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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责任编辑 王京育

仲秋，连片的大豆田披上一层金黄，

传递着丰收的喜讯。站在田埂上，黑龙

江省黑河市孙吴县曙光村种粮大户吴春

江喜上眉梢：“黑土点‘金豆’，又是一年

好收成！我们的黑土地‘活’过来了！”

黑土是世界公认最肥沃的土壤，被

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黑河市有着丰

富的黑土资源，但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

由于长期过度开发和不合理使用，致使

黑河的黑土加速流失。当地年长的村民

回忆，小时候村里的土地“插根筷子都发

芽，攥上一把都出油”，后来成了“大沙

包，破皮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多次对黑

土地保护作出重要指示，2016 年 5 月在

黑龙江考察调研时指出，要采取工程、农

艺、生物等多种措施，调动农民积极性，

共同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近年来，

为遏制黑土地退化势头，黑河市委市政

府大力推动黑土地保护工作，出台相关

文件、制定具体措施，掀起保护“耕地中

的大熊猫”热潮。

“黑河是我们的第二故乡，保护黑土

地，我们也要尽心出力。”黑河军分区司令

员贾伦曾担任过“黑河好八连”连长，他的

倡议得到军分区党委一班人一致响应。

“起初，我们的行动基本是‘零敲碎

打 ’，效 果 并 不 显 著 。”贾 伦 介 绍 ，2019

年 ，他 们 专 门 请 来 地 方 专 家“ 把 脉 开

方”。专家经过调研提出建议，军分区可

以组织力量，在河畔和耕地之间植树种

草，以减轻暴雨和流水造成的黑土流失。

孙吴县卧牛河村的大豆商品粮基地

就建在河边，由于缺少林草等植被覆盖，

一场暴雨冲垮了耕地、冲毁了豆苗。军

分区决定先在卧牛河畔试点，植树种草、

涵养水土。

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卧牛河村村民

告诉笔者，植树种草会占用一部分耕地

边缘，起初有不少人反对，但军分区官兵

不厌其烦地上门解释，讲清当下和长远

的关系，大家渐渐转变观念，不再只盯着

眼前的“一亩三分地”，不少村民开始主

动退耕还林。

3 年转眼过去，军分区已在卧牛河

畔种植柳树 200 余棵，灌木 150 余株，播

撒草籽 20 余公顷，在河畔和耕地之间打

造了一条“林草带”。回忆起植树种草时

的艰辛，军分区勤务班战士张文建说，每

年 4 月植树时，东北的天气乍暖还寒，大

家双手冻得通红。有时赶上寒潮，辛辛

苦苦种的树苗冻死一大半，还得从头再

来。撒下的草籽，埋得深了，发不出芽，

埋得浅了，一场春雨就冲散了。

为了确保林草存活率，参与植树的

官兵每人认领两棵树，负责一片草。“我

们一有空就去看‘树儿子’‘草姑娘’。”该

军分区保障处助理员苗锐说，如果发现

有 未 成 活 的 草 木 ，大 家 就 会 想 办 法 补

种。“如今，这片林草不仅保护了黑土和

庄稼，我们还能乘乘凉、歇歇脚，真好！”

村民王常军感慨。

“我是嫩江民兵，我保证不过度使用

农药化肥，坚决保护黑土地！”今年 5 月

13 日，在该市嫩江九三农场田间地头，

民兵孙连顺带领 29 名民兵队员庄严宣

誓。这已是他们降低农药化肥用量的第

3 个年头了。

施用农药化肥虽是提高农作物产量

的重要手段，但如果施用过度会导致黑

土地土壤性状恶化，地力下降。

“我们通过交流谈心、专家授课、实

地考察等方式，强化民兵种粮大户科学

种田意识，并组织他们成立‘保卫黑土宣

讲团’，在春耕前秋收后为村民宣讲。”军

分区政治工作处领导告诉笔者，民兵讲

农事、话种粮，村民们听起来更新切、更

入耳入心。

“第一年粮食产量会有所下降，但只

要等上两三年，土壤肥力恢复，产量自然

就上来了，化肥成本也会大幅降低……”

