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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责任编辑 王京育

人武部面向三军、协调军地，我们

要充分发挥协调职能，积极主动对接军

地需求，真正成为联系军地的桥梁和纽

带。 ——李云浩

“感谢驻地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

感谢人武部协调推进，让事情在短时间

内得以顺利解决……”近日，在几台钩

机的轰鸣声中，困扰驻河北省故城县某

部多年的一处纠纷房产被拆除，该部领

导高兴地说。

“驻军部队的烦心事，就是我们的

操心事。”2018 年 8 月，李云浩从空军交

流至故城县人武部任部长。在人武部

任职 4 年，李云浩深有感触：“故城有驻

军，需要人武部协调的事不少。部队的

事再小，也连着战斗力，我们必须办好

办实，当好‘军代表’。”

今年 4 月，某部有 60 名战士需接种

新冠肺炎疫苗加强针，但体系医院离驻

地较远，按照疫情防控要求，战士们无

法前往接种。部队找到人武部，李云浩

立即联系县疾控中心工作人员上门接

种，解了驻军部队的燃眉之急。

某部一名转业干部在办理家属随

调时，因档案缺失部分材料，无法办理

接收手续。李云浩了解到这一情况后，

立刻联系人社等相关部门现场办公，及

时补齐材料。这名转业干部非常感动：

“人武部真是我们的‘娘家人’。”

“为及时给驻军部队解难题，我们

定期‘上门’摸需求，对部队需要地方协

调解决的问题拉单列表，逐一摸清原

因、寻找解决途径。”李云浩说。

空军某部向人武部反映，机场周边

养鸽户逐年增多，鸽群已严重干扰部队

日常飞行训练。曾在空军机关工作多

年的李云浩，深知机场鸟害防治和周边

净空管理对飞行保障的重要性。“必须

找到常态化、长效化的治理办法。”人武

部牵头，军地坐在一起，商讨划定管控

区域。“划定管控区域后，我们再将管控

区域网格化，安排网格员担负日常监管

任务，定期向乡镇汇报鸽群和净空威胁

情况，由乡镇联合驻军部队共同实施处

置。”李云浩说。

解决军用土地确权、加强军事设施

保护、建设战备道路、妥善安置随军家

属……这几年，李云浩带着人武部人员

真心实意为驻军部队解难题办实事，赢

得驻军部队一致好评。“人武部面向三

军、协调军地，我们要充分发挥协调职

能，积极主动对接军地需求，真正成为

联系军地的桥梁和纽带。”李云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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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光兰和她 78 岁的丈夫、退役老

兵胡东涛没想到，集体婚礼过去 20 多

天了，但话题在网上的热度不减，仍不

断有网友留言为他们送祝福。

“我们也成‘网红’了！”田光兰笑得

合不拢嘴。田光兰是山东省莒县浮来

山街道胡家村人。1969年 10月，她与相

恋 4 年的胡东涛选定日子准备办喜事。

好日子临近，部队来了重大战备任务，

胡东涛未能如期返回家乡举办婚礼。

42 天 后 ，田 光 兰 获 批 到 部 队 探

亲。当时条件艰苦，新婚之夜，一个简

易的棚子，一张用砖头垫起来的铺板，

就是他们的“新房”。说起这件事，胡东

涛至今仍觉得对不起田光兰。

1973 年 2 月，当了 9 年兵的胡东涛

退役返乡，夫妻二人终于团聚。两人感

情和睦、勤俭持家，多次被县、乡镇街道

评为“文明家庭”“新农村建设示范户”，

日子越过越红火。

今年初，莒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到胡

东涛家走访慰问时，胡东涛老人道出心

愿，想给携手走过 53 个春秋的妻子一

个 特 别 的 婚 礼 ，弥 补 53 年 前 的 遗 憾 。

在后来的走访中，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

人员发现，不少老兵也有这样的心愿。

“办一次老兵集体婚礼，让老兵不再有

遗憾。”县人武部与退役军人事务局“一

拍即合”，与当地融媒体中心一起，筹划

老兵集体婚礼，让老兵夫妇风风光光当

一次“新人”。

5 月 20 日，这场集体婚礼在莒国古

城举办，7 对老兵夫妇一起步入婚礼现

场，他们当中年龄最小的 60 岁，年龄最

大的 80 岁。

绿色的军装，洁白的婚纱，“新人”

