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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已逝，精神永存。每遇清明节
等重要节日，浙江平阳各地学校师生都
会走进位于水头镇水头一小的“心平
园”，去瞻仰牺牲时年仅 23岁的抗日女
战士——林心平。

来到心平园，只见一排桂花树下立
着林心平烈士的铜像，总高 2.3米，从上
至下分为黄铜胸像、青石承台和三级米
色花岗岩火烧石底座三部分，底座最下
一级前后宽 1919 毫米，左右长 1942 毫
米，分别代表林心平出生和牺牲的年
份，而总高 2.3米表明烈士以 23岁的花
季年华献身于抗日战场。

林心平，原名梁玉。1919年 2月出
生，浙江平阳人，1936年 11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1936年 8月参加革命，在上海
从事地下交通工作。全面抗战爆发后，
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机要秘书。
1937 年 11 月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
习。毕业后，先后在中共中央长江局、
中共浙江省金华特委从事统战工作。
1939年秋任新四军第一支队文工团副
团长。同年冬到溧阳新昌协助开辟新
区工作。以办夜校的形式，宣传、发动
群众，组织贫农小组、妇抗会、青抗团，
并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

1941 年 3月起，林心平任金坛、溧
阳、宜兴、武进、丹阳五县抗日联合政府
文教科科长。同年夏，国民党保安第 9
旅投降日军后，进驻长（荡湖）滆（湖）地
区，袭击我抗日部队。为扩大抗日武
装，分散敌人兵力，党组织决定由她兼

任宜兴县官村区区长，负责开辟长滆东
南边区的抗日武装斗争。经数月工作，
将张河港大河抗日游击区扩展到滆湖
南岸的新桥一带。

1942年 6月林心平不幸被捕，受尽
酷刑，坚贞不屈。同年 7月，在江苏省
金坛县官林小学被日军杀害。遗体被
敌人毁尸灭迹，尸骨无存。

瞻仰烈士遗像，水头一小校长黄象
春满怀崇敬之情。他说，林心平烈士是
一位秋瑾式的女英雄。她的一生虽然
短暂，但异彩绽放，是我们水头的骄傲，
是平阳的骄傲，也是中国人的骄傲。她
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不忘初
心、砥砺前行！

（新华社记者 王俊禄）

林心平：慷慨赴死的秋瑾式女英雄

林心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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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宋子洵、特约记者赵
雷报道：“咱们村‘摘帽’了！”春节前传
来的喜讯，让辽宁省阜新市阜蒙县大巴
镇二门得力村贫困户杨宇金欣喜不
已。村支书商村强说，子弟兵帮助贫困
群众发展养殖业，如今村里很多人甩掉
贫困帽子，走上了致富路。
“脱贫攻坚，产业是支撑。”阜新军

分区政委王锐介绍，他们在支持群众通
过土地流转、扶贫资金入股、入园打工
等方式增收的基础上，还注重引导群众
发展特色产业，先后帮扶 3个贫困村摘
掉贫困帽子。

据了解，从 2014年开始，阜新军分
区与阜蒙县大巴镇车新村结成帮扶对
子。该军分区领导研究认为，捐款捐物
等“输血式”扶贫只能帮贫困户解一时
之困，要实现持续脱贫、彻底脱贫，必须

转变传统思路，树立市场思维，通过发
展特色产业，帮建“造血”能力提升。随
后，他们测土质、访群众、问专家，确定
了结合地域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
业的帮扶思路。

车新村的土壤适合葡萄生长，他们
把冷棚葡萄种植项目作为扶贫帮困的
主导产业。短短两年，全村冷棚葡萄种
植达 2000 亩。如今，靠着发展这一产
业，全村贫困人口数量从 708人减少到
194 人，人均收入也大幅提升。此外，
他们引导群众发展的“白劳模”牌鸡心
果等农特产品也在市场热销。

