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时事纵横 E-mail:jfjbsszh@163.com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７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侯磊

伊
占
伟
（
右
一
）
到
贫
困
户
家
中
调

研
走
访
。

宋
开
国
摄

艳阳金秋，硕果满枝。
在第五个国家扶贫日到来之

际，国务院扶贫办表彰了 2018年全
国脱贫攻坚奖获得者，来自解放军
和武警部队的两名同志与一个单位
受到表彰。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大
官兵聚焦老少边穷地区特别是“三
区三州”等深贫地区，以真扶贫、扶
真贫、真脱贫的劲头为人民群众带
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受到表彰的
获奖者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对他们
的表彰必将激励广大官兵在今后的
工作中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脱贫攻坚时间紧、任务重，必

须真抓实干、埋头苦干。”今年 6月，
习主席对脱贫攻坚工作作出重要指
示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以更加
昂扬的精神状态、更加扎实的工作
作风，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坚定
信心、顽强奋斗，万众一心夺取脱贫
攻坚战全面胜利。

尽锐出战，日新月异。面对新
时代的扶贫答卷，广大官兵信念坚
如磐石，行动坚定有力。极目远眺，
山水间，人民子弟兵正用豪迈激情
和甩开膀子干的劲头，改变着一方
水土，造福着一方人民……

写在前面的话

位于武陵山脉腹地的湖南省桑植

县，曾是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的中心。这方孕育英雄的土地，同时还

是老、少、边、穷山区，是“大湘西”脱贫

攻坚主战场。

1988年，湖南省军区主动要求在桑

植县对口扶贫。筑路、架桥、修水利，助

学、办厂、搞养殖……30年间，人民子弟

兵在荒山野岭上打造出脱贫致富的山村

样本。如今，漫山遍野的橘树结着金黄的

柑橘，仿佛诉说着山乡的可喜变化。

湖南省军区对口帮扶桑植县，仅是

改革开放40年来人民军队参与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一个缩影。

贫困，人类社会一道醒目的伤疤。

在世界的东方，中国实施了以解决贫困

人口温饱问题为主要目标的大规模扶

贫开发，用30年左右的时间成功让7亿

多人摆脱贫困。党的十八大以来，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我们创造了减贫史上的最好成

绩，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6853万人，

年均减少贫困人口1300万以上，贫困发

生率从2012年的10.2%下降至3.1%。

民心连着军心，经历过血与火洗礼

的革命军人，最能体会民之重、民之亲、

民之苦。事实上，这支在红星照耀下成

长起来的军队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哺育

她成长的人民群众血肉相连、水乳交

融，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

的根本宗旨，当人民需要的时候，刀山

敢上，火海敢闯，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

生命。放眼神州，一座座老百姓自发建

起的“饮水思源”纪念碑，一条条“流金

淌银”的致富路，一束束飞架山乡的“光

明线”，见证着人民子弟兵为人民谋幸

福的牺牲与奉献。

在中国反贫困斗争的时代坐标上，

河北省阜平县有着特殊含义。2012年

冬，踏着皑皑白雪，习主席来到龙泉关镇

骆驼湾村和顾家台村访贫问苦并强调，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帮助困难群众特别

是革命老区、贫困地区的困难群众脱贫

致富摆在更加突出位置。铿锵话语，再

次向全党全国全军发出脱贫攻坚动员

令。服务人民，人民军队从未缺席；脱贫

攻坚，人民军队雷霆出动。《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正式

发布不久，《关于军队参与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意见》正式出台，1个多月后，军队参

