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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拥工作作为我们党、国家和

军队的优良传统和特有政治优势，

在革命和建设各个历史时期发挥了

重大作用。“六城联创”，同样呼唤双

拥工作的牵引与支撑。

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个时代主

题，鹤壁市委、市政府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城市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认

真落实国家和河南省有关决策部

署，着眼城市发展特点规律，积极开

展全国文明城市、国家环境保护模

范城市、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

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全国健康城市、

全国双拥模范城“六城联创”，着力

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置身这个大

背景下，军政军民团结，双拥模范人

物示范引领，显得尤为关键和重要。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追

求。

太行山流淌过革命前辈的鲜血，

在这片热土干事创业，双拥工作标准

不能降、干劲不能松、效果不能差。

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文明、环

保、健康、双拥“一个都不能少”。“六城

联创”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向往

的应有之义，也是新时代展现新作为

新形象的使命担当。从精神层面看，

双拥情怀、双拥理念对文明城市、环保

模范城市、生态文明示范城市、生态园

林城市、健康城市建设更具牵引作用，

更能代表一个时代的精神追求。

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发展品格。

土耳其诗人纳奇姆·希克梅特说

过：“人的一生有两种东西不会忘记，

那就是母亲的面孔和城市的面貌。”

对我们而言，感恩故乡母亲，建设美

丽宜居城市，就是要统筹好空间规模

产业三大结构，统筹好规划建设管理

三大环节，统筹好改革科技文化三大

动力，统筹好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

局，统筹好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

各地探索实践充分证明，找准在

全国、全省大局中的坐标定位，实现错

位发展、特色发展、竞相发展，形成多

级支撑、多点突破、全面发力的生动局

面，离不开广大军民协同发力，离不开

部队官兵参建援建的大力支持。

英模是贯通时代和城市的永恒

星座。

“六城联创”不仅要比“短跑”冲

刺，还要比“长跑”韧劲。“短跑”冲刺是

结果，“长跑”韧劲是过程。一方水土

养一方人，历史上，鹤壁英雄辈出；现

实中，英模已经成为这座城市一张最

亮的名片，群星闪耀在新时代的天空。

双拥模范人物涵养一座城市的

精气神，支撑一座城市的大格局。

《三略》有云：“英雄者，国之干；庶民

者，国之本。”枝干相连，本源同流。

激情奋斗新时代，呼唤军民大团结。

诚可谓：军民团结如一人，“六

城联创”有活力。

军
民
团
结
如
一
人

﹃
六
城
联
创
﹄
有
活
力

■
中
共
鹤
壁
市
委
书
记

马
富
国

6月4日，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五

支队与驻地街道开展“粽叶飘香、军民

真情话端午”主题活动，官兵们同社区

居民一同包粽子、制香囊、摸高板，喜

迎端午佳节。

陆振鑫摄影报道

5月24日，武警临沧支队组织“军

营开放日”活动，驻地幼儿园的小朋友

们来到部队，在参观营区、观看军事表

演、与战士面对面交流中感受军营气

息，无形中种下了献身国防的种子。

杨 凯、陈俊成摄影报道

双拥小百科

双拥影像

在党史军史上，河南省鹤壁市石林镇法隆寺是个重要纪念地。

1947年6月10日，刘伯承、邓小平就是在这里召开“石林会议”，研究强

渡黄河、挺进中原、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军事部署。

眼下，河南省鹤壁市正在积极开展全国文明城市、国家环境保护

模范城市、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全国健康

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六城联创”。踏访这片双拥热土，我们常常为

双拥人的模范带头作用而感动着。

淇县鱼泉村地处河南省鹤壁市西
部，太行山从这里折向西南。以前，
这一带全是石头山，自古以来“种草
草不长，栽树难乘凉”。而今，从鱼泉
村往东 2 公里开外，就是淇县黄洞省
级森林公园，那里植物丰富多样，约
有 114 科 300 属 462 种。其中可见朴
树等珍稀植物，也有金钱豹等大型动
物出没。

这一可喜变化，老拥军模范靳月
英功不可没。新中国成立前，她曾任
当地“妇救会长”。96岁的靳月英拥军
78 年，拥军物品折合人民币 10 万余
元。年龄越来越大，她不愿给部队添
麻烦，从 2017 年起才停止了每年八一
建军节到军营走访慰问的惯例。

1984 年，靳月英进京参加拥军模
范大会回到家乡后，退休不再担任村
干部了。“咋能从北京开会回来就不干
事儿了哇？”回村第二天，她便扛镢头、
挎箩筐，揣着干粮上山了——种树去！

那一年，靳月英刚好61岁。
从那时起，满目荒凉的山上，多了

一位瘦小的老人。一年四季刨树坑，
从山下水库担水到山上。第二年大旱
之年，靳月英竟然种活了 170 多棵柏
树。两三年后，那面山崖泛起一片片
绿，老人真的把树种活了！