阜新军分区——

脱贫“造血”聚焦特色产业
本报讯 窦垚、潘昭报道：“如

今，村里的木材厂、缝纫店生意好得
很，真得感谢子弟兵啊！”看到新疆军
区某团官兵到来，莎车县亚勒古孜巴
格村村支书刘悦大步上前，拉着子弟
兵的手激动不已。春节临近，该团官
兵再次来到亚勒古孜巴格村了解群众
生产生活情况，并同大家一起研究制
订年度帮扶计划。

亚勒古孜巴格村地处莎车县西北
部，受自然环境等因素影响，当地发展
一直滞后。2016 年以来，该团与这个
村结成帮扶对子，成立扶贫工作小组，

在深入调研摸底的基础上，瞄准群众需
求开出扶贫“药方”。

针对村里交通不畅、房屋老旧等问
题，他们多方筹措资金为村民铺设水泥
路、修建砖瓦房；针对深度贫困户实际
困难，他们采取“点对点”帮扶措施，为
深度贫困群众购置电动三轮车，并提供
启动资金创办“移动超市”。

在此基础上，他们围绕增强群众
脱贫内生动力做文章，结合不少村
民擅长木工活的实际，协调筹措资金
兴建木材加工厂，邀请驻地职业技术
院校专业人员对村民进行技能培训，
并鼓励村民到木材加工厂就业；针对
妇女顾家务工“两头难”的问题，他
们协调开办了缝纫专业合作社，鼓
励妇女在照顾家庭的同时靠就业实
现增收。

新疆军区某团——

扶贫“药方”满足群众需求

“当时根本来不及想太多，我只
是本能地想赶快抢救伤员。”2018年
12月 28日早高峰，目睹了老人被汽
车撞倒在地的一幕，路过此地的季凌
莉第一时间冲上前。

拨开人群，眼前的情景让季凌莉
揪心：老人倒在地上，头部鲜血直流，
嘴里不时发出痛苦的呻吟……
“必须马上救人！”作为一名护

士，季凌莉迅速做出反应。她向围观
的人群喊道：“请大家帮忙抬一下电
动车，把老人转移到路边。”说完，她
摘下围巾为老人进行简单包扎，随后
又联系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护理部护士长周燕玲，请她派人前来
救援。

深冬首都，寒风凛凛。季凌莉双
膝跪地，双手紧紧压住老人头部的伤
口，不时为老人鼓劲，防止他因伤昏
迷。10 多分钟后救护车赶到，季凌
莉又协助医护人员将老人送上了车。

人们这才发现，季凌莉身上的白
色羽绒服已被染上斑斑血迹。她冻得
通红的双手仍然紧紧压住老人头部的
伤口，直到将老人送上救护车……围
观的路人自发地为她鼓起掌来。

由于放心不下老人，季凌莉随救
护车来到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
心急诊室。看到老人及时得到救治，
季凌莉这才松了一口气。随后，她悄
悄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

几天后，中国军网八一电视频道报
道了这则暖新闻，季凌莉的爱心善举刷
爆了朋友圈，成为寒冬里的一股暖
流，网友亲切地称她为“最美护士”。
“危急时刻，你是怎么想的？”事

后，有人这样问季凌莉。她的回答轻
描淡写：“我是一名专业医护人员，也
曾是一名军人，救死扶伤是我的职
责。”

听说了季凌莉的救人善举，解放
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麻醉手术中
心总护士长何丽并未感到意外：“季
凌莉平时待人有爱心，非常乐于助
人，她的身上有军队医务工作者特有
的大爱胸怀。”

在季凌莉 24 年的人生记忆中，
身穿军装的岁月是最让她难忘的。
2014 年，在哈尔滨医科大学读大一
的季凌莉参军入伍到了原沈阳军区
服役。因为表现优异，入伍第 2年她
被评为“优秀士兵”。