们脸上带着笑，眼中却泪光闪闪。“这样

一场集体婚礼，饱含着党和政府对我们

的关心厚爱。离开部队几十年了，但党

和政府一直没有忘记我们。”胡东涛说。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赵国山告

诉记者，“组织这样的仪式，一是为老兵

弥补遗憾；二是引导大家学习老兵的牺

牲奉献精神，在全社会营造尊崇军人、

关爱退役军人的浓厚氛围。”

山东省莒县为退役老兵补办婚礼

跨越53年的祝福
■赵希全 黄永仓 本报记者 林 琳

交 流 干 部 国 动 人交 流 干 部 国 动 人

6 月 5 日，伴着热烈的掌声，和田地

区图书馆“天文点边防连分馆”，在新疆

和田军分区某边防团海拔 5170 米的天

文点边防连正式挂牌，为天文点边防连

及周边海拔 5000 米以上哨所官兵送来

“知识大餐”。

喀喇昆仑高原海拔 5000 米以上的

哨所，交通十分不便。今年 5 月，在军

地共同推动下，和田地区图书馆开展

“京和书香万里行”文化志愿服务活动，

在天文点边防连建立分馆，签署《和田

地区图书馆·天文点边防连分馆共建协

议书》，并最大限度发挥辐射作用，提高

图书资源利用率。

和田地区图书馆工作人员张紫晗

介绍，军分区定期收集哨所官兵读书阅

览需求，与图书馆对接。图书馆也选派

工作人员走访高原哨所，面对面了解官

兵阅读喜好。据悉，这批送上高原哨所

的图书有军事、心理、文学、地理、机械、

食品共计 28 类 2000 余册。

此外，该军分区还与图书馆加强

“远程管理”，在指导官兵合理使用图书

的同时，根据官兵反馈，及时增补、更新

图书。“分馆还能与图书馆实现资源共

享，官兵通过扫码，便可阅览图书馆的

电子书。”张紫晗说。

“高原哨所也有了图书馆，我们的

文化生活更丰富了！”天文点边防连一

级上士韩卫星说。

上图：图书馆深受官兵欢迎，大家

竞相借阅。 杨建军摄

山 水 交 融 石 嘴 山 ，青 山 含 黛 半

城 湖 。

夏日的宁夏石嘴山市星海湖，碧波

荡漾、鸟翔鱼跃。水岛沙汀星罗棋布，

各类植被色彩斑斓。端午节小长假，湖

岸边的亭台、栈道游人如织。

曾几何时，这里是一片污水横流、

垃圾成堆的泥淖，环境十分恶劣。得知

市委、市政府要下决心治理这片泥淖

时，石嘴山军分区主动请缨，协调组织

驻军工兵部队和民兵分队，率先打响湿

地恢复整治攻坚战。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军地共同努力下，昔日泥淖成为水清

景美的水上公园。

这是石嘴山军分区参与当地生态

文明建设的一个缩影。

石嘴山市，东濒黄河水，西依贺兰

山，拥有丰富的煤炭、硅石和水资源。

当地群众把黄河视为滋润大地的“母亲

河”，把贺兰山视为阻挡沙漠侵袭的“父

亲山”。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规

模的无序开采，不仅让贺兰山部分山体

“千疮百孔”，也给黄河自然生态带来巨

大伤害。

走进新时代，生态文明理念不断深

入人心、生根发芽，一场场生态治理攻

坚战在石嘴山市接连打响。军分区屡

屡主动请战，在黄河与贺兰山一体治理

战场上率先冲锋、攻坚克难。

“人们常说，在贺兰山种活一棵树

比养一个娃都难。”该军分区领导告诉

记者，植树是修复生态的好办法，但贺

兰山主要由变质岩组成，是座名副其实

的“石头山”，植树难度极大。

为了“让石头缝里长出大树”，军分

区多任领导带领官兵和民兵接力种树，

用心栽培。靠着肩挑背扛、精心呵护，军

分区携手驻军部队，坚持“扮绿”贺兰山。

在该市惠农区，曾有一片大约 43

平方公里的矿区住宅区。因长期开采

破坏地质，这片住宅区成为塌陷区，有

超过 9 平方公里的土地严重沉陷，居住

在这里的 2 万多户居民提心吊胆。塌

陷区移民搬迁和生态治理工程启动后，

该军分区积极组织官兵和民兵、协调驻

军部队参与，帮助移民搬出塌陷区，住