种树 10年后，村里陆续有 13人加

入，自发成立了“靳月英八一造林队”。
今年 5 月 31 日，我们沿着靳月英

当年种树走过的路走了一遍，仍然能
感受山势呈 70 度陡坡带来的行走艰
难。鹤壁市市长郭浩介绍，1995年春，
淇县号召干部群众“向靳月英学习，向
太行山宣战”，全县当年 22万人，每天
出动 10万人义务劳动，植树造林。据
当年统计，共开发出 110 多公顷山地，
栽种了 21万株绿化林和 2.2 万株经济
林。2003 年，靳月英喜获中国环保最
高奖——地球奖。

侧柏长得慢，得三五百年才能成
材。靳月英却不着急：“35年前的荒山现
在全绿了，不才 4辈子人嘛！”曾孙子冯
超刚会走路时，太奶奶上山种树。冯超
有娃娃的时候，太奶奶说：“这辈人多
好！自打出生看到的太行山就是绿的。”

如今，已成为鱼泉村所在黄洞乡
副乡长的冯超主管扶贫。他记得，太
奶奶种下果苗时，逗他说将来桃啊、柿
子啊有多好吃。如今这些树早已挂
果，真像当年说的那样好吃。现在，他
带领乡亲上山种花椒、种核桃，不少人
家每年单花椒就卖数万元。2019 年，
他们配合林业部门，还在黄洞乡试验
了无人机飞播造林。在整个淇县，绿
化率已经由当年 3%提高到 36.6%，山区
更高达 60%以上。

96岁老人拥军78年，61岁退休后开始了人生新一轮冲刺——

“妇救会长”种树记

时间过去了 68年，86岁的她仍然
清楚记得考题：若参加抗美援朝，怕不
怕死？当时，她坚定地写下了 8个字：
保家卫国，不怕牺牲。

这位志愿军老兵名叫陈金莲，是
鹤壁市军休所一名军休干部。

陈金莲两岁时被过继到养父母
家。幸运的是，养父是一名地下党，十
分疼爱小金莲，供她上学读书。读完
小学后来又上了夜校。“白天上山砍
柴，晚上去学习。”陈金莲说，艰难的生
活让她从小就学会了自立。

新中国成立后，吃苦耐劳、踏实肯
干的陈金莲沾了有文化的光，被推举
担任了乡妇女副主任。

1951 年 3月初，她去乡里开会，顺
便看望一位老同学。“到了她家，才知
道她要去当兵了，招兵办就设在县城
的关帝庙。”陈金莲顿时心潮澎湃，立
志到军营报效祖国。
“60里路，我走了整整一天，傍晚才

赶到关帝庙。”从返乡开介绍信到急匆匆
赶路，到那一顿参军前的美味晚餐，陈金
莲今天回忆起来还洋溢着一种幸福感。

在朝鲜战场上，陈金莲加入医疗
队，学习了止血、包扎等急救常识，也留
下了伴随一生的伤残——照顾伤员的

时候，遇到敌机扫射，她背着伤员躲避
时被弹片击中左侧肋骨，滚下山坡时尾
骨又不幸摔伤。鹤壁市委副书记张然
听了陈老的故事，禁不住赞叹：“这就是
生活在我们身边的英雄儿女！”

陈金莲回国后一直在军队医疗战
线工作，她把最美好的青春岁月奉献
给了部队。

1993 年光荣退休后，定居鹤壁的
陈金莲办理相关医疗资质，开始了免
费行医的历程。这一“开张”就是 26
年！26 年间，陈金莲几乎跑遍了鹤壁
市周边每一座山头，采集了不少中草
药，免费义诊患者两万余人次。

她还拿自己身体做试验，硬是学
会了“穴位埋线疗法”。这一疗法融针
灸学理论、中药学和现代物理学为一
体，对哮喘、神经官能症、股骨头坏死
等疑难杂症有显著疗效。许多患者慕
名而来，老伴儿、儿媳自然而然成了义
务护工。
“健康中国战略强调坚持政府主

导，动员全社会参与，我这个老兵也要
尽一分力量。”年纪大了，孩子们不放
心，坚决不让老人外出采药，陈金莲便
常常叫上保姆一起行动。“昨天我俩还
去采药了呢！”陈老骄傲地说。

86岁志愿军老兵，退休后免费义诊患者两万余人次——

“英雄儿女”采药忙

他原以为村里最缺的是钱。担任村
支书后才发现，更可怕的是村民们精神
散了，干劲儿没了。

2016年 10月 19日，鹤壁市淇县“头
雁回归创业”计划启动，63岁的徐光被任
命为大石岩村党支部第一书记。从普通
士兵成长为副师级领导干部，转业后先
后在省质监局、新乡市质监局担任过领
导职务的他，退休后竟然回到当年努力
走出去的小山村。有人笑称，徐副师“大
檐帽换成了破草帽”。徐光笑而不语。

大石岩村地处太行山深处，全村
420 多户 1300 多人，曾有贫困户 273 户
902人，被定为省级贫困村。徐光上任后
到大石岩村 8个自然村 420多户群众家
里走访，召集有威望、有能力的老干部、
老党员、老模范、老家长、老退休教师、老
军人、老骨干，组成“七老”团队，自家人
说自家事，一起商量该咋干。村“两委”
班子凝聚力、向心力被唤醒了，无私奉献
的党员队伍、真抓实干的干部队伍、公平
议事的“七老”队伍三支队伍形成了。