与打赢脱贫攻坚战任务部署会召开。

“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天然

的亲和力，成为子弟兵参与打赢脱贫

攻坚战的原动力。随后，87家军队医

院与全国 113所县级医院建立对口帮

扶关系、10多个省区的驻军服务移民

搬迁……脱贫攻坚战场上，传唱着一

曲曲鱼水情深之歌。近几年，人民军

队共帮助1018个贫困村、5.9万户贫困

户、21.4万名贫困群众脱贫摘帽。

“人心齐，泰山移。”人民军队参与打

赢脱贫攻坚战，涌现出一大批军民同心、

合力攻坚的先进典型。“希望将军”赵渭

忠，在贫困地区建起30多所希望小学，

助力5000多名贫困家庭学生圆了读书

梦；“扶贫政委”赵克信，10多年三次走进

金寨工作，帮助5000余名群众摘掉了贫

困帽子；“大漠水神”李国安，为边疆军民

打井1100多眼，一汩汩清泉浇灌出军民

同乐幸福花……近几年的全国脱贫攻坚

奖评选，军人的名字经常出现在人们的

视线里。今天的脱贫攻坚一线，仍然活

跃着一个个默默无闻的绿色背影，他们

用行动践行着服务人民的铮铮誓言。

脱贫攻坚，全国一盘棋；全面小康，

决胜在合力。在接下来的不到1000天

里，全国还有数百个贫困县要实现脱贫

摘帽。这些县贫困程度更深、贫困规模

更大，是坚中之坚、硬骨头中的硬骨头，

更需要广大官兵和人民群众勠力同心、

携手奋进。我们深信，有对贫困群众的

如火情怀，有对脱贫攻坚的如荼实践，

广大官兵必能在助力群众脱贫致富的

道路上谱写出华美乐章。

点赞脱贫攻坚战场上的绿色背影
■王海涛 杨 阳

纵 横 谈

王连山（左一），湖北省军区数据信

息室主任。他先后帮扶武汉市王家河镇

小寨村64户209名贫困群众实现脱贫，

被湖北省评为“2017年度精准扶贫工作

突出的第一书记”。

2018年全国脱贫攻坚奖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推荐人选事迹简介

安徽省金寨县人武部结对帮扶白塔

畈乡楼冲村，将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

合，先后捐资新建或修建19所学校。同

时，积极开展“情系贫困学子、爱心圆梦

助学”活动，在全县结对帮扶了1600余

名贫困家庭学生。

徐立辉（左三），海军原国防动员委

员会综合办公室正团职参谋。在驻河北

易县大兰村期间，他协调相关基金会帮

扶52个贫困家庭学生圆了读书梦。

刘长金（左一），北京军区善后办政

工组副组长。在帮扶河北阜平县城南庄

镇过程中，他创新扶贫模式，并协调资金

建立养殖合作社，带动60户贫困户脱贫。

冉培宗（左一），四川省军区政治工

作局干事。他注重抓好扶贫骨干培训，

先后培训扶贫业务骨干200余人次，组

织培训“四大片区”驻村干部102人。

克依木江·库尔班（左），新疆军区某

师政治工作部副主任。在帮扶莎车县米

夏镇七村中，他帮助村里建强组织，并通

过规范党务工作、落实组织生活制度提

高村干部科学决策能力，将村党支部打

造成坚强战斗堡垒。

西藏山南市加查县人武部因地制

宜、因村施策，在多方筹措资金基础上，

协调地方政府为驻地修建“八一”汽修

场，并适时扩大规模，解决群众收入来源

问题。同时，发挥部队技术优势培养种

植养殖能手14名、医务人员12名。

远有终年不化的积雪，近有悠然
自得的牛羊，抬头望去，蓝天白云下的
青藏高原俨然一幅秀美画卷。很少有
人知道，秀美景色下，当地群众的健康
却受到包虫病的威胁。

多年来，原三○二医院肝胆外科二
中心将优质医疗资源送到藏区群众身
边，在茫茫雪原演绎了一个个动人的军
民鱼水故事。在今年全国脱贫攻坚奖
评选中，他们获得组织创新奖。

赤诚之心点燃群众希望

2015年冬天，首都北京干燥阴冷。
虽年近五十，二中心主任刘振文毅然带
队踏上了进藏之路。
“是人民军医让我重新树立了生

活信心。”每次提及病情，31岁的旦增
玉珍都迫不及待地表达感激之情。

前几年，旦增玉珍和11岁的女儿先
后被查出患有包虫病。但因家庭困难，她
未能带女儿及时就诊。得知情况后，刘振
文第一时间赶赴拉萨，顾不上高原反应，
便转车赶到旦增玉珍家中。一番询问后，
经验丰富的他决定将母女二人带到拉
萨，并为他们成功进行了手术。

其实，刘振文仅是这支队伍中的
一个代表。只要走进藏区，便能听到
群众对人民军医发自内心的赞誉。

去年 7月，该医院再次派出 11 名
专家兵分两路向藏区进发。奔赴林芝
方向的牟劲松等专家，一下车便展开
筛查工作，饿了就在车上简单吃几口
饭。奔赴那曲方向的朱震宇等专家，
在海拔 5000米的高原上连续工作 7天，
完成了尼玛县包虫病全民普查工作。
“留下真心，留住希望，也就留住