2016 年，退役后的季凌莉回到
哈尔滨医科大学继续学习护理专
业。2018 年 6 月，她与 16 名同学一
起来到解放军总医院实习。

离开军营的季凌莉，一直以军人
的作风和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她的

床铺和其他人不一样，物品摆放得非
常整齐。”护士长周燕玲第一次来到
季凌莉的寝室，就发现了她的与众不
同，“一个能够严于律己的人，也一定
能很好地服务病人。”

不久前，季凌莉成为解放军总医
院第一医学中心麻醉手术中心恢复
室的实习护士，这期间她多次参与危
重病人抢救，提升了应急处理能力。

季凌莉说：“在解放军总医院的
学习经历，让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什
么是医者仁心、什么是敬业奉献、什
么是勇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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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6时的北京寒风凛冽。突然，疾驰的汽车撞

倒了一位骑电动车的老人，老人受伤倒地，头部鲜血直

流。危急时刻，一名身穿白色羽绒服的女孩拨开人群，

双膝跪地紧急救治受伤老人……

这是去年12月28日发生在北京西四环中路的感

人一幕。救人的女孩名叫季凌莉，是解放军总医院第

一医学中心麻醉手术中心恢复室的实习护士。近日，

中国军网八一电视频道报道了这则暖新闻，季凌莉的

爱心善举刷爆了朋友圈，成为寒冬里的一股暖流。

从甘肃省城兰州出发，沿着河西走
廊一路向北，经武威、张掖、酒泉，就来
到中国航天事业的发祥地——东风航
天城。

这里曾经是一片古战场。匈奴、鲜
卑等多个民族在这里逐鹿漠野，霍去病
威镇河西、成吉思汗征战西夏王朝的故
事在这里广为流传，散布在周边的肩水
金关、黑城、古烽燧等历史古迹，见证了
这片土地的变迁与兴衰。

潮起东方，浪卷大漠。伴随着改革
开放的大潮涌动，这座镶嵌在古丝绸之
路上的戈壁小城活力渐增，崛起为一座
现代化的航天城。

从“ 不 毛 之 地 ”到

“塞北江南”—

为美丽中国画卷播绿添彩

天空湛蓝、云朵洁白、胡杨金黄、弱
水蜿蜒……每当秋季来临，位于巴丹吉
林沙漠深处的东风航天城都会成为万
众瞩目的“明星”。
“仅去年国庆节，就有近 2万名游客

来这里参观。”航天城爱教办主任张敏
介绍。“真没想到，这里这么美！”一位专
门从山城重庆赶来的游客如此感叹。
但她不知道的是，数十年前这里还是一
片不毛之地。
“这些年，我们大抓城区绿化美化，

先后种植人工防风林 3万余亩，围栏封

育天然林草22.3万亩。”分管航天城绿化
工作的张相勤告诉记者。
“树多了，草多了，生态就好了。”高

级工程师孔祥鹏在航天城工作生活了
20年，他回忆说，大学毕业刚来这里时，
一到春天就刮沙尘暴。
“沙尘暴越来越少，雨水渐渐多了

起来。”孔祥鹏说，前些年偶尔下场小
雨，人们纷纷拍照留念。如今则见怪不
怪，早就没了新鲜感。

向荒漠要绿色，要来的是碧水蓝
天、花红柳绿。
“东风航天城是个美丽的地方。”75

岁高龄的刘庆贵带着妻子重回故地，看
到航天城的变化不禁感慨，“航天城之
美，不仅体现在绿树成荫、高楼林立，还
在于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了力量……”

从“ 生 命 禁 区 ”到

“幸福家园”—

航天城的幸福指数不断攀升

走进航天城，人们感觉不到自己置
身大漠。

邮局、银行、学校、医院……这里一
样不缺。
“住地窝子，喝苦碱水，生产生活物

资要靠唯一一条铁路运进来。”回忆起
航天城刚组建时的那段岁月，开了 36年
火车的退休职工吴恒金感慨道。
“出去一趟太麻烦了！”吴恒金说，

“那个时候，从航天城到清水的火车每
天只发一趟，探亲休假的、出差开会的，
4节车厢被挤得满满当当。”