孙连顺严格控制农药化肥使用量，还在

自家门前设立“黑土地保护宣传站”。在

孙连顺等民兵种粮大户的带动下，越来

越多的村民自觉降低农药化肥使用量，

主动采取“米豆轮作”“秸秆还土”等科学

种田方法。“黑土地活力逐年恢复，农药

化肥成本逐年走低。”孙连顺高兴地说，

去年，他家粮食产量同比增长 5%，收入

喜人。

军地携手护黑土，奏响绿色“交响

曲”。经过几年的努力，该市黑土流失势

头得到有效遏制，黑土地正逐渐恢复生

机。去年，该市粮食总产量突破 120 亿

斤、增长 16.7 亿斤，新增产量占全省增量

的 1/4。今年，大豆扩种面积超过全省

扩种任务的 1/4。

今年 8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黑

土地保护法》正式施行。该军分区根据

保 护 法 内 容 重 新 印 发《黑 土 地 保 护 手

册》，并组织宣讲团开展普法宣传。“我们

还协调地方有关部门，把基层专武干部、

民兵政治教导员、民兵连长纳入‘田长

制’责任体系，进一步壮大黑土地保护力

量。”该军分区领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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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吴永亮报道：“教育资料精

减了，教育效果却强化了。这是省军区

机关多措并举，解决思想政治教育统筹

难题的成果。”近日，贵州省遵义军分区

政治工作处干事谭田，一边整理学习教

育资料，一边有感而发。

去年底，该省军区在一次专项调研中

发现，各级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时，不同程

度存在层层加码、统筹不当、内容繁复等问

题。省军区政治工作局干事任廷健告诉笔

者，为提升教育质效，省军区收集梳理基层

意见建议，结合实际、区分层次，制定出台

有关文件，明确由省军区各级政治工作部

门牵头统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按照“聚焦

中心、合并同类”的原则科学拟制教育计

划，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化、规范化。

教 育 计 划 做 减 法 ，教 育 质 效 做 加

法。针对人少事多的实际，该省军区探

索建立“省军区统资源、军分区轮流上大

课、团级单位搞学习讨论”的教育模式。前

不久，一堂面向全区的理论辅导授课开讲，

兴义军分区政治工作处主任严工以驻地

“红色记忆”奇石教育馆为载体，用“史话石

说”的拟人方式，开展情景式授课。整堂课

生动鲜活，紧密联系实际，赢得满堂彩。

“堂堂都是精品课。”遵义市播州区

人武部政工科科长张亨贵说，以往人武

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基本都是“单打独

斗”，教育力量不足、资源有限，导致授课

教案不精彩、教育形式老套等问题。现

在省军区统一部署、调配资源、分解任

务，各人武部共享优势资源、同听精彩好

课，教育质效明显提升。

“统筹做好‘加减法’，提质增效又减

负。”该省军区领导表示，下一步，他们将

深化与驻军部队和地方有关部门的协

作，整合军地优势资源，进一步丰富教育

内容、拓展教育载体、创新教育形式，积

极推动教育成果转化。

贵州省军区多措并举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质效

做好教育“加减法”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

9 月 16 日，全军新兵起运第一天，

在云南昆明飞往辽宁大连的航班上，

一场“云端”国防教育课开讲。

“一日为军人，终身为军人。我

会在银翼之下、白云之上永葆军人本

色……”万米高空，130 余名新兵聆听

乘务长、退役军人孙晓萍讲从军故事。

据悉，为引导新兵在入伍之初树

牢理想信念，南部战区某调度中心协

调民航公司打造“红色之旅”，在万米

高空组织新兵开展国防教育。

“现在我要和大家分享关向应的

故事……”介绍大连籍革命先辈关向

应，是孙晓萍的用心安排，因为大连将

是新兵们的第二故乡。

此次航班，不仅乘务长是退役军

人，机长也是。“虽然已退役多年，但我

一直难舍军营。得知有新兵运输任

务，我主动报了名。”机长张锡华说，

“作为老兵，能在‘云端’送新兵，我们

倍感骄傲。”