进新家园。官兵还与当地群众一道，在

塌陷区内栽种丁香、紫穗槐、云杉、油松

等 30 多种树木，昔日灰蒙蒙的矿坑变

成多彩树木茁壮成长的“七彩园”。

扮靓“母亲河”，绿化“父亲山”。该军

分区多年持续参与生态治理、包片植绿，

“战果”累累。他们还组织水上民兵分队

助力黄河水域治理，并鼓励产业园区的编

兵企业发展清洁能源，助力生态产业化。

贺兰山下第一村，最美当属龙泉

村。这个当年远近闻名的贫困村，在军

分区的持续帮扶下，早早摘掉了“贫困

帽”，如今正大步走在绿色发展的乡村

振兴道路上。发展有机农业，不仅让乡

亲们的日子更甜，也让村子的景色更

美，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实现双赢。

“环境越来越好，我们的生活也越

来越好！”龙泉村村民郭宁高兴地说。

宁夏石嘴山军分区积极参与地方生态文明建设

植绿护绿，爱我“第二故乡”
■何 红 本报记者 路波波

“认领一棵红松，从此，军旅人生多

了一分责任和牵挂……”近日，黑龙江

省伊春军分区勤务分队下士徐龙宇来

到一棵红松旁，郑重地挂上印有自己姓

名的金属牌，并签订了认领协议书。

“认领红松是军分区的一项传统活

动，旨在鼓励官兵积极参与第二故乡的

生态文明建设，护环境、爱树木、植新

绿，用实际行动践行守护绿水青山的责

任担当。”伊春军分区政委陆源宏向记

者介绍，在伊春，“林业老英雄”马永顺

从“多砍树”到“多栽树”的一生，正是伊

春林区发展史的一个缩影。在守林人

精神的激励下，军分区认领红松的活动

已坚持了 14 年。

伊春，一座位于小兴安岭腹地的森

林城市，有着世界上面积最大的红松原

始森林。

2008 年夏天，该军分区在原始森

林展开演训活动。抵达后，眼前的一幕

让参训官兵痛心：受台风北上影响，不

少有几百年树龄的红松“树王”被大风

刮倒。看着伏在地上的“庞大身躯”、凌

乱枝叶，官兵暗下决心：“一定要为守护

这些树木尽一分力！”不久，该军分区发

起“认领红松，建设和谐生态第二故乡”

活动，从党委常委到普通一兵，人人积

极认领红松。

据悉，14 年来，该军分区官兵、民

兵已累计认领近 1.5 万棵红松。“认领

红松后，树上便有了我们的姓名和专

属红松编号。认领不仅仅是捐款，更

重要的是，我们通过这项活动树牢了

生态文明理念，切实领会了‘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的深刻内涵。”

2017 年，老兵张勇退役前来到自己认

领的红松旁，捧了一小把黑土，又捡了

几片松叶作纪念。回乡后，他坚持生

态优先，大力发展绿色种植业，成为当

地 乡 村 振 兴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的“ 领 头

雁”。“与红松相伴几年，我找到了返乡

创业的方向，受益一生。”看着家乡绿

水青山，种植园内生机勃勃，张勇感慨

万千。

在组织认领红松活动的同时，该军

分区还编齐配强了十余支民兵护林分

队，建立大风天封山戒严日制度和三级

联动预警响应机制，为这片原始森林

“保驾护航”。“因为爱红松，我们都练出

了一双铁脚板。”铁力市民兵应急连连

长邵辉说，“护林巡山，一次要走几十公

里，但没有一名队员叫苦叫累。这片原

始森林造福子孙后代，保护它，是我们

的光荣！”

新兵入营，他们的军旅人生便拥有

了一棵红松，一人一树一牵挂，树成了

家人和朋友；老兵退役，他们会自发与

红松告别，在纸条上写下离别话语，用

瓶子封好，藏在树洞，期待下一次的重

逢……

黑龙江省伊春军分区引导官兵树立生态文明理念

认领红松，收获绿色希望
■郭 岩 黄 亮 本报特约记者 陈立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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