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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无人机航速超过设定值，

无法降速”“报告，空速超速，高度超

高，无法触发降落程序”……尽管演练

已过了一年半，但那次无人机紧急迫

降的场景，仍经常浮现在眼前。

那天，我带领民兵无人机侦察分

队奔赴指定海域。起初，无人机起飞

后，各项参数显示正常。航程过半，无

人机向大海深处任务区飞行时，突然

遇到大片积雨云。云层内部形成一个

“水帘洞”，严重影响机器精密电子元

件和传感器的灵敏度。

我的心越揪越紧：无人机是新配

发的装备，四周是茫茫大海，着陆点所

在的军用机场周围是大大小小的山头

和错落分布的居民区，跑道两侧还有

军用设施。一旦降落失败，后果不堪

设想……

屋 漏 偏 逢 连 夜 雨 。 侦 察 排 排 长

门振宇大声报告：“燃料不足，最多飞

行半小时！”“实在不行，只能在海面

或海滩降落了。”但我们心里很清楚，

这样迫降会导致机器损毁，大家几个

月的努力会付之东流。“能完成任务

吗？”大家心里直犯嘀咕。“只要有一

线希望，咱们就不能放弃！”我给战友

打气。

经过紧急商讨，我们决定，操控无

人机盘旋至距离机场 2 公里处，把俯

仰角强行调成俯角，让它对准跑道俯

冲进入机场，随后快速关闭发动机，再

将俯角调正，让其无动力滑翔降落。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报告，空速 200，

高 度 70，已 触 发 降 落 程 序 。”11 时 18

分，无人机速度已达每小时 200 公里，

就像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要在直挺

挺砸向地面之前紧急刹车，留给我们

的反应时间只有短短 10 秒！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眼睛死死

盯住操作盘：70 米、60 米，在无人机距

跑道还有 50 米、高度 10 米时，我果断

下令关闭发动机。“无人机机轮触底，

滑跑正常！咱们成功了！”

半小时惊心动魄的迫降结束了。

回程路上，我让队员们畅所欲言，模拟

推演场景、复盘总结经验。看着这群

充满活力的民兵骨干，我深感欣慰，新

域新质作战力量前景广阔，征途如虹！

（段 宁、本报记者 朱怡蘅整理）

紧急迫降，生死时速牵人心
■安徽省淮北市杜集区人武部副部长 孙欢迎

2010 年，我结束了 5 年的通信兵

生涯，脱下军装回到家乡。当时，我心

里只有一个念头：拿出在部队敢打敢

拼的劲头，干出一番事业。

我首先瞄准的是园林苗木这一领

域。但我没有创业经验，就连最基本

的苗木品种都认不全。当过兵的人不

能轻易认输！向农户请教苗木知识、

了解市场行情……当奔跑成为常态，

“超级玛丽”成了我的代号。

10 多年时间，公司苗木产业越做

越大，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占地万余亩

的标准化苗木生产基地，打造了一处

以农业和农村为主要载体的新型生态

园。后来，公司获评国家林业重点龙

头企业、国家林业标准化示范企业。

创业见成果，我也有了新目标。作

为一名老兵，我深知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不易，决心尽我所能为他们提供帮助。

得知可以申请挂牌“安徽省退役军人就

业创业基地”，我马不停蹄办手续。面

向退役军人提供福利待遇、设立“退役

军人示范岗”“军嫂芳草地”……越来越

多退役军人在这里就业上岗。

2019年获评“全国模范退役军人”