了他们的家。”刘振文感慨地说。据介

绍，他们先后派出了 9批次、76名专家，
赴藏区数十个市（县)开展包虫病流行
病学调查、疑似患者筛查和分级治疗
等工作，共筛查群众7200多人次。

无疆大爱跨越万水千山

首都北京与青藏高原远隔万水千
山，人民军医以无疆大爱拉近了藏区
群众与首都人民的距离，让他们感受
到大家庭的温暖。

2015年 12月 24日，来自西藏和青
海的 5名患者辗转来到北京。刚走进
病房，干净的床铺、新鲜的水果、藏汉
双文显示的包虫病防治贴画等便映入
他们眼帘。精心的布置，周到的服务，
让远道而来的群众潸然泪下。
“爱让我们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护士长白瑛感慨地说。小患者闹布旦
周刚来时看着就让人心疼——13岁的
他身高不到 1.3米，体重不到 60斤。为
帮他调节好精神状态，白瑛得空便陪
闹布旦周讲故事、做游戏。时间久了，
闹布旦周融入了医院的大家庭，隔阂
感没了，心情也舒畅了。

大红“福”字贴了起来，“十相自在”
图挂了起来，就连“经幡”旗也飘了起
来……临近春节，病房成了温馨而有爱
的家，让第一次走出家门的尼玛杰布激
动不已。他说：“等身体康复了，他一定要
给朋友们讲一讲人民军医的爱心故事。”

爱在心中流淌，情在心底升腾。
在这个医院，医护人员们专门设立了
“爱心屋”和“专项账户”，专门存放募
捐到的物品和现金，用于改善藏区包
虫病患者的生活。家境贫困的次仁石
确就是受益者之一。在“专项账户”援
助下，他不但治好了自己的病，而且顺
利返校读书。
“爱，给我奋进的力量！”次仁石确

说，他一定好好学习，做对社会有用的
人，回报医务人员的无疆大爱。

务实之举留下不灭火种

对于藏区群众来说，2016年 7月 21
日是个难忘的日子。当天，全国首家
援藏包虫病治疗技术帮扶医院——原
三○二医院技术帮扶医院揭牌仪式在
拉萨举行。同一天，该医院还联合中
华慈善总会在当地成立了第一家包虫
病治疗中心。
“我们不但要为藏区群众治疗疾

患、缓解病痛，还要帮带培养一批医疗
骨干，为藏区留下一支不走的医疗
队。”该院院长姬军生的话，表达了医
务人员的心声。

入夏，西藏第二人民医院会议室
里座无虚席，一场名为“包虫病患者手
术现场演示”的帮带活动在这里举
行。来自原三○二医院的专家通过为
4名“患者”实施手术，将多项综合手术
技术传授给当地医生。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在长

期的实践中，专家们每次巡诊义诊都
会通过办讲座、做演示、结对子等，为
群众普及医疗知识，帮带医疗骨干。
“来自北京的专家教给我的不仅是

医疗技术，还有高尚的精神和品德。”青
海省福利慈善医院外科医生祁之俊，一
直跟刘振文学习包虫病精准治疗手
术。他说，在专家们熏陶下，自己的医
学修行也得到提升，这将受益终身。

如今，在专家们的帮带下，很多医
疗骨干和祁之俊一样，像一粒粒火种
散发着光芒，照亮藏区群众的心房。

岁月有痕，大爱无言。由白衣天
使组成的医疗队依然行走在青藏高原
上，那白色与那远山的皑皑白雪交相
辉映，一眼望去是那样的纯粹，那样的
无瑕，让人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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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南的暮秋，偶有凉雨。记者跟
随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政委何方礼
的脚步，翻山越岭来到大瑶山。
“何政委好啊！”一路上，每次与瑶族

群众偶遇，何方礼都会受到贵客般的礼
遇，并被邀请到瑶寨木楼上喝碗油茶。
“脱贫攻坚，关键要做好人的工作。”

何方礼的扶贫心得来之不易。
10 多年前，何方礼满怀期望地为

几个贫困户送去牛蛙、特种黄羊等，希
望他们走特色产品养殖之路脱贫致
富。谁知半年后，送去的蛙苗死的死、
丢的丢，羊羔宰的宰、卖的卖……一次
失败的帮扶经历让他认识到，“输血”
仅能解一时之需，持续脱贫的关键在
于让群众自己动起来，学会“造血”。

找到了病根，何方礼就对症下药。
他得知，当地气候条件适宜规模化种植
菇类、毛竹、杉木等。为此，他在广泛宣
传动员的基础上，为群众买来种子、秧苗
和技术书籍，引导大家搞特色种植，收到
很好效果。这几年，他又鼓励当地拓展
了竹艺、木材加工等产业。

在很多瑶族群众心中，何方礼是出
了名的“热心肠”。鼓励卖花群众开网
店、帮毛竹种植户办笋厂、为孤寡老人联
系医生治病……翻开他的扶贫日志，一
个个温情而感人的故事跃然纸上。
“为群众办笋厂这事，他先后找了我