接下来的军史知识问答环节迅速

点燃“云端”课堂。“请问，中国共产党

建立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是哪里？”孙

晓萍提问。“井冈山！”新兵普成祥通过

呼叫铃抢答成功。其他新兵不甘示

弱，纷纷抢答。负责此次航班保障任

务的军事代表马晓虎告诉记者，接下

来的旅途中还有唱军旅歌曲、看军事

题材电影等活动。

“人生的精彩不只有诗和远方，也

有大漠孤烟；青春也不只有眼前的潇

洒，更应有家国情怀！”许多新兵表示，

立下尚武志，投身强军梦，争当“四有”

新时代革命军人。

经过近 5 个小时的飞行，飞机平

稳降落。走下飞机的新兵们迈着坚定

的步伐奔赴军营。

南部战区某调度中心协调民航公司打造“红色之旅”

万米高空话军旅情怀
■肖 兵 本报记者 孙兴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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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你们在部队这座大熔炉淬

炼成长……”9 月 19 日，新兵起运，山

东省曹县阎店楼镇王庄村退役军人王

志强为新兵送行。

今 年 70 岁 的 王 志 强 1973 年 入

伍，在部队多次受嘉奖，并荣立个人

三 等 功 。 1976 年 3 月 ，他 退 役 返 乡 ，

1982 年高票当选村党支部书记。“王

书记每年都走家串户，动员村里的优

秀青年参军入伍，该村连年被评为征

兵工作先进村，王书记也有了个‘征

兵义务宣传员’的‘新头衔’。”镇武装

部工作人员说。

耳濡目染下，王志强的 3 个儿子

打小就立下从军志。1998 年 12 月，王

志 强 把 大 儿 子 、二 儿 子 送 到 部 队 。

2000 年 12 月，三儿子也应征入伍。

为了让儿子们在部队安心服役，

王志强和妻子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

儿子从部队打来电话，他们总说：“家

里一切都好，不要挂念，你们在部队好

好干……”

如父母所愿，3 个儿子都收获亮

眼的军旅“成绩单”：大儿子年年被评

为红旗车驾驶员，两次参加国庆阅兵，

2 次荣立三等功；二儿子先后 4 次荣立

三等功，2006 年被保送提干；三儿子 2

次荣立三等功。

两代四个兵，人人都立功。曹县

人武部领导说，王志强父子 4 人建功

军营的故事，激励越来越多的有志青

年参军报国，他们一家成为县里开展

征兵宣传的“光荣之家”。

如今，每到征兵季，王志强都会放

下手中的农活，不是发放征兵宣传单，

就是到适龄青年家中做动员。今年下

半年征兵伊始，王志强多次到“好苗

子”家中动员，本村和邻村的 5 名大学

毕业生纷纷响应，携笔从戎。

这些年王志强已为部队输送 60

多名优秀青年。他说，只要还走得动，

就一直为征兵忙下去。

山东省曹县人武部调动多方力量开展征兵宣传

“光荣之家”为征兵代言
■赵鲁亚 本报记者 安普忠

近日，新疆阿克苏市人武部组织民兵到定点帮扶乡开展助民劳动。图为民兵帮助依干其乡农户收获玉米，分享丰收喜

悦。 朱峻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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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我就要奔赴军营了，我会

以你为榜样……”9月18日，河南省新

乡市延津县，戍边烈士肖思远的弟弟、

新兵肖荣基，来到哥哥的墓前话别。

他轻抚墓碑，将一束鲜花摆放好。

今年征兵伊始，还在读大学的

肖荣基决定接过哥哥手中的钢枪，

报名应征。体检、政审双合格后，他

与 200 名“准新兵”一起投入役前教

育训练。“想到哥哥在雪域高原战斗

的身影，这点苦和累算什么？”肖荣

基在训练场上摸爬滚打、挥汗如雨，

在教育课堂上认真听讲、踊跃发言，

迅速成长进步。“荣基长大了，想继

承哥哥的遗愿保家卫国，我们非常

支持，希望他在部队好好锻炼，向哥

哥学习。”母亲刘利霞说。

9月 20日上午，肖荣基挥别父老

乡亲，登上了驶向军营的列车。

图①：即将奔赴军营，肖荣基来

到哥哥肖思远的墓前话别。

图②：肖荣基登上驶向军营的

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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