚出一条军地、军企协

同合作助推产业发展的特色创新之路。

图①：茶农在贵州云尖茶叶实业

有限公司公统基地采茶；

图②：浙茶集团指导雷山民兵帮

助茶农采茶。

“黔货出山进军营”消费帮扶行动再结硕果

“致富叶”香飘黔浙两地
■郭 萌 凌方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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