积贫已久的大石岩村急需一场看得
见的胜利来提振士气。徐光选择了向大
山挑战。他认为，大石岩村风景优美，发
展乡村旅游的优势得天独厚，只是还没
开发出来而已。

大石岩村多山，连绵起伏的 13座山
头被许多人视为难以涉足的“禁区”。“好

些山头我们以前都没上过。”被选为“七
老”团队队长的申怀林说，“年轻的时候
都没爬上过的山头，心里总觉得上不去、
没法上。”

徐光没有多说什么，默默拿起了用
一根树枝做成的登山杖，带着水和干粮
就登上了遍布荆棘的山路，全然忘了自
己的心脏中已经装了 4个支架……朝歌
寨、暴马寨、蜘蛛山等 13个山头，他足足
转了 7圈。接下来便是打井、修路、挖河
道、做村标。

经过两年多努力，村里有了大变
化：荒野洪荒游、水系游、红色洞穴探险
游等 3条旅游线路相继开发成功，1条
传统乡村线路得以恢复，还配套建设
了 1个停车场和日接待能力 1000 余人
的服务区。

2018 年 4月，徐光以高票当选村党
支部书记时，眼睛湿润了：他分明看到
了村民的信任。这年春天，大石岩村
1000 多名村民领到了有史以来第一次
分红，让全村看到了盼头。当年 7 月，
徐光荣获河南省第八届优秀复转军人
年度人物奖。鹤壁市副市长王永青曾
任淇县县委书记，是他力邀徐光“出
山”。他紧紧握住徐光的手，一切尽在
不言中。徐光说：“能为乡村振兴做些
事，能为脱贫攻坚出把力，我这个老兵
很知足了。”

大檐帽换成了破草帽，63岁老兵义无反顾作出选择——

师职干部当“村官”

行走在鹤壁的城市乡村，走访鹤
壁的市民村民，时有令人惊喜的发
现。

市委常委、鹤壁军分区政委张友书
告诉我们，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
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中，活跃着许
多陈金莲、徐光式的老兵，也活跃着许多
靳月英式的英模人物。

赵守军，40 多年前离开家乡来到
部队，在部队一干就是 20 多年；退役
后，放弃高薪工作，回到家乡浚县黎阳
街道前寺庄村带领乡亲们向贫困宣
战。当选党支部书记后创办集体企
业，他连家里的救急钱都垫上了。在
美丽乡村建设中，他带领全村硬化道
路 1000 多平方米，修整下水道 400 多
米，清理垃圾 3000 多立方米，植树 700
多棵。如今正抓住发展机遇，准备建
设田园康养小镇。

亓国杰，上过战场，立过战功，一
诺千金替牺牲战友尽孝 36 年。担任
鹤壁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山工业园区
党工委书记以来，成为上上下下认
可、社会各界好评的“中国镁谷”建设
的推进者。雷厉风行，果敢担当，亓
国杰 36 年来军人本色从未改变，相继
获评鹤壁市道德模范，被评为“河南

省爱国拥军先进个人”，入选“中国好
人榜”。

吕志强，从 9 岁第一次救人至今，
45 年里他已从水中救出 26 条生命。
1964 年 9月出生的吕志强，是鹤壁市山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
作为一名老兵，碰到火灾、车祸时，他
总是冲在救援一线。2014 年，吕志强
建起鹤壁第一支民间水陆救援队，带
动百余名爱心市民加入其中。先后被
评为第四届鹤壁市道德模范、第十一
届河南省见义勇为模范，入选“中国好
人榜”。

鹤壁市第四小学门前路口，位于繁
华路段，李应喜守护这个路口已经 22
年。

10年前，退伍老兵李应喜从交警岗
位退休，他退休不退岗，无论刮风下雨
还是严寒酷暑，每天坚持义务护送学生
和老人过马路，算上退休前在这个路口
已经守护了 22 年。面对新闻媒体采
访，取得过许多荣誉，曾经受到党和国
家领导人接见的李应喜，依然十分低
调：“这么多年，累是累点，但发自内心
地感到开心。咱不图名不图利，就图个
家长放心，学生安全。只要身体允许，
我会一直干下去。”

“三大攻坚战”中，许多老兵、许多英模人物在行动——

群星荟萃“新鹤壁”

■赵 春 陈海寅 张 波

双拥模范涵养精气神

垒基·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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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应喜

亓国杰

吕志强

陈金莲

靳月英

徐 光

蜜 蜜

（本稿照片：于宏森摄）

军地时评

双拥模范城（县）特指在“拥政爱民、拥军优属”工作方面成绩突出的模范城

（县），分为国家级和地方级。1991年春，经邓小平同志倡导并题写牌匾名，民政

部、解放军原总政治部在福州召开的全国双拥工作会议上，命名表彰了10个全

国双拥模范城（县），创建活动由此蓬勃兴起。

（赵 威辑）

热点聚焦

双拥模范城（县）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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