后，我更加坚定回报社会的决心。我主

动向和县人武部申请加入民兵队伍。

2020 年 7 月，和县汛情严峻，我跟随民

兵应急连奔赴抢险一线。白天，他们扛

沙袋、打木桩，我就打下手；晚上，我和

志愿者一起巡堤、排除险情。专业抗洪

部队来了，我就抓紧采购慰问物资。看

到战士们穿的衣服湿湿的、脱下的鞋子

能倒出水，我的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当

即在志愿者群发起“给子弟兵烘干衣

服”的倡议。公司出动 5台车、派 5名驾

驶员和10名工作人员，每天到部队各个

驻扎点收集脏湿衣服，清洗烘干后，下

午再送回去。就这样，每天来回两趟。

有人不理解，问我，工作这么忙，

为什么还老往自己身上揽事儿？可我

一点都不觉得累。虽然脱下了军装，

骨子里依然是个兵，还是那个永远奔

跑的“超级玛丽”。

漫步马鞍山长江东岸，一片冬景

中仍有点点青绿。这是我可爱的家

乡，一座“绿色转型”的新兴城市。回

望前路，苗木青翠、迷彩鲜亮，我愿一

直带着绿的生机与希望不停奔跑。

（本报记者 朱怡蘅整理）

“超级玛丽”，奔跑脚步不停歇
■安徽省和县人武部民兵应急连副指导员 马 丽

接到作为民兵代表参加安徽省军

区“强军有我”皖美故事会的通知，我

既意外又兴奋。思来想去，我明白，自

己是沾了“抗洪大脚”的光。

2020 年盛夏，因持续强降雨，东

至县境内长江全线超警戒水位，危及

多个乡镇。7 月 11 日中午，刚结束城

区 救 援 工 作 ，我 们 又 迎 来 一 场“ 大

考”。香隅镇龙江水厂附近，长江大堤

突发管涌。县人武部部长南小勇带领

我们应急连 90 名骨干迅速集结、火速

驰援。

到现场一看，一个直径半米多的

管涌，正“张着大嘴”、裹着泥沙往外

喷 。 来 不 及 多 想 ，我 们 立 即 投 入 战

斗！灌沙石、扛沙袋、堵管涌……由于

现场作业面小，大型机械上不去，只能

靠铁锹挖、手提、肩扛，我们一口气干

到晚上 9 点多。没想到，老天像是觉

得考验不够，一阵狂风刮过，大雨倾盆

而降。豆大的雨点打得脸生疼，眼睛

都睁不开。

一袋沙石几十斤，扛到肩上，脚

就陷进泥窝里。最深的一段，泥水淹

过膝盖。来来回回，记不清运了多少

趟。泥窝里泡久了，腿开始抽筋，我

把脚拔出来，坐到一边搓几下，没那

么疼了赶紧下去继续干。10 多个小

时 ，我 们 在 江 堤 内 筑 起 了 一 条 高 3

米、长 70 米的围堰。第二天凌晨 5 点

多，大堤渗出的江水逐渐返清，险情

得以化解。

坐在大堤上休整时，我才发觉腿

像灌了铅似的迈不动。我想脱下鞋

子，但双脚和鞋子粘在一起，怎么脱

也脱不下来。我把鞋带全部解开猛

地一抽，一双皱得像松树皮一样的脚

终于重见天日。身旁的部长看见后

说：“别动，我给你拍一张。”就这样，

你传我我传他，“抗洪大脚”意外“走

红”了。

其实，图片上的脚只是抗洪大堤

上众多被泡皱大脚中的一双，我也只

是众多抢险民兵中最普通的那一个。

之前，我有幸参加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新时代最可爱的人”节目录制，

面对镜头，我道出了战友们的心声：咱

们民兵就是老百姓身边的兵，要做老

百姓心中可爱、可靠、可信的人。

（本 报 记 者 朱怡蘅、特 约 记 者

梁冰清整理）

“抗洪大脚”，遇到险情不含糊
■安徽省东至县人武部民兵教练员 陈寿春

“我们能为老区人民做点啥”“怎

样才能和乡亲们打成一片”……2018

年刚接手扶贫工作，坐在办公室的我

脑袋里满是问号。

寻访全省 16 个地市 104 个县（市、

区）132 个帮扶村，蹲在田间地头和老

乡“拉呱”，向农科专家问策修订帮扶计

划，走进帮扶产业基地现场调研……

蓝图日臻完善，思路逐渐清晰。

恍然发现，截至 2022 年，我们的

帮扶工作已经接力进行了 30 个年头。

皖豫两省交界处、人口数目不足 2

万的边远山村——六安市金寨县铁冲

乡，默默见证着前人的努力。记得第

一次来到该乡李桥村，一打眼就看到

一块“民兵板栗示范基地”纪念碑。岁

月磨蚀了碑上的字迹，不远处，千亩板

栗林枝繁叶茂。林边休憩的老乡虽然

不 认 得 我 ，但 认 得 我 们 身 上 的 迷 彩

服。他们赶忙放下嘴边的旱烟迎过

来：“你们来啦！快来家坐坐。村里板

栗一年能收 260万斤，家里有鲜的哩！”

李桥村东面就是张店村。2021年，

《省军区参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的措施》刚出炉

的时候，村民们一见我就问：“脱贫摘帽

了，部队还会不会帮我们？”“当然！我们

保证对象不换、力度不减、标准不降！”