如今，这种情况已大大改观。1998
年，连接酒泉和东风的酒航公路建成通
车。“我回山东老家，既可以坐飞机直飞

北京，也可以坐班车去酒泉再换乘动
车，还可以开着私家车一路走一路看。”
工程师周衡笑着说。

水源匮乏，是大漠的一个显著特
征。“洗衣做饭全靠老水源地的几口井，
拧开水龙头尝一口，又苦又咸。”说起当
年，一位“老东风”不停地摇头。

2012 年，在国家有关部委支持下，
一个投资 6000余万元、占地 5400多平方
米的新水源地，在距离城区 38公里的戈
壁滩上落成。饮用了 54年“苦咸水”后，
人们终于喝上了清冽可口的优质水。

在东风，几乎每栋楼房的楼梯栏杆
上，都挂满了盒子。这些各式各样的盒
子，是专为送奶师傅准备的。
“我们这里有 270 多头荷斯坦奶

牛。”东风奶牛场负责送奶的陈师傅说，
每天早上 5点半，他会准时去奶牛场取
奶，然后挨家挨户把1000多袋牛奶送完。
“05 区”是航天城最繁华的地方。

这里有菜市场、餐馆和超市，还有副食
商店。最吸引人的，是一个叫“鲜果小
屋”的门店，店面虽然不大，生意却异常
火爆。
“我儿子非常喜欢吃这里的汉堡，

隔三差五就要来一趟。”一位女军人告
诉记者，以前孩子馋了只能托去酒泉出
差的同事往回带，等吃到嘴里时，早就
没有了热气，“现在只要想吃，随时都可
以来买。如果懒得出门，点开‘东风外
卖’，‘外卖小哥’很快就能送货上门。”

从“ 信 息 孤 岛 ”到

“智慧社区”—

张开臂膀拥抱信息化时代

中午 12时，一辆快递车缓缓驶进航

天城。
卸车、清点数量、群发短信、给客户

送货，是快递员沈小红一天的工作。她
告诉记者，每天自己都会收发从全国各
地寄来的近200件快递。

事实上，早在快递入驻前，航天城
就已经有了多家物流公司。
“老妈，今天晚上吃的什么呀？有

没有出去散步？”见到工程师夏青时，她
正坐在自家客厅的沙发上，同远在湖北
的母亲视频聊天。

生在航天城的夏青对这里的历史
如数家珍。她介绍，上世纪 90年代，这
里只有一个长途电话亭，每逢周末就被
挤得水泄不通。
“现在不一样了！中国电信、中国

移动、中国联通都在这里设了营业厅，
家家户户都开通了无线网络，随时随地
能跟远方的亲人视频通话。”说话时，夏
青的脸上乐开了花。

工作之余到数字影院看场喜欢的
电影，对于常年奋战在航天发射一
线的科技人员来说，是件非常惬意
的事。 2017 年 7 月，电影 《战狼 2》
在全国热映。工程师纪容林得知消
息后赶紧上网订票，竟然连一张票
都没抢到。
“东风也有数字影院，只要地方影

院一上线，我们就能同步观看。”纪容
林说，这几年，人们不仅用上了智能手
机、看上了数字电视，还骑上了共享单
车、用上了移动支付，日子越过越滋
润。
“虽然身在大漠，但这里绝不是

‘信息孤岛’。”胡建新正在拟制东风
航天城 《智慧社区建设规划》，筹划
着未来的发展。可以期待，不久的将
来，这座戈壁小城将成为真正意义上
的“智慧之城”。

古丝路上崛起现代航天城
—东风航天城侧记
■本报记者 邹维荣 通讯员 许京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