5次。他敢做善成的作风给瑶族群众带
去力量，也让我看到了远山的脱贫希
望。”聊起何方礼，当地民营企业家罗岸

峰感佩不已。他为记者讲述了一件事：
年产值100多亿元的柳州螺蛳粉产业，每
年需要大量酸笋。得知情况的何方礼，
一方面组织白云乡瑶族群众大量加工酸
笋，一方面凭借“踩烂门槛”的执着说服
当地知名企业与群众开展合作，最终走
出了“公司+农户”的产业扶贫路。
“群众一天不致富，俺就一天不停

步。”这是何方礼的心声，也是他的信条。
走出大山的红瑶女童不会忘记，为

帮她们重返学堂，何方礼曾挨家挨户地
劝说，引导群众改变“女不读书”的思想
观念，把家里的女童送到学校。

融水苗族自治县新国村的干部不
会忘记，为改变当地落后面貌，何方礼
利用休假时间调研 10 多天；在县中队
官兵与村党支部结对帮扶中，为解决与
瑶族群众语言不通的问题，他不厌其烦
地当起了“翻译”。

柳城县的很多群众也不会忘记，为解
决出行难、农产品销售难等问题，何方礼
多方奔走筹措资金上千万元，修通道路
100多公里。如今路修通了，走出大山的
特色农产品也有了更广的销路。

……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何方礼

说，这几年，他的很多战友也都奋战在
脱贫攻坚一线，帮助贫困群众强技能、
建学校、找项目，真情挥洒在座座瑶寨，
汇聚起合力为民的强大力量。他深信，
瑶乡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播撒真情在瑶乡
——记2018年全国脱贫攻坚奖贡献奖获得者何方礼

■杜 建 本报特约记者 许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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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高云淡，秋风送爽。国庆节前
夕，火箭军某基地保卫处处长伊占伟，
再次来到扶贫点走访，了解扶贫项目运
行情况。
“如果没有伊处长的帮助，哪有我现

在的生活啊。”听说伊占伟要来，村民宋
谷雨一大早就等在门外。贫困曾让宋谷
雨一筹莫展，就在他沮丧无奈之际，伊占
伟主动找上门来，鼓励他因地制宜发展
特色养殖业。后来，在伊占伟和他的战
友帮助下，宋谷雨搞起了泉水鱼养殖，每
年收益4000多元。

每次看到群众脸上露出微笑，伊占
伟心头都会涌起一股幸福感。如今，与
扶贫结缘多年的他总结了一套自己的

经验。他说，帮助群众脱贫不能零打碎
敲，每一步工作都要有规划，尤其是脑
子里要有清晰的目标和路线图。

熟悉伊占伟的人都知道，为了帮群
众设计扶贫路线图，得空他就往扶贫点
跑，敲开群众家门，走进农家小院，与群
众一起“侃大山”。一来二去，他把 13
个帮扶点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老
李家有几口人，老孙家有几亩地，老张
懂什么技术，他张口就来。
“摸清底数，才能心中有数。”这是

伊占伟的扶贫心得。简短的话语，凝结
着他的心血和汗水。为切实摸清贫困
群众发展底数，他不止一次带着军地扶
贫人员和贫困群众代表，反复排查扶贫

点土地、劳动力和资源情况。
位于新安江源头的梓溪村自然环

境优美，四季气候宜人，却因“路窄车
难行，网络难联通”而空有山珍无人
问。了解到情况后，伊占伟深入村里
帮助铺设光缆近 2万米，帮助当地建起
了综合性农业信息服务平台。搭起了
“信息桥梁”，山珍出山也就不是问题
了。如今，当地的特产摆在了山外大
超市的货架上。
“致富奔小康，关键要有可持续的

产业。”伊占伟趁热打铁，经多方筹措又
为村里援建了一批鱼塘，并将泉水鱼养
殖和乡村生态游有机融合，按照“互联
网+农业+旅游”的思路帮村民打造发展
名片。

开设微店网店、研发销售APP、协助
承办油菜花节……在伊占伟的帮扶下，如
今大变样的梓溪村成为当地有名的“山泉
流水养鱼之乡”。

赏乡村美景，游山间古道，尝泉养
肥鱼……每年旅游旺季，都会有大批慕
名而来的游客醉在乡间、流连忘返。随
着乡村旅游搭上互联网快车，村民的收
入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脱贫的路子找准了，群众看到希望
了，脸上的笑容也多了。此情此景，让
伊占伟颇感满足和得意。他说，只要贫
困群众的生活能有所改善，自己付出再
多都值得！

最是幸福群众笑
——记2018年全国脱贫攻坚奖创新奖获得者伊占伟

■程鹏宇 本报特约记者 宋开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