2021年底，我们到这里开展调研工作。

兵支书叶胜高兴地介绍，这一年，军分区

领导带队，子弟兵脱鞋下田、扛锹上山，

先后栽下 2万多棵油茶树，帮建油茶基

地。同时，军分区投入专项资金帮助引

进高科技装备，现已投入农业生产。专

家介绍，“油茶树进入挂果期时，行情好

的话，每亩能挣3000多元”。

在宣城市泾县奎峰村，宣城军分

区给因残致贫的特困家庭盖起两层小

楼，不少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父子

兵”“兄弟兵”建功军营；在安庆市宿松

县罗汉山村，村民们建起红色旅游环

线，把红色故事拍成电影……无数情

牵百姓的“小我”，让乡村振兴之路越

走越宽。

“我要把帮扶故事讲给大家听！”

“强军有我”皖美故事会开始时，我毫不

犹豫报了名。默默记诵着讲述词，帮扶

村大爷大娘的笑容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本报记者 朱怡蘅整理）

接力帮扶，振兴路越走越宽
■安徽省军区政治工作局干事 叶笑松

以小见大赞颂辉煌成就，由浅入深感悟思想伟力。安徽省军区开展“强军有我”皖美故事会活动，围绕忠诚、精武、砺兵、
向战、奋斗、为民、奉献、拥军等主题，集中举办故事会150余场。一场场故事会，一方方舞台，见证了官兵、文职人员、退役老
兵们的动人情怀，记取了那些惊心动魄的演训瞬间、细水长流的帮扶接力、润物无声的拥军佳话、引发共鸣的现场影像。现
整理摘录4位讲述人的故事，共同感悟他们平凡岗位上不平凡的足迹。

写 在写 在

前 面前 面

2022 年年尾热播的电视剧《县委

大院》中有一段情节，长岭村为化解村

民纠纷创办“围炉夜话”，受到县委书

记 称 赞 ，向 全 县 推 广 。 然 而 没 多 久 ，

“围炉夜话”开始走过场、走形式，饱受

群众诟病。县委领导察觉后，主动检

讨，及时叫停。

情同此理，教育创新不能走形式，

贵在落地落实。

国防动员系统人员类型多样、教育

需求多元，长期以来，各地各单位积极

探索思想政治教育新路径，取得较好成

效，但客观上也存在“保鲜期”短、温度

实感不够等问题。如何推动教育入脑

入心？笔者认为，必须运用创新思维、

精品思维、开放思维，走好群众路线，形

成生动格局。

安徽省军区把群众性自我教育作

为深化主题教育、构建教育大格局的增

长极，连续 3 年开展“皖美扶贫”“皖美

追寻”“强军有我”皖美故事会等教育活

动，深挖陈列在大地上、蕴藏在官兵中

的教育资源，引导大家在工作与实践中

接受洗礼锻造，以小见大赞颂辉煌成

就，由浅入深感悟思想伟力。

开放的世界没有封闭的军营。当

代青年官兵、民兵是在互联网快速发

展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思想活跃、审

美多元。强军讲坛、故事分享、破冰行

动等品牌活动，把大道理讲透、小道理

讲活，让官兵和民兵听得专注、看得明

白 ，在 潜 移 默 化 中 启 智 润 心 、激 昂 斗

志，打造了“人人当主角、处处受教育”

的能量场。

抓思想政治教育，寄希望于一堂课

管到底、一招鲜吃遍天，既不现实，也无

实效。树牢大教育观，坚持开门办教

育，通过金课共享、场地共用、平台共

建、难题共解，做大做强优质教育供给

侧，实现优势互补、共教共育。池州军

分区连续三年开展党小组诵读原文原

著活动，督促全体党员人人上交“理论

党费”、天天完成“学习小时”；六安军分

区组织“重走红军路、奋进新征程”政治

拉练活动，让官兵、民兵从皖西革命老

区红色资源中汲取奋进力量；巢湖干休

所引导文职党员担纲理论宣传轻骑兵，

通过青年人视角、年轻态表达、互动式

交流，讲出亲和力，增进认同感。

著 名 教 育 家 陶 行 知 曾 说 ：“ 真 教

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独从心里发

出来，才能打到心灵的深处。”实践证

明，教育创新必须紧跟时代、紧贴官兵，

坚持用真理说服人、用真情感染人、用

真实打动人，汲取群众智慧，燃旺教育

炉火。

教育创新贵在落地落实
■本报记者 周海良

小 舞小 舞 台 释 放 大 能 量台 释 放 大 能 量
——安徽省军区安徽省军区““强军有我强军有我””皖皖美故事会美故事会44位讲述人的故事选登位讲述人的故事选登

孙欢迎

马 丽 陈寿春

叶笑松

图①、图②、图③：皖美故事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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